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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
郑方圆

浙江省金华市第六中学　321000

摘　要：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国家、民族、人民的崇高使命感与责任感，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入家国情怀教育，已经成为现阶

段高中历史教师关注并研究的重点课题，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升学生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与自豪感，从而激发内心深处的认

同感与主人翁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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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入家国情怀教育的意义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入家国情怀教育的实际意义，主要

包括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有利于高中德育工作
的开展，有利于学生对国家历史及民族精神追本溯源。
（一）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
高中阶段，是学生良好道德意识与行为习惯成型的关键

时期，在这一关键阶段当中，在历史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家国
情怀教育，归根结底是对学生进行民族优秀文化与传统精神
的教育，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
观。课本中讲述的林则徐、邓世昌等历史人物都具有强烈的
家国情怀与民族意识，其所展现出来的个人层面的德行情操
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符合“以人为本”“以史为鉴”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念。在学习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时，
对家国情怀教育进行渗入，有利于学生明白何为“家国”，明
白对待“家国”应该有怎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二）有利于高中德育工作的开展
在高中阶段开展德育教育尤为关键，在此阶段的高中学

生正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重要选择，合理适当地进行德育工作
有利于帮助他们在正确思想道德意识的引导下迈出人生的关
键一步，作出合理的选择。而且，在新课标具体要求当中，
已经将历史教育作为德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素质教育的
核心内容。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入家国情怀教育完全符合新
课标的具体要求，通过这一方法，实现“一课两育”，树立学
生对家国的正确认识，在完成课业教学任务的基础上，实现
“育人”工作，可谓一举两得。
（三）有利于学生对国家历史及民族精神追本溯源
在高中历史的学习过程中，学生能够系统地对中国历史

进行学习了解，能够明确地对中外历史进行比较分析，从而
加深记忆与理解。而家国情怀教育自古有之，源于历史，源
远流长，在学习高中历史课业内容的同时，学生们也能了解
到家国情怀的源头，了解到家国情怀在我国历史的发展进
程中扮演的角色与发展的历程，了解到家国情怀在我国的传
统文化当中所处的位置，从而去自觉了解家国情怀的本质根
源与对今天的影响，增强学生对国家历史的认识，以及对此
“家国情怀”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意识的探寻。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
（一）历史老师要转变观念，变历史教学为历史教育
历史学科的价值并不仅仅是对历史知识进行传授，还体

现在教会学生做人。历史教学转变成为历史教育，可以突出
历史学科的育人功能，使知识传授转变成为学科育人，指引
学生形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在历史学科教育中，对
家国情怀教育进行渗透成为了重要的使命。

身为高中历史老师，需要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家国情怀，

使学生可以更好地面向人类世界和未来世界。在教育过程中，
要帮助学生学会钟爱和珍惜自己的民族与祖国，使学生可以
对我国历史存在敬畏和温情的心理，使学生可以对自己民族
的文化充满自信与自豪。
（二）充分挖掘历史教科书，寻找家国情怀资源
高中教材中有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和人物事迹，根据这

些历史人物的事迹，教师可以从中提炼和升华出很多有利于
家国情怀教育的素材。历史的发展离不开历史事迹，无论是
成功的伟人还是失败者都是我国历史发展的表现，都可以从
中学习到许多道理，可以很好地让学生感受到家国情怀的重
要性。因此，教师在讲课前要充分备课，寻找家国情怀的资
源，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三）历史教学与生活紧密连接，培养学生家国情怀
高中历史教学教材和教学内容源于生活、源于历史。因

此，历史教学内容都和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教师要在生活和
历史教学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加强课堂教学与生活的联系，
让学生在课堂中体会到家国情怀其实就在我们的生活中，每
一件小事情都可以体现出我们的家国情怀。生活因素的发掘
在历史教学中属于一种深度的延伸，也是强化学生树立正确
家国情怀的一种手段。因此，教师可以把高中历史与生活进
行紧密联系，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四）开展多样教学方法，调动学生思考与讨论
教师要注意在高中历史学习的过程中，调动学生进行思

考与讨论，不能死记硬背知识点，要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讨
论问题、思考间题的能力，从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引导学生
树立家国情怀，理解家国情怀。

比如在进行《百家争鸣》授课时，儒家思想中的“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本身就包含了浓浓的家国情怀，通过对这
一课的学习，要使学生理解儒家思想的起源与发展，了解到
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的影响，从而去领会到儒家思想中关于
家国情怀的精髓。

三、结语
一堂生动的历史课堂不应该仅仅是知识的灌输，家国情

怀的培养应该成为课堂感染力的重点，情怀如梦，家国在心，
立足课堂，将家国情怀教育如影随形的融入教学内容之中，
从而将家国理念根植入学生的精神内核里，内化为自觉意识，
真正实现家国情怀教育的价值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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