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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学科的大概念深度教学分析
游　东

（深圳市第七高级中学，广东 深圳 518000）

摘要：大概念是历史理解与感知的基础，不仅超越了普通概念的适用范围，还是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有利于引导学生对史料进

行分析，进而提升学生历史学习能力。高中历史教师要把深度教学理念融入大概念教学中，凝练大概念，整合历史教学素材，丰富教学内容；

创设多元教学情境，引出历史大概念；围绕教学内容设计问题链，引导学生探究历史大概念；组织自主探究活动，加深学生对历史大概

念的理解；积极搜集时政新闻，丰富学生历史知识储备，厚植他们的爱国情怀，全面提升高中历史大概念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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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概念是高中历史教学的基础，把历史史料、历史事件等

串联起来，有利于培养学生历史逻辑思维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

养发育，激发他们对历史学科的热爱，进一步提升高中历史教学

质量。高中历史教师要精准提炼历史概念，对不同历史大概念进

行整合，以大概念为依托，把历史史料和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引

领学生对历史大概念进行深度分析，进一步提升他们的辩证思维

能力。

一、高中历史大概念深度教学基本原则

（一）聚合性原则

高中历史新教材涵盖了政治史、文化史和经济史，知识点呈

现出分散、点状分布的特点。高中历史教师可以围绕单元教学主

题来整合大概念，按照逻辑关系、时空关系和因果关系等整合大

概念，把它们整合为有机、统一的整体，加深学生对历史大概念

的理解。同时，高中历史教师要以深度教学为依据，高度概括与

凝练历史大概念，构建历史大概念知识网络，帮助学生精准把握

大概念之间的关联性，引导他们利用大概念对历史事件进行推理

和演绎，从而提升他们的历史核心素养。

（二）融通性原则

高中历史教师在大概念教学中要贯通古今中外，从纵向、横

向两个维度整合历史大概念，引导学生跨越历史长河，进一步培

养他们的大历史观、贯通性历史思维和正确的世界观。教师要积

极搜集课外史料，对历史大概念进行升华，引导学生结合当前国

际局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背景，让他们做到“以史为镜”，

让他们从历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启发学生对人生的思考，激励他

们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培养他们艰苦奋斗、自力更

生和顽强拼搏精神。

（三）相对性原则

高中历史教师要引导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维度对历史大概

念进行分析，既要让他们了解历史真实、严谨的一面，又要引导

他们对史料、历史大概念进行个性化解读，进一步提升学生唯物

史观和历史解释能力。同时，教师要贯彻以生为本理念，尊重学

生课堂主体地位，鼓励他们分享自己对历史大概念的解读、对史

料的分析，从而加深他们大概念的理解，让他们从多维度理解大

概念，进而提升他们的历史学习能力。

（四）科学性原则

历史大概念教学要遵循历史学科本质属性，尊重学生认知能

力，为学生量身定制大概念教学方案，帮助他们辩证分析历史大

概念、历史史料，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高中历史教师要

积极开展问题式教学、启发式教学，利用环环相扣的问题链讲解

历史大概念，激发学生思维火花，利用微课创设不同情境，发散

学生思维，引导他们辩证看待历史概念、历史事件，进一步渗透

家国情怀，促进高中生全面发展。

二、高中历史学科大概念教学现状

（一）教师对史实概念解读不到位

史实概念是高中历史大概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学生学

习历史知识的重要基础。但是高中历史教师史实概念理论分析不到

位，制定的教学方案不太合理，导致很多学生只是机械性背诵史实

概念，无法灵活运用史实概念吗。例如部分历史教师在史实概念教

学中，更侧重讲解时间、地点、背景、过程、性质、意义等几大要

素，却忽略了讲解这些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忽略了引导学生搜

集相关历史概念，影响了学生对史实概念的全面理解。部分教师把

单元主题等同于史料概念，要求学生准确背诵主题相关的史实概念，

没有把相关史实概念整合起来，影响了历史大概念教学质量。

（二）教师对理论概念不太重视

很多高中历史教师把大概念教学重点放下了史实概念上，对

理论概念不太重视，把二者割裂开来，影响了学生对历史大概念

的了解，不利于培养他们的历史核心素养。部分教师在大概念教

学中只是为学生讲解某一概念，忽略了讲解同类历史事件概念，

影响了学生对历史现象本质的分析，难以准确把握历史规律。例

如教师在讲解封建专制制度时，只是讲解某一朝代、某一位统治

者的封建专制制度，忽略了引导学生搜集、对比不同朝代封建专

制制度的发展，不利于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发展，无形中影响了历

史大概念教学质量。

（三）历史大概念教学内容相对单一

高中历史教学任务比较重，很多教师只是围绕课程标准、教学

大纲、高考热点等开展大概念教学，忽略了搜集时政新闻、课外史

料等素材，难以全面诠释历史大概念，影响了学生对大概念的了解。

例如教师在讲解俄国十月社会革命相关知识时，把重点放在了俄国

沙皇统治制度、社会背景、革命时间、革命内容、革命结果等概念

分析和讲解上，忽略了搜集与俄国十月革命相关的课外史料，也忽

略了引导学生把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俄国十月社会革命进行对比，

难以激发学生自主探究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思维能力发展。

（四）历史大概念教学方法单一

很多高中历史教师都习惯运用“讲解 + 背诵”的方式开展大

概念教学，先为学生讲解教材相关大概念，明确大概念背景、时间、

经过和影响等几大要素，再要求学生按照几大要素来背诵历史大

概念。这种枯燥、单调的历史大概念教学方式缺乏吸引力，难以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兴趣，影响了历史大概念教学质量。部分教师

只是围绕历史大概念进行课堂提问或测验，忽略了利用微课创设

探究情境，没有引导学生自主挖掘相关历史大概念，影响了他们

对历史大概念的了解。

三、高中历史学科课堂大概念深度教学策略

（一）凝练历史大概念，整合单元教学内容

高中历史教师要对新教材进行全面解读，把握好历史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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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炼单元教学重难点，凝练历史大概念，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

进而提升单元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讲解《古代文明的产生与发展》

这一单元时，可以把“古代文明”作为单元教学大概念，引导学

生分析古代文明帝国之间的关系，让他们对比古埃及、两河流域

和古希腊文明起源与发展历史，加深他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首先，

历史教师可以围绕古埃及、两河流域和古希腊文明开展教学，

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开展教学，加深学生对单元历史大概

念的理解，进一步提升单元教学质量。有的学生分析了古代文明

帝国在农业、文字和政治等方面的共同点，认为发达农业促进了

古代文明帝国的发展。其次，教师在凝练单元大概念后，要积极

突破单元限制，把不同单元、不同年级相关历史大概念进行整合，

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性学习，加深他们对历史大概念的认知。例如

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联想此时的中国处在哪个朝代，中国文明正在

经历怎样的变革等，进一步发散学生思维，进一步丰富学生知识

储备。大概念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把相关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加深

他们对历史大概念的理解，提升他们的历史学习能力。

（二）创设教学情境，引领学生探究历史大概念

深度学习视角下，高中历史教师可以运用微课、PPT 创设多

元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情境中探究历史事件，提升他们的史料

分析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建立》这

一单元时，围绕“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这一历史大概念开展教学，

可以搜集夏朝、商超、西周、秦朝、汉朝相关视频，展现各个朝

代文化、经济和政治缩影，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究封建制度发展历

史，激发他们的自主学习兴趣。第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分析视

频中蕴含的历史大概念，引导他们自主探究不同朝代政治制度发

展，以及各个统治者的历史功绩，同时让他们了解古代先民生活，

让他们了解灿烂的民族历史。有的学生结合夏商周视频，分析了

夏商两朝实行的王位世袭制度，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管理

制度，西周开始实施分封制度和宗法制，加强了中央集权。第二，

教师可以围绕历史大概念创设探究情境，例如：假如你可以乘坐

时光机回到秦朝，你会过上怎样的生活？你是否有机会读书、从

政呢？这样的历史情境可以引导学生深入分析秦朝政治制度，让

他们透过情境分析秦朝政治、文化、经济等政策，从而合理想象

自己在秦朝的生活。情景式教学可以引导学生深度探究历史大概

念，引导他们纵向对比历史事件、历史现象，进一步提升他们辩

证思维能力。

（三）精心设计问题链，提升学生历史核心素养

高中历史教师要聚焦历史核心素养，精准提炼历史大概念，

把大概念相关核心问题整合在一起，帮助学生构建历史大概念体

系，提升他们的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辛亥革命与中华民

国的建立》这一单元时，可以围绕“革命发展历程”这一历史大

概念开展教学，并设计一系列关联性问题，利用问题链引导学生

进行深度学习。首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发展历史，进一步探索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做出的贡献。例如教

师可以设计如下问题：辛亥革命是如何兴起与发展的？为什么这

一时期会爆发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哪些

变化？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等问题。学生之间可以围绕这些问题进

行讨论，结合教材插图、课外史料等进行分析，进行深度学习。

其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分享问题探究成果，对他们的答案进行

点评，营造良好的课堂教学氛围。有的学生结合教材史料分析了

辛亥革命的过程和意义，肯定了这一革命的积极影响，也指出了

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升了个人唯物史观、史料实证能力。有的学

生从政治、经济和文化视角分析了辛亥革命给中国社会的影响，

分析了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理念，批判了北洋军阀的无能与腐败，

抒发了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增强了自身家国情怀。

（四）组织合作探究活动，提升学生学习能力

高中历史教师要精心设计合作探究活动，引导学生对历史大

概念进行深度学习，鼓励他们搜集课外史料，进一步提升其历史

学习能力。例如教师在讲解《从隋唐盛世到五代十国》一课时，

可以围绕大概念“民族关系”组织合作探究学习活动，让学生合

作探究隋唐盛世出现的表现，隋唐盛世与民族关系之间的联系，

唐朝对西域各国的管辖方式等，进一步加深他们对历史大概念的

理解。第一，有的小组探究了汉朝、隋朝、唐朝疆域图，分析了

隋唐盛世出现的原因，对比了唐朝与汉朝不同的民族政策，重点

分析了汉武帝和唐太宗的民族政策。有的小组分析了唐朝对西域

各国的管辖，搜集了丝绸之路相关史料，介绍唐朝西域都护府，

对回纥、吐蕃等西域各国的管辖。第二，教师可以鼓励各个小组

进行互评，让他们对其他小组展示的史料、观点等进行点评，激

发他们的自主学习积极性。自主探究活动加深了学生对民族关系

的理解，让他们认识到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历史，增强他们的

民族自豪感，涵养他们的家国情怀，提升他们的自主学习能力。

（五）积极搜集时政新闻，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历史大概念可以促进课内外教学衔接，把历史教学和社会实

践衔接起来，进一步提升高中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例如教师在讲

解《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这一单元时，可以

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大概念开展教学，搜集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政治、历史、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变化。首先，教师可以

搜集深圳特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村振兴、“一带一路”

等时政新闻，进一步丰富单元教学内容，加深学生对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解。有的学生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飞速发展，

鼓励私有经济发展，恢复高考制度，进一步完善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等，进一步提升了综合国力。其次，教师可以搜集中国在

联合国、G20 峰会等国际舞台上的表现，介绍我国恢复联合国合

法地位以来作出的伟大贡献，还可以导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视频，让学生了解我国外交官汪文斌、华春莹和毛宁等发言，增

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提升历史大概念教学

质量。

四、结语

高中历史教师要重视大概念教学，提炼单元教学重点，整合

不同单元知识点，丰富课堂教学内容，围绕历史大概念创设不同

情境，全面展示概念内涵，引领学生深度分析历史大概念，激发

他们的民族自豪感。同时，教师还可以围绕大概念设计问题链，

发散学生思维，鼓励他们结合史料、时政新闻等来分析大概念，

培养他们的历史时空观，增强他们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提升历史

学科教学和育人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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