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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概念”的高中历史教学实践 
——以选择性必修三第 14课《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

发展》为例 
周红梅 

（广州市第五中学  广东广州  510220） 

摘要：本文基于大概念理论，以统编版高中历史选择性必修三第 14 课《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为例进行教学设计探究。

提出根据课程标准和教材内容确定本课大概念，根据大概念“可迁移性”的特点进行教学内容取舍，根据学生的学习认知规律设置

问题链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根据大概念“结构化”的特点进行学习评价设计的教学策略，以此加强学生的深度学习，涵养历史核心

素养。 

关键词：历史大概念  问题链 学科核心素养 

 

统编教材实施以来，很多一线教师在教学中遇到最大的问题是

教材内容繁多，体系庞杂，课时少，讲不完。那么如何来改善老师

们遇到的困境？课程标准给了我们很好的指引：《普通高中历史课

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提出“以

学科大概念为核心，使课程内容结构化，以主题为引领，使课程内

容情境化，促进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1 那么什么是大概念？“大

概念是指那些能够将分散的知识、技 能、观念等联结成为整体，

并且赋予它们意义的概念、观念。”2 可以看出大概念是结构化的观

念，可以统摄核心知识，反映学科本质的。那么如何确定大概念？

如何使用大概念进行教学设计呢？我以选择性必修三第 14 课《文

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为例进行教学设计探究 

一、大概念的确定 

1.解读课标 

本课课标要求了解历史上学校教育、留学、书刊出版、翻译事

业以及图书馆、博物馆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 

解读课标，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词：“了解”、“文化传承

与传播”、“作用”。 

（1）了解： 是对学生学业水平的要求，属于比较低层次的要

求。 

（2）文化传承与传播：“传承”侧重于内在的，自古至今或自

上而下的有序流传。“传播”是外在的，是一种广泛散布。可见传

承与传播涉及古今贯通、中外关联。 

（3）作用：是对事物的影响，需通过分析才可得知作用。 

综上，可以看出课标看似要求不高，但要想让学生了解各载体

在文化传承与传播中的作用，首先需要了解各载体在古今中外的发

展状况，基于知道其发展历程基础上才能进行更深层次的分析才能

了解其作用。 

2.分析教材 

从本课内容看，本课课题是《文化传承的多种载体及其发展》，

学生需知道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并了解其发展历程。 

教材包括四个子目：学校教育的发展、印刷书的诞生、图书馆

的成长、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发展”、“诞生”、“成长”、“建设

与发展”这些词语都强调“动态发展”，课文介绍了古今中外各载

体的发展脉络。各种载体随社会变化而发展，载体的发展促进了文

化的传承与传播，而文化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打破了部分社

会阶层对知识垄断，使文化走向大众化，这一大众化的态势又反作

用于社会，催生了新思想与社会变革，进一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

展，体现了“文化”、“载体”“社会”三者的互动联系。 

 

通过课标和教材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本课贯穿其中的一条

结构性的线索就是“文化载体随社会变化而发展，载体发展促进文

化传承”。这条结构性的线索就可以确定为本课的大概念。 

二、大概念的实施 

1.根据大概念调整教材内容 

大概念具有可迁移性的特点。迁移，简而言之是把在一个情境

中学到的东西迁移到新的情境的能力。3 埃里克森指出,大概念有极

大的迁移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能被应用于许多其他纵向的学科内

情境和横向的学科间情境，以及学校以外的新情境。4 可以看出大

概念的方法可以在学科内情境中迁移运用，简单说可以理解为对于

同质性的内容，我们可以利用学过的大概念进行迁移运用探究同类

问题。 

例如本课教材正文主要介绍了学校教育、印刷书、图书馆和博

物馆四种主要载体的发展历程，教材中各载体的发展呈平行叙事，

其发展对文化和社会的作用也有共性，属于同质性内容。根据大概

念可迁移性的特征，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选择其中一种载体作为

示范，围绕本课大概念，设置问题链，驱动任务探究其发展历程中

与社会、文化间的互动关系。其他三种载体学生可以通过教师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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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将本课大概念迁移运用自学其他载体即可。如本人在教学实践

中就以学校教育为示范，引导学生进行探究。这样的处理既可以节

省时间又可以加强学生对大概念的理解和迁移运动。毕竟历史教学

的本质追求是立德树人，为学生日后的成长生活助力。在学生遇到

新情境时学生可以将所学进行迁移运用解决新问题才是我们教书

育人的最终目标。 

2.教学过程中建构大概念 

威金斯等将基本问题比作大概念的航标，“最好的问题是指向

和突出大概念的。它们像一条过道，通过它们，学习者可以探索内

容中或许仍未被理解的关键概念、主题、理论、问题，在借助启发

性问题主动探索内容的过程中加深自己的理解”5 通过创设情境设

置问题链，可以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引导学生围绕大概念进行深

入思考。创设情境和设置问题链时，我们应注意以下几点： 

（1）体现学习认知过程 

问题链的设置应是有层级的，由浅入深，体现学生学习认知过

程。历史学科的教学要引导学生“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历史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遵循“像历史学家一样研究历史” 以“是什么、为

什么、怎么样”的认知逻辑设置问题，实施任务驱动。如本课中在

讲古代学校教育的发展及其对文化传承的作用时，我设置的问题链

如下： 

a.古代学校教育是什么样的？（特点） 

b.为什么古代学习教育具有以上特点？（原因） 

c.古代学校教育是怎么样促进文化传承的？（作用） 

(2)渗透历史认知方法 

我们知道历史学科的认识顺序是看到历史中的现象，进而思考

为什么出现这种现象，最后深入挖掘现象背后的历史真相。那么我

们在设置历史情境和问题时应遵循历史认知的方法，渗透史料实

证、历史解释的素养。本课老师提供以下材料，让学生通过历史现

象了解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概括其特点，进而分析其原因，最后

对其进行评价。这样的设问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也渗透了历史学

科素养。培养学生史料分析、概括能力、辩证、客观分析能力。使

学生了解中国古代学校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材料一：我国教育发源很早，夏朝就有了称为“序”的教育机构。西周形成了“学在官

府”的教育制度。春秋战国私学兴起，开始了后世官学与私学并存的局面。秦朝禁止私学和

“焚书坑儒”，使普通教育受到很大摧残。汉代在长安设“太学”并开始“以儒取士”。隋炀

帝杨广开创进士科考，唐至宋不断完善科举制。元代在普通国子学之外设立蒙古国子学和回

回国子学，促进了多民族文化发展和交流。  

——摘编自刘瑛《中国古代教育变革大事、特点及启示》 
 

三、教学评价中生成大概念 

1.课堂学习评价 

教学的起点问题是为什么教的问题，所以教学的最终落地应该

是教学的价值达成的深度。那么学习性评价就是检验学生学习效果

的，但是学习性评价不是独立的，它不是排除在教学过程之外的，

它应该是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与教学行为融为一体的。在课程的

小结部分，老师可以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行评价。引导学生运用本

节课堂前面的探究，归纳总结，生成本课大概念。具体操作如下： 

 
可以看出学校教育这种载体随社会变化而发展，学校教育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承与传

播，而文化在传承与传播的过程中逐渐打破了部分社会阶层对知识垄断，使文化走向大众化，

这一大众化的态势又反作用于社会，引发社会变革，进一步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传

承归根结底是“人”的传承。 

 

 

 

 
 

2.课后作业评价 

大概念具有可迁移性，而且大概念的生成是“具体→抽象→具

体”的循环过程，这其实也就是高通路迁移的路径。基于此，教师

在设计本课课后作业时需要学生调用课堂老师的示范和学生学习

的方法迁移运用到本课的其他文化载体，并迁移运用到真实情景中

（图书馆或博物馆）解决实际问题。 
 
课后作业： 

1.利用课堂上老师对“学校教育载体促进文化传承”的示范研究方法，自学本课其他

文化载体是如何促进文化传承的。 

2.参观广州市的一个图书馆，结合自身体验，谈谈今天图书馆对文化传承的作用。写

一篇体验感受（200字左右） 
 

四、本课创新之处 

笔者采用大概念教学，根据课标、教材确定大概念。依据大概

念可迁移性的特征，对教材内容进行大胆取舍，重点突破，示范引

领。教学过程中围绕大概念及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问题链，根据历

史学科的认知方法，精选材料，设置情境，给学生更多思考和分析

的时间，渗透历史核心素养。 

课堂小结部分是学生利调用课堂所学进行知识结构化的过程，

也是课堂学习评价的过程。本课大概念最初是课堂开始前教师确定

的，但是通过课堂教学，最后学生加以总结生成大概念。实现了教

师教和学生学的一致性，达成了教学目标和学习目标。 

40 分钟的课堂并非学习的终止，学生的课后作业仍然需要利用

课堂所学进行迁移运用，解决本课剩余载体和社会、文化间的互动

关系。另外学生还需要将课堂所学迁移运用到真实世界中，去参观

博物馆或图书馆，进一步加深对本课内容的深度学习。这也是历史

教学的最终目标即立德树人，对学生日后的生活有所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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