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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 *

彭辉雄

湖南省涟源市第一中学　湖南　涟源　417100

摘　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爱国
主义精神。因此，本文将在自身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发展学生家国情怀素养提出对策，以期可以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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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传统认知中，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
家国情怀始终滋养着广大中华儿女。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国家荣誉感和民族
自豪感，进一步深化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高中历史学科因
高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课堂上对家国情怀的培养比较欠
缺，学生缺乏历史感悟与体验。因此，本文将在自身教学经
验的基础上，就如何发展学生家国情怀素养提出对策，以期
可以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一、家国情怀素养内涵
解读家国情怀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具有的社会责任与人

文追求，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内涵：第一，理想追求。个人只
有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发自内心地肯定和热爱，才能
将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作为自己的理想追求。第二，责任
使命。国家的建设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奋斗，这就要求个人应
具备良好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始终将自己的个人发展与国家
发展联系在一起，为了自身美好生活和国家发展壮大而努力
奋斗。第三，情怀信仰。不管是个人还是国家的发展过程都
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都必然会碰到各种坎坷，心怀家国情
怀之人在遇到困难或者面对挑战时，仍然能够坚定信仰、克
服逆境。

二、家国情怀素养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培养策略
（一）解析名人事迹，体会家国情怀
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终生，家国情怀是一种深入广大中华儿
女内心的理想信念，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无数中华儿女以
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信仰，在生命中真正践行了家国情怀。
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从历史名人入手，深
入解析爱国事迹，从而使学生得以充分感受其伟大的人格魅
力，进而有效培养自己的家国情怀素养。具体可以从以下几
点推进：首先，应重点引导学生关注历史人物的思想道德品
质。家国情怀本质上就是一种思想追求，自然会体现在其道
德品质上。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引导学生关
注其所具有的具体品质，鼓励学生学习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
道德品质。其次，应合理引导学生关注历史人物的具体事件。
家国情怀作为一种强烈的精神指引，其很容易表现在个人具
体的为人处世上。对此，高中历史教师可在教学过程中通过
分析具体事件，从而使学生正确认识到这些历史人物是如何
将家国情怀付诸实践的。例如，在“辛亥革命”教学中，通
过展示孙中山从兴中会到广州起义、从同盟会到武昌起义、
从中华民国成立到“二次革命”以及护法运动的革命历程，
感悟孙中山为挽救民族危亡屡败屡战、永不言弃的革命精神；
通过展示孙中山为宣传国民革命扶病北上，在弥留之际用微

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着“和平——奋斗——救中国——”
的场景，感悟孙中山为国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高尚情
操；通过分析孙中山一生从救病到救国、从改良到革命、从
揖美到联俄“三次转身”的原因，认识其身体力行践行爱国、
救国的探索与追求，感悟其贯穿人生始终的厚重家国情怀。

（二）开展情境教学，感受家国情怀
情境教学历来是高中历史教学的主要方式之一，良好的

教学情境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进而主动追求和感受
家国情怀。对此，高中教师应不断创新教育理念，开展有效
的情境教学，以便更好地帮助学生深入感受家国情怀。例如，
在讲解到“五四运动”知识点时，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关于巴
黎和会、火烧赵家楼等微视频，帮助学生直观、深刻地理解
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和经过。然后，再组织学生以角色扮演
的方式朗读顾维钧的演讲，再现历史情境，深刻体验历史，
从而在身临其境中得到心灵上的震撼，使学生得以深刻感受
家国情怀。综上，教师可通过有情、有境、有趣的历史情境
激活隐形教育价值，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

（三）开展实践活动，感悟家国情怀
主题实践教育活动是高中历史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家

国情怀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蕴藏
于各种历史文化遗迹之中，开展实践活动则可以使学生以体
验、探究的方式去接触历史文化遗迹，使学生更加深入地学习
和掌握历史，在实践过程中深入感悟家国情怀。例如，在“红
军长征”教学中，开展以“走进革命老区，弘扬长征精神”为
主题的实践活动，通过重走长征路、参观长征出发地纪念公
园、走访老红军等活动，使学生能“身临其境”寻访家乡与红
军长征有关的内容，将历史学习与家乡、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与
繁荣结合起来，立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综上所述，家国情怀素养作为高中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
一，对于学生的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高中历史课
程作为人文教育课程，是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有效途径
之一。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是历史教师的使命和担当。家国
情怀的培养能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激
发学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这才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的根本
落脚点，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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