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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课程标准改变了高中历史教学的要求，从过去强调知识教学转向注重学科核心素质的培养，把

家乡和乡村的情怀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新高度。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家庭和国家的情感体现出强烈的人文色彩和人文关怀。它是学习和

认识历史的重要精神，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乡土

情怀，实现教学目标，是一线教师的共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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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作为一门人文学科，担负着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和提高民族人文

素质的重任。高中历史教学逐渐重视学生生活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教学与生活和社会的联系更加紧密。陶行知教育理论所倡导的教学与生

活的联系在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以陶行知的思想为基础，

探讨了在核心素养的背景下，落实“家”与“国”情感的措施，以提高

课堂教学质量。 

1 参加实践活动，激发爱国情感 

近代以来，许多革命英雄在反对外敌入侵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

英勇牺牲。他们的先进事迹在历史纪念馆、博物馆等地都有详细介绍。

因此，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带领学生实地参观博物馆、纪念馆、

革命遗址等地，体验革命先烈的革命精神，不屈不挠的高尚品德，激发

学生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习“红军长征”时，可以带领学生到贵州

遵义会址纪念馆、娄山关红军战斗遗址、王若飞纪念馆、黎平会议遗址

等革命遗址进行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让学生感受长征精神，激发

爱国热情。现场实践活动结束后，让学生选择印象 深刻的历史事件或

历史人物，写下观察，说出自己的感受。 

2 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在历史课堂教学中，除了培养学生的国情外，还可以通过开展多种

课外活动来实现这一教学目标。比如，开展党的五四纪念活动，弘扬五

四爱国主义精神，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组织学生观看《小兵张嘎》等

抵制外来侵略的电影，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馆、

历史博物馆，缅怀革命先烈，让当代青年肩负起自己的责任和责任；开

展“中国诗词”“词”板报、手写报竞赛活动，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知识

竞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举办“ 受敬仰的历史人物”演讲活动，

学习历史人物的高尚情操等。 

3 通过文学成就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文学是一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反映。文学的发展与当时的经济、政

治密切相关。高中历史第三门必修课《古代文学的辉煌成就》介绍了西

周至明清时期的文学成就，主要有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

曲、明清小说等，代表了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征。历史教师要带

领学生分析古代作家、诗人和文学作品，走进文艺殿堂，感受古人的思

想感情，提高文化素养。比如，通过学习《离骚》、《秋风吹破草堂之

歌》，我们可以感受到屈原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如“长眠遮泪，悲民

生”和杜甫的“千家万户”，“天下贫民皆宜”，通过对宋代豪放诗人

代表苏轼、辛弃疾、李清照、刘咏的作品的研究，通过对古代杰出的文

学成就的研究，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文字表达的不同思想感情等时代赋

予了学生民族文化的魅力，增强了他们对祖国历史文化的自豪感和民族

信心。 

4 结合史实故事，培养学生学科素养 

陶行知生命教育理论的核心内容是教与行的统一，是教学理论实施

的重要组成部分。陶行知关注这一点。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教师担

负着传授理论知识、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重任。在思乡教育中，教师自

觉渗透“天下兴亡，人人有责”的理念，把它作为思乡教育的主要内容，

提高课堂教学过程的渗透比例，并结合历史事实，增加历史课堂的趣味

性。历史事实是历史上存在的内容。利用这些史实和故事可以创造良好

的课堂氛围。历史课程 显著的特点是历史事件，它具有固定的时间和

内容。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灵活运用这些历史知识和内容，不

自觉地完成学科素养的培养。 

5 多媒体演示 

陶行知生命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是“社会即学校”。这一观点与“生

命即教育”相辅相成，在教学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也从根本

上解释了社会与学校的关系。陶行知认为教育在生活中无处不在。社会

不仅是生活的场所，也是教育的场所。高中生思维活跃，但不同于初中

生强烈的表达欲望，高中生具有一定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判断力，喜欢一

些具有挑战性的活动。针对这种情况，历史教师可以依托信息技术开展

相应的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 

6 结束语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家与国的情怀和修养，不仅体现在爱国爱家的

情怀上，更体现在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上，体现在凌云“修身养家、治

国安邦”的志向上，或者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高

中历史教学中，亲情、乡情的培养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有利于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在高中历史教学中，教师可以有效利用教材和地方历史资源，通过历史

比较、创设情境、挖掘历史人物的先进事迹、参与实践活动等策略，树

立民族认同感，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增强学生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培养新时期高素质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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