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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effectiv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wareness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content	of	the	optional	compulsory	textbook	3	for	high	school	history	published	by	PEP.	Through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textbook, this paper reveals the unique value of the textbook in inheriting and protecting culture. At the same time, 
combining the current status and problems of cultivating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argeted	teaching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Through	case	studies,	this	paper	further	illustrates	the	specific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se strategies in teaching practice.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combining historical textbooks to cultivate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not only helps improve students’ historical literacy but also effectively promotes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value of cultural heritage and participation in protection actions. Therefore, this paper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awareness of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high school history teaching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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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中历史教材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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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探讨基于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内容，有效培养学生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对教材具体内容的深入分析，
论文揭示了教材在传承与保护文化方面的独特价值。同时，结合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现状与问
题，提出了针对性的教学策略。通过案例分析，论文进一步阐释了这些策略在教学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和效果。研究结果表
明，结合历史教材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还能有效促进他们对文化遗产价值的
认识和保护行动的参与。因此，论文建议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以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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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在加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成

为社会的共同关注焦点。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瑰

宝，不仅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更是民族精神和文化认同

的重要载体。因此，培养公众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特别是

青少年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对于推动文化可持续发展和构

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高中历史教育作为青少年阶段

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传承历史、弘扬文化的重

要使命。在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的教材中，第六单

元“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专门探讨了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

问题，为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

教学资源。然而，当前高中历史教学中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意

识的培养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方面，部分教师对于文化遗产

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教学中缺乏相关的内容和方法；另

一方面，学生对于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理解不够深入，缺

乏主动参与保护的意识和行动。因此，如何基于高中历史教

材，有效地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成为一个亟待解

决的问题。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第六单元的内容，探讨如何在高中历史教学中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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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深入研究教材、调查教学现状、提

出教学策略和案例分析等方法，论文旨在为解决上述问题提

供有益的参考和启示。同时，本研究也期望能够引起更多教

育工作者和研究者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关注和重视，共

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2�高中历史教材中的文化遗产内容分析

2.1�单元主题与结构概述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第六单元以“文化的传

承与保护”为主题，旨在通过一系列子课题的探讨，使学生

深入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传承方式和保护措施。单元结构

清晰，分为若干小节，从文化遗产的定义、分类，到其历史

价值、现实意义，再到具体的保护策略与实践，层层递进，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

2.2�具体内容分析

2.2.1 文化遗产的定义与分类
先明确了文化遗产的概念，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

质文化遗产两大类。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古遗址、艺术

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涵盖口头传统、表演艺术、社会实

践等。通过具体案例，如故宫、京剧等，使学生对这些概念

有了直观的认识。

2.2.2 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深入剖析文化遗产对于历史研究、文化传承和现代社

会发展的重要性。例如，通过对古代建筑的研究，可以了解

当时的社会制度、生活习俗；而传统的手工艺则承载了民族

的智慧和情感，是现代文化创新的重要源泉 [2]。

2.2.3 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挑战
当前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诸多挑战，如自然环境的侵

蚀、人为破坏、资金匮乏等，通过具体案例，如某些古迹因

缺乏维护而逐渐损毁，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紧

迫性和重要性。

2.2.4 文化遗产保护的策略与实践
本部分详细阐述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策略和方法，

包括法律法规的制定、保护规划的编制、科技手段的运用等。

同时，通过介绍一些成功的保护案例，如某些地区的文化遗

产保护项目，使学生了解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实践。

2.3�教材特色与教学价值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第六单元的教材编写充分

体现了系统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相结合的特点。它不仅为学

生提供了全面而深入的文化遗产知识，还通过丰富的案例和

生动的图片，增强了教材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同时，该单元

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通过引导学生分

析和讨论文化遗产保护的问题，激发他们的思考和研究兴趣。

在教学价值方面，该单元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历史素养和

文化素养，还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和文化观。通过

学习文化遗产的保护知识，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华文

化的博大精深，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 [3]。同时，他

们也能更加关注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积极参与到文化遗产

保护的实践中去。综上所述，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第六单元的内容丰富而深刻，既有理论阐述，又有实践指导，

对于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
现状与问题

3.1�现状分析

3.1.1 教学内容覆盖情况
目前，高中历史教学在涉及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方

面，大多能够按照教材要求，将相关内容纳入教学计划中。

人教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 3 第六单元对文化遗产的定义、

分类、价值以及保护策略等方面都有较为详细的介绍，使得

学生在课堂上能够接触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基本知识和理念。

3.1.2 教学方式与手段
在教学方式上，多数教师采用讲授结合案例分析、小

组讨论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试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

与度。同时，一些教师还利用多媒体教学资源，通过图片、

视频等形式展示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保护现状，增强教学的直

观性和生动性。

3.1.3 学生认知情况
从学生层面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了

一定的认识和了解，能够认识到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然而，

这种认识大多停留在表面，缺乏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同时，

由于历史学科知识的广泛性和复杂性，部分学生对于文化遗

产保护的具体内容和措施还存在一定的模糊和误解。

3.2�存在问题

3.2.1 重视程度不够
尽管教材中有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但在实际教

学中，由于考试导向和课时限制等因素，部分教师可能对文

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不够重视，只是将其作为教学内容的

一部分，没有深入挖掘其教育价值 [4]。

3.2.2 教学内容缺乏深度
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上，一些教师的教学内容

过于简单，只是停留在对文化遗产基本知识的介绍上，缺乏

对文化遗产深层次价值和文化内涵的探讨。这导致学生对文

化遗产保护的理解不够深入，难以形成真正的保护意识。

3.2.3 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虽然部分教师尝试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但仍

有部分教师过于依赖传统的讲授式教学，缺乏让学生主动思

考和参与的培养。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3.2.4 实践环节缺失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然而，

在实际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实践环节往往被忽视或缺失。

学生缺乏亲身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研学机会，难以将所学

知识转化为实际行动，影响了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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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基于历史教材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策略

在基于人教版高中历史教材进行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

养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采取以下系列的策略，确保学生能够

深入理解文化遗产的价值，积极参与到保护行动中去。

4.1�深入挖掘教材内容，强化理论教学
首先，教师应深入挖掘教材中的文化遗产保护内容，

结合具体的历史事件和文化遗产实例，向学生详细阐述文化

遗产的定义、分类、价值及保护意义。其次，通过生动的历

史故事和案例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认识到

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5]。最后，教师还可以结合教材中的

思考题和练习题，引导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和讨论。通过小

组讨论、角色扮演等形式，让学生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中，

加深对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理解和记忆。

4.2�创新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果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接受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教

师应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方法。例如，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学资

源，制作精美的课件和短视频，将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保护现

状直观地展示给学生。此外，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

考察，参观当地的文化遗产景点，让学生亲身感受文化遗产

的魅力和保护工作的实际情况。同时，教师还可以结合时事

热点和社会问题，引导学生进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探究性学

习。通过搜集资料、分析案例、撰写报告等形式，培养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精神 [6]。

4.3�加强实践环节，提升学生行动能力
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不仅需要理论知识的支撑，

更需要实践活动的参与。因此，教师应加强实践环节的设计

和组织，为学生提供亲身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机会。具体来

说，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

如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宣传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等。通过实践

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艰辛和乐趣，增

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此外，还可以鼓励学生参与文化

遗产保护相关的课题研究或创新项目，引导他们将所学知识

运用到实际中去，培养他们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4.4�建立评价体系，反馈教学效果
为了评估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效果，教师应建立

相应的评价体系。通过定期的测试、问卷调查和学生反馈等

方式，了解学生对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的掌握情况和对教学活

动的满意度。同时，教师还应根据评价结果及时调整教学策

略和方法，针对学生的薄弱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和指

导。通过不断完善评价体系和教学策略，确保文化遗产保护

意识培养工作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7]。

5�案例分析

在探讨基于历史教材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策略时，

结合具体的案例分析可以更加生动地展现这些策略在实践

中的应用和效果。

故宫作为中国古代皇家宫殿建筑的代表，其丰富的历

史内涵和文化价值使其成为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重要

教学资源。首先，在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展示故宫的图片和

视频，引导学生欣赏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和精美的宫廷文物。

其次，教师可以结合历史教材，介绍故宫的建造历史、文化

内涵以及在近代遭受的破坏和修复过程，使学生深刻认识到

文物保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为了进一步提升学生的文物保

护意识，教师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参观故宫的文物

展览和修复现场。在实地参观中，学生可以亲眼看到文物保

护专家的辛勤工作，了解文物修复的技术和流程，从而更加

深入地理解文物保护的意义和价值。最后，教师还可以鼓励

学生参与故宫文化遗产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如参与文物清

洁、宣传文物保护知识等，让学生在实践中增强文物保护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

6�结语

通过对高中历史教学中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现状

与问题进行分析，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基于历史教材的培

养策略，我们不难发现，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培养在历史教

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面对当前重视程度不够、教学内

容缺乏深度、教学方法单一以及实践环节缺失等问题，教师

需深入挖掘教材，创新教学方式，加强实践环节，以此提升

学生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通过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这

些策略在实际教学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未来，我们应继续

探索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培养的教学策略，将理论与实

践相结合，使学生在掌握历史知识的同时，也能积极参与到

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去，共同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

展。这不仅是对学生个人素养的提升，更是对历史文化传承

与保护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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