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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参 考 ＊

“

深度学习
”

《域下高中历史
“

大概念
”

教学探究

〇 郭 琳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

修订 ） 》指出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独特育人

价值的体现 ， 有助于培养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 、

必备 品 格 与关键能力 。 其 中 ， 提取学科
“

大 概

念
”

， 突破历史学 习 的碎片化 、 机械化 、 浅层化学

习 ，是落实以学生为主体教学观的必然途径 。 显

然 ，
以

“

大概念
”

为抓手 ， 既能统摄单元教学 内容 ，

也能突破教学的浅层化 ， 进而落实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 。 从教学流程上讲 ，

“

大概念
”

统摄下大单元

教学 ，要遵循确定 目 标 、萃取大概念 、重构教学 内

容 、创设问题情境 、 创新教学活动等步骤 ， 在深度

学习 中 达成历史学科核心 素养的教学 目 标 。 基

于此 ， 文章将结合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

“

晚清时

期的 内忧外患与救亡图存
”

单元探索
“

大概念
”

引

领下的单元教学实施策略 。

一

、历史学科
“

大概念
”

在学科地位上 ，

“

大概念
”

是历史学科的
“

顶

端
”

， 是一个集诸多历史概念与史实的有机体 ， 因

而具有高度 的整合性 、 凝练性 、 抽象性 。 掌握历

史大概念 ， 有助于学生从理解历史学科 的本质 ，

从认识论与方法论视角将所学知识 、 能力 、 素养

迁移至解决实际问题中 。 因此 ，

“

大概念
”

不是具

体的历史知识点 ， 而是一种高度凝练的具备迁移

性的学科核心概念 。

从类型角度讲 ，

“

大概念
”

可分为知识层面与

方法层面 的 。 其 中 ， 知识层 面重点指 向 学科 内

容 ， 如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第五单元中 的大概念
“

中 国近代化的探索
”

， 即是对单元内容 的高度整

合 ，
既包括 了 两次鸦片战争 、太平天 国运动 、 甲 午

中 日 战 争 、 辛 丑 条约等
“

基本概念
”

与
“

历史史

实
”

，也包括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面临 的处境 、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与 中 国近代化的开端等
“

关键概

念
”

。 此外 ，方法层面的
“

大概念
”

则是学科本质

的体现 ， 如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 例如 ， 《 中外

历史纲要 （ 下 ） 》第四单元
“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

就可以借助
“

唯物史观
”

这一大概念开展单元教

学 ，
以此引导学生掌握正确的历史观与方法论 。

从层次角度看 ，

“

大概念
”

既可 以针对教材的

多个单元 ， 也可 以针对其 中一＞ 单元 ， 还可 以针

对单课 。 例如 ， 《 中外历史纲要 （ 上 ） 》前四单元就

可以统归 为
“

统一多 民族 国 家
”

这一大概念 ； 如
“

中 国近代化的探索
”

即针对第五单元 ； 而
“

人 民

群众是历史的推动者
”

则针对
“

全民族浴血奋战

与抗 日 战争的胜利
”

单课 。

总而言之 ，

一个历史
“

大概念
”

的构成往往是

由
“

核心概念
” “

关键概念与关键问题
” “
一般概念

与基本史实
”

组成 。 如
“

中 国近代化的探索
”

大概

念 ，其中 的
“

关键概念
”

包括
“

鸦 片 战争是 中 国 近

代史开端
” “

中 国人民反抗侵略者属 于 民族正义

之战
”

等 ， 而
“

基本问题
”

则如
“

中 国在鸦片战争前

的国际处境
”“

为什么洋务运动是 中 国 的现代化

尝试
” “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

等 。

二
、

“

大概念
”

引 领 的 高 中 历史教

学探究

基于
“

大概念
”

的统摄性 ， 助力学生在
“

深度

学习
”

中培养历史学科核心素养 ， 文章将围绕 《 中

外历史纲要 （ 上 ） 》

“

晚清时期 的 内优外患与救亡

图存
”

单元为例 ， 探讨
“

大概念
”

引 领下 的高 中历

史教学实施策略 。

（

一

） 基于核心素养的教学 目 标

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 中

体现 ， 无论是哪一种层次的大概念 ， 都需要 以 核

心素养的五个维度为根据进行具象转化 。 根据

新课程标准中 的
“

内容要求
”

与单元 内 容 ， 该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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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点追踪

的教学 目标也可以确定为五个维度 。

在唯物史观方面 ， 通过 了解 中 国近代化的探

索历程 ， 理解人类社会从低到 高 的 历史 发展规

律 ；理解 晚清统治者 的 因循守 旧 与 封建专制 是
“

闭关锁国
”

的重要原因 ； 了 解不同阶层的救亡 图

存运动的特点与局限性 。 在时空观念方面 ， 通过

分析晚清各阶层对救亡图存方法的探索 ， 了解特

定时空与历史事件的必然联系 。 在史料实证方

面 ，借助太平天 国运动形势 图 、 《 清德宗实录 》 、

《天朝 田亩制度 》等史料 ， 提高史料搜集 、 整合 、 辨

析能力 ，并体会不同史料的实证价值 。 在历史解

释方面 ， 通过 了 解 晚清时期各 阶层 的 近代化探

索 ， 能够从背景 、原因 、过程 、结果 、性质 、意义等角

度提高对中 国近代化历程探索的解释能力 ， 如鸦

片战争的根本原因 、 洋务运动的近代化尝试 、 戊

戌变法的失败原因 。 在家国情怀方面 ， 体会晚清

各阶层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大无畏精神 ， 并将这种

精神迁移至现实 中 。

（
二

） 明确单元
“

大概念
”

“

大概念
”

的确定要深人挖掘课程标准 中 的
“

内容要求
”

， 以 及单元标题 、单元导语 、 单课 内

容 。 其中 ， 《普通高 中 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对该单元的 内容要求为 ：认识列强

侵华对中 国社会的影响 ， 概述晚清时期 中 国人 民

反抗外来侵略 的斗争事迹 ，
理解其性质和意义 ；

认识社会各阶层为挽救危局所作 的努力 及存在

的局限性 。 可 见 ， 理解鸦 片 战争等外来侵略 的
“

影响
”

与各阶层
“

探索
”

的意义与局限性是本单

元的教学重点 ，而单元
“

大概念
”

就要体现出 中 国

人民对抗外来侵略时 的
“

反应
”

。 显然 ， 对这种
“

反映
”

的深入挖掘与探讨 ， 有助于学生真正体会

中 国被卷入世界潮流后的被动挨打局面 ， 进而理

解各阶层对近代化之路的开创性探索精神 。 基

于此 ，本单元的大概念就可 以确定为
“

中 国近代

化的探索
”

， 以 此 引 领大单元教学 、 统摄单元 内

容 、落实核心素养 。

（
三

） 基于
“

大概念
”

的 内 容重构

从大概念的 内部构成看 ， 教师可从
“

大概念
”

“

关键概念
” “

基础史实
”

三个方面对单元 内容进

行整合与重构 。 首先 ，

“

基础概念与史实
”

是组成

大概念的
“

地基
”

， 也是学生必须掌握的历史知识

点 ， 如两次鸦片战争的时间 、过程 、结果 、影响 ， 如洋

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过程与影响 。 其次 ，通过掌握

基本史实 ，学生要从微观向宏观视野过渡 ， 了解基

本史实背后蕴含的关键概念与问题 ，如两次鸦片战

争的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与洋务运动的救亡图存方

法的区别 、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区别 ， 等等 。 显

然 ，掌握这些关键概念与问题 ， 有助于学生为理解

单元
“

大概念
”

搭建桥梁。 最后 ，借助基础概念与

关键概念 ，进一步理解
“

大概念
”

的整合性 、凝练性

与统摄性 ， 以此认识历史学科的本质特征 。

（
四

） 以问题为驱动

第五单元所述 内容是 中 国近代化的开端 ， 与

中 国古代史具有性质上 的鲜 明 区别 。 鸦 片 战争

后 ， 中 国逐渐沦为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 ， 外有殖

民侵略 ， 内存政治危机 ， 因而激发各阶层无数仁

人志士开始 了 近代化探索之路 。 如 以农 民 阶级

为代表的太平天 国运动 ， 以统治阶级为代表的洋

务运动 ，
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变法运动等 。 显然 ，

无论是哪一个阶层的探索 ，从鸦片战争爆发到八

国联军侵华 ，均未从根本上解决 日 益加重的 民族

危机与 内部忧患 。 因此 ， 围绕
“

探索
”

主线 ， 教师

可设置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并贯穿教学始终 ： 中 国

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原 因 ，
以及 中 国

人民探索出路的进程如何 。 可见 ， 这两个问题不

仅直接关联课程标准中 的
“

内容要求
”

，也能统筹

单元整体教学内容 。

（
五 ） 以探究活动建构大概念

在
“

深度学习
”

视域下 ，探究性学习是体现学

生主体地位的核心 ，也是学生理解
“

大概念
”

的教

学过程 。 无论是 自 主思考还是合作探究 ， 都应引

导学生围绕单元
“

大概念
”

进行持续探究 ， 进而落

实单元教学 目 标与核心素养 。 更重要的是 ， 在探

究活动 中 ， 学生能够将所学知识 、 能力 、 素养迁移

至现实问题的解决 中 ， 进而体现大概念的
“

可迁

移性
”

。 其 中 ， 辩论赛 、 历史情景剧 、撰写历史论

文等是几种有效的教学组织形式 。 例如 ， 围绕鸦

片战争的原因 以及战争前 中 国在国 际 中 的处境 ，

可组织学生撰写历史小论文或开展辩论赛 。 当

然 ，关于两次鸦片战争 的基本史实等背景知识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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敖研笮 感 ｌ

栏 目 主持人／刘 晓

基于历史文本问题的问题导向实施策略
〇 姚陈健

江苏省南通市启 东市是 国 家
“

双减
”

试点城

市之一 ，如何在
“

双减
”

背景下更好地让
“

特色 ＋

高效
”

这一启 东教育的名 片熠熠生辉
［

｜
］

， 启 东汇

龙 中学实施 了 

“

启 润课堂
”

汇 中样本课堂教学模

式 。 汇 中样本是指 以 问 题为靶 向 ， 在学 案 中 合

理设计 问 题 ， 在 自 学 中 紧 扣 问 题 ， 在互 动 中 探

究 、精讲 、 拓展 问题 ， 从而形成 以 问题为 中心 的

知识结构体系 。 教学过程 中 ， 问题贯穿于始终 ，

学生处于思考问题 ， 解决问题的过程之 中 ， 不断

地产生 自 学 的 欲望和取得成功 的成就感 ， 逐渐

地养成主动 自 学的 良好习 惯 。 在优选学 习 历史

学科的方法 ， 提高学 习 历史学科能力 的过程 中 ，

促进了学生在历史学科上 的能力发展和核心素

养的养成 。

一

、 问题导向学案中的核心问题设计

在制订学案时 ， 教师应 当合理地设计问题 ，

所设计的问题要能引 发学生的探究体验 。

１ ． 问题设计要围绕教学 目 标

在问题设计过程中 ， 教师要 围绕本节历史课

的教学 目 标 ，
以及本节课的重点 、难点 ，将教学 目

标精心编制成一个个问题 。 例如 ，
学习

“

选官制

度的成熟与完善
”

时 ， 可以 出示如下材料 ：

可组织学生 以课前预 习 清单形式搜集史料并建

构知识框架 。 如 围绕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的 区

别 ，可组织学生 以小组形式进行合作探究并在全

班进行成果展示 ，
以此理解两个阶层在救亡图存

运动中存在 的局限性 。 显然 ， 此类问题的解决有

助于学生为接下来探究 中 国 的近代化探索指 明

方向 。 需要指 出 的是 ， 无论是哪一种 教学活 动 ，

都要强调史料分析的重要价值 ， 尤其是分析不 同

史料中的立场 、态度 、认知等 。

在落实
“

学生主体
”

教学观的过程 中 ，

“

深度

材料一 此制 之用 意 ， 在 于 用 较为 客观的 一

个考试标准 ，
从社会上 来挑选符合要求的 优 秀人

才 ，
使他们参与 到 国 家政治 治理之 中 。

－—钱穆 《 国 史大纲 》

材料二 吾以 为八股 的 危 害等 同 于 焚 书 ， 其

毒害读 书人 ， 有甚 于秦始 皇在咸 阳 郊 外挖坑埋四

百 六十 多 读 书人等 。

顾 炎武 《 日 知录 》

教师在学案 中 ， 依据 目 标可 以设计这样的题

目 ： 根据上面的 两则材料 ， 同时结合 自 己 所学的

历史知识 ，说说科举制有哪些进步性 ？ 又有哪些

局限性 ？ 这样 围绕 目 标编制 问题 ， 更能够有效提

高教学质量 。

２ ． 问题设计具有探究性

教师从学生 自 学的 角 度 出 发 ， 预设学生可能

出现的问题 ， 在学案 中设计有探究性的问题 。 例

如 ，学习
“

中 央决策 和行政机构 的完善
”

时 ， 为 了

探究三省六部制职能及其运转 ， 可 以 出示如下 问

题 ： 假设 ， 唐太宗时期 ， 国家要在关 中一带修建一

项大型水利工程 ， 那么 ， 在三省六部制这一 中央

官制之下 ，应该是怎样解决修筑水利工程这一问

题的呢 ？ 这类问题的设计能够拓宽学生的思路 ，

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生活 ， 把历史与 当下的生活联

学习
”

有助于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 ， 落实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 。 其 中 ，
以历史

“

大概念
”

为 引 领 ， 不

仅能够突破碎片化与机械化的历史学习思维 ， 更

能够引 导学生认识历史学科的本质 ， 进而助力学

生掌握历史学 习 的基本方法 。 从这个 角 度讲 ，

“

深度学习
”

视域下的
“

大概念
”

单元教学 ， 既契合

了新课标 、新课改 、 新教材的相关要求 ， 也践行了

以学生为主体的新教学观 。

（ 作 者地址／江 苏 省 徐 州 市 第 三 十 七 中 学 ，

２２ １ 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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