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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视域下 的高 中历史教学探索

〇 李青锋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指 出 ：

“

重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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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概念视域下 的历

史教学能够有效地将碎片化 的历史知识整合起

来 ， 使 内容结构化 ， 通过问题情境促进学生积极

思考 ，进而形成 自 己 的认识 ， 提升历史思维能力 ，

从而有效解决 目 前统编教科书知识跨度大 、 内容

繁多 、细碎的 困境 。 本文聚焦大概念 ， 探讨大概

念视域下的高 中历史课堂教学新模式 、新方法 ，

切实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

一

、 历史大概念及其特征

大概念也被称为大观念 、 核心观念 、 核心概

念 。 历史学科大概念则是能够站在学科的视角

反映 出 历史学科的基本方法 、 特征与趋势 ， 可统

摄历史学科散碎知识 ， 能够凸 显学科价值观 ， 蕴

含学科特有思维 ， 能帮助学生构建其历史学科核

心素养的核心概念 、 观念 、命题或问题 ， 在学生成

长的过程 中具有持久和迁移 的价值。 历史学科

大概念具备四大特征 。

第一 ， 限定性 。 即学科大概念 中 的
“

大
”

， 并

非是在所有概念中最大的概念 ， 而是一种具有相

对意义的
“

大
”

， 不是
“

庞大
”

， 也不是指
“

基础
”

，

而是
“

核心
”

， 具有很强 的迁移价值 。 简而言之 ，

历史学科大概念是被纳入历史学科范 围 ， 以历史

学科知识为主要载体 ， 受限于新课程标准 、 历史

教科书及现有史料和学界共识的限定性概念 。

第二 ，专业性 、 统摄性 。 历史学科大概念是

历史学科的主要 内容 ， 也是学科的核心 内容 ， 可

体现出历史学科的专家思维 ， 能统摄散碎的历史

知识点 ，是专业视角下知识的统一性特征与核心

概念
⑴

。

第三 ，育人性 。 历史学科大概念包含学科核

心价值观及学科基本观点 ， 具备一定育人功能 ，

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唯物史观。

第 四 ， 过程性 。 历史学科大概念应体现构建

历史知识框架 、 生成核心素养的过程 ， 具体表现

在针对某些命题或问题 ， 结合史料与教学 内 容进

行深度挖掘 ，在知识迁移后形成历史知识的建构

过程与核心素养的培育过程 。

二
、 大概念视域下 的 高 中 历 史 教

学原则

其一 ， 整合性原则 。 大概念视域下的高中历

史课堂要突 出知识的结构化特征 ， 将零散琐碎的

知识点整合为一体 ， 在大概念的统摄下有序完成

课堂教学 ，实现预期的课程 目 标 。

其二 ，情境性原则 。 大概念视域下的高 中历

史课堂多以主题教学的形式开展 ， 为深化学生对

主题的理解 ， 教师应 围绕主题 内 容创设教学情

境 ，让学生在具体的情境 中思考主题 内容 、 分析

学科特征 ，让原本单调 、 固化的历史知识生动化 、

情境 化 、 动 态 化 ， 为 学生 的 核心 素 养 发展奠定

基础 。

其三 ， 系统性原则 。 历史学科大概念明确指

向 同一类事物 ， 是极为完整 的知识体系与知识结

构 。 教师要遵循系统性原则 ， 使学生在大概念的

引导下发现历史知识间 的逻辑关系 ， 掌握历史知

识的结构特征 。

其四 ，
主体性原则 。 大概念视域下 的高 中历

史课堂务必要遵循 以学生为主体的基本原则 ， 将

课堂还给学生 ， 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 ， 方

能为后续的核心素养培育打下坚实的基础 。

其五 ，
逻辑性原则 。 大概念往往 由 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概念组成 ， 这些概念之间 的逻辑性恰恰

是历史学科独特的结构性 ， 无论因果关系还是递

进关系抑或是并列关系 ， 都很大程度上是历史时

空意识这一核心素养的再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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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基于大概念的高中历史教学策略

１ ． 立足教材 ， 提炼大概念

教师要基于大概念深人分析教科书 ， 整合单

元内 的散碎知识点 ， 将知识点进行分层处理 ， 最

终提炼出大概念。 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五

单元
“

晚清时期 的 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

和第六

单元
“

辛亥革命与 中华 民 国 的建立
”

两个单元涉

及近代 中 国历史上重要 的战争 、运动 、革命 ， 提炼

大概念时可 以将
“

中 国近代遭遇 的 民族危机
”

以

及
“

救亡图存
”

两条线索作为单元教学的切人点 ，

既能让学生深切领会到列强侵华对 中 国近代社

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 也能使学生 了解到 中华 民族

反抗外族侵略 的 斗 争历史 ， 继 而激发 民族 自 豪

感 、 民族荣誉感 。 将这两个单元合并整合后 ， 教

师可以提炼 出
“

旧 民 主主义时期 的救亡图存
”

这

一大概念 ，统摄了这两个单元下的各个小概念
［
２

］

。

２ ． 细 化 目 标 ， 深化大概念

大概念视域下的高 中历史教学 ，要在明 确把

握大概念核心的基础上细化教学 目 标 ， 再以细化

目标为导向设计教学方案 、调整单元知识结构与

教学 内容框架 ， 使清晰 、 明确 的 目 标为整个单元

的教学指引方 向 。 除单元 目 标以外 ， 教师还要立

足大概念细化单元教学的各个小 目 标 ， 以加深学

生对概念的理解 。 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 四

单元
“

明清 中 国 版图 的奠定与 面临 的挑战
”

的教

学中 ，教师可 以提炼 出
“

明清时期统一多 民族 国

家封建专制 的发展
”

这一大概念 ， 并 以 大概念为

基础细化单元教学 目 标 。 具体情况如下 ：

第 一 ，
观察并深度分析 《 郑 和航海路线 图 》 和

《 明 朝形 势 图 》 ，
从 中得到 明 清 时期 统一全 国 和经

略边疆所下达的 相应指令与 实施 的 具体举措 ，
以

此培养学生 的 读 图 审 图 能 力
⑴

。 第 二 ， 深度分析

康雍乾时期君主 专 制 的 相 关 内 容 ，
了 解清朝 时奠

定 国 家疆域的 历 史 意 义 。 第 三 ， 引 导 学 生 以教科

书 内 容及史料信息 为 素材 ， 探 索得 出
“

清 朝 奠 定

了 现代 中 国 的 版 图
”

这 一 结 论 的 依据 。 第 四 ， 综

合分析 明 朝后期 的社会现 象 ，探索农业 、 手 工业 、

商业及各个经济领域 出 现的新气 象 。

细致明确 的教学 目 标不仅可 以 使学生更全

面地了解大概念 ， 将大概念下的各个小知识点联

系在一起 ， 构建 出 完整 的历史知识框架 ， 还能够

为整个教学活动与学生的学习 活动指 引方 向 ， 有

助于教学活动的顺利推进 。

３ ． 任务驱动 ， 突破大概念

大概念视域下 的高 中历史教学需要 以 任务

驱动教学计划 ， 通过学习 任务步步为营 ， 突破大

概念 。 设置驱动任务时 ， 教师需要结合大概念及

单元教学主题 ， 为学生设计具有真实感 的任务情

境 ， 让学生在情境 中探索知识 ， 分析问题 ， 以情境

提高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并激发学生 的 内 在驱动

力 。 需要注意的是 ， 任务难度应符合学生当前的

认知水平及学习 能力 ， 不可超 出学生的最近发展

区
，
以免过难 的探究任务打压学生 的 学 习 积极

性 。 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下 ） 》第三单元
“

走 向整体

的世界
”

，教师深度分析教科书后提炼 出 了
“

人类

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
”

这一大概念 ，并根据现有学

情及教学 内容的安排设计
“

新航路 的开辟对世界

格局有哪些影响
”

这一探索问题与驱动型任务
［
４

］

。

第一 ， 阅读教科书收集资料 ， 完成课前预 习

与 自 主学习 ，
以小组为单位分析开辟新航路的条

件及其动 因 。 第二 ， 学生 自 行 阅读教师提供 的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 ？ 中古部分 》 材料 ， 并从中提

炼信息 ， 梳理麦哲伦的航海过程 。 第三 ， 分析新

航路开辟后的全球物种大交换之于人类历史发

展进程的影响 。 第 四 ， 阐述新航路 的开辟对于世

界历史的深远影响 。

探索任务应 由 浅人深 ， 层层递进 ， 让学生在

自 主探究 、完成任务的过程中逐步深化对大概念

的理解与认知 ， 并在完成任务后 回顾总结整个探

索过程 ，实现大概念的 自 主构建 。

４ ． 落实素养 ， 升华大概念

大概念视域下 的历史教学始终 围绕学科特

征 ，教学结构清晰 、 思路鲜 明 。 学生会在教师的

引领下逐步深人知识点 ， 并在持续探索与学习 中

生成对应的素养 。 因此 ， 教师要 围绕大概念与素

养生成 目 标 ， 在大概念教学 中 落实素养培育 目

标 ，并在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的过程 中实现大概念

的升华 。 例如 ，学习
“

十月 革命的胜利与苏联的社

会主义实践
”

一课时 ，教师围绕
“

社会革命
”

大概念

开展一系列教学活动 ， 引导学生正确 了解生产力与

生产关系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这一唯物史观基本

观点 ，再立足大概念设计了单元导 图 ，将本课中 出

现的重要历史事件以及大概念下的各个小概念一

一对应到 了２０ 世纪前半期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时

间轴中 ，并以此落实了时空观念的培养
［
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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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高考评价体系 的历史复 习策略探析

〇 张先明

《 中 国高考评价体系 》 的 出 台标志着 国家在

选拔适合时代发展 的人才方面形成 了一套有机

统一体 ，

一线教师有必要系统研究这一体 系 ，
以

便于指导 日 常教学 。 本文 以 评价体 系 中 的
“

四

层
”

为切人点 ，对如何梳理必备知识 、提升关键能

力 ， 落实学科素养进行 阐述 ， 以期有效地促进高

考历史复习备考工作的开展 。

一

、 立足课程标准 ， 梳理必备知识

１ ． 以课程标准与教科书 为参照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 和统编版教科书 ， 是新时代一线教师教育

教学的抓手 。 ２０２ ３ 年全国卷 Ｉ 文综历史第 ４ １ 题

即是直接以统编选择性必修 ３ 《文化交流与传播 》

第 ４ 课的 《 学习 拓展 》 的 内 容作为考查载体 。 所

以 ，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新教科书来指导学生的

复习 。 比如在专题复习
“

中 国古代 的选官制度
”

内容时 ，
旧教科书 的 内容只在必修 １ 第一单元中

“

汉至元的政治制度演变
”

中用 了一 目 介绍 ，其实

在漫长 的封建社会 中管理人才 的选拔至关重要 ，

很显然原教科书远不能满足需要 。 课程标准 中

关于这一部分的要求更加翔实 、 明 确 ， 既要 了 解

官员选拔的方式与特征 ， 还要了解 中 国科举制与

西方近代文官制度渊源关系 。 统编版选择性必

修 １ 《 国家制度与社会管理 》第 ５ 课
“

中 国古代官

员 的选拔与管理
”

详细梳理 了 中 国古代的选官制

度 ， 补充了 旧教科书 的缺憾 。 利用新教科书 内容

既能纵向 比较中 国历史上各个时期 的选官制度 ，

又能横向 比较中西方差异 ，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 的

知识体系 ，提升学生学科素养 。

２ ． 以知识纵横联系为重点

必备知识是评价体系 的第一层 ， 这是对学生

复习备考的基本要求 。 历史是存在的事实 ， 内 容

繁多 ， 重大历史事件与政治 、 经济 、文化又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 。 在学习 活动 中 ， 学生需要准确掌握

这些历史 内容 ， 并对前后事物逻辑关系有深入的

理解 ， 用贯通的思维意识来思考问题 、 解释问题 ，

形成知识体系 。

近些年的高考试题不再考查死记硬背 的零

散知识点 ， 而是整体考查学生的学科素养 ， 用 已

总之 ，课程改革背景下的高 中历史课堂应立

足学科大概念 ， 设计具有结构性特征 的 教学计

划 ， 帮助学生建立起完善系统的知识体系 ， 突 出

对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的综合培育 。 基于大概念

教学时 ， 教师需要立足教科书提炼大概念 ， 细 化

教学 目标并以之为导 向 ， 引 导学生完成有针对性

的驱动性任务 ， 在此过程 中实现大概念的 自 主构

建 ，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 。

［
１

］ 易振文 ？ 基于 大概念的 高 中 历 史 整体性教 学设

计路 径 ［ Ｊ ］
． 福 建 教 育 学 院 学 报 ，

２０２２
（１ ２

） ：

５０ －

５２ ．

［
２

］ 杨腊清 ． 围 绕 大概念的 历 史教 学 整合 ［ Ｊ ］
． 中 学

历 史 教 学 参 考 （ 下 半 月
？ 实 践 ） ，

２〇２ ２
（

〗 ２
） ：

２０ － ２３ ．

［
３

］ 张 美芬 ． 大概念教学 ： 创 意表达能 力 培养的 路径

探索 ［ Ｊ ］
． 语文教学通讯 ，

２０２２
（
３ ５

） ：
１ ９－ ２ ３ ．

［
４

］ 邵建云 ． 基 于 大概念的 高 中 历 史课堂主题凝练

研究 ［
Ｄ

］
． 杭州 ：杭州 师 范 大 学 ，

２０２２ ．

［
５

］ 陈 萍华 ． 高 中 历 史 学科大概念提炼 策略 ［ Ｊ ］
． 福

建基础教育研究 ，
２０２２

（
１ ０

） ：
８０

－

８２ ．

【 附记 】 本 文 系 陕 西 省教育 科 学 规 划 课题
“

基 于

大 概念视域 下 的 高 中 历 史 教 学 实 践 研 究
”

（ 课 题 批

准 号 ：

ＳＧＨ２ ３ Ｙ０６ １ ９
） 的 阶段性研 究 成 果 。

（ 作者地址／陕 西 省 西 安 市 阎 良 区 西 飞 第 一 中

学 ，
７ １ ００８９

）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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