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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中阶段历史科目的教学,老师不仅教授学生重要的历史事件,还需要引导学生认知正确的人

生观和价值观,在未来的发展中能够起到关键性作用。中华民族历经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爱国精神经过历

史的长河经过不断的磨合和发展而延续下来的,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因此国家教育部门加强培养

学生的家国情怀,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骄傲感,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关于高中历史科目的教学

现状,改变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核心理念,不仅需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质,还需要培养学生的爱

国情怀。老师需要正确引导学生对历史事件进行讨论和研究,从中增强学生的爱国精神,提高学生对历史

人物的敬佩之情,促进学生未来给国家贡献力量,推动国家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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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家国情怀作为高中阶段历史教学的

重要内容,需要学生在学习历史的过程

中,在思想观念以及情感态度上有更加

明确的体现,从而使高中历史的育人价

值得到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

要一点就是爱国,现阶段高中历史教学

就是要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由此可见,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渗透家国情怀教育具

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对高中历

史教师来讲,从多方面、多层次来考虑如

何提升学生的家国情怀就成了工作的重

中之重。 

1 加强完善和创新教学模式,

提升老师的素质 

根据社会教育的调查发现,大部分

高中学校针对历史科目的教学,仍然采

用传统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

处于主导地位,教师在课堂上将理论知

识进行讲解和总结,并且将知识中的重

点和难点进行强调,以此达到深化学生

记忆的教学目的,促进学生的历史成绩

得到显著的提升。但是随着长期的教学

和发展,学生会产生对历史科目的厌烦

心理,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和综

合素质,甚至不利于学生爱国情怀的培

养,因此老师应该加强完善和创新教学

模式,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学习习惯,

带领学生了解更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

人物,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树立

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实现教育发展

的重要意义。学校方面应该增加对教师

的要求,严格考核教师的专业能力和教

学素质,考察教师的价值观和政治,保

证在教学过程中加强学生的爱国情怀,

能够以身作则,促进自身理论素养和实

力的提升。 

2 借助于历史故事渗透家国情

怀教育 

家国情怀教育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它需要长期地渗透,仅靠课堂时间是远

远不够的。所以,教师为了改善教学效果,

切实提升家国情怀教育的效率,可以在

课堂之外的地方来开展相关工作,例如

组建历史社团,不定期举办渗透家国情

怀教育的社团活动,鼓励学生积极参与

其中,这是推进教育质量优化的有效途

径。依照高中生的特点,教师在安排社团

活动时可以组织大家一起去当地的烈士

墓园或历史博物馆等地方,拉近学生与

烈士之间的距离,通过对历史故事的认

识与了解来切实感受到烈士有多么坚强

的意志,有多么博大的胸怀。在历史发展

的长河中,名人思想的熏陶会影响着一

代又一代的人。每个朝代也都会涌现出

很多伟人,他们的故事绝不像现代影视

剧里表演出来的那么简单。如果学生深

受某位英雄的影响,那不仅有利于其对

历史知识的学习,也可以使其更为直接

地受到家国情怀教育。高中阶段的学生

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但是由于阅历尚

浅,因此他们仍然会受到周遭环境的影

响。教师需要合理利用学生这一特点,

在平时多让学生接触到一些爱国故事,

使其在耳濡目染下激发自己的爱国情感

与民族自豪感。 

3 加强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增

加学生的爱国精神 

关于高中阶段历史科目的教学,需

要加强完善和创新教学体系,改变传统

的教学方式,不仅在黑板上进行板书,还

可以利用先进的多媒体技术,丰富教师

的教学模式,带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加

强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促进国家建设

的稳定发展。采用多媒体技术教学方式,

可以将国家几十年的变化进行图片或者

视频对比,能够直观的体现出国家经济

水平的变化,强化学生的民族自豪感；还

可以针对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事件进行详

细的介绍,能够体现出国家的民族凝聚

力和民族精神,从而培养学生的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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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还可以利用微课和影视资料进行教

学,针对国家的铁路和通讯事业的发展,

采用微课和影视方式进行对比发展的情

况,能够直观发现国家的发展情况,特别

是今年5G通讯网络技术的发展,能够有

效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实现学生的全

面发展。 

4 增加举办家国情怀的主题活

动,带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高中阶段历史科目的教学,老师可

以举办家国情怀的主题活动,通过带动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且将家国情怀和

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结合,激发学生情感

上的触动,从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

生针对历史科目的学习,不应该局限在

之前的历史事件中,还应该在学习历史

的过程中,产生对现代生活发展的影响,

同时加强提升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

族精神,并且与现实生活进行有效的结

合,能够带领学生再次感受历史事件所

体现的中华民族精神,对于高中阶段历

史科目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实现学校科目教学质量和效率的有效提

升,促进国内教育行业的健康发展。关于

高中阶段历史科目的教学,教师可以根

据历史科目的教学内容举办丰富的多样

化历史活动,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能够正确引导学生去研究历史,了解历

史发展的重要意义,有利于提升学生的

历史知识库,促使学生的历史成绩和学

习能力得到提升和发展。比如教师可以

根据专题类的历史教学内容,举办以历

史发展进程为主题的演讲活动,组织学

生进行分别选择一个历史时期,但是互

相不重复,学生可以在活动开始前,寻找

相关的历史资源,然后进行有效整合为

文章,在活动上进行有感情的讲述,通过

学生的激情澎湃的演讲,不仅能够巩固

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掌握,还能够促使学

生对历史产生新的感受和看法,实现历

史教育活动开展的重要意义。 

5 借助于英雄事迹渗透家国情

怀教育 

被选入高中历史教材的英雄不在

少数,教师如果可以合理地借助于这些

英雄的事迹,就可以对实现家国情怀教

育目标产生一定助力。在开展教学活动

时,教师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英雄

的事迹,并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不断渗透

其身上体现出来的优秀品质,使学生在

良好的氛围中学习,从而受到家国情怀

教育。对高中历史教师来讲,其应当做

的就是知识信息的提取,信息提炼后精

华的传递以及情感的推动。通过英雄的

描绘,学生可以得到思想与情感的双重

激发,在体会到英雄的可敬后也就自然

而然地体会到了英雄折射出的家国情

怀,从而深受感动,有利于其家国情怀

的培养。 

6 结束语 

新课标下高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

的培养,需要充分发挥历史资源的价值,

引导学生在历史思辨的过程中树立正确

的价值观念,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

民族精神,在古今交融的过程中培养学

生的爱国、爱家的家国情怀,进而全面提

升学生的核心素养,高中历史教学的实

效性也能够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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