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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渗透策略
祁　勇

江苏省如东中等专业学校　江苏　南通　226400

摘　要：中职历史课程教学的特点较为鲜明，由于历史的独特性使得在其中落实素质教育理念时较为简单，这也是素质教育

工作落实的关键环节。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家国情怀的渗透与融入对于提升教学质量、完善学生人格以及培养各项综合素质有

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依旧能够从中发现一些问题，极大的影响了教学效率与家国情怀相关理念的

落实效果。而这就需要我们的历史教师不断对自己的课程教学环节进行完善，并针对教学效果进行反思与总结。鉴于此，本

文对中职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渗透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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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历史课堂落实家国情怀的重要价值
展开家国情怀教育对于学生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其应用价值也能在这一过程中被充分体现，从对实际教学过
程的教学效果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点。第一是最为突出的作
用：提升学生对于祖国的热爱感情。通过在历史课堂教学中
将一个个典型案例向学生展现，能够让学生在鲜明的人物个
性与脉络清晰的故事中感受到家国情怀的重要性，让学生能
够在这一过程中积极的对事件与人物进行深入分析，感受其
中表达出的对祖国的热爱之情。教师也可以以实际例子为依
据，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哪些是正常的理性爱国行为，哪些是
非理性的行为，从而在让学生感受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同
时也能够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这一点对于学
生来说十分重要；第二是能够帮助学生树立忧患意识。由于
在当下的生活条件下，想要让学生从实际生活中感受到生活
的不易并形成居安思危的意识较为困难，因此在历史课堂教
学中展开家国情怀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通过对历史事件与
历史进程的全面阐述能够让学生真切感受到当时那个年代的
祖国境遇，知晓“落后就要挨打”的出处与其所代表的意义，
从而帮助其树立忧患意识，确定其人生发展方向帮助其树立
正确的发展目标，并以积极的态度不断进行努力；第三是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家国情怀教
育能够让学生正确理解历史事实与历史人物在那个时代所代
表的重要意义，同时教师通过完善历史学习的教学方法也让
学生能够快速掌握符合自身历史课程学习特点的有效方式，
获得更为完善的情感教育。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人格也在被
不断完善，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对于中职历
史教师来说，想要提升教学效果，关键是要充分理解家国情
怀对于学生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以此帮助学生家国情怀
意识的形成。

二、中职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渗透策略
（一）课堂教学渗透

在当前中职的课堂教学中存在着比较大的问题，即只重
视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却忽略了学科的育人价值。然而“立
德树人”作为当今教育的价值追求，在课堂教学中尤其是语
文、历史、政治等人文学科中更应该有所体现的。

例如，在学习“夏商西周的政治制度”一课时，西周的
宗法制可以作为家国情怀最初的制度之源。宗法制以血缘关
系为纽带，凝聚宗族的力量，将“国”与“家”紧密联系在
一起，与分封制互为表里，进而维护西周的统治，政治意味
明显。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于宗法制的认识多止步于

高考考点，即使联系到自己的家族或家庭，也只是一瞬而过。
那么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就可以将家国情怀揉合到宗法制中，
让学生重读《岳母刺字》的故事，加深对宗法制的理解，同
时引入家谱、家风、家训等相关概念，让学生通过实地走访
和调查，对自己的家族、家庭有更深的认识，形成对家庭的
责任意识、对父母的感恩之情，从而加深学生对家国情怀的
理解。

此外，在课堂教学中，构建新的课堂教学体系，在课堂
教学中联系社会实际，引入一些与爱国相联系的事件，并通
过恰当的引导与激励，使学生真切体悟家国情怀。在学习
“甲午中日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可以借助多媒体设
备，给学生播放《甲午风云》节选片段，让学生领略英雄气
概与豪情，并结合教师的引导讲授，调动学生的感官体验；
在“抗日战争”一课的讲述过程中，除了让学生感受在抗日
战争中形成的抗日精神、体会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外，更重
要的是让学生思考战争究竟给我们带来了什么，让学生铭记
世界和平的重要性，更铭记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人间正义而
牺牲的英灵们。
（二）课外实践渗透

在教学中，教师指导学生开展主题实践活动时，在整合
已有的教育资源、追求形式新颖的同时，也应贴近学生生活。

例如，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以“年味儿”为主题的实
践活动，让学生回味过去的新春，对家乡的民俗、年味儿畅
所欲言，展开讨论，感受文化传承与家国情怀。另外，教师
可以指导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开展以“感受社会生活变迁”为
主题的实践活动，实地走访自己的祖辈、父辈，讲述身边的
生活变化，让课本上的“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相关知识活起
来，感受祖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体会祖国一步
步强大的过程，培养家国情怀。

三、结语
综上所述，中职历史教师应不断拓展教育资源并以实例

解析作为主要的教学方式，为学生家国情怀的铸就以及未来
的全面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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