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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意义上讲 ， 历史研究和历史学都是对

历史的解释 ， 其背后难免带有人为 的价值判断 。

克罗齐的
“
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

”

和柯林武德的
“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

皆对此进行了充分诠释 。

历史解释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 《普通

高 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把

历史解释列为五大学科核心素养之一 ， 将其释义

为
“

以史料为依据 ， 对历史事物进行理性分析和

客观评判 的态度 、 能力 与方法
”

。 此 中 的史料应

如何选取 ， 历史该怎样理解 ， 历史事件要从哪些

角度进行理性分析 ， 近来学界热议的大概念教学

无疑为其提供了一种破题的思路。

大概念 （
Ｂ ｉ

ｇ
Ｉｄ ｅａｓ

） 是专家思维式 的词汇 、 短

语或观点 ， 是居于学科核心地位 的上位概念 ， 具

有高度抽象性和解释力 ， 因而得以统摄整合学科

小概念 ， 能够反映学科的思维方式和 主要观点 ，

具有超越课堂的价值迁移功能 。 在统编 版高 中

历史教科书课时容量较大的情况下提 出 大概念

教学 ，
正 因其能整合 、解释教科书 内容 ， 使庞杂的

知识体系化 。 那么 ， 如何依托大概念教学培养学

生历史解释素养 ， 本文 以人教版高 中历史必修 ３

第 １ ９ 课
“

建 国 以来 的重大科技成就
”
一课为例 ，

对这一 问题进行探索与尝试 ， 不揣 冒 昧 ， 求教于

方家 。

一

、 以大概念教学建构历 史解释

的维度

历史研究本应提倡 以 客观态度还原历史真

实 。

“

滥用后出集合概念认识历史
” “

势必无法把

握史事的原貌和脉络
”

［
１
］

。 但 中学历史教学不能

等同于历史研究 ， 它带有较强的教育属性和价值

渗透 。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指 出 ，

“

学科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

的集 中体现
”

。 教师在 日 常备课时都要撰写教学

设计 ，这里的
“

设计
”

二字无疑是教学主观性的最

好体现 。 中学生 因知识结构不健全 ， 理论知识不

完备 ，无法像历史学家一样严谨扎实地考镜源

流 ，需要在教师 的 引 导下对历史进行解释 。 如何
“

设计
”

才能培养学生 的历史解释素养 ？ 首先要

求教师为学生提供历史解释的入 口 与路径 。

“

大

概念教学
”

无疑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 。

笔者在授课时 ， 以
“

科技复兴
”

为大概念 ， 对

［
５

］ 相 关争议和讨论 ， 可参考郑淋议 、 张丽 婧 、 洪 名

勇 《 小农经 济研 究述评 ：
几个重 大 问 题辨析 》 ，

载 于 《 西 北农林科技大 学 学报 （ 社会科 学版 ） 》

２０ １９ 年第 ３ 期 ．

［
６

］ 傅衣凌先 生认 为 ：

“

级使这农业 与 手 工 业 的 直

接结合所产 生 出 来 的 东 西 ， 有一部 分仍 系 为 着

（ 编者按 ： 原 文如此 ） 自 足 自 给的 ， 可是我 们 不

可忽视的 一点 ，
就是这些 生产 品 都是作 为 商 品

而投向 市 场……显然 和 以 前 自 然 经 济 占 统 治

时代是不 同 的 。 这种农业 与 手 工 业 直接结 合

下 的 生产 品 ， 难道我们还说 它 是百 分百 的 纯 自

然 经济吗 ！ 

”

参见傅衣凌 《 明 清社会经济史论文

集 》 中 华 书局 ２００８ 年版．

［
７

］ 黄 宗 智
“

家庭农场
”

是 中 国 农业 的发展 出路吗 ？

［ Ｊ ］
？ 开放时代 ，

２０ １４
（
２

） ：
１ ８９ ．

【 附记 】 本文 系 新 一 轮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 珠 海 市

名 教 师 工作 室 专项课题
“

大 概念统领 的 高 中 历 史 深

度 学 习 实践研 究
’ ’

（ 课题编 号 ：
２０２０ＧＺＳ２０ ） 的 阶段性

研 究成 果 。

（ 作者地址／广 东 省珠海 市 第 一 中 学 ，
５ １ ９００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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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朝代
图 １

我继而向学生提问 ，难道
“

落后
”

就意味着倒

退 ，科技发展也会出现断崖式的倒退吗 ？ 我尝试

让学生在 图 中 同时画 出 中西双方科技发展 的 两

条曲线 ，结果出现了下列两种答案 。

“

旧教材
”

进行整合 。 课堂伊始 ， 首先引导学生通

过理解
“

科技复兴
”

的 内涵 ， 建构对本课历史知识

进行解释的框架与维度 。 在既有 的认知基础上 ，

学生很容易通过字面意思揭示
“

科技复兴
”

背后

的两大深层含义 ：

一是 中 国古代科技 曾 领先世

界 ，但明清时一度陷人落后 ；
二是晚清以降 ， 中 国

的科技发展逐渐摆脱了落后局面 。 那么 ， 此处的

“

落后
”

应 当 如何理解呢 ？ 我尝试让学生 以思维

曲线图 的形式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 。 如 图 １ 所

示 ， 大部分学生画 出 了一条以 明清为顶点的抛物

线 。 这显然与史实极不相符 。

明 清 朝代 明 清 朝代

图 ２ 图 ３

不难看出 ， 很多学生陷人了 图 ３ 的思维误区 ，

即认为与前代相 比 ， 明清科技水平下滑 了 。 科技

的发展是前进的 、 上升的 ， 是伴随着人类社会 由

低级走 向 高级的 ， 在瓶颈期或许是原地踏步 的 、

停滞不前的 ， 却绝不是倒退的 。 我们平常上课时

所讲的
“

落后
”

应该如 图 ２ 所示 ，是 中西 比较的产

物 。 这种
“

落后
”

应当是建立在 中西共同进步基

础上的 。 只不过 ， 中 国科技发展的速度和水平渐

被西方反超。 相应的 ， 中 国科技的
“

复兴
”

也应是

中西对比的结果 。 这种 比较史学 的视角 ， 无疑为

学生提供了历史解释的
“

空间
”

。

在授课过程 中 ， 我先后通过两组材料 ， 引 导

嫌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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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从中西 比较的视角 理解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

立以前中 国人
“

科技复兴
”

的尝试与失败 。

材料一 在 １ ８６７ 年 沪 局 枪厂 所 生产 的 前腔

枪和骑枪竟是在 １ ５ 世纪便 已在西 方 出 现的技术 ，

直到 １ ８７ １ 年 ， 沪局所掌握的后膛枪制造技术还要

比欧洲 晚 了３０ 年 。 中 国 的 造炮技术则 沿 着 西 方

国 家走过的老路再走一遍 。

——董光璧 《 中 国近现代科学技术 史 》

材料二 中 国 何 以 近 来各项 物 质 文 明 会一

点都没有进展 ，
而 和 西 洋各 国 比较

，
就 觉得相形

见绌呢 ？ 推考其原 因 ，
就是 因 为科学没有发达 。

——竺可桢 《科学对于物质文明 的三大贡献》

清末洋务派学习 西方
“

器物
”

是建立在华夷

之辨基础上的 ， 因而学
“

西用
”

仍需
“

中体
”

的遮

羞 。 这种不彻底且极具情感色彩的学习 使得清

末民初的 中 国 知识分子始终处于一种追赶的姿

态 ， 很难实现对西方的超越 。 故而就出现 了材料

一中清末枪炮厂军事制 造水平相 比欧洲落后数

十年甚或几百年的情况 。 这种强烈且鲜 明 的 比

较为学生解释历史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史料依据 。

新文化运动发生后 ，

“

民主
”

与
“

科学
”

交相辉

映 ， 以西为
“

新
”

、 以 西为 尊 的潮 流甚嚣尘上 。 国

人对西方科技的态度 由 情感上的被动接受转为

心理上的主动学习 ， 这为科技复兴提供了强大的

精神动力和思想支持。 那么 ， 民 国之际的科技发

展水平究竟如何 ？ 这是教科书未 曾 言 明 的 。 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直至新 中 国成立前夕 ， 中 国 陷于

战争的泥淖 ， 科技发展 自 然不能奢望有太多进

展 。 因之 ， 我将课堂讲授 的 重点定格在 民 国 前

期 。 作为民 国科学界执牛耳者 ，材料二中竺可桢

对民国科技水平 的评价无疑最具信服力 。 而所

谓
“

和西洋各国 比较 ，就觉得相形见绌
”

恰恰是基

于中外比较来谈的 。 学生通读材料后 ， 不仅在脑

海中会产生民 国科技复兴失败的认知 ， 而且能够

借此学 习 竺可桢分析解释 问 题 的 思路 与 方法 。

这段材料的运用强化 了学生历史解释 中 的 比较

思维 。

为什么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 我们实现

了科技复兴 ？ 在提出这一问题的 同时 ， 我通过大

量中西对比的数据 ， 引导学生围绕
“

科技复兴
”

对

暴）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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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 自、ｍ察 卜

教 学 参 考

历史进行解释。 中 国是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武

器的 国家 ，世界第五个能独立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的 国家 ， 世界上第三个掌握载人航天技术 的 国

家 ，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交优势 的 国

家 ，世界上 ５ Ｇ 通信技术领先的 国家……这一系

列数据背后所暗含 的是一种透过世界看 中 国 的

维度 。

“

落后
”

与
“

复兴
”

的结果是 中西对 比视野

下的产物 ，

“

落后
”

与
“

复兴
”

的过程却应从中 国 内

部长时段的变迁中去考量 。

因之 ，本课 以 时间为线索 ， 先后 引 导学生对

明清以前的 中 国古代 、 晚清 、 民 国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 四段历史时期 的科技发展水平进行

了探究 ， 旨在培养学生
“

长编考异
”

的历史解释能

力 。 我在课堂的阶段性小结部分提出 问题 ： 与 中

国古代科技相 比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的重

大科技成就有哪些特点 ？ 学生很容易联想到必

修 ３ 第 ８ 课所学的 中 国古代科技的特点 ， 即实用

性 、经验性和封闭性 。 学生 回答这一问题时 ， 会

将这些特点带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后 的历史

中进行对 比 ， 利用后 出 概念进行解释 。 例如 ， 因

政策上的闭关锁 国 以及观念上的居高 自 大 ， 中 国

古代科技具有较强 的封闭性 。 但 中华人 民共和

国成立后诸多科技成果都是 中 外交流 的产物 。

在讲授
“

两弹一星
”

时 ， 教师需联系到必修一
“

开

创外交新局面
”

的相关 内 容 ， 向学生详解苏联在

技术层面以及经济层面的积极作用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 中 国仿制近程导弹成功 ，直到 １ ９６４ 年中 国

自行设计的 中 近程导弹试验成功 。 这种 由
“

仿

制
”

而
“

自 主设计
”

的过程 ， 即是一种 因交流开放

走 向研发创新的过程 ，充分体现了新 中 国成立以

来科技发展 的开放性 。 这种古今 比较的维度 ， 无

疑将学生历史解释的框架
“

立体化
”

了 。

二 、 以大概念教学探寻历 史解释

的深度

大概念最初是 由
“

Ｂ ｉ

ｇ
Ｉｄｅａｓ

”

译介而来 ， 故而

也有学者将其称为
“

大观念
”

我们可 以将
“

概

念
”

视作
“

Ｂ ｉ

ｇ
Ｉｄｅａｓ

”

的一种形式 ，但
“

Ｂ ｉ
ｇ

Ｉｄｅａｓ
”

之

下 ， 还应当囊括词汇 、 短语 、 句子 、 问题等多重 内

涵
［
３

］

。 近来就有学者提 出
“

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就是历史学科大概念
”

的说法
［
４

］

。 关于大概念的

定义虽言人人殊 ， 可各有其道理。 我们 同样不能

否认的共识是 ， 大概念虽然数量较少 ， 但并不具

有唯一性 。 因 之 ， 听课过程 中 笔者不免产生疑

惑 ：

一堂历史课 中是否只能确立一个
“

大概念
”

，

或者是否只能有
“

Ｂ ｉ

ｇ
Ｉｄｅａｓ

”

的一种表现形式 ， 答

案或许是否定的 。

笔者认为 ，不能将
“

Ｂ ｉ

ｇ
Ｉｄｅａｓ

”

中 的
“

概念
”

与
“

观念
”

看作是二元对立的单一性存在 。 教师应

引导学生通过
“

概念
”

深化对
“

观念
”

的认知 ， 透过
“

观念
”

深化对
“

概念
”

的解释 ， 在
“

概念
”

与
“

观

念
”

的交互中探寻历史解释的深度 。

在讲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实现
“

科技

复兴
”

的原因时 ， 我引 导学生对必修 １ 和必修 ２ 所

学的专题进行了 回顾与整合 。 大部分学生都可

以答出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人 民代表大会

制度 、政治协商制度 和 民族 区域 自 治制度 的 确

立 ， 以及宪法的不断完善 ， 奠定 了一个相对稳定

的社会政治环境 。 而三大改造 、

一五计划 、 改革

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 使 中华人民

共和 国成立以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极大保障 。

此时 ， 教师不应 只提供答案和答题方法 ， 还

应通过分析
“

科技复兴
”

过程 中 的具体案例 ， 引 导

学生对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的唯物史观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 帮助学生掌

握基于唯物史观解释历史 的能力 与方法 。 例如 ，

在谈及
“

两弹一星
”

时 ， 不能仅仅止于对其必要性

的分析 ， 还要探究其可能性 ， 即 中华人 民共和 国

成立初期为什么能够在
“

两弹一星
”

领域取得突

破 。 这就涉及新 中 国在重工业方面所做的努力 。

论述晚清科技复兴失败的原 因时 ， 应通过分析近

代中 国经济结构的变动 ， 加深学生理解 。 自 给 自

足的小农经济虽开始瓦解 ， 但在相 当长的时期 内

仍 占据主导地位 ， 而 当 时 的军事 、 民用科技企业

的市场比较狭小 ； 新兴的 民族资产阶级因具有软

弱性 ， 对西方资本 、技术具有较强的依赖 ， 故而此

时 中 国 的科技只能是步人后尘 、 重走老路 ， 不具

备 自 主创新突破的物质条件 。 在教师的引 导下 ，

学生通过唯物史观对科技复兴的成 因进行 了探

讨 ，可以说用
“

观念
”

解释了
“

概念
”

。 在这一过程

３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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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察

中 ，学生通过科技复兴历程中的具体案例加深了对

唯物史观的认知 ，可以说以
“

概念
”

理解了
“

观念
”

。

学生以
“

大概念
”

为指导对历史进行解释 ， 同

时又围绕
“

大概念
”

对历史进行爬梳 。 伽达默尔

指 出
“

只要我们不断地检验我们所有 的前见 ， 那

么 ， 现在的视域就是在不断形成的过程 中被把握

的
” Ｗ

。 李剑 鸣也指 出 ，

“

如 果不经过史 家 的 选

择 、编排 、联络和 阐释 ， 就没有历史知识可言
”

［
６

］

。

历史解释 的深度正是在这种不断 的
“

检视
” “

选

择 、编排 、联络
”

中愈益深入的 。 老师在课堂中 为

学生提供的
“

检视
”

的路径正是大概念 。

人教版高中历史必修 ３ 第 １ ９ 课只涉及 中华

人民共和 国成立 以 来的重大科技成就。 若再往

前追溯 ， 整本书 中 只有第 ８ 课述及 了 明清 以前中

国古代 的发 明 与发现 。 若仅仅停 留 在对教科书

内容的讲授 ，学生脑海 中无法建构科技发展的长

时段体系 ，学生所学的科技史是断层 的 。 明清 以

降直到新中 国成立之初 ， 中 国 的科技发展历经了

怎样的阶段 ， 如何将第 ８ 课和第 １ ９ 课的知识整合

打通 ， 引导学生从历史发展变化中探寻历史的规

律 。 对这两个 问题的探讨涉及史实与史论两个

层面 ， 即学生需要搜集 、

“

选择
” “

编排
”

历史材料 ，

从中梳理历史线索 ， 并对相应的历史现象展开解

释 。 史海浩瀚 ， 学生应从哪些方面下手整 理史

料 ？ 我在课前即抛 出 了
“

科技复兴
”

的大概念 ，让

学生以此为核心 ， 通过网络 、报刊和书籍 ， 按时间

线索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 ， 并以小论文的形式对

中 国科技复兴的不同阶段进行了论述 。

学生选择史料的过程 ， 同 时也是对
“

科技 复

兴
”

这一概念深人理解 的过程 ； 而学生整合史料

进行立论的过程 ， 同时也是历史解释的过程 。 具

体实施过程中 ，部分学生紧紧抓住
“

科技复兴
”

的

“

复
”

字 ， 围绕清末救亡与启 蒙的关系 问题论述 了

“

科技复兴
”

的动 力 ； 部分学生 紧 紧抓住
“

科技 复

兴
”

的
“

兴
”

字 ， 围绕洋务派的
“

器物
”

学习 和 民 国

中央研究院的建立 阐 释 了
“

科 技复 兴
”

的 过程 。

学生的 自 主分析往往不能摆脱线性历史思维 ， 不

能从多个角 度对历史进行解释 。 经过课堂知识

的讲授 ，学生对
“

大概念
”

的理解会进一步深化 。

课后 ，学生根据所学知识交换修改彼此小论文 ，

历史解释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高 。

三 、以大概念引领历史解释的态度

历史解释作为一种主观认知活动 ，需要价值观

念的指引 。 对历史研究而言 正确价值观念
”

应当

是客观中立的 。 对学生身心发展而言 ，

“

正确价值观

念
”

应当是指向家国情怀的 。

历史学科五大核心素养相辅相成 ，不是各 自 独

立的五个部分 ，

“

家国情怀体现了诸素养中的价值 目

标
”

［
７

］

。 换句话说 ，

“

合理的 、深刻的历史解释往往体

现了积极的家国情怀
”

［
８

］

。 如何实现历史解释中 的

这一态度 目 标 ， 大概念教学同样起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教师在
“

大概念
”

选择 、确立的过程中应考虑情

感态度和价值取向的问题。 在讲授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重大科技成就时 ，我将大概念确立为
“

科技复兴＇

“

复兴
”

二字既是对中 国科技发展史的阶段性概括 ，

又暗含积极的价值观念 。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

华文化发展繁荣 ，从此意义上讲 ，科技复兴统一于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 。 在讲授课程时 ，要使学

生明 白科技复兴之于民族国家的意义。 讲解
“

两弹

一星
”

的成就时 ，要引导学生分析二十世纪五六十年

代中国面临的 国际形势 ，使其深刻领会科技成就对

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意义。 论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生物医药成就时 ，我结合当下实际补充了一些

材料 ， 向学生展示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中 国科技在抗

疫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

材料三 中 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 的 占 比达到

９２％
。 湖北省确诊病例 中 医 药使用 率和总有效率超

过 ９０％…… 中成药和方 药 临床疗 效确切 ，有效降低

了发病率 、转重率 、病亡率 ，
促进 了 核酸转 阴

，提 高 了

治愈率 ，
加快 了 恢复期康复。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

中 国行动 》

材料四 中 国早期对新冠病毒测序的研究成果

为科学界提供 了
“

反击病毒的机会
”

。 美 国辉瑞等疫

苗如此快速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 因 素 ，
是利 用 了 中

国分享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 。

——英 国 《卫报》２０２０ 年 １ ２ 月 ６ 日

材料三展示了中医药在抗疫中的 良好表现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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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丈 教 学

解读这段材料时 ，我引导学生对中 国科技复兴有了

一＾倩感上的深层认识 ， 即 中 国科技复兴植根于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而增强学生的文化 自 信和民族

自豪感 。 而在分析材料四时 ，学生很容易可以看出

中 国科技的强大 。 借西方人之 口来评价中 国 ，本就

带有中西比较的意味 。 而当西方人称赞中国科技水

平时 ， 中国科技的复兴变得更加有说服力 了 。 历史

教育在引领学生形成正确价值观念的同时 ，还必须

帮助学生养成历史研究的专业素养 ， 即客观中立的

态度。 虽然历史解释无法摆脱主观意识的干扰 ，但

我们在强调家国情怀的 同时 ，要引导学生以客观的

态度解释历史问题 ，既不能陷人盲 目与狂热 ，
也不能

崇洋媚外。

在课堂讨论环节 ，我将
“

科技复兴
”

引人中 国现

代化的进程 ， 并 向学生介绍 了仇华飞所作 《

“

从冲

＾回应
”

到
“

中国 中心观
”

看美国汉学研究模式的

嬗变》
一文 ， 文中提及费正清的

“

冲击一反应
”

学说

和柯文的
“

中 国 中心论
”

。 作者提出 ：柯文的
“

中 国

中心论
”

和费正清等的
“

冲击一 回应
”

模式 ，从两个

不同角度认识中 国近代社会发展变化的历史 ，但两

种理论痛失之偏颇之处。

从实际情况看 ，

一方面 ，人教版高中历史教科书

的编排容易使学生对
“

冲击
一反应

”

学说形成认同 。

必修 １ 率先对列强侵华史进行了讲授 ，此后直到必

修 ２
、必修 ３ 才论及国人在经济 、思想文化方面的应

对与转变。 而在讲授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救

亡思想潮流变迁时 ，我们无一例外地将民族危机的

加深作为背景进行了详细解释。 另一方面 ，

“

科技复

兴
”

这一概念具有较强的价值导向性 ，加之本课重在

讲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重大科技成就 ，这

就容易使学生在主观上
“
一叶障 目

”

，难窥全貌 。 此

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明晰历史是多重复杂面相因缘际

会的结果 ，西方的文化
“

冲击
”

以及国人的 自 身努力 ，

应当是以
“

科技复兴
”

为代表的中 国近代化进程的一

体两面 ，是交织前行的协奏曲 。

大概念教学是时下学界热议的学术议题 ， 以往

历史大概念教学的研究多从教师的角度讨论新教

科书如何教 ，聚焦在大概念教学学理内涵的探究上。

当从学生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时 ，我们会发现大概

念的确定应当 由核心素养出发 ，再回归核心素养的

落实。 具体到本课 ，我用
“

科技复兴
”

这一大概念对

必修 ３ 的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 ，着重培养学生

历史解释素养。 通过大概念教学 ，学生历史解释的

维度变得立体化。 因为
“

科技复兴
”

这一概念本身就

囊括了中一西 、古一今两种视角 。 此外 ，大概念教学

又拓宽了学生解释历史的深度 。

一方面 ，学生通过

概念搜集 、整理 、编排史料得出史论 ，
以概念引领观

念的认知 ；另
一方面 ，学生又可通过唯物史观的运用

对概念进行深度解释 ，
以观念推动概念的理解。 尤

当注意的是 ，大概念确定过程本身就施加了教师的

主观态度 ，这种态度既可转化为家国情怀的正面引

导 ，又可转化为历史研究客观中立的价值取向 。

［
１

］ 桑兵 ． 治 学 的 门 径 与 取法
——晚清 民 国 研究 的

史料与 史 学 ［
Ｊ

］
． 中 山 大学 学报 （ 社会科学版 ） ，

２０ １ ４
（

１
）

．

［
２

］ 邵朝友 ， 崔允绑 ． 指 向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案设计 ：

大观念的视角 ［ Ｊ ］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０ １７
（
６

）
．

［
３

］ 格 兰 特 ？ 维金斯 ， 杰伊
？ 麦 克泰格． 追 求理解

的教学设计 ［
Ｍ

］
． 闰 寒水 ， 宋 雪 莲 ， 赖 平 ， 译． 上

海 ：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社 ，
２０ １ ７ ．

［
４

］ 方 美玲 ． 历 史 学科大概念的 确 立及其教育价值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２０
（ ６ ）

．

［
５

］ 伽达默 尔 ． 诠释学 Ｉ 、 ｎ ： 真理与 方法 ［
Ｍ

］
？ 洪 汉

鼎 ， 译 ． 北京 ： 商务印 书馆 ，
２０ １ ０ ．

［
６

］ 李剑 鸣 ． 历 史 学 家 的 修养和技 艺 ［
Ｍ

］
？ 上 海 ： 上

海三联书 店 ，
２００７ ．

［
７

］ 朱汉 国 ？ 历 史 学科核心 素养释义 ［ Ｊ ］
？ 历 史教学

（
上半 月 刊 ） ，

２０ １ ８
（
３

）
．

［
８

］ 何成刚 ，
赵剑峰 ， 柯志强 ． 以 历 史 解释 为 核心 的

教学设计——以
“

早期 国 家 的 产 生 与 发展
”

为

例 ［ Ｊ ］
． 中 学 历 史教 学 参考 （

上 半 月
？ 综 合 ） ，

２０ １ ８
（

１ １
）

．

【 附记 】 本文 系 新 一 轮 （
２０２０

—

２０２２ 年 ） 珠海 市

名 教 师 工作 室 专项课题
“

大 概念统领 的 高 中 历 史 深

度 学 习 实践研 究
”

（ 课题编 号 ：
２０２０ＧＺＳ２０

） 的 阶段性

研 究 成 果 。

（ 作者地址／广 东 省 珠海 市 广 东 实 验 中 学金 湾

学校 ，
５ １ ９０４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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