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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意义及策略
曹　晶

山西省长治市平顺县平顺中学　047400

摘　要：在高中历史教学中进行爱国情怀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学生责任感与使命感的培养，

进而培养出全面素质发展的人才。因此，这就需要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运用正确高效的方式进行授课，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

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培养出新时代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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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社会对于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也

在逐渐提高，现代化的教育之下不再需要仅仅拥有丰富知识

的人，更需要具有家国情怀的人才，能够将个人发展和国家

命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因此，在高中的历史教学中就要求

教师实现家国情怀教育的渗透，以培养出有担当、有责任、

有抱负的人才。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的意义

（一）继承我国传统文化

家国情怀是我国传统文化知识的重要部分，但现阶段教

师都忽略了在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的思想内容，这不利

于学生形成爱国主义的思想。在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家

国情怀不仅仅体现于一个人对于家庭的眷念热爱，对社会和

国家的热爱，更是体现于一种对于未来家庭幸福、民族昌盛、

国家富强的执着不懈追求和信念，更体现于一种顽强奋斗、

勇于担当的意识。家国情怀思想在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也有

显著的体现。譬如在源远流长的儒家文化之中，家国情怀就

是其最基本的精神，亦是其对道德的最高要求，且家国情怀

在儒家所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中得

到了集中的表达。尽管时代在不断进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仁爱”“兼爱”“尊老爱幼”“天人合一”等思想，“以天下为

己任”等理念依旧在对于高中生爱国情怀的培养中有着重要

的现实意义。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不仅仅要做到基

本的知识授课，还要尽力让学生在历史学习中了解和认同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并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发扬

光大。高中历史教师将传统的家国情怀文化思想内容与历史

教学相融合，可以使学生学习更多的传统文化知识，可以增

强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学生

学习家国情怀的传统文化知识，有助于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

（二）提高学生社会责任感

高中阶段正是学生一生中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塑造

的重要时期，但此阶段学生的思想波动很大，情绪不够稳

定，由于高中阶段学习压力大，时间紧张，因此历史教师在

进行授课时就要注意教学方法的改进以及对于学生心理状态

的关注，因此就需要教师进行正确的引导。学生对社会的责

任感不强，他们在遇到自己的事情时会积极去维护自己的权

益，但是对他人的伦理关怀和义务就不强烈，社会责任感缺

失。例如，学生不给老弱病残让座，虽然都是一些生活小事，

但是却可以反映出学生的道德素养缺失。而有些学生因为没

有接受系统的责任教育，也没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

都会导致社会责任感缺失。高中历史教师将家国情怀的理念

渗透到教学中，教师可以适当将教学变得趣味化，借助现代

新媒体技术进行授课教学，运用更直观的方式将历史知识展

现在学生的面前，帮助学生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而这种简

单直观的教学方式能够使学生更准确地感知历史，对历史事

件以及人物有更深的共情，从而潜移默化中学习历史人物良

好的道德品质，自身思想素质也得到了加强。此外，教师在

讲述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还要注意对于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

培养，可以借助部分历史事件进行讲解，有了实际的例子学

生也更能接受，其勇于担当的意识和历史使命感也更容易被

激发。可以让学生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扮

演的角色，从而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三）提高学生心理素质

家国情怀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其可以帮助学

生形成爱国主义思想，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让学生树立正

确的观念，提升思想道德修养。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融入

家国情怀的内容可以发挥传统文化的育人作用，让学生在其

影响和熏陶下，可以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不断规范自己的

行为，从而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的德育教育，顾名思

义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在当下教育事业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

地位。良好的德育教育可以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学生

良好的道德品质，对学生日后的个人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课堂教学来看，家国情怀具有较强的德育优势；从国家角

度来看，家国情怀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有利于深化学生

对于历史知识的理解，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同时提升学生

的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从家庭角度来看，对学生进行

家国情怀的教育有利于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树立，同

时使得学生对于家庭更加热爱，营造温馨友爱的家庭氛围。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还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

三观，强化学生的心理素质。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的策略

（一）进行对比渗透历史知识

教师在讲述某些基本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可以深入挖掘一

些家国情怀的素材和内容，让学生采取历史对比的方式，进

一步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提升家国情怀素养。如在讲述

“元朝的行省制度”时，可引导学生复习之前学过的西周的分

封制度以及秦朝实行的郡县制度等，学生对比不同时期中央

所采取和贯彻的具体制度内容，发现中央的权力不断集中，

而民族统一和融合的进程也不断加快，这样有助于学生对比

学习，加深印象，并且在历史对比中可以增强民族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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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实现历史

教学的根本目标。而教师也可以引导学生将外国的历史进程

和发展状况与中国对比，找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学生在对比

中可以发现，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古代我国

的科技和生产力水平发展较快，并有震惊世界的四大发明创

造和各种建筑代表等，学生在充分了解之后可以增强文化自

信和民族自豪感。这样学生通过历史对比进行学习和分析就

可以进一步掌握历史知识，更重要的是提升自身的家国情怀

素养。

（二）教学方式多样化，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我国的红色旅游资源和历史文化旅游景点较多，教师可

以充分利用这些乡土资源，带领学生多参观一些红色旅游革

命圣地，让学生在参观和学习的过程中培养自身的家国情怀

素养，增强民族归属感。例如，教师可以带领学生去参观南

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这个纪念馆中蕴藏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

红色文化资源，是开展家国情怀和革命传统教育、培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也是经典的红色旅游胜地，其

具有较强的历史文化价值，因此高中历史教师应当充分利用

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加深学生对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

从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历史综合素养。教师

可以灵活运用多媒体技术，在课前准备好教学用的课件，可

以根据教学内容在课件中增添相应的视频、音频、图片等信

息，以帮助学生更加深入地进行历史知识的学习。如此一来，

教师的教学内容更为丰满，同时学生能对教学知识有更直观、

准确的了解，有利于对历史知识形成深刻的印象并从中得到

感悟，有利于家国情怀的渗透。

（三）丰富教学素材，创设教学情景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材上历史事件是教学的重要组成

部分之一，不同的事件呈现了人类发展历程的不同阶段，有

着不同的意义。教师在进行教学素材的选择时，就要注重对

家国情怀的关注，最好选取能够激发学生爱国情怀的事件进

行挖掘分析，研究其中的历史含义、人文情怀以及社会功能

等。由于历史是连贯的，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之间都可

能有因果关系，因此教师在分析某一历史事件时就不能思想

狭隘，要发散思维，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并引导学生进

行思考，强化学生的爱国情感。教师合理使用情境教学法能

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枯燥乏味的教学内容在情境教

学中直观、生动形象地呈现出来，大大降低了学生的学习难

度。而在教师进行爱国情怀教育时，合理地运用情境教学法

有利于增强学生的爱国情感。教师可以以问题为中心，通过

多个维度创设新情境，学生便很容易融入所创设的情境中，

不仅对于历史知识有了更深刻的记忆，同时也对家国情怀有

了更深刻的理解。此时，教师便可以从旁引导，阐述当时的

历史背景、历史情景、历史人物活动、人物情感等，进一步

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促进学生爱国情怀的培养。

三、结语

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的思想内容可以提

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而高中历史教师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应当注

重家国情怀思想内容的渗透工作，让学生可以了解和掌握基

础的历史知识，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学生形成正确

的价值观，从而使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得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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