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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素质教育下，高校的历史教学需要将优秀的民族精神融入其中，展现民族精神的德育内涵，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引导大

学生养成正确的唯物史观，促进大学生实现全面发展。本文探究了优秀民族精神与高校历史教学相融合的策略，以便强化高校历史教学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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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历史教学是培养大学生历史素养、人文素养的重要学科，在历

史教学中需要加强对民族精神的重视，通过引导学生学习伟大的民族精

神，强化大学生的民族意识和爱国之情，从优秀的民族精神中汲取力量，

积极进取、不懈奋斗、锐意创新，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出高素质的

人才。 

1 深入挖掘历史教材，培育家国情怀 

高校在历史教学中需要对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入的挖掘，中华民族几

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同时在很多历史人

物以及事件中，凝聚着对家国的热爱和责任的担当，尤其在全球化的时

代背景下，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使得全球成为一个整体，这就使得很多

不良的诱惑以及价值观等充斥着大学生的日常生活，虽然大学生已经具

备了一定的判断能力，但是社会阅历还比较少，很容易受到这些错误思

想和观念的影响，因此历史教学中就应该对教材内容进行挖掘，引导大

学生从历史人物身上学习民族精神，明确自身的社会职责，并秉持高度

的历史使命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提升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家园，始终站在人民和社会的角度思考问题，形

成大局意识。比如：在历史教材中“林则徐虎门销烟”，不畏西方帝国主

义的威胁和暴力，在虎门大义凛然的销毁鸦片，防止国人受到鸦片的迫

害，勇敢的与西方列强作斗争，这种家国情怀是每一个中华儿女所必备

的，从历史教材中对大学生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效果会更加直接，学

生对历史的感悟也会更加全面和具体。 

2 通过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加深对民族精神的感悟 

优秀的民族精神融入到高校历史教学中，不仅需要理论层面的渗透，

还需要借助多元化的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加深对优秀民族精神的感悟和

理解，进而能够对大学生产生更为直接的效果。首先，高校应该营造出

良好的校园文化，有效的借助校园广播、官网以及微信公众号等，对民

族精神进行宣传，如：定期创办校园广播“诚信”“仁义”“孝文化”专

栏，为学生播放相关的历史人物和故事等，或者还可定期组织以“民族

精神”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鼓励大学生积极参与到其中，凸

显大学生在民族精神教育中的主体性。其次，教师还可以在历史教学中，

将学生带领到当地的博物馆中，参观历史文物，并讲解其中的历史事件，

汲取文物中的民族精神。比如：带领学生到红色革命根据地，感受中华

民族自强不息、勇于奉献的精神，通过重走长征路的方式，体会长征的

艰难和中华儿女必胜的决心，并借助影视资料，让学生观看历史事件，

体会家国兴盛的重要性，引导大学生从历史中感悟民族精神的伟大，并

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大学生的家国情

愫。高校历史教学需要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让

大学生能够对民族精神的感悟更加透彻，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大学生的民

族精神。 

3 结合时代发展，强化民族精神 

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和壮大，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也在不断的

丰富，在新时期下，国际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同样国际之间的竞争

也越来越激烈，高校历史教学中要将优秀的民族精神相融合，就需要与

时俱进，结合时代发展的特征，挖掘民族精神中新的元素和内容，从我

国的实际发展动态出发，依据习总书记“四个全面”的发展战略，对政

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多个方面中汲取民族精神的精髓所在。

首先，在弘扬爱国精神的同时，也要培养大学生的合作意识，对民族化

与国际化之间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还需

要积极创新与创造，目前激烈的国际竞争归根结底就是创新能力的竞争，

因此大学生要敢于迎接挑战，学习民族精神中奋发图强的拼搏精神。此

外，高校应该将“立德树人”作为历史教学的重点任务，渗透对大学生

的德育建设，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并承担起培养复合型人才的重任，

为实现中国梦培养更多的人才。 

4 结束语 

高校历史教学中融合优秀民族精神的内容，能够进一步强化大学生

的思想道德素质，并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大学生的家

国情愫、人文精神与核心素养。首先，高校历史教学中应该深入挖掘民

族精神的内涵和价值；同时还应该设置科学的教学计划，结合素质教育

的要求，展现出大学生的主体性。此外，在高校历史教学中，还需要营

造良好的校园氛围，并借助多元化的实践活动，从真实的感知和观察中

深入对民族精神的探索与学习。优秀的民族精神作为引领中华儿女的重

要文化支撑，对强化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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