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历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培养路径与策略探析

   ——以统编版《辛亥革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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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初中阶段正是培养学生家国情怀的关键时期，而教师又比较容易轻视

对学生这一核心素养的培育。对此，便从《辛亥革命》这一课中分析中学历

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培养的路径与策略，希望为初中历史教学尽一份绵薄之

力。

　　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是解释了家国情怀的含义，

其次是解读课标对家国情怀的考核要求及家国情怀培养现状，最后是谈以《辛

亥革命》为例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四个意义：有利于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

任务和教师教书育人的根本职责、有利于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有利于

铸牢学生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四个自信”。第二部分

主要以《辛亥革命》的教学设计与教学实践为例，从教师、学生、学校这三

个路径中探析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的策略。教师在课前要基于教材、

课标、学生学情、教师用书做好教学设计，在制作课件时巧妙合理的运用插

图与短视频等辅助工具；在上课中要通过讲故事、播放历史视频等方式构建

历史情景，还要让学生进行合作探究；教师在课后要合理布置作业，组织相

关的活动来深化学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学生要主动进行课前预习，利用身

边的资源查阅相关史料；在课堂上认真听讲，积极与老师互动；在课后及时

完成老师安排的作业，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学校首先要利用好乡土资源，组

织学生研学，让学生知行合一；其次要巧用校园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最后

要紧随时代，组织学生观看含有家国情怀的优秀影视作品。第三部分是《辛

亥革命》的教学设计。

关键词：初中历史教学；家国情怀核心素养；辛亥革命



绪论

1

绪论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历史在海南义务教育阶段实施开卷考，在 2022版历史课标实施之前，2017

版课标也有提到五大核心素养，但是对此很少有学校和老师加以重视。而 2022

年版课标明确提出要初步培养初中阶段学生五大核心素养，其颁布实施之后，

学校和历史教师逐渐重视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

2022 版课标的课程目标要求之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要形成对家乡、

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同，具有国际视野，有理想、有担当。①而这一具体要求，

在 2024年 1月 1日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生效实施后得到继续加强，教育法的

实施无不显现着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国家是非常重视学生的

家国情怀，而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重任又落在教师身上。

在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实习期间，笔者教的年级是初二年级，带

领学生学习的是统编版中国近代史。近代史是一部屈辱的历史，重点叙述了

列强侵略中国，而同时也是一部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意义的历史。近代

史中的辛亥革命不仅是初中学习的重点内容，而且也是高中学习的重点内容。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他表明“辛亥革命

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②，可见辛亥革命在

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里程碑式的意义。而辛亥革命中仁人志士身上所

体现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与于家为国、从容就义的爱国情怀，正是培养学

生家国情怀的大好例子，因此便以统编版《辛亥革命》为例谈中学历史家国

情怀核心素养培养路径与策略。

其意义是笔者通过这一课的教学经验，探析中学历史家国情怀核心素养

培养的路径和策略，希望能够对广大历史教师在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核心素养

方面有所帮助。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M].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7

②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 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金句[J].前进论坛,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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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

关于初中历史家国情怀的培养期刊及其文献有很多且日期较为新。论文

研究中，例如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硕士王丹以呼和浩特市第二十七中学为例，

分为四部分论述家国情怀的培养。她提出家国情怀素养培养的策略：一方面

基于最新版课标研究家国情怀素养培养的策略；另一方面基于教育学、心理

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研究家国情怀素养培养的策略，即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作用、开发第二课堂、借助视频手段，以情优教、将家校联动起来。①期刊研

究中，例如名师在线期刊中王秀荣作者在《透过历史人物，涵育学生家国情

怀》研究中以教学目标、教学资源、教学形式和教学评价为重点，阐述利用

历史人物涵育初中生家国情怀的策略。②文理导航期刊中王琰作者在《初中历

史“家国情怀”素养渗透》研究中认为要透过认同程度基本判断“家国情怀”

核心素养渗透和通过沉浸式学习和问题链设计优化教学情境，促使学生规则

认同向心理认同转变。③

以辛亥革命为例研究初中家国情怀培养的文献较为少，大多都是研究高

中历史家国情怀。而以辛亥革命为例的研究初中家国情怀培养文献日期比较

靠后，依据的是 2017年课标，但尽管如此，还是具有借鉴意义。例如 2021

教育科学网络研讨年会论文集（上），马建邦作者在其研究中，认为以辛亥

革命为例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首先要构建历史教学情境，其次要注重情感

化元素，最后要灵活运用多元化的史料。④中学历史教学参考期刊中张云鸿作

者的《观国民觉醒悟家国情怀——以“辛亥革命”教学为例》中提出家国情

怀的培养首先要立足教学现状，创新教学方法（合作探究，注重学生自主学

习；问题引导，引发学生深入思考）；其次基于家国情怀，培养民族意识（民

族意识的觉醒、萌发、升华）；最后针对盲区进行重点突破。⑤

综上所述，

①王丹.初中历史教学中家国情怀的培养[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3.

②王秀荣.透过历史人物涵育学生家国情怀[J].名师在线,2023,(09):21-23.

③王琰.初中历史“家国情怀”素养渗透[J].文理导航(上旬),2023,(12):79-81.

④马建邦.初中历史教学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以辛亥革命为例[C]//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教育科学

研究所.2021教育科学网络研讨年会论文集（上）.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靖安中学;,2021:3.

⑤张云鸿.观国民觉醒悟家国情怀——以“辛亥革命”教学为例[J].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22,(22):9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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