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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

莆田第二中学 祁黄骞

摘要：

高中历史教学渗透“家国情怀”教育，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国家历史发展进

程的理解，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并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因此，本文结合高中历史教学有关内容，就如何实现“家国情怀”教育

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展开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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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不仅是传授历史知识，还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品质，才能有

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其中，教师可以将“家国情怀”教育与历史教学有机融

合，这样既能让学生学到知识，又能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品质。那么本文对“家

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展开研究具有一定意义，有利于总结

出“家国情怀”教育的渗透方法。

一、明确“家国情怀”教育目标，引导学生有效学习课程知识

教师想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就必须先明确好有关的教育目标，从而根据

教育目标来开展教学工作，这样才能提高课程教学的效率
[1]
。因此，在高中历史教

学中，教师应该深入挖掘历史教材中的家国情怀思想，从而知道哪些课程内容存

在家国情怀思想，这样才能引领学生展开深入地学习与研究。通过对教材内容的

理解和分析之后，教师需要明确好家国情怀的教育目标，并根据目标指导学生有

效学习历史课程知识，进而让学生真正领会其中的家国情怀精神。

以高中历史“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教学内容为例，在上课前先明确教育目标，

教师需要结合教材中的内容，梳理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以及贡献，

并对中华民族为经济独立、民族富强所付出的努力以及遇到的困难展开详细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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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这样有利于教师把握好该历史进程中渗透的家国情怀精神。然后，在实际教

学中，明确讲解经济全球化中面对机遇与挑战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勇气和毅力等

家国情怀精神，从而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自尊心，进而让学生形成良好的家

国情怀观念。

二、在教学内容中引入历史故事，以提高家国情怀教育的效果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材中的内容较为有限，教师应该对历史课程内容进行

丰富和优化，才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进而更好地渗透家国情怀教育等内

容。其中，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引入一些具有家国情怀的历史故事内容，并引

导学生领会故事中渗透的家国思想，从而间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2]
。首先，

在选择历史故事的过程中，教师需要依据课程教学内容，选择与之相关的历史故

事素材，这样才能确保选择的故事内容具有教学的意义和价值。其次，教师应该

对历史故事内容进行精简，并将相关内容插入到教学课件之中，以方便学生阅览

和学习。同时，在故事中，教师还可以加入一些图片或者视频链接资料等，以提

升故事的生动性，这样更易于教师展开家国情怀教育。

以高中历史“内忧外患与中华民族的奋起”等历史内容为例，在课堂教学中

教师可以巧妙穿插历史故事内容，使得学生产生学习的兴趣，这样教师才能更好

地渗透家国情怀思想。比如说，在学习《甲午战争》的历史内容时，就可以穿插

英雄人物邓世昌和他爱犬的故事，让学生感受到他抱定与舰共存亡的决心，为国

牺牲的悲壮。同时，也可以利用网络搜索收集一些故事的图片以及视频等内容，

并在电子课件中创建图片以及视频等链接，比如学习《辛亥革命》内容时，教师

可以点击相关图片视频链接来介绍黄花岗起义的林觉民的《与妻书》有关内容，

从这“天下第一情书”中让学生感受到什么是爱情，是因为爱的深挚才有勇气舍

小家而为大家，帮助天下人去爱他们所爱的人┄┄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家更爱国的

热情，提升家国情怀的素养。

三、利用多媒体教学方式，创设生动的家国情怀教学情境

在以往高中历史教学中，直接将课程知识灌输于学生，让学生死记硬背历史

事件，这不利于学生领会历史事件中渗透的家国情怀思想
[3]
。为了转变传统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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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理念，教师可以尝试利用多媒体教学设备，引入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历史素材，

如历史图片、视频等内容，并根据课程内容提出与家国情怀有关的研究问题，以

此营造出良好的教学情境，从而让学生结合生动形象的教学素材来领会历史知识

中的家国情怀思想。

以高中历史“五四爱国运动”课程内容为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

一些关于五四爱国运动的历史影片，比如《我的 1919》的影片,可利用多媒体教学

设备向学生播放有关内容，从而让学生直观了解到当时以顾维钧为代表得到的中

国人民为维护国家主权，收复国家领土所作出的抗争，以此教育学生如何树立为

国家强盛、民族崛起而努力学习的远大理想，进而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同时，

教师还可提出相关的课程研究问题：如通过给学生创设情境，让学生感悟到在政

府软弱妥协的情况下，学生却能挺身而出，不惧列强、不怕军警，敢于将自己的

生命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然后，

给予学生适当的时间展开课程问题的研究，从而营造出良好的教学研究情境，促

使学生一边结合课程内容，一边利用相关的图片视频等素材来展开问题的研究，

最终让学生能够更加深刻地了解五四运动所蕴含的时代精神，让学生树立起正确

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四、运用小组合作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展开家国情怀探究学习

对于高中生而言，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教师可以利用小组合

作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鼓励学生之间展开合作互动，有利于提升

课堂教学的质量
[4]
。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按照高-中-低的顺序，对

学生展开分层分组学习，让学生在其能力范围内学习到有用的知识。这就需要教

师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需求及学习能力，才能对学生进行合理的分层分组。其次，

针对合作学习组员的需求及能力，提出适当的家国情怀研究话题，引导展开针对

性的探究。最后，教师要保障学生拥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和空间，对话题展开细致

的探讨，同时要求每个合作学习小组做好组内学习评价及记录工作，以提升合作

学习的有效性。

以高中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课程内容为例，这课内容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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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教师先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分组，以组为单位来展开课文的阅读以及相

关的史料的学习，从而让学生初步了解教材中的内容。然后，给予学生独立自主

的时间去查找相关的历史资料，使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走过的

艰难历程有更深刻的了解，对革命烈士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献身精神更加

钦佩，从而树立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读书的志向。同时，针对不同层次的学习小

组提出相应的探究题目。比如，对于处于高层次的学生，教师可以将他们分成若

干组，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关内容，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在何处，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对中国产生了哪些影响，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

生了哪些影响等问题，以保障这一层次学生能够展开有效地课程研究，从而理解

这段历史史实，进而体会该段历史透出的家国情怀。

五、结语

综上所述，教师想要实现“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

就必须以历史课堂为主要阵地，对教学内容以及方式进行优化和创新设计，这样

才能让“家国情怀”教育真正在历史课堂教学中落地生根。

参考文献;

[1]张伟. 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入家国情怀教育[J]. 好家长,

2017,32(68):199-199.

[2]吴凌雁. 浅议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落地[J]. 新课程(下),

2019,10(35):249-249.

[3]林秋玲. 家国情怀教育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J]. 教师,

2018,21(23):659-659.

[4]钟文霞. 高中历史教学中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策略研究[J]. 高考,

2018,37(30):176-1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