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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威金斯和麦克泰在教学中运用“大概念”一词，

他们这样阐述其涵义：大概念指的是那些用于课程、教

学和评估方法的核心概念、原则、理论和过程，它可以

超越特定单元范围进行迁移。大概念是建构理解的支持

材料，被认为是能够连接碎片化知识的一种有意义的模

式。大概念是具有上位概念意义并且涵盖“枝干”历史

知识。追溯到最早提出“大概念”的奥苏贝尔的教学理

论“先行组织”，大概念即课程中的“组织者”，这些组

织者将学习知识统计、整合、完善，并为新知识搭建桥

梁。学生通过学习构建“大概念”历史体系，在脑海中

形成旧知识与新知识链接的框架，形成独特的历史大概

念体系。1

一、问史立意：以“大概念”引领单元教学

大概念不是具体的历史概念，是指学科核心思想、

观念、理论、方法，是处于最上位的。最下位概念即具

体概念，如历史史实、历史现象、专业名词术语。处于

中间位置的概念即抽象概念，包括单元主题、单元关键

概念。大概念理论的倡导者提出教师需要单元备课能力，

课前设计单元主题。

教师在落实大概念教学时需要以历史课堂为主要阵

地，以教材整合为研究重点紧扣核心素养，引导学生形

成历史大概念。教师的主导作用体现在整个教学过程，

课前准备是重要的教学环节。大概念是在学生日常积累

的学习过程中形成的，只有理解大概念，才能体会人类

历史延续和社会历史变迁。单元教学符合课标提出的大

概念教学的目标，在单元教学中以单元主题为主线，串

联具体历史概念，帮助学生形成更完善的认知结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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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理念下，教师要思考单元教学中如何帮助学

生进行知识迁移，如何达成核心素养培养目标，如何培

养学生自主解决问题能力。在历史知识编排中，历史教

师要转变教师角色，将自己视为历史书写者，要甄选能

够体现“大概念”主题的历史知识。每位教师对历史都

有主观的认识，大概念下历史教学给教师“自由”教学

的空间，教师面临的挑战增加，处理教材既要紧扣课程

标准也要具有科学性，要符合学生思考年龄阶段。教师

既不能成为教科书的“奴隶”，又要避免陷入“知识点必

讲”的牛角尖，切忌故步自封。《中外历史纲要（上）》

第五单元晚清时期的内忧外患与救国图存，旧教材人教

版历史教科书中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放在必修一

政治中，而洋务运动则放在必修二中，将社会各个阶级

救国运动的主线割裂开，模块模式使知识点跨度过大，

割裂了历史之间的联系。新课标提出的教学目标，便于

学生运用全球史观、现代化史观等多元角度了解中国近

代以来的历史线索。旧教材中，教师按照鸦片战争、太

平天国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时间

顺序讲授新课，每一节课都有 40 分钟来整理讲解具体历

史概念，但新编教材中以第 17 课《寻求国家出路的探索

和列强侵略的加剧》为例，改变旧教材“模块 + 专题”

的编排方式，这一课包含内容多、时间跨度大，要求教

师整合历史事件简洁明了叙述历史。这体凸现了大概念

实现了整合学科内容朝着“精”、“简”方向发展。简化

即把散落的枝叶修剪，只留下枝干，符合历史教学趋向

大概念。

二、搭建桥梁：以“大概念”搭建单元主题

大概念是学科核心概念，具有超越课堂教学的持久

价值。学生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形成稳固的知识结构，

这需要漫长的时间。如果授课过程中，将每一个历史节

点都当做主线讲授，那就相当于本课无重点。确只有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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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舍取，才能有所侧重。因此教师既要斟酌重点教学内

容，更要把重点排列成“线”，学生更好形成大历史观

念，抓大概念的学习方法。大概念教学理念在教师备课

时提供了一个方向，是教师进行教学设计的指导。

例如旧教材中“模块 + 专题”的教学内容完成需要

一个单元或是一个学期才能完成，甚至主题跨度最大需

要高一、高二两年时间。过去最常使用教材整合，教师

整合教材要以课标为本，要具备科学性、逻辑性，要符

合国家教育要求，要顺应学生认知发展趋势。如何“整

合”曾经是历史教师们研究的重点内容，大部分教师面

对新编教材大量的内容，不知道如何取舍。在使用历史

统编教材过程中，年轻教师经常遇到一个问题：如何取

舍知识点。新编历史教材的内容量大，教师整合教材时

查询大量论文和文献，解释大量历史概念，做出精美的

教学课件。但每节课时间有限，如何取舍教学内容成为

教师备课时的难题。确定每个单元的主题，旧教材编排

鸦片战争之后各个阶级救国运动，将太平天国运动、甲

午中日战争分成两节课，第 17 课中内容按照历史发展的

顺序编排，历史时序性加强，更有利于学生在学习中抓

住时间主线历史。本节课主干知识为洋务运动，所以笔

者在备课时大胆地将太平天国运动视为洋务运动的背景，

通过提问“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那么

地主阶级洋务派的自强求富运动能否成功呢？”过渡到

洋务运动。

强化主线学习，历史是一个长期社会变化的过程，

各个历史要件中必然有因果关系，一个历史历史知识

可以扩展到其他的相关知识，学生自主学习逐步扩展历

史框架。随着框架完善，学生接受新知识的同时可以提

取旧知识从而进行连接。例如学习太平天国运动时，学

生回忆上一课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南京条

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将赔款的重担压在农

民百姓身上，阶级矛盾日益激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农民

阶级的反抗。新旧知识结合，学生在头脑中主动建构整

体框架，便于历史“大概念”的理解。

三、整合建构：以“大概念”延伸课堂教学

大部分学生可以在历史学习过程中获取重要具体概

念，从而生历史大概念。但将所学概念用来解决问题的

能力有待加强，教师要注意延伸课堂。

（一）设置活动探究课

大概念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学生知识迁

移内化为知识框架，掌握的历史概念解释的范围会越来

越大。这个过程贯穿历史课堂和课外学习生活，学生不

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对于已经掌握的历史概念形成

的认知结构会不断扩充，历史事件的丰富使得学生更了

解历史上位概念。比如在讲授清朝军机处、君主专制、

中央集权制度等学科的核心概念时，学生可能通过短时

记忆记住概念，真正要理解需要课后练习、反复学习。

王国维先生提出的“二重证据法”为历史学习提供了新

方法，二重证据法提出要将书上之概念和地下之新材料

相结合，教师可运用二重证据法将历史知识与实际生活

想联系，学生在实地考察过历史遗迹后能更加理解当时

历史发生的必然性，将历史课堂延伸到课外，真正做到

知行合一。

教师可设置课外实地考察活动，组织参观历史纪念

馆、博物馆等历史遗迹。曾经历史教材中的历史人物、

历史事件突然以立体三维的形式出现在眼前，历史变得

鲜活。原本单个的历史概念以更丰富的形式串联在一起，

对历史事件的经过有更深地理解，培养多角度辩证看待

历史的能力。随着知识的增多，学生理解事物能力加强，

不断补充知识框架。我们生活在互联网全球化的时代，

随时随地都能摄取到历史新知识，从央视新闻“历史的

今天”板块到制作精美的历史纪录片，学生能摄取新的

历史知识，可能之前历史概念不理解，随着历史知识的

补充豁然开朗般地理解旧知识概念。

（二）评测教学质量

评测是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教师如何知

道学生掌握概念能力的水平，只有通过评测。评测包含

形成性评测和总结性评测。形成性评测要求教师在新课

讲授前告知学习活动的目标，这样学生通过一节课的课

程目的可以趋向单元教学目标或长期目标。例如中国近

代历史部分，将单元主线提前告知学生，这样学生在学

习太平天国运动这一节时，就会自主思考地主阶级的救

国运动失败有何局限性，对后来地主阶级的洋务运动有

何借鉴意义？学生的思路不局限于教科书的内容，自主

学习才更具创造性。为培养学生发散思维，教师还可以

采用开放问题，本课的作业布置为：概述 19 世纪中后期

列强侵略加剧的原因、表现。开放性问题不是具体针对

一个历史概念，需要调动历史框架上所有历史知识进行

分析、思考，然后得出自己见解。毫无疑问，评测需要

教师设计出最有利于知识迁移的问题，既要考察新课知

识又要与“大概念”所要求的内容与教学方法相匹配。

（三）解决实际问题

基于大概念的历史教学能帮助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培养学生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熟练提取关键信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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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学习历史的意义不是单纯获取历史知识，要培养

学生用历史思维看待问题。在信息多元化时代，碎片化

信息占据我们的生活，学生能用辩证的方法辨别信息真

伪，用理性思维看待问题，这才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历

史大概念作为更高层的思维能力，可以帮助学生身心综

合发展。

四、结束语

“大概念”视角下的历史教学还处于发展阶段，还有

很多需要克服的问题。学生构建历史大概念的能力有待

加强，中国采用班级授课制形式，教师的精力有限，尽

可能设计有目的、有针对性的长远教学目标。通过不断

引导帮助学生最终建构历史学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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