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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爱国主义教育是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在中学生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对于他们的成长和世

界观的形成都至关重要。历史课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 , 在历史教学中应及时巧妙地利用课内课外的历史事

实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从而让学生不但学习历史更能感悟历史 , 明白中国奋斗的方向 , 中国人奋斗的方向 ,

中国中学生奋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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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教学背景
　　爱国主义历来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 ,

历史课堂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在中国近现代史

的学习中 ,有许多关于战争的章节 ,学生们喜欢它的生
动与鲜活 ,很多中学生本身对军事和战争题材就非常

感兴趣 ,尤其近代史中多数战争是关于中国被侵略的

历史 ,学生们更在感情上受到很大触动 。可是由于对
战争缺乏理性的认识 ,缺乏深层次的爱国主义情感的

熏陶与教育 ,他们需要继续对感性知识有所升华。这

种兴趣走向和需求 ,为设计探究性 、合作性的课堂提供
了可能;而计算机辅助教学设备则为师生发挥创造性 ,

探究思考战争这一主题 ,提供了相互交流的平台。为

此 ,围绕着如何培养学生学习历史 ,教会学生历史学习
方法的教学任务要求 ,则以 “学会与会学”为题 ,设计

了一堂有关理性认识战争的实践课。

二 、设计思路
　　通过问题引导式教学策略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和

探究学习意识 、发展学生思维能力 ,培养学生敢于自主
分析问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问题探究过程中 ,

把所了解学习到的感性知识通过理解和感受转化为相

应的理性认识 。在教学方法上 ,让学生通过 “明确目
标 ———分析问题 ———采集信息 ———处理信息———总结

归纳———感情升华”等过程 ,借助战争实例步步深入 、

拓展迁移来达成对战争内涵 、性质 、原因分析理解 ,从
而渗透爱国主义思想 ,进行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

　　1.选用一组中国近代史被侵略战争题材的图片引

入 ,调动起学生对历史学习的认知情感 ,激发其探究热
情;同时从感性上激发学生对苦难国家的痛心之情 。

　　2.以具体战争为实例 ,提升概括 ,阐释概念;教师

提供机会 、提供平台让学生表达自己的感情 ,把痛心升

华成深切的感受 。
　　3.通过对战争分类的探讨 ,使学生明确战争的性

质;深入探讨战争中中国被侵略的现状 ,重点让学生理

解纷纷失败的原因 。
　　4.引导学生从战争现象深入到本质后 ,共同探讨

正确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法 。引发战争原因众多 ,但只

有从根本上去认识 ,才能正确对待历史 ,最终得出中国
应该自强 ,中国人应该自强的结论。

三 、教学实践

　　(一)引导探究战争内涵
　　1.教师情景引入:选用两组中国近代史被侵略战

争题材的图片引入 ,请同学们看完图片后思考 :“这组

图片共同的主题是什么?” “能否用一两句话说说你理
解的战争?”

　　鸦片战争的硝烟

　　甲午中日战争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前遇难者的数字

　　日本军队在活埋中国人
　　德国总理为二战中死难的犹太人反省和悲伤的泪

水

　　广岛上空升起的蘑菇云
　　学生思考后自由表达

　　2.教师问题引入:理性的理解战争还要从内涵出

发 。
　　问题:“战争的定义告诉我们哪些内容?” “从鸦

片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等战争中任选一例看看什么是

战争 ,谈谈你对中国近代史战争内涵本质的认识 ,中国
屡次被侵略能感受到的深层问题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表达自己的观点

　　教师点拨:战争内涵是阶段性 、目的性 、主体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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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本质五要素组成的总和 。弄清战争的内涵很重要 ,

但更重要的 ,明白弱国无外交 ,中国需要自强 ,中国人
需要自强 ,中国只有强大了才能成为制约战争维护世

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教师布置任务:请根据对战争的了解 ,从刚刚给过
的一些近代战争实例入手 ,寻找分类角度 。

　　学生分成小组合作讨论 ,找出几种不同战争类别 ,

归纳总结。
　　教师拓展:以日本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

以日本篡改教科书的漫画设计了一组关于战争性质的

问题:小泉纯一郎为什么多次参拜靖国神社? 日本右
翼为什么篡改教科书 ?想达到什么目的? 如何评价日

本右翼的言行? 在战争分类中哪个最重要? 为什么?

从这些现实中去回顾历史你们又感受到了什么 ?作为
中国青年一代我们目前能做的又有哪些?

　　学生讨论 、表达

　　教师归纳:通过对此题的讨论 ,使我们明确了:在
战争分类中 ,认识事物最基本 、最根本的是从战争的性

质分类 ,性质与国家民族荣誉 、人民情感 、国家利益紧

密联系 ,任何战争都可以有正义 、非正义之分 ,中学生
应根植一种深沉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中学生的爱

国主义情感又不能是狭隘的 ,应该是站在世界和平发

展的主题之上的爱国主义情感 。
　　(二)探讨分析战争原因的方法和原则

　　教师引导:我们都学过了中国近现代史 ,请你代表
中国学生给日本中学生写一封信 ,告诉日本中学生近

代一些战争爆发的历史真相。

　　教师点拨:通过回顾知识 ,列事实 ,追问真相 ,归纳
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影响全局并处支配地

位 ,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带有必然性的客观因素 ,一般从

历史事件的本质 ,深层次因素分析 。日本自明治维新
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后就确立了侵略扩张的国策 ,这是

近代以来所有中日矛盾的根源;直接原因是不经过中

间事物 、中间环节引起历史事件爆发的原因 ,常常是偶
然因素 ,是战争的借口 ,不决定战争的性质 ,只起加速

或延缓历史发展进程的作用。日本把镇压东学党起义

看作期待已久的机会 ,竭力怂恿清朝出兵为挑起战争
制造借口。

　　教师引导:无论怎样分析起因都会包含根本原因

和直接原因 。更重要的还要从原因中分析到深刻的教

训 ,这才是学习历史的根本目的所在 。
　　1.不同的立场 ,会对战争性质得出不同的结论。

实事求是是人类学历史 、研究历史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歪曲历史必然从歪曲事实开始 。
　　2.分析战争的原因要透过现象看本质 。

　　师生互动:依据分析战争原因的原则和方法 ,驳斥

日本右翼关于 “九一八 ”事变而对教科书的篡改;分析
“九一八 ”事变的根本原因 、直接原因

　　教师引导: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

到:认识战争的原因只有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透过现
象看本质 ,分清根本原因和直接原因 ,才能正确认定战

争的性质。请结合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一周年

谈谈对战争的感受和想法 。
　　学生:任何战争都可以在正义 、非正义 、混战中找

到定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人类正义和良知的

胜利 ,和平发展永远是人类前进的主旋律 ,我们珍爱和
平 ,我们也不畏惧战争 。

　　作业:历史小作文 ———给日本中学生写一封信。

要求运用学过的原则和方法 ,还中国近代一些战争的
真实面目 ,驳斥日本新教科书对事实的歪曲。

四 、反思与体会

　　著名科学家达尔文曾说过 ,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知
识是关于方法的知识 ,教给了方法就是交给了学生

“点石成金 ”的指头 ,交给了捕获猎物的猎枪 ,学生就
可以用它去捕获猎物 ,索取知识的金山。

　　课堂探究活动的展开 ,一般要经过情境的创设或

是背景材料的呈现———自由讨论———表述见解 ———师
生总结四个阶段 。要完成这个过程 ,就必须给予学生

充裕的自由讨论时间 ,环环相扣 ,真正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和内在潜力 ,这样课堂上才有可能出现激烈的争辩 ,
引发更加精彩的奇思妙想 。当然教师对学生的知识储

备 、接受能力要有所了解 ,对问题引起的反响要有预见

性 ,这就对教师的课前准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 ”历史课堂是爱国主义

教育的主渠道 ,历史教师有责任让学生们不但学习历

史更应该感受历史 ,不但感受历史更应该感悟历史 ,明
白中国奋斗的方向 ,中国人奋斗的方向 ,中国中学生奋

斗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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