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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科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强调学生“学习

和探究历史应具有价值关怀，要充满人文情怀并关

注现实问题，以服务于国家强盛、民族自强和人类

社会的进步为使命”。而家国情怀作为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中价值追求的目标，“是学习和探究历史应

具有的人文追求，体现了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

情感，以及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1]。因此，家国情怀在诸素养中处于核

心地位，被称为“历史教育的根本归旨”[2]。那么

应当如何有效培育学生家国情怀，逐步提高学生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呢？

情境教学作为当前中学历史课堂中较为常用的

教学方法，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有目的地引

入或创设具有一定情绪色彩的、以形象为主体的生

动具体的场景，以引起学生一定的态度体验，从而

帮助学生理解教学内容，并使学生的认知水平、智

力状况、情感态度等得到优化与发展的教学方法”[3]。

该教学方法符合学生认知水平，能够生动再现历史

场景，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有效性，尤其在增

强学生情感体验上具有良好作用。因此基于历史情

境教学，不失为有效培育学生家国情怀的方法之一。

在不久前举行的宁波市第五届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高中历史课堂教学展示活动中，笔者依据新课标，

“试水”新教材，执教《中外历史纲要（上）》中

的第 3课《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尝试

基于历史情境展开具体教学，以期逐步培育学生家

基于历史情境教学，培育学生家国情怀                      
——以《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为例                   

	◎ 汪高锋						浙江省余姚中学	

对教材的取舍绝非随意删减教材内容，而是取

舍有道。对教材的取分为“必须取”“可以取”和“适

量取”，而教材的舍也主要集中在“舍枝叶”和“舍

负担”[3]。本课内容主要分成三部分：选官制度、

三省六部制和赋税制度。三大制度都至关重要、涉

及知识量大，相互之间又基本没有关联难以用一条

主线串起，正是难以取舍的原因所在。笔者在备课

时圄于“课魂”“主线”“框架”等窠臼，舍本逐末，

未谙此道，武断地放弃了另外两大制度，实属重大

失误。

如前所述，如果三个制度都放在一节课里，既

可以“隋唐制度何以传袭后世？”为课魂引领主题

探究式教学，也可以张九龄（三大制度基本都与他

有关联）这个人物为线索把“满地珍珠”串成珍珠

项链，再辅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可以让知识体系

更清晰、更完整，让教学所要达到的诸多目标有了

‘灵性’，各种资源与方法、手段的使用做到‘形

散而神不散’，师生互动与交流的展开有‘方向感’

与 ‘弹性’”[4]。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 45页。

[2]陈婷、陈洪义：《“课魂”引领 情思相促——以部编教

材 <北魏政治和北方民族大交融 >教学为例》，《中学历史教学》

2018年第 3期。

[3]陈林：《教材取舍有道 凸显教学之效——以 <民国时期

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为例浅谈历史教材内容取舍》，《中学历史、

地理教与学》2018年第 6期。

[4]周明：《以“课魂”领航历史教学的几点思考》，《历

史教学》（中学版）2014 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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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怀。以下是笔者的一点浅薄之见，不当之处敬

请方家指正。

一、创设历史情境，激发家国情怀
苏霍姆林斯基曾强调：“认识转化为信念并不

是靠行为的频繁重复完成的。……认识，只有在行

为方面能给孩子带来正义感，能使他激动，能使他

心灵上产生欢乐感和兴奋，并能振作的情况，才能

转化为信念……因此，情感如同肥沃的土壤，知识

的种子，只有播种在这片土壤上，种子才会萌发出

幼芽来。”[4]

好的历史情境正是加速家国情怀这颗种子萌发

的“温床”和“催化剂”。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

就是故事。历史情境的创设离不开一个个围绕教学

主题展开的鲜活生动的好故事。“故事内容的情节

性，容易引起学生的注意；情节的趣味性，容易激

发学生的兴趣；趣味中的启发性，容易引发学生思

考；启发后的教育性，容易使得学生接受。”[5]

笔者在执教本课时，首先采用了情境导入法：

通过播放学生相对熟悉又感兴趣的央视综艺《国家

宝藏》中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相关视频片段，创

设鲜活生动的历史情境，贴近学生生活，拉近学生

与历史之间的距离。通过云梦睡虎地秦墓主人“喜”

（著名主持人、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撒贝宁扮演）的

一段感人独白，指出“喜”虽然只是秦国再普通不

过的一个小小基层官吏，但他却见证了一个伟大时

代的诞生，并通过自己一辈子的勤勉工作，为这个

时代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自然引出了这一伟大时代，

即本课主题“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激

发了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欲，又与本课最后总结提

升首尾呼应、浑然一体。

紧接着，通过小人物“喜”和大人物秦国先代

国君秦襄公、秦孝公、秦昭襄王等，尤其是“嬴政”

的主要生平介绍，创设了“小国蓄能”这一具体历

史情境。一方面使学生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割据混

战、人民渴望安定统一的历史场景有了切身感受；

另一方面通过“喜”和“政”的主要生平活动提取

有效历史信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能够全面了解

秦统一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认识到秦大一统是历史

发展的必然，符合历史发展潮流，进而帮助学生“从

历史的角度认识中国的国情，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

和正确的国家观”[6]。

二、神入历史情境，凸显家国情怀
历史是过去的内容，无法直接“实践”，却又

需要“传达给人以对于人物或事件的某些具体感

受”[7]，缺乏历史知识和理性思维的高中生在触摸、

走进历史时，对异时异地的人和事难免会产生“天

然的隔膜”。而好的历史情境正是架起学生与历史

对话的桥梁，能拉近学生与所学内容的距离，进而

加深对历史的理解，增强情感体验。

因此，教师在缩小这种遥隔古今、相望千年的

时空距离感时，应坚持“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念。

在充分考虑学生认知规律和心理特征的基础上，通

过历史情境让学生神入历史，才能“以情感人”，

激发学生对历史的兴趣，加深对历史的理解与同情，

使之与有血有肉的历史产生“共鸣”、“共情”。

最终在“共鸣”与“共情”中形成对祖国的认同感

和正确的国家观念，凸显家国情怀，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举例来说，在讲到秦朝巩固大一统的主要措施

时，笔者结合相关图片、文字等材料，通过“政”



492020年第06期

教学研讨

的主要生平活动，创设了“帝国春秋”这一具体历

史情境。引导学生从中提取有效历史信息，了解和

掌握秦朝巩固大一统局面的主要措施，重点采用图

示法、合作探究法分析秦朝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

突破本课重难点，培养学生合作交流能力和论从史

出、史论结合的实证意识，最终感悟到秦始皇在国

家统一过程中的雄才伟略和政治智慧。

其中，笔者还引用了云梦秦简《封诊式》中两

个有关“定法令”、“易风俗”的具体案例——“穴

盗”和“毒言”。先利用一手史料还原历史场景，

带领学生神入历史，再根据“案发现场”和“审讯

记录”抽丝剥茧、层层分析，激发学习积极性和探

究欲，掌握秦巩固统一的一系列措施，感受秦法之

完备、之先进、影响之深远。最终使学生“能够认

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趋势，形成对中华

民族的认同感和正确的民族观，具有民族自信心和

自豪感”[8]。

“知识融入历史情境之中，显示出活力和美感，

更容易被学习者吸收。”教师在历史课堂引导学生

神入历史情境，“不仅使之成为学生主动探究学习

的前提与关键、思维创新的源泉，更是推动教改朝

着纵深方向发展的重要途径”[9]，真正凸显学生对

家乡、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和使

命感。

三、体悟历史情境，升华家国情怀
历史情境的核心在“情”字，“营造历史情境

除了要突破疑难知识，更应该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

培养学生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历史人

物为主线，创设历史情境，带领学生神入历史，最

终的落脚点还是要使学生通过体悟历史情境，汲取

历史智慧，“在课堂中自然感受到历史人物坚持不

懈、奋斗不息、探寻不止的精神，体会到他们超越

小我，胸怀大我，关注国家前途，心系民族命运的

情怀与担当。”[10]

在探究秦亡原因时，为了避免枯燥乏味的“政

治说教”，笔者创设了“大道行思”这一历史情境。

先通过引导学生再次回顾“政”的主要生平活动，

了解秦朝暴政的主要表现，再引用云梦秦简《语书》

中南郡守腾对县、道啬夫的一段话，通过感悟这一

历史情境，认识到秦在对占领地实施统治过程中阻

力重重，遇到了“秦法”与“楚俗”之间的巨大文

化差异与冲突。最后引入史学界相关学术成果，引

导学生通过分析材料挖掘秦速亡在文化方面的深层

次原因，体悟秦亡的复杂性，并从中汲取宝贵的历

史经验教训。    

材料 1：南郡守腾谓县、道啬夫：古者，民各

有乡俗，其所利及好恶不同，或不便于民，害于邦。

是以圣王作为法度，以矫端民心，去其邪僻，除其

恶俗。法律未足，民多诈巧，故后有间令下者。凡

法律令者，以教导民，去其淫僻，除其恶俗，而使

之之于为善也。 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

俗、淫泆之民不止。                                                               

——《云梦秦简·语书》

材料 2：秦之“法律令”与关东文化存在距离，

特别是与楚“俗”之间存在较大距离……由文化差

异与冲突引起的楚人对秦政的反感，及齐、赵等地

人民对楚人反秦战争的同情，是导致秦朝灭亡的重

要原因之一。                                         

——陈苏镇《汉代政治与〈春秋〉学》 

材料 3：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始皇帝在其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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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无事不成……作为一名带领国家走过漫长、困

难时代的君主，都应该备受赞誉。在多大程度上，

后来出现的动乱应当归于始皇帝的错误政策？始皇

帝的可悲且不能胜任的继承者以及其他非人为因

素，应该对之负多少责任？这些，都很难说清楚。       

——贝德士《中华帝国的建立》

材料 4：“云梦秦简考古平面图和复原图”

在总结提升阶段，再次回到本课的大人物“政”

和小人物“喜”，首尾呼应、浑然一体。通过展示

美国汉学家贝德士对大人物“政”的一段评价和“云

梦秦简考古平面图和复原图”，拉近学生与历史人

物之间的距离，使学生体悟到正是他们的坚持与付

出，才开创了这个伟大的时代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

影响！认识到“喜”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国宝“云

梦秦简”，他勤勉、敬业和执着的“云梦精神”，

才是留给后人最为珍贵的“国家宝藏”！认识到我

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新时代，也应向“政”

和“喜”们学习，在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不

懈努力，为这个伟大时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添砖加瓦、贡献力量，以自己的方式让“云梦精神”

永远流传下去！最终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导向

和价值判断，增强社会责任感，深刻理解中华民族

精神，领悟中华传统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以及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用价值，升华家国情怀，落实

“立德树人”总目标。

“依托这些鲜活的历史情境，教科书中原本枯

燥、乏味的知识变得生动、形象、有意义。”[11]综

上所述，基于历史情境展开教学，对于培养学生家

国情怀，提高历史学科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至关重要，值得广大教师进一步研究和探

讨。以上只是笔者在“试水”新教材中的一些尝试

和一孔之见，谨以此文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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