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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研究

历史学科大概念的 内 涵 、

本质以及在教学 中 的作用

郑 林

摘要 ：
历 史学科大概念是从历 史事 实 中概括提炼 出 的对历 史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

渗透着情感 、 态度和价值观 。 它 的本质是历 史教育者希望 学 生通过历 史事 实 的 学 习

形成 的历 史认识 ， 主要 包括三个方 面 ： 对史事作价值判 断 、 概括历 史阶段特征 、 认

识历 史发展规律和 大趋势 。 在教学 中 ， 历 史 学科大概念主要有三个方 面 的作 用 ： 坚

持立德树人 ， 确保历 史教育 的正确 方 向 ； 聚合历 史事 实 ， 构建历 史知识体 系 ； 整合

教材 内容 ， 优化教学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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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 ； 而更多的教师则感到无所适从 ， 不知道如

何在教学 中运用大概念 。 所以 ， 有必要对历史学

科大概念作进一步的探讨 。

一

、 历史学科大概念的 内 涵

历史学科大概念既有各学科通用的大概念的

共性 ， 也有历史学科的特点 。 我们可 以根据学科

大概念的通用定义 ， 结合历史学科特点 ， 推导 出

历史学科大概念的 内涵 。

（

一

） 学科大概念

学科大概念是
“

反映学科本质及其特殊性

的 、 构成学科框架 的概念
”

［ ７ ］

， 它
“

既是学科的

知识又是学科的方法和思想
”

［
７

］

；
“

是指基于学科

事实基础上抽象出来的 ， 能够解释和预测较大范

围 内事物和现象的 ， 涵盖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 ，

帮助学习者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 ， 少数的 、 可

迁移的核心概念
”

［
８

］

； 它是对事实 的概括 ， 是关

系 、 意义的表达 。

［ ９ ］ 学科大概念最基本 的表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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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中学历史教学历史上 ， 《普通高 中历史课

程标准 （ ２ ０ １ ７ 年版 ） 》 在前言 中首次提 出
“

重

视 以 学 科 大 概 念 为 核 心 ， 使 课 程 内 容 结 构

化
”

［ １ ］ ４

， 但是 ， 在课程标准正文 中并未见到关于

学科大概念的具体表述 。 为此 ， 历史教学界参考

美 、 英等国学界有关学科大概念的论述以及国 内

相关研究成果 ， 对历史学科大概念展开 了探讨 ，

各抒己见 ， 但至今仍未形成一致的认识 。

［ ２ ５ ］

《义

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 ０ ２ ２ 年版 ） 》 在教学建

议中提出运用大概念对教学 内容进行整合 ， 并对

大概念下了定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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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６
］

３

这是各学科通用 的

定义 。 历史学科大概念的 内涵是什么 ， 有什么特

点 ？２ ０ ２ ２ 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并未作 阐

释 。 由于对历史学科大概念 尚 未形成清晰 的认

识 ，

一部分教师按照 自 己 的理解在历史教学中开

展了运用大概念的尝试 ， 可至今 尚未成为教学的

？９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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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概念 。

［ １ ５ ］ 在 ２ ０ ０ ７ 年版英 国 国 家历史课程标

准中 ，
二阶概念被称为

“

关键概念
”

（ ｋｅｙ
ｃｏｎ

ｃｅｐ ｔ ｓ ） 。关键概念是研究历史 的基础  ， 包括 ： 按

时间 的顺序理解 ； 文化 、 种族和宗教的多样性 ；

变化和连续性 ； 原 因 和后果 ； 意义 （历史事件 、

人物和发展在其所处时代的意义以及在当今的意

义 ）
； 解释 （理解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如何构建历

史解释 ， 理解为什么历史学家和其他人会根据 同

样的媒介对历史事件 、 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作出

不 同 的解释 ， 评估历史解释的有效性 ） 。 学生需

要了解这些概念 ， 以加深和拓宽 自 己 的知识 、 技

能和理解 。

Ｍ关于二阶概念的 内 涵主要有 以下两

种看法 。

一种是指那些能对一

阶概念进行组织 、

连接 、 排列 ， 从而形成某种逻辑关系的概念 ， 如

连续性 、 变化和因果关系等 ， 它们在历史解释中

起到了将历史事件归纳为某种历史认识 的作用 。

另
一种则是指基于某个或数个共同特征 ， 将某一

类历史事件概括为某种时代特征的概念 。 例如 ，

古典时代 、 罗马衰落 、 文艺复兴 、 启蒙运动和工

业革命等 。

［
１ ５

］ 根据前述对学科大概念 的通用定

义 ， 这类概念中有些也可以归入历史学科大概念

的范畴 。

综合学科大概念的 已有研究成果 ， 从历史认

知成果的角度可以把历史学科大概念界定为 ： 在

历史学科事实类知识基础上概括提炼出 的对历史

本质和规律的认识 ， 主要表现为对史事的价值判

断 ， 对历史阶段特征 、 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概

括 。 历史学科大概念与历史专题都是对史事的概

括 ，
二者是有差别 的 。 专题是对历史 内 容 的分

类 ， 如可以把历史 内容划分为政治史 、 经济史 、

文化史 ， 这三类 内容还可以进一步聚焦为 国家制

度与社会治理 、 经济与社会生活 、 文化交流与传

播 ， 它们构成 目前普通高 中历史选择性必修课程

的专题 。 专题主要是划定了课程 内容的范围 ， 而

大概念则是从内容 中提炼 出对历史的本质或规律

的认识 。

二
、 历史学科大概念的本质

历史学科大概念
“

离不开历史学科的人文特

性 ， 更离不开历史学科所依附的时代背景 、 文化

传统以及国家意识形态等
”

。

［ ４ ］ 历史学科大概念与

自然科学领域的学科大概念的本质区别在于 ， 历

史学科大概念是有立场 、 有态度 、 有价值取 向

的 ， 它受时代背景 、 文化传统和 国家意识形态的

制约 。 同样是抗 日 战争 ， 站在 中 国 的立场与站在

日本的立场 ， 得出 的历史认识有天壤之别 。 同样

是五四运动 ， 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与站在 国 民党的

立场 ， 看法会有差异 ， 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 ， 同

一立场的人对相关史事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 。 从

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来看 ， 历史学科大概念

的本质是历史教育者希望学生通过历史事实的学

习形成 的历史认识 ， 渗透着情感 、 态度与价值

观 ， 具体表现为正确 的历史观 、 民族观 、 国 家

观 、 文化观 。 这种历史认识按照历史知识范围从

小到大 、 历史 内容从具体到抽象可以分为史事价

值判断 、 历史阶段特征 、 历史发展规律 、 历史发

展趋势等 。

（

一

） 对史事作价值判 断

学生认识历史从对具体史事的感知开始 ， 通

过了解历史的基本要素 时 间 、 地点 、 人物 、

事件等 ， 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 。 但是 ， 在中学开

设历史课的 目 的 ， 并不只是简单地让学生记住过

去发生了什么 ， 而是要让学生在了解相关史事的

基础上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 例如 ， 在
“

抗 日 战

争
”一课 中 ， 学生学 习 了

一

系 列史事 ：

１ ９ ３ ６ 年

１ ２ 月 １ ２ 日 ， 西安事变 ；

１ ９ ３ ７ 年 ９ 月 ， 忻 口 会

战 、 平 型关 大捷 ；

１ ９ ３ ８ 年 ５ 月 ， 毛 泽 东 发表

《论持久战 》
；

１ ９ ４ ０ 年 ， 百 团 大战 ； 等等 。 学 习

的 目 的并不是要学生把这些知识背诵下来 ， 而是

要通过这些知识形成历史认识 中 国共产党是

全民族团结抗战的 中流砌柱 。 通过抗 日 战争的学

习 ， 学生能够理解
“

中 国共产党是全民族团结抗

战的 中流砌柱
”

这一学科大概念 ， 并用相关史事

进行论证 。 这个大概念是从抗 日 战争时期的史事

中概括提炼而来 ， 它不是价值中立的表述 ， 而是

有立场 、 有态度的表述 ， 有明确的价值取向 ， 体

现出正确的历史观 。

历史学科大概念表述的是对史事有立场 、 有

价值评判的看法和观点 。 教学 中教师指导学生学

习大概念 ， 不是要求学生背诵这些大概念 ， 而是

要帮助学生去理解 、 认同这些大概念 。 只有当学

生经历了探究历史的过程 ， 自 己通过对史事的 比

较 、 分析 、 概括 ， 得出认识 ， 形成大概念时 ， 认

同才能 水 到 渠 成 。 《 义 务 教 育 历 史课 程 标 准

？９ ９ ？





物史观主要涉及历史发展 的
一般规律与特殊规

律 、 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阶段性 、 历史发展的必

然性与偶然性 、 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发展中 的

作用 。

［
１ ７

］ 根据历史课程标准的要求 ， 中学生需要

掌握唯物史观中劳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 的重要作

用 ， 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 和人类社会发展 的基

础 ； 人民群众是物质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和历史的

创造者 ；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的矛盾运动 、 经济基

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

动力 ； 在阶级社会 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和 阶级斗

争 ， 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 ； 人类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等 内容 。

［
６

］
６

在历史教

学 中 ， 教师要指导学生通过具体史事理解和认识

这些唯 物 史观 的 基本 内 容 ， 并用 其 指 导 历 史

学习 。

不 同的历史观对历史发展趋势有各 自 的认

识 。

“

历史的运动是在前进 、 倒退 ， 还是在循环 ？

自古以来三种说法都有 。

”
［
８

］ 有些人认为人类社会

历史是倒退的 ，

一

代不如
一

代 ； 有些人则认为人

类社会历史是进步的 ， 今天 比昨天好 ， 明天会更

好 ； 有些人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 由兴到衰 ， 再 由

衰到兴 ， 如此循环往复 。 历史研究者从不 同的视

角概括出 了不 同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 。 从生产

方式的视角来看 ， 人类社会历史是从较低级生产

方式到较高级生产方式的进步 。 从世界历史 （全

球史 ） 视角来看 ， 人类社会历史是从分散到整体

的发展过程 。 中学历史课程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

要求学生
“

能够把握 中华民族多元
一体的发展趋

势 ， 以及世界历史发展的进步历程
”

［ １ ９ ］ ４ ４

，
“

了解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 、 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历

程
， ，

［ ６ ］ ５ ４

。

历史发展规律和大趋势要在掌握历史发展过

程 中 的重要史实 、 理解历史发展过程中 的各种联

系 、 概括不 同历史时期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才能认

识清楚 。

三 、 历史学科大概念在教学 中 的作用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指

出 ， 教学中 的大概念是课程 内容所要围绕的核心

和基石 ， 对学生学 习具有引领作用 。

“

教师要根

据大概念建构学习 内容的框架 ， 设计教学过程及

环节 ， 组织和开展教学活动 ， 以大任务 、 大问题

来统领整个学习过程 ， 引领学生建构合理的历史

知识结构 ， 避免碎片化 ， 促进学生掌握探究历史

的方法和路径 ， 拓宽学生认识历史的视野 。

”
［ ６ ］ ５ ７

历史学科大概念在教学 中 主要有三个方面 的作

用 ： 坚持立德树人 ， 确保历史教育 的正确方 向 ；

聚合历史事实 ， 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 整合教材 内

容 ， 优化历史教学设计 。

（

一

） 坚持 立德树人
， 确保历 史教育 的 正确

方 向

历史教学是通过历史知识的学习达到特定的

教育 目 的 ， 在不 同时期 ， 历史教育的侧重点会有

差异 。
２ ０ 世纪 ６ ０ 年代 以 前 ，

“

利 用历史教学 ，

加强 国家认同和民族 自信心 ， 在许多忠诚公民 的

心 中 ， 目 为天经地义
”

。

［
２ °

］ 但是 ，
６ ０ 年代 以 后 ，

史学方法逐渐成为英美 国家历史教学的重点 。 ９ ０

年代以后 ， 让学生像历史学家那样研究历史 ， 培

育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成为历史教学的主流 ，

这体现在英美 国家的历史课程标准中 。 例如 ， 英

国 国家历史课程标准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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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把
“

坚持正确的思想导 向和价值判断
”

放在了

课程标 准 的 第
一 部分 ， 作 为课程基本理念之

一

。

［ １ ］ ２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 （ ２ 〇 ２ ２ 年版 ） 》

则在课程 目标要求的第
一段明确提出 ：

“

引导学

生初步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 民族观 、 国家观 、 文

化观 ， 明理 、 增信 、 崇德 、 力行 。

”
［

６
］

６

如何确保历史教育的正确方向 ， 历史学科大

概念发挥着灯塔的作用 ， 它为学生从历史事实 中

要得出什么样的结论指明 了方向 。 例如 ， 中 国古

代史的学科大概念
“

统一

多 民族 国家形成 、 巩 固

和发展
”

就为 中 国 古代史 的学 习 指 明 了 方 向 ：

“

中 国古代史 的教学 ， 要通过把握 中 国古代历史

发展的基本线索及相关重要史事 ， 围绕统一多民

族国家形成 、 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展开 。 教师要把

历代政权的分立与统一

、 中华民族的发展演变 ，

理解为从区域到整体 、 从碰撞到交融的过程 ， 引

导学生初步学会分析重要史事间 的 因果关系 ， 初

步学会对史事进行评判 。

”
＿

（
二 ） 聚合历 史事 实 ， 建构历 史知识体 系

学生学习历史 ， 遵循 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 ，

先学习具体史事 ， 经过分析 、 综合 、 比较 、 概括

等思维过程 ， 形成事实性概念 ， 然后建立事实性

概念之间 的联系 ， 进一步抽象为历史学科大概

念 ，

一

系列学科大概念围绕更上位的大概念构成
一套历史知识体系 。

以统编高 中历史必修教材 《 中外历史纲要 》

第三单元
“

辽宋夏金多民族政权并立与元朝 的统
一

”

为例 ， 学生首先是以课为单位来学习具体的

史事 。 这个单元的 内容分为 四课 ： 第 ９ 课
“

两宋

的政治 和军事
”

， 第 １ 〇 课
“

辽夏金元 的统治
”

，

第 １ １ 课
“

辽夏金元 的 经济Ἱ

重课

中 １１

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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