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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命

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是对人类遗留

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

是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

塑造。人文精神是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

而且影响物质文明建设。

1.高中生人文精神的缺失
在当前社会重经济轻文化的氛围

下，高中生人文精神普遍缺乏。例如

2010 年流行的“我爸是李刚”事件，

无不表明如今社会人文精神的沦丧。究

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1）社会对学校评价依然以升学

率为标准。虽然新课程改革提倡开展素

质教育，但在当前的高考制度下，政府、

社会民众对学校办学水平的评价，学校

对教师的考核，最重要的指标还是升学

率和考试成绩。学校教育重视知识的传

授和应试能力的培养，忽略了学生的情

感体验，漠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的培养。

（2）学校教学中三维目标失衡。

从历史教学实际看，历史教育被理解为

仅仅是历史知识简单的记忆过程，大多

数学生仅把历史学科作为一门考试的科

目来对待，很少有学生能够从历史知识

当中汲取它所蕴涵的人文精神。当然，

也有一些教师对新课程改革的内涵理解

不够，以考高分为出发点，实行“满堂

灌”式教学，忽视了“情感价值”中对

中学生人文精神培养的目标。

2.如何培养高中生的人文精神
（1）培养学生民族情感和爱国主义

情感。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我们要着力

培养学生的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情感，

因为它们是最重要的人文素养。例如，

在教学必修1《祖国统一的历史潮流》时，

教师通过播放《中英香港政权交接仪式》

视频，激发了学生的民族情感；通过学

生自由讨论香港、澳门回归的原因，引

导学生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

社会主义中国，才能洗雪国耻，从而培

养学生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情感，

激发了学生自觉维护祖国统一的民族情

感。教师还要善于捕捉爱国主义题材，

如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

国家意识引领学生，产生对祖国强烈的

使命感、责任感。

（2）培养学生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

人格。在学校教育中，学生对知识与技

能的掌握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使

学生形成正确的生活观念、生活态度，

既而养成健全的个性。“历史是生活的

教师”，它对学生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精

神层面，即要让他们学会在社会上做什

么样的人、怎样做人。新教材中汇集了

大量近代英杰的素材，如林则徐“苟利

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

感，吉鸿昌实践“恨不抗日死，留作今

日羞”的誓言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优

秀的道德观的体现，是前辈们留下的宝

贵精神财富。中国近代史中，也有大量

的反面教材。如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

间，出卖了维新派，加速了维新变法失

败；为了当上皇帝，竭力寻求帝国主义

的支持，几乎全面接受了日本旨在灭亡

中国的“二十一条”。通过了解此类反

面人物，学生自然会认识到：一个人若

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必将遭到人

民的唾弃。通过这些丰富实例的教育，

激励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以英雄人

物为楷模，堂堂正正地做人。

（3）培养学生求真求实的科学态

度。学习历史，如果仅仅满足于记住一

些知识、理解一些知识，而没有进行深

刻的反思感悟，那就谈不上人文素质的

提高。讲述近代文化时，我们应对科学

家在探究知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锲而

不舍的人文价值进行挖掘。例如在教学

必修三《近代科学技术革命》时，我们

补充了为继承、捍卫和发展哥白尼的“太

阳中心说”被教会烧死在罗马鲜花广场

上的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的资料。通

过引导学生了解科学家科学探索活动的

艰辛与执著，从而启迪学生，培养他们

求真求实的科学态度、顽强不息的毅力、

努力进取的精神，这将对学生一生的生

活和精神产生深远的影响。

总之，加强历史教育是提高人文素

养的必由之路，在新课程改革实践中，

高中历史教学一定要把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人文素养统一起来，使学生学会

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发展，养成现代

公民应具备的人文素养，以应对新时代

的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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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文精神的培育是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举措，学校的历史教育是人文精神培育的主要渠道，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

代的作用。本文通过对高中学生人文精神缺失原因的分析，对如何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人文精神进行了一些探索。希望能够

唤起教育者对人文精神的重视和研究，从而推动高中学生人文素养的全面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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