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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历史教学如何贯彻家国情怀教育 
◆梁颖鸣 

（广东省鹤山市鹤华中学） 

 
摘要：中国人心目中的“家”与“国”关系密切，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

地步，历史是一门与国家实际紧紧结合的学科。学习历史是必要也是必

须的。中华民族，在近代史上饱受磨难，作为历史老师不仅要教授学科

知识，还要让学生学习前车之鉴，心怀国家，实现“中国梦”。因此，结

合全国高考考查的能力要求，本文从家国情怀融入高三历史教学的意义

入手，着重结合高考案例，具体说明如何在高三历史学科教学中进行贯

彻家国情怀素养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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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一直都很重视家国情怀教育，无论的霍去病
的“匈奴未定，何以为家？”还是周恩来周总理提出的“为中华
之崛起而读书”，这种爱国精神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随着教
育改革的不断深入，高考也在逐步改革，核心素养已成为高考改
革的重点，这对于高三历史教学起着积极的导向作用。近些年来。
我们发现，高中历史试题的内容不再局限于课本，选择更加广泛，
例如在近几届高考中，历史材料的选做题，材料开始脱离教材，
联系实际，更加注重考验学生的价值观和国家观。所以对历史老
师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历史的学科教育要紧跟课改，发挥更多价
值。 

1.历史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教育的意义  
1.1 家国教育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无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是古人提出的“修身、治国、

齐家、平天下”的理念，都渗透着一种以“德”治国的理念，可
见其内在联系之深远，因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该注重两者的结合，
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去实践。  

例如在学习历史“抗日救国”、“五四运动”、“一二・九”这
几章时，学生会思考，如果自己处在那样的环境下，会做出什么
举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会思考自己的价值观，老师要让学生
明白，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一些不和谐的现象存在，但是要学会
客观看待，不能因为一件事情就愤世嫉俗，要对祖国的发展充满
信心。然后教师要让学生理解为了中华复兴，在近代侵略战争中
中华儿女做出了哪些牺牲，为什么中华民族能一直在历史的车轮
中进步。 

1.2 家国情怀教育与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中有关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所以，在高三历史

教育课堂上，应该将家国情怀教育与德育教育相融合，帮助学生
成为有志青年。  

比如在学习“西周宗法制”时，老师可以先教学生理解历史
背景，加深学生对“国”与“家”的认识，理解中华民族内心深
处的家国同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学生能想到家庭关系，审视
自己对待父母的行为是不是足够尊重，同时，避免对父母造成语
言和行为上的伤害，消除彼此的误解。 

1.3 家国情怀与历史教育 
“读史使人明智”，学习历史不仅让学生知道历史，还在于

通过历史了解祖国，增强对祖国的情感。因此，家国情怀教育与
历史教育的目标是一致的。老师要指导学生站在时代背景下，结
合当时的历史环境才能有一个客观中肯的评价，对于恶意放大历
史事件的情况，高中生年轻气盛，容易走偏，所以教师要教学生
客观看待，树立正确的家国情怀意识。例如“辛亥革命”章节，
学生有时候会不理解事情的发展，这是教师要结合时代背景来教
育学生，告诉学生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失败，以及辛亥革命的
历史意义，正是因为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多年的封建思想。
中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改善，总体来说社会是进步的，教学生
学会用历史的眼光看待事情。 

1.4 家国情怀与高考要求 
近年来全国卷高考命题以立德树人为核心，家国情怀在高考

命题中体现得越来越充分，尤其侧重于立足家国情怀隐性考査社
会责任感，例如 2017 年全国 3 卷第 24 题考查汉字的演变，实际
上考查了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道题不仅考查了中国古代文
明的发展和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又考查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
同感和责任感。总之，对于高三历史教学而言，“家国情怀”在
近年全国卷高考试题中的考查形式是复杂多样的，这就要求教师
在高三历史教学中，要加强引导学生留心周围社会生活的变化和
聚焦人们现实社会的热点问题，将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相结合，逐步培养和落实学生的“家国情怀”。 

2.高三历史教学如何贯彻家国情怀教育 
2.1 引导考试正确历史观的建立 
历史证明，人类的命运和所属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所以“爱

国”要是人核心素养之一，2018 年的高考精选试题能够体现以
上核心价值观，在文科综合全国Ⅰ卷第 45 题以西汉武帝时期年
号改革为素材的题目中，强调了我国的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华民
族，还传播到其他国家，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还有文科综合全
国Ⅱ卷第 42 题讲述了我国近代著名洋务企业汉阳铁厂的建立，
工厂克服了重重困难，建立起一家大型钢铁企业，反映了中华民
族坚强不屈的品质，在困难中求富自强，激励着中国人不断开拓
进取。因此，教师要在课堂上，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2.2 引导考生汲取优秀文化成果 
学习历史，能让考生知天下，理解并且学习人类的优秀文化

成果，历史的教育提供了不少新思路，2018 年高考历史试题中，
教导学生应该走向世界，学习世界上的营养知识，加强人类的命
运共同体意识，加深对世界的认知。如文科综合全国Ⅱ卷中探讨
了大豆在这个和美国的种植，考察我国农业发展，这道题中，我
们能发现并了解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还教育了学生树立积
极进取的态度，为将来的工作和学习打下根基。所以，教学过程
中老师不要只教书本上的知识，要开阔眼界，引导学生“走出去”。 

2.3 落实党和国家对高中历史教育的要求，培养社会主义合
格接班人 

教育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青少年是未来的接
班人，这种伟大精神需要一代代的传承，如今，国际格局悄然发
生着变化，社会思潮变得更多元，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也在不断
深入影响社会的各个领域。高中生作为容易受影响的年轻群体依
然面对很多危险信息的冲击，因此，高中历史教育应该落实国家
的要求，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小结 
作为历史老师，应该在历史教学中注重联系现实，渗透家国

情怀，在对高三生进行历史教育时，应该紧扣课本，充分利用历
史课本教材，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
是每个老师的使命和义务，回看 18 年的高考试题能发现，试卷
中的试题材料对学生价值观的考察和国家的人才选拔紧密关联。
因此，历史的教学应当根据相关要求和国家课程标准，注重引导
青少年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牢牢把握试题是突出高考选拔功能
的思想，历史老师要发挥引导作用，推进爱国情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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