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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现代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教师对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也愈发重视。高中历史教学中积极培育学生家国

情怀，可以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本文从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性出发，对现阶段高中历史教

学培育学生家国情怀存在的问题进行细致剖析，从选择合适教材内容、创设有效历史情境、分析优秀历史人物、加

强中外历史对比、开展各种体验活动等方面入手，提出有效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几点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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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国民对自己国家和人民表现出的深厚

情感，是对自己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对学生家国情怀的

培育，有利于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但是从实际

情况来看，高中历史老师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在课堂

教学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教材内容选择不

当、培育方式单一、学生获得实践体验较少等，不利

于学生形成家国情怀，高中历史教学的有效性也无法

得到提升。历史老师需要深刻意识到培育学生家国情

怀的重要性，对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然后在教

学中采取针对性措施进行优化改进，使学生在高中历

史学习中有效培育家国情怀。［1］

一、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重要性

（一）增强学生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中历史教学内容展示了中国的奋斗史，展现了

人民群众对建设家国的不懈追求和坚定理想信念。在

高中历史教学中注重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可以引导

学生通过学习历史知识，对中国奋斗历程有更加全面

系统的了解，积极汲取人民群众身上的爱国、爱家精

神和不懈奋斗品质，帮助学生逐步增强自身责任感和

使命感，努力成长为国家、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

高中阶段，学生正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时期，学生的

思想行为极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在教学中注重培育学生

的家国情怀，学生既能受到爱国情怀的教育，又能了解

中国历史，学习先进人物身上的可贵品质，从而引导学

生在学习生活中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引导学生传承历史文化

高中历史教材包含了许多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

比如唐诗宋词、礼乐制度、传统技艺等。注重培育学

生的家国情怀，可以引导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行系统地学习与了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

文化观，学生在平时学习生活中也会主动传承这些优

秀传统文化。［2］

二、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内容选择不当

由于高中历史教材的知识内容比较多，因此在对

学生家国情怀素养进行培育时，需要老师审慎选择教

材内容，让学生通过学习相关历史知识，潜移默化地

培养家国情怀素养。但是从实际教学来看，老师将更

多注意力置于怎样提高教学效率与质量上，对学生家

国情怀的培育重视不够，针对教材中潜藏的家国情怀

内容缺乏分析与整合，这会对后续选择利用教材内容

开展学生家国情怀培育产生较大影响。

（二）历史情境创设不足

有效利用现代多媒体手段对历史情境进行创设，

高中历史教学中学生家国情怀的培育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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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导学生对历史知识内容有更加深刻的感受与理

解，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也会事半功倍。但在教学中，

老师通过创设相关历史情境培育学生家国情怀这一方

式还存在诸多不足，具体表现为情境创设所选历史素

材内容衔接不够顺畅、引导学生跟随情境深入思考的

效果不佳等，以致降低了高中历史教学质量，影响了

学生家国情怀培育效果。

（三）中外历史对比缺乏

加强中外历史对比是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中的重点

内容，例如近代中国在遭受西方列强侵略时，所显示

出的中西实力的差距，会让学生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当

时中国的落后，由此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情怀；在面

对广大人民群众抵御外敌时，学生也能引发强烈思想

情感共鸣。但是实际教学中，老师更多是采用平铺直

叙的方式展现不同国家的发展历史，涉及的中外历史对

比分析比较少，不利于深化学生的家国情怀思想认知，

更不利于家国情怀思想转变为具体的爱国行动。［3］

三、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有效策略

（一）选择合适教材的内容

对学生家国情怀进行培育，需要选择恰当的历史

内容提供支持，合理选择人文性、体验性和榜样性较

强的历史知识点。教学中，教师可以先系统梳理高中

历史教材中包含的所有知识内容，将各章节可以体现

家国情怀的内容标注出来，然后对这些家国情怀历史

内容进行科学分类，方便后续教师开展历史教学活动

时选用。以“诸侯纷争与变法运动”为例，它主要包

括列国纷争与华夏认同、经济发展与变法运动、孔子

和老子、百家争鸣四个框题。在列国纷争中，民族之

间联系加强，周边少数民族逐渐产生华夏认同观念；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产生并发展，对爱国主义的

形成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诸侯纷争的开展和早期儒

学思想的出现有效增进了华夏民族间的认同，为中华

民族爱家爱国情怀奠定了基础。授课过程中，教师可

以先让学生观察春秋列国形势图和战国形势图，通过

解读教材内容让学生了解，诸侯纷争加速了传统政治

秩序的破坏，国家由分散走向统一集权。然后引出各

民族频繁往来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各民族间的联系加

强使华夏族群体得到扩大，华夏认同观念在这一过程

中逐渐形成。让学生在解读历史内容、了解民族认同

形成过程中产生民族自豪感，同时引导学生认识到民

族统一是人民生活安定、国家繁荣发展的前提，维护

中华民族统一是每个中国人的使命；最后引导学生对

孔子、老子提出的以德治国、有教无类、无为而治等

思想观念进行学习，让学生认识到百家争鸣奠定了中

国整个封建时代的文化发展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老子等人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的思想是政治、教育乃

至道德领域的指导思想。教师可以适当扩充知识，带

领学生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历程，在潜移默化中

增强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引发情感共鸣，

进一步将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化于心，帮助学生树立

文化自信，这样通过系统性学习可以使学生对家国有

更加深刻的认识与理解，进而形成家国情怀观念。［4］

总之，科学选择合适教材知识内容对学生的爱国情怀

进行培育，可以细致梳理教材内容，挖掘教材中隐含

的家国情怀，选择能引起学生思想情感共鸣的爱国

情怀内容，引导学生在课堂上认真学习了解。

（二）创设有效历史情境

情境的创设可以将学生带回当时历史场景，激发

学生深入探究的兴趣，使学生在跟随情境学习、感受

和体验中，逐步形成家国情怀。教师可以利用现代多

媒体设备创设相应历史情境，让学生在生动形象的历

史情境下对历史内容有更好的感知。如在讲授战争史

时，教师可以利用战争过程中的故事、图片、视频等

相关史料创设历史情景。这种方法不仅能吸引学生的

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还可以增强学生的学

习体验感，从而更加有效地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素养。

如“两次鸦片战争”中蕴含着丰富的家国情怀教育资

料，教师可以先从网络媒体上搜集“两次鸦片战争”

的相关视频与图文资料，再借助多媒体设备播放，将

当时的社会场景真切地呈现在学生面前，然后围绕两

次鸦片战争的历史背景、过程和结果进行详细讲解，

让学生了解到当时清政府闭关锁国、国外率先开展第

一次工业革命等历史事实，通过清政府与外国列强签

订丧权辱国的条约，引导学生领悟“落后挨打，御侮

必先自强”的道理，激发学生强烈的爱国之情，鼓励

学生作为祖国未来的接班人，要以国之发展为己任。

总之，采用创设有效历史情境的方法，可以高效地培

育学生家国情怀。教学中教师要从激发学生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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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增强学生家国情怀感知的角度入手，有效利用

历史故事、图片视频等对相应情境进行创设，让学生

在积极参与、思考探讨中，更好地掌握历史知识，培

育其家国情怀。

（三）分析优秀历史人物

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有许多典型历史人物，他们

为国家发展和人民利益作出了巨大贡献，甚至付出了

宝贵的生命。这些历史人物是时代进步的引领者，更

是现代学生学习的楷模，教师在培育学生的家国情怀

素养时，要挖掘优秀历史人物身上的育人元素，让学

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从伟人身上汲取力量，主动学习

优秀人物身上可贵的精神品质，也能取得家国情怀培

育的效果。鸦片战争爆发后，我国陷入内忧外患的局

面，涌现出许多爱国英雄。他们有些人为救亡图存贡

献了自己的生命，如鸦片战争中为国捐躯的关天培、

葛云飞等民族英雄。教师可以利用这些历史人物的英

勇事迹，引导学生要以史为鉴，努力学习成为国之栋

梁，为祖国的繁荣、强大而努力，树立坚定的历史责

任感与使命感，进而提升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将爱

国护国之情内化于心。对于“辛亥革命”中的核心历

史人物孙中山，教学中教师可以先让学生学习、了解

其提出的三民主义的内容和作出的巨大贡献，然后引

导学生通过图书馆查阅资料、网络相关资源搜寻等方

式，对孙中山生平事迹和发展轨迹进行整理与完善，

还可以让学生选择印象较深的事件发言讨论，这样既

可以增强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又能够帮助学生深

刻领会孙中山先生为国为民的思想和责任感，从而激

发学生主动学习孙中山先生的可贵品质，不断增强学

生的家国情怀。孙中山反对分裂，一生都在为维护国

家统一与民族团结而奋斗，时至今日，团结、统一依

然是国家发展的主旋律，教师可以引入中国梦、“命

运共同体”等重要思想，引导学生明确理解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与使命，社会的发

展与进步与个人息息相关，需要共同努力。总之，通

过分析优秀历史人物培育学生家国情怀时，要注意对

所选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作出的贡献进行系统性把

握，在授课中引导学生深入探究与分析，使学生在了

解这些历史人物生平事迹后，对他们身上体现出的强

烈家国情怀和可贵品质主动践行，同时以爱国思想为

纽带，引导学生要为祖国统一、民族发展努力。  

（四）加强中外历史对比

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开展

中外历史对比，引导学生发现各自优越的部分，在吸

取历史经验教训、坚持改革创新、努力推动国家和民

族发展中，实现对学生家国情怀的有效培育。以“清

朝前中期的鼎盛与危机”为例，教学中，教师可以先

引出清朝皇帝康熙、雍正和乾隆在位时期政局稳定、

经济繁荣和疆域拓展等内容，讲授过程中可利用多媒

体为学生直观展现素材，让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感受到

清朝前中期的鼎盛繁荣。根据当时清朝政治、经济、

文化、外交方面的君主专制不断强化、推行重农抑商

政策、频繁制造文字狱、世界市场不断开拓等史实，

引导学生对中外历史对比形成深刻认识。比如我国在

巩固君主制时，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开始了轰轰烈烈的

民主运动，从封建社会迈向了资本主义社会；我国在

大力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英国已经开始探索机器代

替人工，大力发展工业等史实。通过对比，学生也能

认识到中国在固守封建的时候已然落后于世界潮流，

繁荣王朝背后隐藏了诸多危机，为近代中国的落后埋

下了伏笔，从而引导学生认识到发展和创新的重要

性，国家发展离不开科技的进步，科技创新是助推国

家富强的不竭动力，引导学生形成强国富国意识。［5］

总之，采用加强中外历史对比的方法培育学生家国情

怀，要将重点放在中外国家经济、政治、思想、外交

等内容的对比上，通过对不同时期中外经济、政治、

思想等领域发展的了解与比较，让学生能够有效汲取

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国家科技创新，积极参与国

家建设和民族复兴。

四、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需要注意

的事项

高中历史教学中，对学生的家国情怀进行培育是

一个持续的过程，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培育效果，在

教学中应注意以下事项。

（一）把握学生实际学情

教师在通过高中历史教学培育学生家国情怀之

前，应了解学生的学情，可以采用组织历史考试的方

式，了解学生初高中历史学习情况，为后续教师设计

历史教学活动提供参考；还可以深入学生群体，通过

沟通交流，掌握学生的高中历史学习情况及历史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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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后续教师统筹规划、科学设计高中历史教学

活动，培育学生家国情怀，顺利完成高中历史教学目

标提供助力。

（二）科学组织教学活动

准确把握学生学情后，需要精心设计相应教学活

动。除合理选择能体现家国情怀的教材内容外，还

要做好各项教学环节的有效衔接，帮助学生在参与教

学活动中，有效理解与掌握老师所教授的高中历史知

识，深刻体会其中所渗透的家国情怀内容，形成家国

情怀意识与情感。

（三）采用合适教学方法

在教学中结合学生实际合理选择、灵活运用多样

化教学手段至关重要。如借助多媒体教学方法将高

中历史内容重现，吸引学生注意力，引起学生强烈的

思想情感共鸣；采用问题教学方法，引发学生对教材

展现的历史事件深入探究，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有效把握事件性质及重要意义，通过深入剖析历

史事件，感悟其中的爱国强国情感；采用活动教学方

法让学生进行历史人物角色扮演，在体验中了解人物

所思所想，进而浸润学生的思想和行为，使培育学生

家国情怀事半功倍。

（四）注意教学总结反思

教师开展家国情怀培育后，要对学生的学习效果

进行及时总结与反思。可以从“学生学”和“教师

教”两个角度入手，“学生学”的考查重点是学习任

务完成情况、课堂学习实际态度；“教师教”的重心

应放在教学内容选择、教学活动安排、课堂采用的技

术方法、给予学生指导等方面，及时发现教师教学过

程存在的问题。系统把握这些情况，教师后续开展教

学活动，才能在薄弱环节采取优化措施进行改进，提

升学生家国情怀培育效果。  

五、结语

新课程标准下教师开展高中历史教学，更关注学

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协调发展。家国情怀作为学生历

史学科素养中的重要组成内容，对学生正确价值观的

形成和全面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要求

高中历史教师在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要注重对

教材知识内容进行深入剖析，选择与家国情怀相关的

内容融入设计的历史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供更多思

考、探究和体验的机会，让学生在深刻理解课堂教授

历史知识内容的同时，也能够有效领会其中的家国情

怀内容，进而对学生思想行为进行有效熏陶引导，助

力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目标顺利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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