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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探析

——以《新文化运动》为例
阮爱钧

广东省茂名市官山学校　广东　茂名　525000

摘　要：在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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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以《新文化运动》为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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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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课改背景下，教师要把培养学生学科素养作为课堂
教学的重点内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主要包括唯物史观、时
空观念、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其中家国情怀是
尤为重要的。在实际教学中，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部
分教师过于注重知识的讲解，忽略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教育，
这严重影响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历史学科蕴含着丰富的爱
国主义教育内容，教师需要把教材内容和家国情怀理念进行
有效融合，培养学生良好的道德观念和爱国主义情怀，为学
生未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一、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在初中时期，学生就开始学习历史科目，通过对中国史

和世界史的学习，帮助学生梳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脉络，
感受我们中华民族的魅力，还有了解世界的古今。读史明智，
无论在那个年级的教学过程中都要渗透家国情怀教育，帮助
学生深入到历史事件的情境中，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情怀，
这对学生正确历史观的形成有着积极作用。
（二）辅助德育教育的开展
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学生

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
神，而这都是学生综合素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学生思想
道德品质中的核心内容，这对于学生德育水平的提高，有着
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所以能够为德育教育的开展起到重要
的辅助作用。
（三）有助于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家国情怀主要指的是对家和对国的情怀，而这其中爱国

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所以在历史教学中，教师如果能够渗透
家国情怀的教育，就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爱国主义情怀，通
过各大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教学，帮助学生了解各个历史时期
相关人物所拥有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帮助学生建立爱国精神，
这对学生道德品质的提高以及健康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初中历史教学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的措施
（一）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家国情怀
从上文能够发现，初中历史教学与家国情怀教育之间有

着密切的联系，在开展初中历史教学时，会必然的对学生进
行家国情怀的渗透，会对学生爱国主义精神的养成有着重要
促进作用。因此在初中历史教学工作中，教师想要将家国情
怀教育渗透其中，就需要对历史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度挖掘，
从历史课本上的相关知识中，总结出家国情怀的内容，引导
学生的思想和情感，帮助学生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强烈的情
怀，这对家国情怀教育十分有效。

比如在学习《新文化运动》时，学生会发现新文化运动
反对旧思想、旧道德、提倡新思想、新道德；反对文言、提
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些都是开启思想启蒙
运动的标志，通过学习这些内容，可以延伸到中国历史上下
五千年的思想道德，例如由平等学说、个性解放思想和社会
进化论等，这些代表了中国古代的繁荣文化。通过学习让学
生增强民族自豪感，渗透家国情怀教育。
（二）典型案例教学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想要有效渗透家国情怀的教育，

就需要立足于具体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分析，这样才能够起
到良好的教育效果。比如在学习《新文化运动》时，我们可
以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出现，对人民的想带来了重大的启蒙，
同时也严重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人民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
放，先进的知识份子受到一次民主与科学之洗礼，推动了中
国自然科学之发展，后期传播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先进的知识
份子改造国家，拯救社会之利器，在这场文化运动的背后，
中国现代文学的形成与勃发，成为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开
端。《新文化运动》对于我国的思想影响都非常深刻，只有抓
住机遇发展，才能够落于不败之地，这是增强国力的有效途
径。教师可以让学生在学习教材后写一篇读后感，以加深对
《新文化运动》的理解，并将对其中的领悟与当前我国的经济
与文化发展相结合，从而强化对学生的家国情怀教育。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我国的初中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对

我国及世界历史的介绍，能够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我国及世界
的历史发展形势，帮助学生培养民族意识，使学生从中感受
到历史的魅力以及民族的力量。正因如此，历史教学对于家
国情怀的教育有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要求教师在历
史课程教学的过程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分析典型历史事
件和案例，引导学生体会到其中的家国情怀，培养学生的爱
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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