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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核擔念＿＿必鮮蔵学探索
—— 以 选择性 必修 ３

“

商路 、 贸 易 与 文化 交流
”

为 例

〇 周 薇 黄思雨

２０２ １ 年秋季学期开始 ，
统编高 中历史选择性

必修教科书在安徽省投入使用 。 选择性必修围

绕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经济与社会生活 、 文化

交流与传播三个领域展开 ，
相较于通史体例的必

修教科书 内容更加丰富 ，
视角更加深入 。 使用选

择性必修教科书备课与上课时 ， 教师常被两大问

题困扰 ： 选择性必修教科书 内 容丰富 ， 但涉及的

专业概念多且复杂 ，
对于教师备课而言 ，

难 以 取

舍
；
对于学生学习 而言

，
容易混淆概念 ，

加重学习

负担 。 在选择性必修教学 中 ，
如何对教科书进行

合理 、 有效取舍 ，
又 能帮 助学生高效理解历史概

念
，
是亟待 解决 的 问 题 。 基于教学实际 问题 ，

笔

者及所在教研组试图探索 出
一条可迁移 、易实践

的实施路径 ，
既帮助一线教师更好地处理选择性

必修教科书 ，
又帮助学生更好地认知历史概念 ，

提升关键能力 ，
涵育学科核心素养 。

一

、 基于课程标准理解的路径拟定

《普通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进
一步精选了学科 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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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

见学科大概念是理解高 中 历史课程 内 容 的重要

抓手 。 同时 ，
有学者研究提 出

“

在单元主题教学

中
，
聚焦大概念可 以 帮助学生将个别 的 知识 、 技

能与更大的认知架构相联结 ， 利于学生洞察学科

特性
，
迁移运用所学的知识

”
 ［

１

］
４°

。 研读和梳理选

择性必修教科书不难发现 ， 单元标题 、课程标题 、

子 目标题分别从抽象到具体选取 了选择性必修

教学中 的重要概念 。 单元标题既能完整呈现单

元学习 主题
，
又是教学 中 的重要概念 ，

可见在选

择性必修教科书 中应用大概念进行单元教学具

有明显优势 。

学科大概念的 内 涵复杂 ，
学者指 出 ：

“

学科大

概念容纳学科核心概念 、 基本原则 、 基本理念与

学习过程 。 这里 的核心概念是反映学科本质特

性的
，
抽象 出来 的最上位的深层次的 、 可迁移 的

概念 。

” ｎ３ ８

选择性必修中 的单元标题属于核心概

念的范畴 。 基于此 ， 笔者将研究对象确定 为
“

核

心概念
”

与
“

单元教学
”

。

核心概念是上位的抽象概念 ，
从抽象到具体

还可分设出 中位概念与下位概念 。 其中 ，
中位概

念是关键概念 ，
是反映历史某一类现象 ， 某

一阶

段发展的重要抽象概念 ， 将下位概念定位为具体

概念
，
指具体某一历史事件或历史现象的概括或

指征 。 核心概念的直接理解与应用对于学生来

说难度较大 ，若要以 核心概念为视角切入单元教

学 ，须得对核 心 概念进行
“

核 心 概 念一关键 概

念一具体概念
”

的分解 。

在当前中学教育形势下 ，
教与学方式发生 了

［
１

］
汪 霞 ． 公开课的 导入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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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教学参考 （
下 半 月 ？ 实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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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 ２ ） ：  １ 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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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 于 历 史教 学 丰 富

性 、批判性和知本性的 思考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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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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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性变革 ，传统以教师为 中心的方式 已不再适

用
，
基于核心概念的单元教学也必须 回归学生本

位 。 黄天庆老师在 《议题探讨 ： 融合
“

大概念
”

与
“

大主题
”

的高 中历史教学 》 中提及 ：

“

把历史教学

从静态 的 知识教学转 向 动态 的议题教学
，
通过

‘

少而精
’

的议题探讨
，
引 导学生深度学习

，
可 以

切实提升高 中 历史课堂教学的发展性 。

”
［
２

：

笔者

由此得到灵感
，
在教学 中 聚焦下位具体概念形成

问题链
，
引 导学生思维逐步深入

，
再 由 具体概念

回归核心概念的生成 。

基于上述分析
，
笔者拟订出实施路径 ： 第一 ，

细化核心概念
，
架设单元结构 。 教师可从选择性

必修模块标题 、 单元标题 出 发把握核心概念 ，
按

照
“

核心概念一关键概念一具体概念
”

的路径对

核心概念进行细化
， 使得单元架构更加明 晰 。 第

二
，
聚焦具体概念

，
设置问题情境 。 从细化 出 的

具体概念 出 发
， 结合史料设置问题情境 ，

组织课

堂教学 。 第三 ，
回归核心概念

，升华教学主题 。 通

过问题引导学生 由 具体回归抽象 ，
形成对历史的

正确认知 。

为验证此研究路径的合理性 ，
笔者 以选择性

必修 ３ 第四单元
“

商路 、 贸易与文化交流
”

为例进

行实操 。

二
、 基于教学实践的路径验证

１ ． 细化核心概念
， 架设单元结构

第 四单元的标题 由
“

商路
” “

贸 易
” “

文化交

流
”

三个名词组成
，
其中

“

文化交流
”
一词还是选

择性必修 ３ 《文化交流与传播 》标题 中 的
一部分。

结合核心概念的定义能够发现
，

“

商路
” “

贸易
”

与
“

文化交流
”

都属 于最上位 的抽象概念 。 在备课

过程中
，
教师可参考 《大辞海 ？ 经济卷 》 等专业资

料对
“

商路
” “

贸易
”

与
“

文化交流
”

的解释 。 但其

对
“

商路
” “

贸易
”

与
“

文化交流
”

的解释过于凝练

抽象 ， 若直接灌输 ， 学生可能会发生对概念无法

消化与迁移的状况 。 因此
，
教师可 以 以历史学概

念解释为统摄
，
回 归课程标准与教科书 的要求 ，

对核心概念进行 中位与下位 的分解 。 笔者尝试

对
“

商路
”“

贸 易
” “

文化交流
”

进行 了 概念分解
，

如图 １ 所示 。

核 心

概念

具体

概念

图 １
“

商路 、 贸 易 与 文化 交流
”

的概念分解

在历史演进的研究 中
，
历史事物之间往往存

在小与大 、 内 与外 、此与彼 、 因 与果的关联 。 通过

对具体概念的整理
，
教师不难发现核心概念之间

存在内外与 因 果 的关联 。 全球商路的扩展推动

了全球贸易 网络形成 ，
可见商路是 贸 易 的载体 。

文化交流体现为物质技术交流与精神文化交流
，

而两者又可具体至各类商品交流
，
由此可知

， 商

品交换 、商路通行和贸易拓展为 因
，
文化交流为

果 。 为更好地展现核心概念之间 的逻辑关系
，
达

到课程标准的要求
，
教师可 以从三个层面

“

点 ：
丝

茶服表的时空之旅
” “

线 ： 商贸线路的全球扩展
”

“

面 ：跨越古今的文化交流
”

疏通这种关联 ： 第一

目借助丝绸 、茶叶 、服饰 、钟表的商品交换过程展

现商品交换与商路拓展的关系
； 第二 目 使用商贸

线路的通行区域展现商路通行与 贸易拓展 的关

系
； 第三 目 用丝绸 、茶叶 、 服饰 、 钟表等商品 带来

的文化影响展现商贸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

２ ． 聚焦具体概念
，
设置问题情境

上述分解 出 的具体概念 即是教学活动 的切

人点 ，
主要有丝绸之路 、草原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

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 、全球贸 易 网 、 丝绸 出 口
、 冶

铁西传等 。 由 于单元架构的重设 ，
教师将在各子

目 下建构问题链 。

在第一 目
“

点 ：
丝茶服表的时空之旅

”

中 ， 教

师可利用图片设置丝绸 、茶叶 、服饰 、钟表 四个情

境
，
帮助学生直观感受商品 中 的 中 国元素与异域

元素 。 在每一组情境之下提 出 问题 ： 中 国 的物品

中为何会呈现异域色彩 ？ 西方物 品 中 为何会有

２０２５ 年 第 ４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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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霧
中 国元素 ？ 商 品 交流是通 过何 种 方式产生 的 ？

根据呈现 的 史料不 同 ，
问 题将进行相对应 的 细

化 。 例如
“

情境一 ： 丝绸
”

中
，
教师展示三件文物

图片
，
分别是汉朝的素纱禅衣 、南宋的朱克柔缂丝

《莲塘乳鸭 图 》 和绘有身着丝绸妇女形象 的古希

腊陶壶 （
三件文物既展示了我 国古代丝织技术的

精湛 ，
又还原 了 我 国 丝织技术 中 吸 收 的异 域技

术
，
还再现了古希腊陶器中 的丝绸 图案 ） ， 并设置

问题链 ： （
１

） 缂丝技术是属 于 中 国原创 的丝织技

术吗 ？ （
２

） 古希腊陶器 中 的丝绸 图 案说明 了 什

么 ？ （
３

） 技术 的 交流可能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

的 ？ 三个问题层层递进 ，
学生能够快速将商品交

换与商路发展相联系 ， 在思考的过程 中提升史料

实证的能力 。

在第二 目
“

线 ： 商贸线路的全球扩展
”

中
，
教

师基于
“

丝绸之路——局部贸易
” “

全球航路——

全球贸易 网
”

具体概念设置情境与 问题链 。 在情

境一
“

古代 ： 丝绸之路——局部 贸 易
”

，
教师先后

设置两个问题 ：

“

古代丝绸之路是怎样形成的 ？

”

“

古代丝绸之路沟通 了 哪些地区 ？

”

在 问题一 中
，

教师可结合图片与文字史料 ，
引 导学生对陆上丝

绸之路 、 草原丝绸之路 、西南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

之路的形成与发展进行探讨 。 问题二 中 ，
教师 出

示丝绸之路图示 ，
从历史地理的 角 度对丝绸之路

的覆盖区域进行辨析 ，
使学生认识到丝绸之路的

通行区域仅限各洲 内部和亚欧大陆之间 ，
此时进

行的商业贸易仍是局部贸易 。 在情境二
“

近代 ：

全球航路 全球贸易网
”

，
教师设置问题

“

推动

全球贸易 网形成的原因有哪些 ？ 

”

学生可结合 《 中

外历史纲要 （ 下 ） 》 的已学知识对资本主义世界经

济体系 的形成进行总结与 回 顾 。 结合经济全球

化的发展现状 ，
学生容易认识此时全球贸易 网 已

经形成 。

在第三 目
“

面 ： 跨越古今 的 文化交流
”

中 ， 教

师重现
“

子 目
一

”

情境 ，设置问题链 ： （
１

） 商品 的意

义是否仅停留在商业发展 ？ （
２

） 商贸发展对文化

交流产生何种影响 ？ 引 导学生通过现象认识本

质
，
认识商贸发展与文化交流的关系 ： 从古至今 ，

商品将不同地区 、文化迥异的生产者与消 费者紧

密联系在一起
，
同 时也 以直接和 间接的渠道呈现

各 自 的知识 、信念 、道德 、艺术和 习 俗等 ，
文化的

交流即发生 。

３ ． 回 归核心概念
，
升华教学主题

在具体概念 的 历史情境 中
，
学生对商路 、 贸

易与文化交流有了充分的理解 ，
并在理解 中生成

了对历史的深层认识 。 在此基础上 ，
教师可提出

问题 ：请用简单的历史学科专业术语描述你对商

路 、 贸易 、文化交流 的理解 。 历史解释本就见仁

见智 ，
这一 问题有助于课堂的生成 ，

学生使用历

史学科专业术语进行描述时锻炼 了 历史解释的

能力
，
教师也能借此对学生的课堂学习 成果进行

检测 。

最后
，
教师出示现代商路——

“
一带一路

”

的

视频作为情境 ，
观察

“
一带一路

”

上 的商品 贸易
，

引导学生认识
“
一带一路

”

作为文化交流载体对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作用 ，
以此作为

单元的升华环节 ，
达到历史教学的终极 目 的——

运用正确的历史观与方法论处理现实问题 ，
为现

实服务 。

结合上述教学实践 ，
笔者发现

“

细化核心概

念
，
架设单元结构一聚焦具体概念 ，

设置 问题情

境一回归核心概念 ，
升华教学主题

”

这一路径具

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 基于核心概念进行 的单元

结构架设能够帮助教 师在备课 中有效分析教科

书 内 容 ，
构建 内 容联 系 ；

依据具体概念设置的 问

题情境能够帮助师生在课堂 中对教科书重点 问

题进行具体探究 ；
在 明 确概念关系 的基础上 ，

将

历史迁移至现实 ，
引 导学生在现实情境 中思考与

理解 ， 在理解 中生成对历史概念的深度认识。 同

时笔者意识到 ，
这一方式运用到实践 中仍需结合

具体内容与学情进行完善 ，
以求达到

“

双新
”

真正

落地的 目标 。

［
１

］
陈 志 刚

，
王 继 平 ． 大 概 念 的 理 解 与 教 师 备课

［ 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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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
９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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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念
”

与
“

大主题
”

的 高 中 历 史 教 学 ［ Ｊ ］
． 江 苏 教 育 研 究

，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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