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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生学习历史课程主要是使学生能够树立起正确的历史观，并且对学生的民族意识进行培养，真正地成为国
家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中学历史课程中使用国学教育对学生的民族意识进行培养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不仅仅充
分地挖掘了国学资源，也能够让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民族责任感还有民族认同感得到激发。对中学历史课程中运用
国学教育进行民族意识培养进行初步的探索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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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国学知识 对 学 生 进 行 教 育，培 养 学 生 的 民 族 意
识有利于对国学内容的继承和 发 展 以 及 推 广，有 利 于 对
历史学科进行科学活动的组织 和 构 建，还 有 利 于 对 学 生
进行全面的素质培养。因 此，在 中 学 历 史 课 堂 上 使 用 国
学做教育资源，已经成为教学改 革 和 素 质 教 育 背 景 下 教
学创新的一种表现。以 下 对 此 进 行 阐 述，希 望 可 以 对 相
关的教育教学起到切实的促进作用。

一、中学历史教 学 中 对 学 生 国 学 教 育 与 民 族 意 识 的
培养

（一）国学教育和民族意识的关系
国学是中华历 史 几 千 年 的 文 明 结 晶，更 是 中 华 民 族

人民智慧的成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教材，不仅仅是文化
的学说，更是历史学说。国 学 在 社 会 管 理 上 也 发 挥 了 一
定功能。文化社会整合利用国学思想打下了深厚的社会
基础，通过价值方面的整合以及 文 化 的 规 范 能 够 实 现 一
个民族长期稳定和文化的长治久安。国学文化在一定上
具有聚合力的作用，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更强，例
如“礼之用和为贵”从历史教育角度分 析，国 学 是 灿 烂 的
历史文化继承，对于觉醒学生的民族意识有极大的帮助，
在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影 响 下，学 生 要 构 筑 自 己
的人生理想，同时还需要有学术方面的字样，这些都体现
在民族文化精神方面。有 了 国 学 的 熏 陶，民 族 文 化 精 神
也能够增长。

（二）历史课程中国学教育的渗透
在中学历史课 程 中 进 行 国 学 教 育 内 容 的 渗 透，可 以

从历史课程和历史事件当中挖掘国学文化同样国学当中
也包含了丰厚的中华民族传统 文 化 思 想，有 极 强 的 民 族
意识，这些都是文化社 会 的 功 能 整 合。从 历 史 价 值 还 有
历史功能角度上分析国学中大量史料和历史课程有极大
的吻合度，是启发学生民族意识的素材。例如，在学习古
代中国的政治制度过程中就可 以 关 联 相 应 的 国 学 内 容，
如《四库全 书》《哲 学》《伦 理 学》等 等，《世 界 文 化 遗 产 荟
萃》学习中也关联着《文学》《礼俗学》《四库全书》等。国
学教育中的“仁”思想和当前的“一带一路”历史上的《丝
绸之路与中世纪西欧文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二、中学历史课 程 中 运 用 国 学 教 育 进 行 民 族 意 识 培
养策略

（一）诵读与讲授国学经典
文以载道的思 想 自 古 至 今 都 是 很 好 的 学 习 方 式，继

往开来，在 人 类 文 化 的 传 承 上 也 成 为 一 部 经 典 的 作 品。
民族在发展过程中基因都藏在 其 自 我 的 语 言 当 中，从 国

学角度上分析，民族意识的培养 首 先 是 诵 读 经 典 感 受 国
学经典的内容，给学生 一 定 的 文 学 体 验。教 师 在 遵 循 自
主性选择的前提下给学生诵读建议，如《三字经》《孟 子》
《论语》，等等，在诵读的基础上学生能够对国学有深刻的
认识，民族意识潜移默化自然 而 然 的 进 入 到 学 生 的 视 野
和脑海当中。诵读国 学 经 典，对 于 民 族 意 识 的 多 方 面 培
养具有深刻意义。诵 读 之 外 就 是 教 师 的 讲 授，讲 授 是 传
道受业解惑的基本途径，在民 族 意 识 培 养 方 面 传 授 法 会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对于国学中的相关内容教师可以
编辑成为故事的形式讲给学 生 听，学 生 理 解 了 故 事 内 容
也就自居的提升民族意识，例如，教师对《黄 宗 羲》《顾 炎
武》等思想主张的讲解，联系《宋明理学》的内容。学生在
这些历史知识和国学知识的 了 解 下，民 族 意 识 会 进 一 步
得到提升。

（二）国学教学与民族意识培养的实施
中华民族具有 悠 久 的 历 史，因 此 历 史 资 源 也 呈 现 在

各个城市和乡村中，不同的地域孕育着不同的历史文化，
传承不同的中华文明。利用身边的资源开展国学教育活
动，可以让学生更有亲切感，并且教学更具有感染力。

例如，教师可以 利 用 本 地 的 历 史 资 源 展 开 国 学 教 育
和民族意识的培养，某 地 位 于 湖 南 省，抵 触 古 城 长 沙，背
靠岳麓山，这就是丰富的历史教学资源，由此展开国学教
学以及民族意识的培养，另外教师带领学生走入岳阳楼，
感受范仲淹先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 下 之 乐 而 乐”的
民族思想。另外，组织 和 鼓 励 学 生 创 建“传 承 国 学 精 华，
弘扬民族精神”的活动，这些活动能够极大的提升学生的
国学认识和国学知识，不断提升自我综合素养。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 对 中 学 历 史 课 程 中 运 用 国 学 教 育 进

行民族意识培养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中学生民族意识的
培养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属于 重 点 内 容，为 了 提 升 学 生 的
民族意识，可以使用历史课本中的国学教育内容，使学生
更加了解国学的重要性，激发 起 自 我 民 族 意 识 和 民 族 精
神，在时代发展中成为一个有思想有文化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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