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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家国情怀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

——以抗日战争史为例

福建省漳州外国语学校（363000） 钟勇强

福建省漳州第一中学（363000） 张芬芳

［摘 要］历史学科中大量的史料、史实都可以作为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素材。在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核心

素养，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历史使命。历史教师必须要发挥历史学科的价值和作用，在教学中充分渗透家国情

怀，提高学生的德育水平，让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人才。基于此，文章从历史情境还原、历史情感体会、历史故事拓展、历

史事件建构等四个方面入手，探析初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培养策略。

［关键词］初中历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21）34-0061-03

仰望历史的星空，家国情怀油然而生；回望时间

的长河，家国情怀永葆生机。素质教育之下，核心素

养的培养发展成为学科教育与教学管理的重点内容。

核心素养实质是指学生个人所获得的能够适应社会

发展的能力与素质条件。家国情怀，作为核心素养中

的重要内容，是个人对于国家的认可与关注，以及个

人对于国家使命的责任感知。在历史学科中，学生能

够通过大量的历史事件（如“两弹一星”的成功研制、

“嫦娥”探月工程、北斗全球系统组网成功等）还原伟

大而卓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轨迹，感受伟大祖

国的力量，进而传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努力为伟大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基于此，本文将结合笔者个人的教学经验，从历史情

境还原、历史情感体会、历史故事拓展、历史事件建构

等四个方面入手，以抗日战争史为例，探析家国情怀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的渗透。

一、家国情怀之“境”：还原历史情境，感受历史不易

历史事件，对于大部分学生而言，都是陌生的，他

们没有经历过也就难以谈得上感同身受。教师可以

通过还原历史情境，帮助学生从情境中理解历史、从

情境中感受历史事件背后的家国情怀。

如在教学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华

民族的抗日战争》第 18课《从九一八事变到西安事

变》的“西安事变”这一子目时，教师可以采用“范导式

教学法”，创设真实情境，并将家国情怀核心素养渗透

其中。通过播放、展示西安事变相关的视频、图片以

及张学良、杨虎城等历史人物的回忆录，刺激学生的

感官，将他们拉回到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让学生了

解当时人民的生活情况、战士的抗战情况以及国共两

党的情况。让学生知道西安事变表面上看起来是张

学良和杨虎城的一次“兵谏”，实则是中华民族意识的

觉醒和家国情怀的体现。西安事变发生后，如何解决

这个两难问题，在当时成为国际国内的焦点。在此，

教师应用了“范导式教学法”中的“多元化意义协商”

理念，组织学生开展历史辩论赛：“要解决西安事变，

是把罪大恶极的蒋介石杀掉，还是进行和平谈判，放

了蒋介石，逼蒋抗日？”让学生通过合作思辨和辩论，

体会历史人物的心境，培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让学

生学会在国难下看情怀（即家国情怀）。面对外敌入

侵，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毅然选择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这是中国共产党一种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

的体现。通过历史辩论会，学生深刻地感受到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民族凝聚力，进而提升了家国情怀。

二、家国情怀之“思”：体会历史情感，引发爱国共鸣

在家国情怀的渗透教育中，教师不仅需要从知识

层面上引导学生掌握基础知识，更需要从情感层面上

［基金项目］本文是 2021年度漳州市基础教育课程研究立项课题“‘大思政’教育格局下初中历史单元教学设计与实践”（立项

号：ZJKTY2100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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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学生明确课堂教学的核心情感输出，引发学生的

情感共鸣。因此，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需要根据课程

教学的基本要求设定对应的情感目标，比如让学生清

晰了解该节课的价值情感。

如在教学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

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第 19课《七七事变与全民族抗

战》时，教师可以先以问题为铺垫，引导学生了解“抗

日战争之下的家国悲痛”和“抗日战争所带来的种种

伤害”，调动学生的思维，然后讲述南京大屠杀之下群

众的故事，引入学生相对熟悉的电影《金陵十三钗》以

及“慰安妇”的故事等，让学生能够在具体的故事中探

索思考，感受历史年代下人民的种种不易，再对比当

下的幸福生活，就能更加热爱自己的家国，在潜移默

化中培育家国情怀。

三、家国情怀之“涵”：拓展历史故事，体会家国兴衰

从教材出发，又不拘泥于教材之中，是当下教学

实践的重点。对于历史学科而言，教师更需要不断拓

展教材内容，用丰富、立体的观点以及鲜明的故事将

教材内容完整地呈现出来，让学生通过大量的历史事

件深度理解历史，理解其背后的家国情怀。在讲述历

史故事的过程中，教师需要重点关注历史故事对教材

内容的证明与补充作用，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家国情

怀的渗透。

11..影像史料涵养家国情怀影像史料涵养家国情怀

例如在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六单元《中华

民族的抗日战争》第 18课《九一八事变与西安事变》

的教学中，如果以九一八事变为例，重点讲述九一八

事变的过程及影响，是不利于学生了解其基本背景

的。如果教师只是单纯按照教材内容的顺序进行讲

授，就会显得相对无力，家国情怀的渗透教育也会相

对流于表面。如果教师可以在教学中融入九一八事

变的时代背景，并让学生观看相关视频，就可以加深

学生对九一八事变的了解。例如通过展示万宝山事

件、日本关东军的准备等史实，可帮助学生进一步了

解九一八事变背后的国家艰辛和人民困苦，感知时代

更替下国家的兴衰，进而涵养家国情怀。

22..微观史料涵养家国情怀微观史料涵养家国情怀

例如在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八单元《近代

经济、社会生活与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第 25课《经

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的教学中，可以“江苏无锡荣氏

兄弟创办的福新面粉公司”为例，在讲述民族工业的

发展过程中融入“抗日战争时期，荣氏兄弟的企业虽

然受到沉重的打击，但仍为国为民捐赠物品，支援抗

战”的史料。这样的微观史料既能够淋漓尽致地反映

出荣氏兄弟的家国情怀，又能为爱国教育的开展打下

基础。

材料一 荣宗敬和荣德生兄弟利用第一次世界大

战期间的“短暂的春天”，建立起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

主的庞大家族企业。九一八事变后，北方面粉市场被

日本侵占，日本的棉纱也在华大量倾销，荣氏企业陷

入困境。当它历经艰险渡过难关后不久，又遭到日本

侵华战火的洗劫，企业遭受重创，荣宗敬忧愤而死。

抗战胜利后，荣氏企业虽然有所恢复，但国民党发动

的内战再次使它陷入生存危机。

——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第 25 课《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变化》

材料二 1938年，荣宗敬悲愤抑郁中病逝于香港

养和医院。荣德生的几个儿子也接连遭到绑架、诬

陷、拘捕等厄运。国难家仇，让荣氏家族积极投身到

抗战的洪流中，成立了“抗战后援会”，发起募捐，支援

抗战，将申新五厂用作国民党部队的驻扎地，抵御日

军的侵略。

——袁正、夏波《荣氏兄弟的救国路、公益心》

通过上面两则史料，教师重点说明在战火纷飞的

抗战时期，荣氏兄弟面对家仇国恨，毅然报效祖国，捐

赠抗日，使学生从史料中体会荣氏兄弟的家国情怀。

四、家国情怀之“构”：建构历史内容，审视未来发展

家国情怀的渗透教育，不仅需要学生深入了解历

史，更需要学生懂得自主建构历史知识体系，对历史

事件进行多角度的解读，同时融入时代的发展态势，

思考国家与社会的未来。对此，教师可以在教学策略

上进行一定的调整，多以问题导入的形式引导学生思

考历史的发展方向。例如在部编人教版八年级上册

第六单元《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的教学中，教师可

以给学生从三个维度设计问题：第一是从历史角度出

发，思考“抗日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伤害”；第二是从国

际视野的角度出发，思考“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而言

有何意义作用”；第三是从当下发展的角度出发，思考

“如果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危机，如何才是最有力的

反击”。从历史到未来，层层深入，引导学生用历史的

眼光思考国家的发展，思考世界性问题，有助于学生

开阔视野，培育家国情怀。

以史明鉴，学习那段刻骨铭心、难忘的抗战史，可

以让学生体会今天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培养学生的

家国情怀核心素养，让学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能

勇敢面对种种挑战，不断提升自我，主动担负起国家

发展的重要责任。历史教师在渗透家国情怀的过程

中，不仅需要强化学生对国家的理解与情感，更需要

关注家国情怀与其他素养之间的联系，培养学生的宏

观视野。路漫漫其修远兮，未来，还需要立足历史学

科教育，积极搭建全面、高效的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培

养体系，不断激励学生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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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自己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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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西周的分封制”教学设计

湖南省长沙市长雅中学（410005） 王 娟

［摘 要］从双基目标到三维目标再到核心素养目标，历史课程目标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如何在落实知识目标的同时

实现核心素养目标成为历史教师要研究的新课题。文章以“西周的分封制”这一知识点为例，探究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如何落实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关键词］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教学设计；分封制；乡土历史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21）34-0063-03

教育部于 2014年印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

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将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体系”的研制与构建作为推进课

程改革深化发展的关键环节。自此，一场关于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的历史课程改革在中学历史教学和研究

领域中迅速铺开。那么，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如

何培养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呢？这是每一位历

史教师都必须思考的问题。本文就此问题，以部编七

年级上册第四课中“西周的分封制”这一知识点为例，

探索如何在教学中落实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培育。

“西周的分封制”是教学的重点也是难点。教材

重点讲述了分封制的目的、内容和作用。

一、立足时空变化，融入乡土历史，认识分封制的

目的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时空观念是指将所认识

的史事置于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观察、分析的观

念。分封制是初中历史教学中要求学生理解的第一

个重要的知识点，但由于分封制的内容庞杂，距离现

代社会久远，所以需要教师在教学中立足时空变化，

融入乡土历史，将教学内容化繁为简，变陌生为熟悉。

在“西周的分封制”的教学中，笔者引用了长沙的

乡土历史资源，以学生熟悉的马王堆汉墓遗址为引

子，带着学生穿越到当时的时空条件下去观察、分析

实行分封制的目的。马王堆汉墓遗址是西汉初期长

沙国丞相利苍及其家属的墓葬。长沙国的出现，源于

西汉初期实行的地方行政制度——郡国并行制，即西

汉初年，地方上继承了秦朝的郡县制，同时中央又分

封了诸侯王国。分封诸侯王国即分封制这一行政制

度起源于什么时候呢？那就是西周。西周为什么要

实行分封制？不管是老教材还是新教材都没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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