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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国情怀培养的必要性

从西周宗法制分封制度的实行，“家国一体”的观念便已形成。

儒家思想的理想人格便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士人

们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无

一例外的表达了古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家国情怀。明清时期顾炎武

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多少年来一直激励有识之士强烈的

民族意识和家国意识。当今教育部颁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指导纲要》，要求“开展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重点的家国

情怀教育”。有鉴于此，高中历史课堂更应该重视对学生爱国情

感的教育，家国情怀的培养，提高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

人教版历史必修一第16课《抗日战争》，内容多，体系庞杂，

线索不明显，课本内容分为三目：“全民族的抗战”、“日军的滔

天罪行”、“抗战的胜利”三部分，三者之间既不是以时间为线索

的先后顺序，也没有明显的内在逻辑性。网络上众多课件也多以

简单重复书本知识为主，按书本顺序学习课文，学生学完后很难

有情感的共鸣，本课以“家国情怀”为主线，以事件发展的内在

逻辑为暗线，打破课堂沉默，达到情感上的共鸣和升华。

二、《抗日战争》一课的教学设计片段

导入：看图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浮雕《铜墙铁壁》。

它体现中华民族在何时为何事组成“铜墙铁壁”？

1. 山河破碎，国将不国

材料一：口述史料（人物 ：抗战老兵徐造熙）1937年，那

年12岁，“八一三”事变后，三牌楼小学的老师带着班上的同学

远足，后遇到日军轰炸南京，只好渡江来到江浦，又沿着铁轨一

路北上，到蚌埠难民营，由于年龄尚小，跟着老师同学们一起编

练戏剧，安慰伤兵。这一走，再回南京就是十年。

教师设问 ：少年的徐造熙为什么一次普通的远足竟成了逃难

的开始？你还知道哪些日军侵华的史实？

设计思路：从乡土资料挖掘学生对历史的亲近感。从而有利

于学生对历史人物遭遇的同情。

2.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材料二 ：1931年9月18日夜，秋风渐冷，家住沈阳北大营

附近的孟淑珍一家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从梦中惊醒。日本军队要

打过来的消息很快传开，孟淑珍的父亲带着一家老小，匆匆离家

避难。

教师设问：日军30年代侵华期间有哪些暴行？

材料三：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当时 17岁在芜湖读书，

学校也被迫解散，长江封锁，有家不能归。我很爱看报纸，很爱

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没有回家向寡母告别，也不忍心

向寡母告别。我一路北上寻找抗日道路。

教师设问：面对日军暴行，如果你是当时的中国人你如何选

择？

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材料四：杨靖宇将军陷入绝境后，日军派叛徒向他劝降，他

说：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材料五：1938年，只有12岁的赵东宛就投身革命……看着

这么多无辜百姓或死或伤的惨状，我立志抗日救亡，这也成为之

后自己勤奋努力的动力。

教师设问：上文反映了国人怎样的情感和信念？

4. 众志成城，共赴国难

教师介绍抗战过程 ：（1）第一阶段 ：局部抗战（1931—
1937）

（2）第二阶段：全民族抗战（1937—1945）
材料六：正面战场作战概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牺牲自

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的8年中，中华民国政府军发动大型会

战22次，重要战斗1117次，小型战斗28931次。陆军阵亡、负伤、

失踪3211419人……其中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等8名上将；

吴克仁、冯安邦中将等32名中将；邹绍孟、王凤山等32名少将。

敌后战场的作战情况 ：一九四四年一月十五日电 ：华北军

发表昭和十八年（1943年）度综合战果，充分说明了过去以重

庆军为对手的华北军，在今天已完全转变为以扫共为中心的事

实……敌大半为中共军，我方收容的十万九千具敌遗尸中，中共

党军约占半数。——《朝日新闻》（日）转引自王生《伟大的抗

日战争》教学设计及说明

材料七：有人以“抗战为什么能取得胜利”为谜面出了一则

谜语。谜底是打一历史人物。结果，在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给出谜

底。美国记者：屈原；苏联记者：苏武；《中央日报》记者：蒋干；

《新华日报》记者：共工；……还有人说：毛遂

教师设问：抗战胜利的原因有哪些？

5. 长夜破晓，抗战胜利

材料八：是日本人的飞机炸弹让中国人知道，中国是整个的，

这对地方观念极强的中国人是民族精神的洗礼——《抗战回望》

材料九：我们从亡国灭种的危机中，开始觉悟了中华民族的

整个性和不可分性。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存则同存，亡则同亡。

这是民族自决史的开端，是真正的新中国国家的序幕。——转引

自《伟大的抗日战争》教学设计及说明。

教师设问：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意义是什么？

6. 以史为鉴、珍爱和平

材料十：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

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

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日本是中国人的闹钟！——远东国际军事

法庭中国大法官梅汝璈。

材料十一 ：战争期间，日本的生活必需品被迫实行配给制，

在政府为平民开列的食物名单中，蚕蛹、蚯蚓、蚂蚁、蚱蜢、老

鼠都是可堪食用的美味。到1945年7月，每人每日粮食供应定仅

280克，在战后三个月里，仅在东京，就有超过1000人死于营养

不良。

教师设问：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什么？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今天的我们该怎么办？

三、家国情怀观念课堂呈现力反思

《抗日战争》一课教学，笔者想通过材料的层层递进，环环

相扣，使学生能从鲜活的素材中感受先人的苦难和抗争，珍惜今

天和平来之不易，并努力维护祖国的和平，世界的和平。但材料

过多，影响了课堂学生的接受和理解力，也冲淡了主题。力求在

以后的教学中加以改进。（下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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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素养无疑是当下历史学科教学最为关注的热点和重点话题，“以史为鉴”的历史学科的独特功能，在当下如何在教学

中贯穿和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尤为重要。笔者在教学实践中尝试以“家国情怀”为主线，打破课堂沉默状态，设计思路，教学《抗日

战争》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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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高中学生的核心素养是很重要的教学任务，因而在高中

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在教授化学知识内容时培养高中学生

的核心素养教育。高中化学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推崇核心素质

教育，对高中学生进行核心素质教育的培养，还应该运用科学的

课堂教学手法进行教导学生，在适当的课堂教学环境中给予学生

正确的指引，激发高中学生的潜在素养，从而能够更好的融入到

社会发展与社会工作中。

一、高中化学教学核心素养的构成

对于高中学生而言，高中学生的核心素质是为了发展自我，

能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生活中与社会工作环境中，高中学生应该

具有重要的与关键的人格品质、知识、技能、才干以及自身的精

神面貌等行为素质。高中课堂教学知识是学生能力、观念与素养

形成的基础条件，同样是高中学科教学知识与评价的核心素质目

标。然而，高中化学教学知识在人类发展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

在空间科学领域、生命科学领域、材料科学领域、能源科学领域、

环境科学领域、信息科学领域等进行相互渗透与相互交叉。化学

知识教学使人类了解世界的全过程，在化学研究事物的现象变化

中形成化学知识原理与化学知识规律。因而，高中化学知识教学

的核心内容是，培养高中学生化学学习能力与塑造学生完美人格

为主要的教学宗旨，化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指引学生往更高

的境界与视野中发展，以及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教育、化学知识能

力、语言能力、价值观、化学信息素养、合作能力等素质教育。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教学的提升策略

（一）为高中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化学知识情境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需要教师着重关注高中

学生的价值观与科学态度的发展形式。高中化学教学在借助化学

学科知识的发展历史过程中，运用新式的教学手法，为高中学生

构造真实的化学知识情景，避免教师以往在化学课堂教学中的单

一教学模式，教师应该在化学课堂教学中引导学生去体验教师为

高中学生构建的化学知识情境，帮助学生探索严谨的科学精神与

科学态度。再者，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教师应该关注学生对

于化学知识求真的求知欲望，给学生营造一个真实的化学情境课

堂教学知识。例如，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化学教学在讲解化

学元素周期表时，化学教师在运用多媒体把化学抽象的知识内容

运用音频与视频的生动形式展现给学生，使学生能在多媒体中找

到化学感性，认识到化学知识内容不完美，到完美的全过程。因

此，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运用多媒体教学方式，使学生能够对抽

象的化学知识理论能够通过视频的表达形式上，能够更深入的理

解化学知识的深意。

（二）根据核心素质开展化学课堂教学

以高中化学核心素质来引导化学课堂教学，能够使化学教师

与学生在繁多的化学知识理论、化学实验、化学规律、化学现象

等化学知识中走出来，站在高处培养高中学生的核心素养教育。

高中化学教学知识的核心素养是通过化学课堂教学知识内容围绕

化学学科知识理论进行的教学，化学课堂教学应该从教师教授化

学知识的宏观转向化学知识的微观性质，对高中学生学习化学知

识来讲，也要从对化学知识的记忆转向对化学核心知识的深入理

解。例如在化学知识《化学反应的限度》内容讲解时，教师应该

从工业炼铁之谜开始进行课堂教学引入，使化学实验的反应现象

来吸引学生的关注，使学生能够对化学知识教学产生好学的兴趣，

教师在通过化学知识反应的现象进行分析给高中学生。之后，在

运用化学实验实行氧气的反应效果，最终氧气的变化与去向，以

及在氧气反应中其它物质的变化，教师在给学生揭示化学反应的

特征与限度。最后，在化学知识《化学反应的限度》一课中学生

对教师所讲解的可逆反应与化学平衡知识都有了深入的理解，不

再像以往化学课堂教学中，对于化学理论知识的学习与理解比较

抽象化。并且高中学生在学习这个化学知识的同时，还能够在学

习下一个化学知识点时，采取这一现象去了解与认知新的化学课

程知识。

（三）化学教学应该着重言传身教

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不仅要求高中化学教学

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与化学课堂教学知识内容，还要求高中化学

教师应该具备优良的高中化学核心素养。在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

高中教师运用自身的核心素质言传身教的传递给学生，使学生能

够潜移默化的提升自身的核心素养。在这言传身教过程中，高中

化学教师在高中学生研究化学物质与构建认识研究形成的过程

中，高中教师应该对化学现象的本质进行剖析、示范以及给予学

生适当的指引与启发。在这过程中都融入了高中化学教师对化学

知识的理解、化学教师的情感、化学教师的精神、化学教师的价

值观、化学教师的态度等。这也是高中化学课堂教学中，化学教

师作为核心人物应该具备的核心素质，也就是说只有高中化学教

师在具备扎实的化学知识内容与熟练的化学研究方法，才能在化

学课堂教学中能够深入的讲解化学课程内容，使教育出的学生也

能够有扎实的化学知识与教师自身的核心素养人格品质。因此，

根据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教师应该改变以往的教学方

式，以培养高中学生的核心素养为主要的教学宗旨，改变教学的

过程中，关心学生的个体发展情况，创建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化学

情境教学法，从而培养学生的核心素质。

三、结语

高中化学教师应该在课堂教学中推崇核心素质教育，对高中

学生进行核心素质教育的培养，还应该运用科学的课堂教学手法

进行教导学生。因此，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课堂教学，需要

教师着重关注高中学生的价值观的发展形式，从而培养高中学生

核心素养的全方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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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教学的提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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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着重分析高中化学教学核心素养构成思路，以及基于核心素养的高中化学教学的提升策略进行研讨，从而使高中学

生能够在化学教师的指引下，能够具有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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