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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教学，是
当下关注度持续升温
的一个热词。那么，
反映专家思维的大概
念是什么？如何发现
大概念，并用大概念
来聚合知识，推进深
度学习？本期推出的
两篇文章分别从数学
和语文学科视角展开
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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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双减”看杜郎口
的课堂改革
□ 宋 彬 崔 慧

教学改进系列之

“双减”在行动

当下，在教学研究的话语系统

里，“大概念”是个备受关注的热词。

具体到小学数学学科，我们该如何理

解并确立大概念，进而发挥其对教学

活动的引领作用呢？

大概念为啥重要

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中，“核心素养”的课程立意得

到充分凸显。为了培育学生的核心素

养，数学教学便不能只盯着孤立、琐碎

的知识点，偏执于浅层、低阶、繁复的训

练，而应努力追寻“有机整合、力求高

阶、彰显深度”的课堂生态。显然，要实

现此种课堂生态，靠“随心所欲”“零敲

碎打”的教学组织是难以奏效的，这需

要在比较高位的立意统摄下，总体谋

划，全局优化，精准发力。这种比较高

位的立意，便可视为大概念。笔者以

为，大概念是数学教学践行新课标理

念、培育核心素养、提升育人质量的重

要行动指针。尤其是在大单元教学、大

任务教学和项目学习中，用大概念来统

领显得尤为重要。大概念是课堂教学

中核心素养转化的关键点，需要在细水

长流的常态教学中持续关注。

大概念如何理解

大概念进入教研视野的时间尚

短。需要追问的是，以前的教学难道

就不存在大概念吗？非也。举个例

子，一些教师在教学“估算”类内容

时，没有过分拘泥于对某种估算技巧

的“千淘万漉”“精琢细磨”，而是将

“估算”与“笔算”“口算”放置在一个

具体情境里，引导学生体会“解决这

个问题是否适合估算，应该如何估

算”，从而明晰估算的适用范围及核

心价值，促进学生估算意识的发展。

而“能够理解运算的问题，选择合理

简洁的运算策略解决问题”是新课标

提出的小学数学 11 个核心素养之一

“运算能力”的重要内涵。因此，“估

算意识的发展”或“运算能力的进

阶”，便是藏在此课教学中的大概

念。所以，以往教学也有大概念，只

是没有专属冠名而已。

那么，怎样定义大概念呢？四川

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在《以大概念为

核心的整合性教学》（《课程·教材·教

法》2020 年第 10 期）一文中指出：“大

概念是指处于更高层次、居于中心地

位和藏于更深层次，兼具认识论、方

法论和价值论三重意义因而更能广

泛迁移的活性观念。”对于这段描述，

笔者深表赞同。大概念之“大”，蕴含

着“统整”“宽泛”“深邃”“可推广”等

意思，因而这里的“概念”更像是一种

“观念”。

比如，无论“长方形、正方形的面

积”，还是“平行四边形的面积”，但凡

是以“面积计算”为主要内容的课，有

一种直指本质的观念贯穿其中——

“测量图形面积的大小就是测量图形

所含面积单位的总个数”。在这个观

念统领之下，我们可以采用“直接测量

法”（摆“面积单位片”、数方格），也可

以采用“简便测算法”（引入“运算”、依

托“公式”）。鉴于这样的分析，“测量

图形面积的大小就是测量图形所含面

积单位的总个数”这个观念便可看作

“面积计算”系列课的大概念。这样的

大概念相当于基础数学知识的“上位知

识”，可归入“本质意义类大概念”。

事实上，还有一种比较重要的大

概念，可称为“策略思想类”大概念。

比如，学习“小数乘法”时，要用“积不

变规律”将其变成“整数乘法”来思

考；学习“小数除法”时，要用“商不变

性质”将其变成“除数是整数的除法”

来思考。两节课看似思路不同，但都

蕴含着“将未知问题转化为已知问

题”的学习策略。因此，“转化思想”

便可作为其中的大概念来引领学生

深悟算理。当然，小学阶段以“转化

思想”为大概念的课还有很多。

大概念怎样确立

进行一堂课的教学设计前，我们

需要厘清大概念。客观讲，这是一个

有点难以把握的“技术活儿”，但也

“有迹可循”。

像“本质意义类大概念”的确立，

我们可以从“深度研读教材文本”入

手，充分浏览同系列、同类型的教材内

容“在体例安排、架构方式、结论归纳

方面有什么相似之处”。这些相似处

常常就暗含着大概念。像“数的认识”

的课，无论整数、分数还是小数，教材

都以“计数单位及其个数”为核心线

索，由此我们可以提取出“数是若干个

计数单位的累积”的大概念。事实上，

基于这个大概念，“真分数”和“假分

数”在本质上就相同了，都是“分数单

位及其个数”，只不过分数单位的个数

有多有少罢了。除了深研教材，教师

还应持续加强数学学科本体知识的学

习与积累，从更高站位、更深视角来发

现知识背后的大概念。

而对于“策略思想类大概念”的

确立，我们则要全面、深入学习新课

标原文，准确理解 11 个“核心素养

词”的内涵要点，有效领会“四基”目

标中“基本思想”“基本活动经验”的

内容构成，并主动将“学习心得”与

“教学实践”联系起来加以思辨，持续

提升自己践行新课标理念的敏感性

与执行力，为适时、按需、准确地提取

“策略思想类大概念”积蓄能量。

综上所述，在扎实推进深度学习

的进程中，大概念的导航作用非常重

要。除了一线教师持续加强学习、实

践与研究外，笔者建议有关部门组织

编写“教参”时，能以“单元”为单位，

对需要关注的大概念进行必要的梳

理、适当的提示，以便教师备课时参

考、领悟。

（作者系浙江省特级教师、浙江

省绍兴市上虞区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上德校区执行校长）

山东省聊城市茌平区杜郎口中学自

1997年开始进行教学改革，形成了独特的

“三三六”自主学习模式。这所濒临撤并

的农村中学因此成了全国农村学校课改

的一面旗帜。

杜郎口中学坚持“以人为本，关注生

命”的育人理念，让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实现了学生成长、教师提升，改变了教师

的生存状态和学生的学习状态。学校通

过让学生充分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让学

生经历学习探究的过程，让学习成为学生

自己的事情，培养学生自信阳光的性格、

自主自发的学习习惯，使学生从题海战术

中解脱出来，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笔者

认为，杜郎口中学秉持的理念与当前的

“双减”理念如出一辙。

落实“双减”，主阵地在课堂。“双减”

促使学生学习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将

学生从“时间+汗水”的低效学习方式中解

放出来，转而寻求更高效、更科学的学习

方式，让学生的学习负担减下来，让学习

效果提上去。杜郎口中学改革的初衷就

是为了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学习

效率，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体现在课堂教

学方式上，由最初的教师少讲到“10+35”，

再到“三三六”自主教学模式，以及今天

“精彩+高效”新“三三六”高效课堂，变化

的是形式，未曾改变的是“以人为本”的教

育理念。学校始终践行“让学生动起来，

课堂活起来，效果好起来”的教学宗旨，以

学生学习为中心，构建当堂自学、对子助

学、自主展学、互动评学、教师导学的课堂

教学结构，让学生的“学”居于课堂核心地

位，落实学生为主体的教育理念。教师通

过评价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把课堂变成

学生的比武场、擂台赛、辩论会；让学生通

过争问抢答、质疑点评、拓展应用、总结提

升、补充纠错、出题变式等多元展示方式，

对所学内容举一反三，达到触类旁通。在

单位时间内，让更多学生参与到课堂学习

中，在展示中加深理解，在参与中体验成

功，在合作中感受快乐，在学习中提升自

信。课堂上更多是尊重、合作、帮助、点

燃、唤醒，让每位学生保持对学习的热情，

让每个孩子拥有寻求终身幸福的能力。

教育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

授，更是能力的培养、良好习惯的养成。

杜郎口中学的课堂培养的是学生团结合

作的意识、服务奉献的品质、不甘人后的

精神。教育不仅仅是培养取得高一级学

校通行证的学生，更重要的是让不同的学

生素养得到提升，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正如一位曾经到杜郎口中学参观学

习的教师所说：“杜郎口的孩子脸上都洋

溢着自信的笑容，这种自信才是将来孩子

走向人生成功的关键，杜郎口的孩子即便

是将来考不上大学，到菜市场卖菜，他们

的吆喝声也是最响亮的，卖出的菜也是最

多的。”这或许就是一名普通教师对杜郎

口教改的朴素理解吧！

在杜郎口中学，要求学生做到的，老

师首先要做到。“亲其师信其道”。老师只

有用自己的真才实学打动学生，才能赢得

学生的喜欢。给学生布置的作业，老师要

和学生一样认真完成，书写规范，主动接

受学生检查，与学生作业一起参与评比。

要求学生背诵的课文篇目，在检查学生前

老师首先在全班学生面前进行展示。老

师勇做班级学生中学习的首席，主动接受

来自学生的挑战，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真

才实学赢得学生的认可。教师在示范引

领的同时，提升了自身的业务能力，加深

了对教材的研究，推动了课堂教学改革的

深入发展，减轻了学生的学业负担，实现

了减负提质的目的。

坚持教学改革25年，杜郎口中学始终

围绕学生，扎根课堂，深化课堂教学改革，

极大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这样的课堂

激发了学生潜能，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

性，让学生乐学爱学，改善了师生关系，形

成了良好的教育生态。

（作者单位分别系山东省聊城市茌平

区杜郎口镇中心小学、海南省海口市海之

南外国语实验学校）

用大概念为深度学习导航
□ 叶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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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小张老师有点纠结。这是

一位语文老师，学校要求他上一节主

题为“太湖蟹”的课。他找不到头绪，

“太湖蟹，这是什么课呀？上什么内

容呀？”他说，要与另外一位教师前后

上，另外一位科学课老师上完他接着

上。他一脸的愁容，陷入了迷茫。

我一听，倒是有点乐了。与他展

开了一次饶有兴趣的对话。我跟他

聊了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是语文课。要弄清楚怎

么上，先要明白上什么；要明白上什

么，先要明确这是什么课。这是语文

课吗？对，你是语文老师，上语文课，

很正常。2022 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

课程标准明确提出，以后各门学科都

要用 10%的课时进行“跨学科主题学

习”，这个就是“跨学科主题学习”，你

先行一步了。跨学科学习不是无学

科学习，而是基于某一学科而又面向

生活本身、事物本身的学习，你基于

语文学科，唐老师基于科学学科；而

面向的主题是“太湖蟹”，太湖蟹当然

不只是语文，也不只是科学，所以要

“跨学科”。

第二，上大概念。跨学科主题学

习上什么内容呀？语文跨学科主题

学习，当然是上语文。哦，那就是上

诗词中的螃蟹，就是上文学里的螃

蟹，找一些诗来读一读，找一些文章

来读一读，就好了？不是这样的，这

样的学习是碎片化的。碎片化？是

的，新课程倡导的是结构化，是专家

思维——这啥呀，概念太多了……这

样吧，直说了，你这课要上的是“大概

念”。诗词中的螃蟹也好，文学里的

螃蟹也罢，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

是人们把自己的思想、情感合理地寄

寓在相关事物之上了——对，这就是

大概念，这就是语文大概念。不只是

螃蟹，世间万物都可以寄托人类的情

思。文学就是这样，思乡的人把乡愁

寄寓其中，到了深秋时节，思念江南，

就思念太湖蟹，就吟蟹诗作蟹画，不

是吗？痛于横行霸道的诗人，则说人

家螃蟹走路的样子是横行霸道，其实

这关人家螃蟹啥事，还不是人把自己

的想法寄寓给它了？你说这横行霸

道吗？但是在春秋时期，人家就把螃

蟹看成是助力伍子胥的英雄，因此而

有了太湖流域特别品种汾湖蟹的大

小钳子呢。再者，为什么这些情思要

寄寓给螃蟹呢？寄寓给蚂蚁行吗？

当然可以，人们把勤劳、团结之类的

品质寄寓给了蚂蚁。

第三，怎样上大概念？大概念怎

么教？如果我们把大概念写在黑板

上，呈现在PPT上，让学生去背，这就

糟蹋了大概念。大概念要教的是“专

家思维”，而不是“专家结论”。专家

思维就是“像专家一样思考”。专家

因为掌握大概念，所以具有强大的解

释力，强大的迁移力，强大的洞察

力。专家获取大概念的过程，是一个

举三反一的过程；专家运用大概念的

过程，是一个举一反三的过程。对，

我们就按这个思路上大概念：第一部

分，通过“举三反一”理解大概念；第

二部分，通过“举一反三”运用大概

念。话就说到这里了，怎样“举三反

一”，如何“举一反三”，你自己去想

吧，你肯定想得到的……

大概念是结构化组织教学的核

心——我们刚才就是在讨论如何用大

概念结构化组织你的语文跨学科主题

学习，唐老师找到的大概念一定与你

的不一样，他会找科学大概念——你

看你看，大概念本身就是大概念，是课

程教学的一个大概念。

（作者系江苏省吴江实验小学教

育集团总校长）

大概念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 张菊荣

当我们在谈论课改时，习惯于谈论

什么？是概念、理念、现象，还是经验？

今天我们来谈谈课改过程中哪些

容易被遮蔽的现象。比如课堂在公开

课中被过度审美化；课改在一所学校

里出现“建了拆、拆了建”的现象；人们

对那些现象级课改经验追逐的多，却

追问的少；因为忙于创造课改经验，却

忽略了身处课改之中的人——教师与

学生，忙着追求解决眼前的问题，却掩

盖了问题背后更大的诉求。

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把手段

当成了目的；还有些时候，我们身处问

题之中却不自知。这是课改异化可能

造成的巨大风险。于是，我们需要自

我提醒：投身课改但不能沦为课改的

囚徒，赢得课改的阶段成果，却不能忘

记课改的终极目的。

课改只是通往理想教育的途径与

方法，成就人、发展人，基于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的育人才是目的。伴随着新

课标的发布，课改正在成为学校教育

新常态，我们有必要秉持把“课改”作

为方法的理念，再次审视课改的日常。

当我们在课改中常常“见小不见

大”“见事不见人”时，把课改作为方

法，就是要秉持教育的高阶思维——

高举“育人为本”的旗帜。华中师范大

学教授陈佑清曾这样批判：“我国中小

学教育的主流文化是以帮助学生取得

应试成功为核心取向，其他取向的教

育文化则为亚文化。”课改如果只是为

了提高分数，那么“教学将会降格为技

术”，教育的内涵将会被不断压缩。《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中“育

人”二字提到了19次。新课程倡导育

人为本，是以人为本基础上的深化，课

改不是以培养考试成功者为价值取向

的，而是培养具有核心素养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欣喜地看

到，那些优秀教师通常能够坚持育人

为本，能超越一堂课的目标，观照学生

的长远发展和精神成长。

当我们热衷于追逐名校经验而少

有追问时，把课改作为方法，就是跳出

经验的羁绊，保持独立思考。每一种

理念和经验都具有一定的遮蔽性，经

验让我们深刻认识某一点的同时，也

可能遮蔽了另一部分。从这个层面

说，“经验”是有毒的，始终保持开放性

和对复杂性的认识，才能走出对课改

认识的偏狭。我们也发现，当新一轮

课改到来的时候，一些曾经创造了课

改经验的名校长和专家，开始慢慢滑

入温柔却危险的陷阱。他们困在自己

的经验里，忙于捍卫自己的“课改正

确”，不断加固自己的经验，却很少反

观经验的漏洞与不足。在不断优化既

有经验这一点上，上海市静安区教育

学院附属学校张人利校长的“后茶馆

式”教学给我带来了一种启示。“后茶

馆式”教学从提出到今天，是不断发展

的，不断植入新的理念、技术和方法。

当我们总是习惯于从自己最熟悉

的地方出发时，把课改作为方法，就是

系统化、精准化实施，把学校课改方案

放在一个框架内有规划地推进。在实

践层面，课改往往是分阶段的。每个阶

段都有属于这个阶段的特定问题，不同

阶段的诉求自然不同。课改初始阶段

与中后期要解决的问题一定是不一样

的。课改的启动阶段需要求同存异，这

个时候共识力就是最好的免疫力，共识

力就是生产力；课改的深化阶段需要存

同求异，和而不同才产生更大的思想张

力。但是，课改又是非线性发展的。借

用怀特海谈到的“浪漫—精确—综合”

三个阶段，这既可以对应课程建设的阶

段，也可以对应教学改革的阶段。课改

源于浪漫，终于综合，精于精确。课改人

要厘清自己所处的课改阶段，并且不断

追问：学校的改革正处在何种阶段？迫

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课改在浪漫

阶段仅靠热情可以吗？

当我们迷失在花样翻新的技术创

新时，把课改作为方法，就是要敬畏复

杂，回归简单。当教学改革一直以“加

法逻辑”行进，且加到无以复加、不堪

重负时，最终必然会回到教学的基本

问题上来。这是一个改革者认识了教

学的复杂性之后复归简单的过程。那

么，教育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不外乎

处理好三个关系，即师生之间的关系，

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教书与育人之间

的关系。今天，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

教师因为课改被唤醒的同时，也看到

了课改的另一面，我们是否只触摸到

了课改的一角。指向方法和技术的课

改，往往需要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指

向文化和战略的课改，则需要发现并

解释技术之上的复杂性。

把“课改”作为方法
□ 褚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