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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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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家庭、对国家表现出来的情感，对国家的一种情感层面的认同。初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家

国情怀素养具有现实意义，有助于贯彻立德树人要求、达成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等。初中历史教学中教师要选择合适的切

入点，顺利实现涵育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目的。鉴于此，本文对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策略进行了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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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奋进，提升国家的
经济建设速度，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需要新一代的努力奋
斗。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家国情怀教育是历史课程教学
的核心内容，对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要采取多元化教学措施，提升学生
的家国情怀素养，让家国情怀教育更具有现实意义。

一、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渗透的意义
当前，随着国家的迅速发展，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经济发展跃上新台阶，令世界瞩目。在国家经济发
展加快、国际地位不断提升、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
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具有重要意义和优势。在历史学习中，
学生能感受到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科技的发展进步、文学
艺术的辉煌成就，能感受到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从而激发
起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认同感、归属感、自豪感和责任感。
在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内容体系中，家国情怀是其中重要内容
之一，是学生对国家、对社会的一种深爱的表现。

家国情怀作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课
程教学中的有效渗透一直是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重要任务之一。
家国情怀在历史教学中的渗透，需要依据一定的历史知识和
内容。也就是说，教师需要在历史知识和内容中对家国情怀
教育进行渗透，以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和爱国主义精神。因此，
教师要依托历史教材，对家国情怀教育因素进行有效挖掘和
拓展，让历史教学发挥其应有的育人作用，帮助学生树 -立
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二、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策略
（一）培养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感是文化传播的基本，是文化自信和传播的力

量源泉。在初中教学中，充分挖掘教材中关于文化认同相关
的内容和元素，这对于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十分重要。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当今唯一传承
至今的文明，从历史必修一中的制度创新历史，到历史必修
二中距今一万年前已经产生的农业、精湛的手工业制作工艺
及器物，到历史必修三中易经八卦、丹书朱文、上古汉语、
天文历法、数学医术、建筑雕塑、书法绘画、音乐戏剧，或
是精彩绝伦，或是远远领先，或是源远流民，或是涤荡心灵，
或是人定胜天和肩抗天下的豪情，或是心系苍生的柔情，每
一项都是世界文化中的瑰宝。这种文脉的传承，已经深入骨
髓，嵌入基因，成为我们至今文化昌盛的基因密码。
（二）选择典型内容
历史内容丰富异常，通过历史教学实现家国情怀素养的

培养。全面分析初中历史教材，每一堂课教师都可以培育学
生的家国情怀素养，或通过课堂总结方式提升学生的情感体
验。历史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选择典型教学内容实现学生
家国情怀素养的涵育。

例如，学习“两汉的科技与文化”内容时，教师要让学
生明白两汉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这也是我国作为多民族国
家的初步发展时期。政治上形成统一王朝、文化上民族众多
呈现多元化、经济上封建社会快速发展。两汉时期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给科技文化发展提供条件，实现多领域的成就。这
一时期出现的造纸术，在推动世界文化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
用；张仲景、华佗及司马迁为了自己事业奉献的精神，形成
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对传统文化高度认同，提高民族自
豪感与自信心，实现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目的。另外，
历史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最为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学习的时
候有感，从而对于我们的家国文化产生认同感。这也就需要
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将历史与我们现在的生活连结起来。教师
在进行教学的时候可以以我们现在的生活为切入点，巧妙的
进行导入，让学生认识到历史与今天的联系，从而在学习的
过程中更加有感，继而也会提起对于历史学习的兴趣，在学
习过程中逐渐的产生对于家国情怀的认同感，形成素养。
（三）引入社会热点
学生是祖国未来的希望，高中阶段是学生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和价值观的重要时期，教师可通过教学和讲解，将社会
热点和新闻等社会问题引入课堂。这样，学生可以在课堂上
进行热烈的交流，引导学生积极思考和探索社会问题，细雨
润物般涵育伟大的精神。

例如，奋战在医疗一线的工作者们，他们身上的精神及
行为给我们不但是心灵的震撼，还有精神的指引；如 2020 年
在全国脱贫攻坚中，驻扎在农村的一线脱贫干部，他们舍小
家为大家，甚至牺牲在脱贫的路上；如今年南方大洪水中战
斗在抗洪第一线的战士；如今年处在中印边界、身处高寒地
带为国守住每一寸土地的边防战士；哪一个不是感人至深，
他们都在身体力行着爱国爱家，这是最好的育涵家国情感的
素材，今年虽然灾难重重，但是我们的民族经受住了这些考
验，我们有伟大的民族，伟大的精神力量。

三、结语
总之，大数据背景下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信息获取途径

越来越便捷。但网络充斥各种内容，直接减弱初中生的家国
意识。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素养，满足新课程
改革需求，促进社会发展。历史教师教学时要处理家国情怀
素养与其他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处理与爱国主义情感间的
关系，培养与提升学生历史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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