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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教学：从拼图到滚雪球

未上升至大概念的「拼图式」教学  围绕大概念的“滚雪球式”教学

所谓大概念教学就是以大概念为核心目标的教学，

它指向于培养解决真实性问题素养。



实用文写作的素养目标



传统教学与大概念教学

• 传统教学的方式是循环累加，局部操作，然后整体统一。(观点)

• 传统教学是先学一个个的知识点，然后再进行统整和复习。( 解释)

• 例如:在设计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测量单元内容时，传统学习更关注学生对长度测量

的学习，而后在后续学习面积体积测量时会将知识点归纳在一起，形成测量知识的体

系。(举例)

• 就像盖楼房,在开始时,原有教学更关注的是自己负责的那一层，当全楼搭建完成后，

再考虑上下层的衔接。( 比喻)

传统教学

注：改编自北京市海淀区实验小学张道璐 在第六届中国未来学校大会上的发言。



传统教学与大概念教学

• 大概念教学的方式是核心统领系统构建和个性实施，而且要以大概念打通现在的学习和未来的

学习。(观点) 

• 大概念教学立足于建构学生的专家思维，唤起学生的学习自驱力，通过不同的内容帮助学生理

解大概念。(解释)

• 例如:在设计北师大版数学二年级测量单元内容时，天概态教学一开始就将测量的天概态提炼

出来(如“测量的关键是确定度量单位，因为单位是将整体转化为部分,使之可测量和可比较的

统一工具;为确保测量结果的准确，需要灵活地选择合适的度量单位”)，从而搭建起测.量知

识的网络，从更.上位的教育观来统领长度测量单元的教学设计，帮助学生建立一定的度.量意

识，为后续学习开启一条思维路径。(举例)

• 就像盖楼房，大概念教学是在建立地基时，就对整个建筑上下层的连接处进行了通盘的考虑，

这样的建筑根基更加坚固， 更便于垒土成台。(比喻)

大概念教学



大概念是“悟”

• 大概念是通过案例来形成理解的，而不是直接让学生记忆的。

 社群是多样的，并且每一个社群都是由那些具有共性的人组成的。

——加拿大BC省的幼儿园社会学习的课程标准



大概念：专家思维的锚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