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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更好地实现家国情怀教育在地理学科

教学中的渗透，本文将家国情怀的内涵体系与地理区域层次结合，借用尺度的观念，从个人、家乡、国家、

全球四个视野层次提出家校合作、研学旅行、主题教学和跨学科培养等渗透策略，希望通过增强、培养家

国情怀，能够丰富地理教学课程资源，提供地理教学新动力，彰显地理教育特色，凸显地理学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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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the feelings to family and n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alizing the fundam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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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sk of “establishing mor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realize the infiltration of the feelings to 
family and nation education in geography teaching,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connotation system of 
the feelings to family and nation with the geographic regional level, borrows the concept of scale, 
and proposes four vision levels from personal, hometown, nation and global. The infiltration strate-
gie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study trips, theme teaching and interdisciplinary education are 
proposed in the hope that by enhancing and cultivating the feelings to family and nation, we can 
enrich the curriculum resources of geography teaching, provide new impetus for geography teach-
ing, underscor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ography education and highlight the value of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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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礼记·大学》有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国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和毕生追求，

家国情怀作为儒家文化中不可忽视的精神命脉，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形成爱家爱国的情感，在

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重要而深刻的作用，家国的观念自古就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流

淌，中学生作为下一代建设者和接班人自然需要修身安人，要承担起家国给予的责任与使命。这种优秀

的家国情怀需要通过教育来实现传承与创新，在一系列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家国情怀教育的推动与发展

对于当代青少年形成民族精神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地理作为一门兼顾自然与人文的综合性学科，其

学科核心素养体系与家国情怀体系具有深刻联系，是中学教育中培养家国情怀的重要学科之一。在《普

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中也提出了中学生要具备家国情怀和世界眼光，形成关注

地方、国家和全球地理问题及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意识[1]，这与家国情怀教育的目标不谋而合。刘玉岳先

生提出了“五有四化”的教学主张[2]，其中“四有”部分就包括了渗透地理思想，使教学有魂的内容，

并在进一步的探究中针对其提出了重视学科思想方法教学，培养学生家国情怀、国际视野和实践创新等

观点，进一步说明了在地理教学中开展家国情怀教育的重要性[3]。可见，中学地理学科是以不同尺度的

区域为基础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的，家国情怀的内涵与地理知识体系在培养或学习的层次上具有重合性：

地理上的地域层次与家国情怀的维度层次都经历从个体、家乡、国家、人类世界到整个自然界的递进。

在地理教学中培养家国情怀，需要借助地理尺度的概念将总的大目标分解到一个个小的层次中去，最后

综合实现总体目标，在培养地理核心素养的同时，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现今我国正在全力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强国的建设，下一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至关重要，当代青少年必须要树

立文化自信，形成正确的家国观念，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责任与担当，从而增强民族凝聚力，高中阶段

正是青少年形成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地理核心素养中的人地协调观和区域认知等素养

的培养对于学生正确认识乡土区域、形成家国认同感和民族文化认同感的作用显而易见。 

2. 家国情怀的内涵 

在传统中国儒学中，家国情怀的内涵主要可以概括为“天下一家”、“忠孝一体”、“修身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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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词，在现代，家国情怀教育的核心内容被阐释为主体性培养、感恩心或责任心培养、公共精神培

养、国家认同感培养、“天人合一”民族胞物与精神培养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培养[4]。作为一

种认知、情感、意志、信念和行为的融合体，家国情怀在我国体现为公民个体继承中国传统美德，以

建设美好家庭、打造优良家风、追求幸福生活为初衷，以天下为己任，走向建设民主法治国家，进而

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态度追求[5]，包括了个人对家庭的权责与担当，作为国家成员对祖国和

人民深情大爱，作为世界公民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义务，作为宇宙自然的组成部分投入无限的科学

技术创新中的使命。 
一般来说，家国情怀是指个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与理念，其基本内涵包括

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6]。在地理视角上，家国情怀是指个体长期在自然与人文地理环境影

响下而产生的对自我的认同感、对家乡地域的空间归属感、对国家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对家国兴旺、民

族复兴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对维持人地关系的和谐及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认同感等[7]。可见，地

理学科家国情怀教育以区域地理知识为载体，以区域认知为基础，综合时空、要素、地方等多个维度思

维，感知不同尺度区域的环境与发展，产生不同水平层次的家国价值观念，并最终通过实践实现不同尺

度区域的人地协调发展。由此，家国情怀作为一种基本价值观念，与四大地理学科核心素养紧密联系，

并融合地理学科区域性特征，相互支撑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3. 地理核心素养下家国情怀的水平划分 

东北师范大学的张萃萃等提出了从个体视野、家乡视野、国家视野和全球视野四个层面来看待家国

情怀[8]，赵志毅教授提出将家国情怀与社会组织结构结合，提出家庭、故乡、国家、世界和自然五个层

次结构[5]。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水平层次划分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阐明了由个人到家

国再到天下的发展顺序，符合了传统文化里知识分子对家国发展的观念，也从现代的地理空间角度，从

微观的个人，到中观的家乡和国家，再到宏观的全球乃至宇宙，层层递进的同时，顺应学生身心发展规

律的顺序性和阶段性特征，本文根据以上两种划分方式，从地理核心素养出发，提出在个体视野、家乡

视野、国家视野、人类世界视野和宇宙自然视野下地理教学中家国情怀培养的目标要求及渗透策略。 
家国情怀和地理核心素养在地理学科中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家国情怀的培养是各个学段都要落实的

教育目标，是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9]，我们需要立足于地理课程所强调的区域性和综

合性的特征，基于区域层次，借助尺度的观念，将地理课程中的“家国情怀”的整体认知水平划分为微

观、中观与宏观三个尺度[7]，并在此基础上划分成五个水平层次：包括微观的个人视野、中观的家乡视

野和国家视野、宏观的人类世界视野和宇宙自然视野，每个视野下面又包含不同的家国情怀内容：个人

视野下包含了个体观与家庭观，家乡视野下包括了区域观与乡土观，国家视野下涵盖了政治观、民族观

与文化观，全球视野下包含了全球观，宇宙自然视野下包含了自然观和宇宙观，最后根据地理核心素养

的要求提出每个观点下家国情怀渗透的目标要求。大致情况如下表 1 所示。 
 
Table 1. Level division and target requirements of the feelings to family and nation under core literacy in geography 
表 1. 地理核心素养下家国情怀水平层次划分及目标要求 

尺度划分 水平层次 情怀素 
养内容 目标要求 

微观 个人视野 
个体观 认识生活环境，增加感恩心与责任感，通过地理实践力的培养，能够利用地理知识解

决生活问题。 

家庭观 学会承担家庭责任，感恩父母，为家庭发展规划出谋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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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中观 

家乡视野 
区域观 通过区域认知，了解熟悉家乡地理区位，认识家乡所在地理单元，从气候条件、地形

地貌、资源环境等方面充分熟悉区域，并清楚区域划分的依据等。 

乡土观 培养乡土认同感，分析区域发展优劣势，学会用地理知识分析并提出家乡可持续发展

策略。 

国家视野 

政治观 在区域认知的基础上综合思维，了解我国的领土、国家政策及发展战略，热爱祖国，

培养民族认同感，熟悉地缘政治，坚决捍卫我国领土与主权完整，培养海洋意识。 

民族观 认识我国多民族大一统的民族环境，认识并理解少数民族人文风情，树立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 

文化观 欣赏我国传统文化之美，理解并尊重不同地域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相互影响下产生的

风俗习俗的不同，认同中华文化，树立文化自信。 

宏观 全球视野 

全球观 通过认识全球性资源与环境问题，理解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及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意

义，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宇宙观 认识地球运动和各天文现象，形成科学的宇宙观。 

自然观 人地协调，认识环境与人类之间的相互影响，树立生态文明观。 

4. 家国情怀的培养策略 

4.1. 个体视野：立足个体，家校共育家国意识 

自古以来，家国同构就是中国社会的伦理标准和政治基础，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统领的政治制度形成

了中国独特的社会结构形式并对古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家是最小国，国是

千万家，宗法–血缘关系下的家庭是传承中华文化、弘扬中华美德的重要纽带，而在家国情怀的传统构

建中，血缘是人们情感认同的根基，是规范的源头，血缘认同是家国情怀的天然基础[10]。近现代中国社

会结构发生巨变，传统大家庭制度瓦解，小家庭制度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人们之间的文化认同、

情感认同和血缘认同降低，导致“群体”意识模糊、家庭意识淡薄、独乐思想盛行等社会问题，弘扬大

家庭观就是要弘扬传统“群居和一”社会伦理和孝道文化，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

教育的开端，在学生爱家、爱国情感、归属感及认同感的培育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在微观层

次上，有效地开展家庭教育是渗透家国情怀的有效方式。通过家庭教育宣扬优秀传统文化帮助家庭形成

对大家庭观文化的认同，利用传统节日等家族团聚的机会开展聚餐、祭拜、团拜等纪念性活动促进对大

家庭的情感认同，通过篆修族谱、重塑堂表亲关系纽带等方式促进家族成员之间的血缘认同，在这“三

个认同”的基础上，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学校通过多种方式和学生家长建立长期有效的联系，

以思想政治教育为目标，以学科知识为基础，以家庭为契合点，发挥良好家风、家训作用，引导学生践

行孝道，感恩社会，热爱祖国[11]。具体到地理学科之中，即从学生个体出发，以地理学科知识“修身”，

充分认识个体生存的自然环境和家庭环境，认识生活中的地理现象，学习自然地理现象规律，培养学生

地理实践力素养，学生可以利用规律解决生活中的地理问题，以家庭教育“齐家”，通过家庭教育学生

产生对自然、家庭的感恩之心与责任感，感受地理的生活性，意识到自己作为家庭的一员而需要承担家

庭责任，如利用地理知识解决家庭发展问题、结合家庭地理环境为家庭发展规划提供意见建议等。 

4.2. 家乡视野：记住乡愁，培养乡土认同感 

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不管身在何处都无法割舍故乡，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留下笔墨或抒发

或感怀乡愁，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乡愁既是对原乡生活的记忆留念，也是

对乡土故园的眷念情怀，还是精神家园的文化皈依[12]。乡愁是一种情感，也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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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行为，要让人记住乡愁，首先就要增强人们对家乡的认知，认知是情感产生的基础，中学地理的学习

从区域出发，乡土地理在帮助学生认识家乡上具有显著作用，通过乡土地理的学习，学生可以简单大致

掌握自己家乡的自然环境、人文风情，在对家乡充分认知的前提下产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其次，在了

解地方特色的前提下更要注重文明传承和文化延续，激活乡愁的文化记忆，要将地方方言、饮食习惯、

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记忆一直延续下去，产生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感、归属感；最后，

将所学的知识与家乡的发展理念、现状结合，综合分析家乡的区位优势及发展中存在的其他地理问题，

在突出地方特色的同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具体的教学中，采取利用乡土资源、开发乡土课程的方式

进行教学，从微观尺度出发，立足于家乡这一空间尺度，一般体现为研学旅行，组织学生参观家乡自然

风光、名胜古迹和特色产业，沉浸式体验家乡的风土人情，有实际的情感体验和情感共鸣，产生对家乡

的归属感和建设美丽家乡的热情。在认识家乡的同时，产生乡土认同感，学生产生好奇心并主动发现和

关注家乡的发展及其出现的地理问题，深入地思考家乡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设身处地为家乡出谋划

策[13]。 

4.3. 国家视野：家国同构，培养国家认同感 

国家是一个政治地理学名词，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

在厚植爱国主义情怀上下功夫，让爱国主义精神在学生心中牢牢扎根……”[14]。在地理教学尤其是中国

地理教学中，首先就是要结合地图明确我国领土组成，树立捍卫国家主权、海洋权益和维护国家安全的

意识，了解相关地缘政治，形成正确的国家观与政治观；其次，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

国家，各民族共同组成中华民族这一个大家庭，学生需形成多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民族观，只有各民族齐

心协力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另外，结合地理学科人文特色，让学生树立坚定的国家信

念，认识并深入了解国家重要政策的历史地理背景，坚定维护并积极参与国家经济建设、政治改革、文

化创新及生态文明建设，为祖国深厚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和美丽山河发自内心的赞美和骄傲。最后，在区

域认知的基础上，认识各区域自然地理要素的差异性和联系性，理解不同地理要素带来的不同的人文风

情和生产生活习惯，能够理解并尊重不同区域之间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充分开发利用影视资源，以

纪录片等图文并茂、视听结合的方式引起学生的关注，充分欣赏我国自然山水和优秀传统文化之美，学

生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学生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充分彰显文化自

信，增强民族凝聚力。教师根据教材内容进行图片或视频资料补充，让学生充分认识我国的大好河山，

通过创设具体情境产生情感共鸣，进而产生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分析不同的地理区位条件带来的丰富

多彩的自然风景、风俗习俗、语言、生活及生产方式，理解、尊重并包容不同文化信仰，认识区域的整

体性和关联性，并根据所学知识提出针对性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增强学生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和实

践力素养[15]。 
在这个视角里，教学要立足国家、民族的中观尺度，开展专题教学，充分发挥出地理在时间、空间

上的学科特色，根据新课标、新教材的理念与内容，进行家国情怀教育的主题式教学，以具体的家国情

怀意识为主题，以实际案例为基础，综合培养学生海洋意识、维护我国资源环境与国土安全的意识和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筑牢爱国主义精神，实现民族复兴。 

4.4. 全球视野：人地协调，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近些年来，随着极端天气的频繁出现以及重大环境事件带来的影响越来越恶劣，环境保护与经济发

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从上世纪八十年年代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到如今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都

是为了实现环境与发展齐头并进，但究其根本，最重要的就是要实现人地协调，高中地理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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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就是要培养学生形成人地协调观，学生需要通过学习了解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明白自

然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发展的物质基础，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持续发展等观念深入人心，再通过以

身作则，潜移默化地将垃圾分类、节约用水等保护环境的行为融入学生的日常，帮助学生树立“保护环

境，从我做起”的观念，进而培养学生的人地协调观，实现生态文明的建设。可以围绕教材中西南喀斯

特地区、北方农牧交错地带土地退化、亚马逊平原雨林生态破坏等案例进行研究探讨，让学生认识到人

地不协调、过度开发等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生态脆弱区的分布、成因及治理方案，可以充分培养

区域认知、综合思维及人地协调观素养[16]。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资源与人口流动迅速，地域资源禀赋的

互补性、经济发展的互助性、交通通信的联系性等推动国际合作的日益频繁，在这一视野下，教学更需

要打破学科界限，跨学科培养家国情怀，以“一带一路”这一国家战略为例，结合历史学科了解战略提

出背景和意义，结合政治学科了解其中蕴含的国际关系和未来发展走向，在地理学科中认识其中存在的

跨区域资源调配，综合各学科认识什么是国际合作及国际合作对我国、沿线国家、全球的意义，深化世

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的认识，全球性资源与环境问题与我们每个个体休戚相关，充分理解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概念和意义[17]。 
除此之外，高中地理会接触到部分地球概论的知识，学生通过学习地球的形状、大小、运动来认识

这个人类的大家园，在地球的演化和宇宙环境的学习中明确只有一个地球，我们应该热爱并保护地球的

思想，正确看待天体的形成与宇宙的演化，形成科学的宇宙观。 

5. 综合思维，多维度结合培育家国情怀 

地理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具有全面、系统、动态地认识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思维品质和能力，因此，

在上述四个层面视角的基础上，需要综合思维，多维度进行家国情怀教育，充分利用教材，整合教材资

源，对学生进行渗透式的家国情怀教育。以人教版高中地理教材选择性必修 3《资源、环境与国家安全》

一书为例，这里面涵盖了人地关系、资源与环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及如何保障国家安全、国际合作等内

容，既在国家视野下培养了爱国主义精神和国家认同感，也传递了“天下一家”的思想观念，这些都是

家国情怀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神内涵，但是，对于家国情怀教育的视野划分也不意味着各个层面

之间割裂，而是相互关联、循序渐进的。最后，现在中学地理教学中对家国情怀教育素材的开发并不充

足，往往达不到培养要求，需要教师在教材的基础上结合时事热点、区域特色等进行课程资源的开发，

发挥地理学科特色，让家国情怀的培养一以贯之，达到立足本土，面向全国，展望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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