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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视野下的高中历史教学

福州八中 谭跃龙

【摘 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高中历史课堂，既是

高中历史教学本质和现状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时代发展和未

来发展的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

理念和历史教育的内涵基本一致，与此同时也在高中历史教

学中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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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个人层面勾勒出中

国社会发展的远景。青年学生是中国未来发展的主力军，他们

的价值观对中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中学阶段又是青年学生

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走进历史课堂迫在眉睫。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历史课堂是高中教学现状

的需求

首先，多元化的价值观并存抉择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

多元化的价值观并存，对处于世界观形成期的青年学生而言

面临抉择。问题是时代的声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对这

一问题强有力的回应。其次，历史学科功能特点的要求。历史

教育具有独特性，它既要求尊重历史，汲取历史智慧，又要求

把握时代的脉搏与时代相结合。最后，提升教师思想深度的要

求。教师的言传身教，会对学生产生直接的影响，教师思想的

深度和广度会引发学生的模仿和思考。而现实是教师缺乏思

想的高度和深度。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高中历史课

堂也是对教师思想的再升华，唤醒他们对历史教学本质探究

的激情。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中历史教学的契合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中历史教学的契合点又在哪里

呢？首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中历史教学的基本理念和

教学功能是一致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指出“尊

重历史，追求真实，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爱国主义精

神，陶冶关爱人类的情操。”“培养健康的情感和高尚的情操

……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由此可见，高中新

课程设计理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内涵是一致的。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高中历史教育内容是一脉相承

的。众所周知，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而高中

历史教材（本文以人民版教材为例）为了便于探究学习，历史

现象或政治制度所蕴含的时代核心价值观被打散。但是我们

经过仔细的梳理就会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比如，高中历史教

材思想文化模块，在讲到古代社会时，我们很清晰的可以归纳

出这一时期逐步形成以“仁”为本质的社会核心价值观———

“仁、义、礼、智、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礼之用，和为贵”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些时代的声音，与我们核

心价值观的和谐不谋而合。自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通过改

良或者革命不断的践行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自由、平等、

博爱、民主、宪政、法治等。再如，高中历史教材政治制度模块。

从中国古代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到新中国的民主政治

制度的确立，从古代希腊、罗马的民主政治的摇篮到近代资产

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都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趋势：从专制

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再如，中国近代社会面对外敌入侵，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国家富强成为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取向。仁

人志士为挽救民族危亡，为富国强兵而进行不懈的探索与努

力。尤其是在黄海海战和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为捍卫民族尊

严，谱写一曲曲爱国主义的诗篇，潜移默化的激励一代又一代

的中华儿女。面对日本的侵略，全民族抗战。他们用实际行动

演绎爱国这一理念。在比如，在经济史模块。通过对经济现象

背后的人文分析，我们会清晰的发展这一时期人们追求核心

价值理念：公正、自由、平等。通过对高中历史教材的梳理，我

们发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汲取历史的智慧，与我们高中历

史课程的基本理念是一致的。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高中历史教学中面临的挑战

首先，面临的是网络微时代下的挑战。近年来，随着微时

代的到来和微文化生态的形成，过度数字化娱乐化的网络信

息和不加过滤的网络舆论，可能会削弱青年学生对核心价值

观的认同。其次，教师对于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方法尚在探

索。随着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师在教学手段方面不会有太大的

改变，如果生硬的将社会主流价值观灌输给学生，可能会引起

他们的困惑。如何将历史知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

内涵的融合，达到润物细无声的目的，也考验着师生的智慧。

思想是贯穿整个课堂的灵魂，思想的深度决定课堂的高度，而

现实是相当一部分教师，只是注重知识的讲解，缺乏将历史人

物的价值观和时代相结合的深度，无疑会对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走进高中课堂产生影响。最后，课程目标和现实目标的挑

战。高中历史教学的目标，是让学生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而现实是在高考指挥棒的引导下，家长和学校更

为关注的是分数，因此如何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融入

历史教育的课堂中，任重而道远。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进高中历史课堂是高中人

才的培育和时代发展的需求。它将以理性之光照亮高中历史

课堂，引领着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从文化精

神上塑造国家和国民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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