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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历史课程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策略研究
常君华

聊城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昌中学东校区，山东聊城，252022；

摘要：在全球化、多元化的今天，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把他们培养成有国家精神、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是非常必要的。初中历史课程蕴含着大量的历史资料，对其进行有效的发掘与应用，能够为开展爱国主义教

育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本文的研究对象是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核心问题。首先介绍了将爱国主义

教育纳入初中历史课程的重要性，然后对具体的实施策略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目的在于提高中学历史课堂教学质

量，内化学生爱国情怀，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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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爱国主义是中国人的灵魂，是中国人民万众一心、

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在这初中特殊的人生

阶段，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显得尤为重要。历史课程是一

种记录了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学科，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的一个重要平台。它既记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兴衰成败，也包含着许多前辈为争取民族独立，争取民

族解放而努力奋斗的英雄故事。透过历史课程，同学们

可以对自己的国家的过往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认识到现

在这个国家的发展是多么的艰难，并在心中激起一股强

烈的爱国主义情绪
[1]
。但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怎样

巧妙而有效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却是一个有待于我们

不断探索与实践的问题。如今，随着教育和教学手段的

不断革新，信息技术的普及，探索适合学生的教学对策，

这对于培养具有浓厚爱国情怀的初中生来说，是非常有

意义的。

1 初中历史课程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1.1 培养民族自豪感

民族自豪感它是指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所具有的文化价值观所产生的一

种积极的感情体验。中学历史课是培育民族自豪感的关

键。历史记载着一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

术等方面的光辉业绩。通过学习历史，学生可以了解到

自己国家的伟大发明创造、繁荣的盛世景象等，可以让

他们深切地体会到这个国家的智慧与力量，并在心底激

起一种对这个国家的骄傲。这一骄傲将使学生们对自己

的国家特性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为继承与发展本民族

文化打下感情基础，激发其为国家富强奋斗的精神动力，

并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1.2 增强民族认同感

初中历史课程，它不仅有丰厚的材料，而且有很深

的文化内涵。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记录了一个民族的

起源、发展和变化的一个完整的过程。在学习历史的过

程中，学生可以清楚地看到本民族的独特性，理解各民

族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

域。这些共性构成了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源泉。同时，

也展示了各民族在各个历史阶段所面对的挑战与机会，

也展示了各民族在面对困难、保护本民族文化与传统的

过程，让学生深切感受到身为国家一份子的责任感与使

命感，从而加强对国家的认同，推动民族精神的继承与

发扬。

1.3 塑造正确价值观

历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它包含了许许多

多的价值观与伦理规范。通过对历史课程的分析，我们

可以发掘和发掘这些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对大学生进行

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历史上的伟人、英雄们，表现出了

忠诚、公正、奉献等高尚品格，是大学生进行价值评判

的主要依据。同时，通过对历史事件的分析，揭示出的

民族精神、伦理准则等，对大学生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指

导作用。在复杂变化的社会环境中，学生能够从历史中

吸取智慧，辨别是非，把它融入到自己的行为准则中，

建立稳固的价值观，为自身的发展及社会的发展打下坚

实的根基。

1.4 培养历史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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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

过程。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同学们将会深刻地意识到，

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一个连贯的过程，每个阶段都有各自

的使命。学生将认识到，他们也是历史的一份子，他们

将成为国家发展的接班人。通过学习，可以知道我们国

家和民族曾经面对过的困难与挑战，我们的祖先为了国

家的独立和解放而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可以使他们

更加尊重历史，勇于承担未来。这种历史责任感激励着

学生们对祖国和国家的发展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在此过

程中不断地学习各种知识与技巧，将其继承与弘扬，为

祖国的强盛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一份力，让个人的价值

与国家的价值相结合。

2 初中历史课程中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策

略

2.1 挖掘教材中爱国主义元素，强化学生爱国主义

精神

在教学实践中，教师要全面、深入地阅读教材，用

自己的慧眼去发掘不同层面的爱国主义因素。这既要对

重要的历史事件、名人进行剖析，又要从文化传承和社

会变迁两个层面挖掘其中所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教

学中，要把爱国主义的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让他们从

多个方面去感受爱国主义
[2]
。比如，在讲解鸦片战争这

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的时候，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发掘其

中的爱国主义因素。首先，对林则徐的“虎门销烟”的

丰功伟绩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林则徐是清末的一位智者，

他深知鸦片对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造成的巨大

损害，也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

当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而清朝一些官员对此持模

棱两可的态度时，林则徐毅然而为。他顶住了来自各方

面的压力，其中有英国侵略者的威胁，也有清廷官僚机

构中的反对派，都坚定地提倡禁烟令。“虎门销烟”一

役，不但消灭了大量的鸦片，而且也显示出中国人民奋

起反抗外国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坚强意志。老师可以

让学生联想到林则徐在此期间的艰辛境遇，和他为国献

身的崇高理想。在讲到鸦片战争时，尽管中国军队装备

和制度都远远不如英国，但是中国人民还是奋起反抗。

举个例子，在定海战役中，第三都统葛云飞，王锡朋，

郑国鸿三个人，同英国人鏖战六天六夜，英勇牺牲。通

过对战争的详细描述，使同学们对中国战士为国而死的

爱国主义情怀有了更深的体会。另外，在对中国鸦片战

争失败的原因进行剖析的时候，老师要对他们进行深刻

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什么叫爱国，不只是战场上的勇

敢抗争，而是要在民族的发展进程中，主动地寻找强国

的道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使学生对祖国的繁荣和发

展产生浓厚的兴趣，使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发展同祖国的

命运联系在一起。在此过程中，老师还可以让学生们探

讨一下，假如他们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将怎样应对

国家的危难，加强学生爱国情怀的认识，增强其实际应

用能力。

2.2 信息化教学与爱国主义元素相结合，开展高效

历史学习课堂

在教学过程中，利用播放有关的视频资料、展示历

史照片等手段，把历史事件生动地展现在学生的面前，

使他们能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作品中所包含的爱国主

义精神，提高他们的学习参与程度，使他们对历史问题

进行主动的思考，从而加深对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
[3]
。

如在讲授“七七事变”和“全民族抗战”等重要的历史

知识时，利用信息技术对学生进行教育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课堂引入一系列有关“七七”事件的纪实影片，

例如，日本人在卢沟桥上突袭，中国人奋力反抗，场面

紧张而又紧张。在这个电影里，既能看见日本人的傲慢，

又能看见中国军人在顽强不屈的英勇精神。透过一幅幅

栩栩如生的图片，把同学们带进了那个战火纷飞，国家

危亡的时代，使他们对战争的残忍，对中国将士保家卫

国的坚强意志，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在讲述“七七事

变”的经过与影响时，可运用多媒体教学法，将卢沟桥

的地理位置图、中日军事力量分布图等画面展现出来，

使学生对事态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同时，在课件中，还

可以播放 29 军在卢沟桥英勇战斗的照片，宛平城墙上

的弹痕。通过生动的图片，让同学们对“七七”事件的

发生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加深了对日本对中国的全

面侵略，以及对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开端的理解。在课

堂讨论部分，老师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让同学们参

与讨论，比如：“七七事变之后，整个民族的抗战形势

是怎样形成的？”这反映了什么样的中华民族精神？”

老师也可以放映一部有关全民族抗战的纪录片，展现国

共两党合作，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抗击日寇的场面，

例如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役中浴血奋战等。通过这些材料，

使同学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在民族危难之际，中华人

民不分党派，不分国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共抗外

敌的伟大爱国情怀。

2.3 让学生自主思考且提升自身的爱国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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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中，教师要让他们自己去想一想历史事件的

深层原因、影响和意义，尤其要重视其所蕴含的爱国主

义精神。通过查阅文献，小组讨论等多种形式，使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养成独立思考、批判思考的能力
[4]
。比如，

在教学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过程中，可以设置

一些具有启发意义的问题。讲授《南京条约》的时候，

老师可以这样提问：《南京条约》对于中国的政治、经

济和社会都有什么深刻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中国人与

清朝政府的反应是什么？这样的反应反映出什么样的

爱国精神？”在课堂讨论之前，老师可以指导学生阅读

历史文献和学术论文。透过自行搜集文献与研讨，同学

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各阶层面对国家危机时，虽有不同

的处理方法，但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情怀。林则徐、魏

源等人，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宗旨，提倡向西方学

习先进科技，以抵御外来侵略，是中国民族精神的一种

表现。在经济方面，部分民族商人迫于外国势力的经济

入侵，竭力发展本国产业，力图以经济自强救国，这也

是爱国精神的体现。三元里的抗英运动就是人们自发的

爱国激情的表现。同时，通过对《马关条约》与《辛丑

条约》的剖析，也可使学生联想到中国日益严重的国难

史与中国各界人士的反映。《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康

有为和梁启超发动“公车上书”，以求“维新”，反映

出知识阶级为民族前途而积极奔走的爱国主义情怀。

《辛丑条约》的签署，使中国民族更加觉醒，革命思潮

汹涌而起，从而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这种

独立的思考与探讨中，同学们可以更加深刻地认识到，

在现代中国的国难面前，爱国精神是多么的多元化，各

个阶层的人民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对祖国、对祖

国的热爱。老师还可以继续指导同学们，在现在这个时

期，怎样才能体现出爱国主义，使学生把历史和现实联

系起来，把爱国精神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

2.4 为学生布置生活化历史学习任务，改良学生的

认知水平

把历史的学习与学生的日常生活密切地结合在一

起，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熟知的环境中找到历史的轨迹，

体会到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以此来深化对历史知识

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的认识。比如，在学习了中国工

农红军长征之后，老师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学生进

行多种形式的、有生命意义的学习任务。首先，请同学

们去采访一下周围的退伍老人，让他们对“长征”有一

定的认识。老一辈的人，也许是亲历了那段岁月，或是

听老人讲起了长征的故事。通过访谈，同学们可以了解

到，在人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关于“长征”的记忆与传

承。例如，老人们可以讲到红军走过的地方，他们和人

民的感情，他们不拿人民一针一线，为人民排忧解难；

有些人也许会讲到一些动人的情景，这些情景是红军在

艰苦条件下仍不动摇的。透过这些真人真事，同学们可

以更深切地体会到，“长征”的精神是如何在人们的心

灵里代代相传的。其次，让学生搜集当地的文物和纪念

设施，写出自己的报告，为以后的学习做准备。在考察

的过程中，同学们可以在当地找到几条以“长征”为名

的街道和广场，也可以找到红军长征时留下的标语和遗

迹,就能更直观地感受到当年红军长征的艰辛。

总结

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仅关系到

学生的健康成长，更关系到民族的未来，本文提出的一

系列的学习策略，既能充实学生对历史的认识，又能增

强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今后，在教

育观念不断更新、教育科技不断进步的情况下，中学历

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增强与

其他学科的结合，构建一个全面的爱国主义教育系统，

让爱国主义的情绪更加深入人心。与此同时，老师们也

要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和教育教学水平，更好地指导同

学们在学习历史的过程中，增强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培育出一批有强烈爱国精神

的新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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