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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西藏班学生的家国情怀素养可以发挥历史

课堂的独特优势，高中历史教师要树立坚定的民族教

育责任感与使命感，在历史教育工作中注重维护祖国

统一，民族团结，激发西藏学生的爱国热情，使其成为

建设新西藏的骨干，为学生传播正能量。教师在开展

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应以挖掘课本内涵、创设教学情

境、实现师生良性沟通为基本原则进行教学活动设

计，并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对有延伸补充必要的内容

进行拓展教学，有的放矢地达到预期教学目标。

一、提升西藏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弘扬

学习历史就是掌握人类社会过去的事件与活

动，学习其所产生的文化，学会分析整个事件发生的

原因、背景，得到自己的启示和感悟，帮助学生树立

正确的历史价值观，已达到学习历史的目的。［1］学习

历史也是学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过程，学生在学

习历史事件和其中的文化内涵时潜移默化地受到影

响，逐步养成家国情怀。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国

情怀、民族大义、仁义礼智信等观念至今仍产生深刻

影响。西藏班学生在学习历史过程当中，不仅是对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再一次继承与弘扬，还能

使其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完善自我，提升

对家国情怀的认识。

（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与使命感

高中阶段的学生仍处于青春发育期，他们的心智

发展尚未成熟，强烈的自主欲望与缺乏实践和认知水

平有限的现实形成冲突，所以在这一过程当中，教师

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思维品质进行培养，帮助学生树

立正确的三观。学习历史可以让学生开阔视野，了解

更多过去的史实，清楚事物发展的规律与为人处世的

哲理，明白事物总是不断向前发展。要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深化民族精神，凝聚民族力量，将

家国情怀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坚定学生意志，追寻其

人生价值，为努力实现人生目标而奋斗。

（三）有利于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对学生进行家国情怀素养的培养，不仅要贴合新

课改的精神，更要有利于西藏班学生综合素质的提

高。例如：许多西藏班学生年少离家前往内地求学，

一年内回家的次数都屈指可数，要克服这些困难需要

他们具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坚强的意志品质，而家国

情怀素养正是激发他们努力学习，克服困难的一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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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使历史教学不仅让学生在

课堂上懂得历史知识，重视学生文化素养的提升，更

是发挥历史课堂的德育优势，强化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维护民族团结，提高学生增强明辨是非的能力，使

学生的个人素质得到综合提升，全面发展。

二、提升西藏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基本原则

（一）挖掘教材内涵

培养学生家国情怀是新课标的教学目标，也是培

养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家国情怀作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在历史课本许多内容当中

都得以体现。例如：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侮我国各

族人民团结一致抵御外敌，放下内部纷争建立统一战

线。［2］教师可以在讲解到类似的历史事件时进行延伸

补充，如中国人民每一次在面对强大的境外势力压迫

时都展现出了极大的民族凝聚力，这正是人们家国情

怀的体现。教师在讲解课本内容时不仅要让西藏班

学生了解事件发生的重要时间点、起因、经过、结果，

更重要的是培养西藏班学生家国情怀，让其形成强烈

的祖国意识，自觉维护民族团结，拥护祖国统一，发自

内心的热爱祖国。

（二）创设教学情境

史实是基于一定的历史时空背景所发生的历史

事件。因原生环境不同，如果只是简单教授西藏班学

生历史教材，往往会难以共情或是难以理解，因此教

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为其创设教学情境，让西藏班

学生更加有代入感地去理解历史事件的情况和背景，

拉近其与历史的距离。在课堂上，教师可以采用举例

子或是做假设的教学方式，引导西藏班学生去思考历

史问题，开展生成性教学，让教学的中心点成为学生

本身，同时借助多元化的教学手段去实现情境创设。

例如：利用多媒体展示真实的历史资料图片，或是播

放基于历史事实所改编的影视作品片段创设教学情

境，让西藏班学生切实感受历史事件所带来的震撼，

以培养西藏班学生的家国情怀。

（三）师生良性互动

师生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提升课堂实效非常重要

的一环，西藏班学生也不例外，在教学过程当中，西藏

班教师更是要着重注意这一点，不能使课堂完全成为

教师本人的“一言堂”，要注重与学生之间的互动，加

强汉藏交流。激发西藏班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拉

近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让学生的思路时时跟上教

师教学的内容，教师要选择西藏班学生容易接受的教

学方法，对其进行亲切关怀，让西藏班学生真心接受

教师所讲的内容，营造课堂气氛，以便达到民族教育

的目标。

三、提升西藏班学生家国情怀素养的实践策略

（一）将案例引入教学实践

1.过往的屈辱历史激起学生奋发图强

历史教学要以史实为依据，教师可以考虑将案例

引入课堂实践，可以运用西藏班学生所熟知的关于西

藏的历史事实帮助学生培养家国情怀素养，让学生对

当时的历史情形有更深一层次的理解和感悟。例如：

古代统一吐蕃的赞普松赞干布是藏族家喻户晓的历史

人物，到了贞观二十三年(649)，唐高宗即位，擢升松赞

干布为附马都尉，晋封为西海郡王，并赐物二千段。松

赞干布都欣然接受，他致信唐朝名臣长孙无忌:“天子

初即位，下有不忠者，愿勒兵赴国共讨之”。［3］表明了忠

于大唐、促进汉藏联系的坚定立场。到了近代，英国殖

民者曾经妄图分裂西藏，西藏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奋起

反击，这就是1888年的隆吐山战役。教师可以通过向

学生展示当时参战士兵的回忆文献、影视资料等，培养

其家国情怀，激发学习进取心。

2.如今的奋斗历史激起学生报效祖国

教师可以用藏族发展的今昔对比燃起学生的爱

国情怀。例如：中央人民政府历尽艰辛争取到西藏地

区的和平解放，1959年废除了落后愚昧的农奴制，使

藏族人民翻身成为自己的主人，让更多的西藏人民享

受到胜利的果实。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于 1965年设

立西藏自治区，允许西藏人民自主管理本民族地区事

务，尊重西藏地区的民俗传统，宗教信仰，并且为了西

藏地区的经济发展开通铁路，修建公路，为教育事业

进行拨款，聘请援藏教师，在西藏设立“211”工程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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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师可以利用PPT分别展示川藏公路、青藏铁路

修建和完成时的照片，让西藏班学生感到祖国对他们

家乡的扶持与爱护，从而真心拥护祖国，愿意投身于

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中。

（二）重视历史价值观的培养

在进行历史教学的过程当中不容忽视的就是要

帮助西藏班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价值观，让其对历史

有正确的认知，对伟大的祖国有情感牵绊，这才是培

养家国情怀的基础。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在唐时西藏为吐蕃，与唐朝关系良好，建

立唐蕃会盟碑，文成公主入藏维持双方多年和平，为

西藏地区带去先进生产力。元朝时期中央曾设宣政

院，用于管理国内宗教事务与西藏地区，西藏地区被

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清朝时期顺治皇帝曾给予五世

达赖“达赖喇嘛”的封号，康熙皇帝给予五世班禅“班

禅额尔德尼”的封号，乾隆皇帝制定“金瓶擎签”制度

等，足可见西藏地区与中央政府联系紧密，西藏地区

自古以来就为中国政府所重视。西藏人民与内地人

民有着不可割裂的文化纽带，教师在讲解到有关知识

点时要以史实为基础，巩固西藏班学生历史知识，培

养其明辨是非的能力，真正做到思想上的国家认同。

（三）优化课堂氛围

良好的课堂氛围是保证学习效果的基础，在西藏

班开展历史教学时一定要建立民主、宽松、和谐的课

堂氛围，避免让西藏班学生对历史教学产生误解，产

生抵触心理。良性的师生关系是互促的“教学相长”，

师生共同挖掘背后的历史内涵，设置弹性教学方案，

让西藏班学生感受到历史课堂气氛的民主与自由，由

衷地热爱历史课堂，接受历史教师所传达的观念，培

养其家国情怀素养。例如，把被誉为当代“文成公主”

和“松赞干布”的张廷芳、次旺俊美夫妇从相恋到相

爱，从北京到西藏的教育援藏、文化兴藏的故事作为

一个历史素材穿插在教学情节里就很容易被学生所

理解和接受，2020年，在央视《国家宝藏》的节目上，张

廷芳还受邀成为法王洞文成公主像的守护者。发出

了“守护历史，守护血脉深情”的深情号召。1300多年

前，文成公主长途跋涉，为的是民族团结和共同进

步。现代的张廷芳或许缘由迥异，但又殊途同归。这

样贴近现实生活的“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形象更

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避免了空洞的说教，家国情怀

素养的培养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四）开展历史实践活动

大部分的历史教学都是围绕教材内容所开展，而

实际上许多历史课本的内容都陈列在博物馆里。教

师可以为学生布置观看相关历史节目，并让其在观看

后在班级内或是钉钉、企业微信等线上班级群内畅所

欲言，分享自己的体验和感悟。“对于‘家国情怀’素养

的培养来说，学习历史的方式由抽象式学习向体验式

学习的转变则是一个关键的要素。”［4］再如，在学习有

关西藏农奴制废除及西藏地区民主改革运动的内容

时，推荐学生阅读《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史》并写出

心得体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历史实践活动，使学生更

加理解教材内容中背后的深意，养成家国情怀。

开展西藏班历史教学，以文化寻根，让西藏学生

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提升家国情怀，努力学习，

报效祖国。历史教师要明确自身的责任和使命，坚定

民族教育目标，在教学过程中努力做到以史实为依

据，培养学生正确的历史价值观，以史实为案例激发

西藏班学生的家国情怀，以史实为基础开展多种多样

的历史课外实践活动，并重视打造民主、宽松、和谐的

课堂氛围，让学生真心接受课堂内容，成长为具有家

国情怀素养的优秀边疆民族地区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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