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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概念是处于学科的核心地位、统摄学科知识、反映学科本质的学科思想和观念，对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育具有重要价值。学科大概念的提取也能满足英语教学中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的需要。为了进一步厘清

英语学科大概念的提取路径，本文以上教版高中英语必修教材为例，通过表格集中呈现和单元具体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归纳出“从理论到实践”和“从整体到个别”两种单元内容编排逻辑。基于大概念编排

教材内容在为教学设计服务的同时，不仅能使教学过程呈现出更加清晰的脉络，还能够有效建立沟通课

本知识与核心素养之间的桥梁，从而更好地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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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f big ideas is a discipline ideology and concept that occupies the core of the subject, 
encompasses disciplinary knowledge, and reflects the essence of the subject’s ideas and beliefs. It 
is of great value in cultivating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discipline. The extraction of big ideas 
can also meet the needs of both instrumental and humanistic aspects in English teaching. In order 
to further clarify the extraction path of big ideas of English discipline, this article takes th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Compulsory textbooks published by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as 
an example, and uses a combination of tabular presentation and unit specific analysis to summar-
ize two unit content arrangement logic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and “from the whole to the in-
dividual”. Organizing textbook content based on big ideas not only serves teaching design, but also 
presents a clearer contex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as well as effectively establishes a bridge be-
tween textbook knowledge and core competencies, thereby better promoting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subject core compet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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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概念的内涵与教学价值 

1.1. 大概念的内涵 

“大概念”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 1902 年，当时著名教育家杜威在《儿童与课程》中首次提出的“教

材心理化”，即“把各门学科的教材知识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它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经验上”[1]。这

一论断可以被视为大概念教学思想的萌芽。杜威这一教育思想给予了教师一定的教学启示，在教学中，

教师的职责并非简单陈述与灌输课本条目，更应该将内容结合实际，转化为符合学生认知水平的、切实

可用的知识。 
随后，怀特海通过进一步调查深入研究了当时的教学状况，并得出在现有的教学模式下，学生的知

识学习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只掌握了“惰性知识”[2]，无法在学科之间乃至单元之间进行知识迁移，

更遑论课本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运用。于是，他提出学生应该掌握“少而重要”的“学科核心观念”

[2]。这也要求教师在传授知识之余还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概括总结，引导学生掌握更上位的、更具普遍

价值意义的核心概念，以培养学生理解、运用所学知识，并对已有知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抽象提炼的思维

能力。 
在此基础上，布鲁纳将大概念视角下的教学要求具体化，指出“务必使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

[3]。他所说的“基本结构”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及知识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也正是大概念的内

涵所在。在他看来，迁移是教育过程的核心，而对基本结构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掌握知识的本质，从而能

够自如地运用知识，并逐渐学会知识的迁移。一方面，建立已有知识和新知识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学生更

迅速有效地吸收新知识；另一方面，通过对所学知识的思考提炼，学生可以对学科知识形成更加深入、

内化的思考，建构具有个人意义的概念性理解，从而形成可迁移的“专家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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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大概念与核心素养的关系 

为了将大概念的教育思想运用到具体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后继研究者们针对各类学科的特点设计出

了不同的教学模式。最先兴起的是基于大概念理论的 STEM 学科课程的设计。随后，在社会科学领域，

埃里克森提出了“知识的结构”(见图 1) [4]，这一模式较为适用于事实或概念性内容驱动的学科。而她

的搭档兰宁则在此基础上补充了“过程的结构”(如图 1) [4]，以更好地适应语言与艺术类等过程驱动型

学科的概念学习，即将过程、策略、技能看作是帮助学生接触和探究学习内容的工具。换言之，“知识

的结构”与“过程的结构”分别用于提取“内容知识的大概念”和“过程技能的大概念”[4]。这两方面

的概念在学生学习和个人发展中都是不可或缺的，也与近年来在我国各教育阶段课程标准中频繁提到的

培育“核心素养”的要求有着密切联系。《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修订)》指出，“学科

核心素养是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5]。以上三种素养可分为“有形的学科技能”与“无形的价值品质”两类，而这些新课标要求的

核心素养显然无法仅仅通过课本知识的习得而培养。大概念的出现能够很好地解决这一难题，在课本知

识与核心素养间架起的桥梁，将具体零散的课本知识抽象总结提炼成具有普适意义的综合性概念，只有

这样才能盘活教材，形成可迁移的概念性理解，切实服务于学生的能力和思维观念的培养，以实现学科

育人价值。 
 

 
Figure 1. Conceptual frameworks of “structure of knowledge” and “structure of process” [4] 
图 1. “知识的结构”和“过程的结构”概念框架[4] 

1.3. 大概念与英语教学相关研究 

英语是当今世界国际交流的主要语言，学习英语是汲取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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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理解与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提和必要途径。但同时，英语作为一门工具性学科具有很强的实践性，这

也导致了多年来英语教学中重技能轻人文的倾向。教学目标更多聚焦于词汇、语法等浅层知识的讲解与

训练，“忽视语言背后的主题意义和文化价值，导致教学碎片化、表层化”[6]。为了改变这一现状，英

语教学需要兼顾“知识的结构”与“过程的结构”，这本质上也体现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内在要求。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修订)》将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分为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

维品质和学习能力四个方面。课程标准针对思维品质目标提出了“梳理、概括信息，建构新概念”[5]的
论述，而在语言能力目标中也出现了“整合性地运用已有语言知识”[5]的要求。这些论述恰恰体现了“大

概念”的思想，要求英语教师在针对语言进行工具性的操练之外，同时加强对英语学科文化内涵和育人

功能的开发与提炼。为实现这一目标，教学方式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知识的机械性学习，而应该从具体

精确的主题和事实中提取抽象而可迁移的概念，自下而上形成深度理解，将学科知识的教授转化为核心

素养的培育，从而实现育人目标。 
在从课本内容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探索中，王蔷等(2022)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英语学科大观念构成框架

(见图 2)，将“知识的结构”与“过程的结构”相结合，实现工具性与人文性并举。因此，本文将参考此

框架，从主题大观念和语言大观念两个方面结合分析高中英语教材大概念的呈现方法，并联系核心素养

要求，探索教材育人主题。 
 

 
Figure 2. Structure diagrammatic sketch of big ideas of English discipline [6] 
图 2. 英语学科大观念构成示意图[6] 

2. 基于大概念的高中英语教材编排 

2.1. 文献综述 

我国《普通高中课程标准(2017 年版)》首次使用大概念思想统整各学科课程内容，就英语这门具体

学科而言，国内外有关英语学科大概念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笔者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查阅分析

发现，现有研究主要围绕教材和教学两方面展开。Jonathan Lambert (2018)举例分析了学生如何从一个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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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为主题的单元出发，结合生活经历、自己的母语等构建新旧知识的桥梁并提炼大概念，最后完成一

本双语故事书的学习过程[7]。Kim 等(2018)在课堂上把气候变化与全球问题联系起来，确立了“讨论和

建议减少全球变暖的方法”等大概念，并根据大概念设计与课堂活动一致的持续评估[8]。Seo (2019)在分

析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英语语言艺术课程大概念的基础上，探索韩语学科大概念的提取利用方法[9]。
而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及一线教师在大概念视角下对不同学段教材进行分析。梁传玲(2022)、林月霞

(2022)等分别以大概念为核心，选取某一特定单元进行小学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研究。沈洁(2022)“围

绕大概念的发展进程明确单元教学目标，细分教学课时”[10]，结合“教–学–评”一体化理念，探索单

元整体教学的可视化实践路径。李长健(2022)将大概念视角下的小学英语整合性教学分为学科内教学内容

整合、跨学科教学内容整合以及学校教育与现实世界的整合三条路径，并具体探讨其可行性，展现教学

实践案例[11]。王德美(2021)提出了基于大概念开展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思路和方法，并呈现了

三种构建单元教学的大概念的方式[12]。 
通过阅读与分析已有文献，笔者发现有关英语学科大概念的现有研究大多针对个别单元进行大概念

指导下的教学设计，少有学者研究教材本身的内容呈现和设计编排思路。因此，本文选择分析整本教材

中展现出的单元大概念，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三个单元举例分析该教材内容编排的逻辑思路。同时，为

了保证研究内容符合新课标指导下的教学要求且具有创新性，本文选取上海教育出版社在 2020 年出版的

《普通高中教科书·英语》三册必修教材进行分析。该教材在新课标指导下编辑出版，符合英语学科核

心素养培养的各方面要求，而且针对本套教材的研究成果较少，因此本文在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实践意义。 

2.2. 大概念的呈现 

根据王蔷等(2022)设计的英语学科大观念构成框架，单元主题下的多个语篇可以提炼出体现“过程的

结构”的语言大概念和体现“知识的结构”的主题大概念，而两者结合可以总结出完整的单元大概念。

根据此框架，该部分将对三册必修教材各个单元的大概念进行集中展示，以表格的形式分别列述每个单

元的语言大概念、主题大概念以及两者共同提炼出的单元大概念(见表 1)。 
 

Table 1. Big ideas of each unit in textbooks 
表 1. 教材各单元大概念 

教材 单元 单元标题 语言大概念 主题大概念 单元大概念 

必
修
一 

Unit 1 Our world 现在进行时的被动语态，书

信写作 

世界各地的人们有不同

的生活，积极参加国际志

愿服务 

认识我们的世界和不同的生

活 

Unit 2 Places 过去将来时，旅行日志写作 风景名胜，旅行见闻 欣赏并记录旅途风景与见闻 

Unit 3 Choices 关系从句和关系代词，留言

写作 
食品购买与运输，绿色生

活 
了解食品生产运输过程，选

择绿色生活 

Unit 4 My space 关系从句和关系副词，描述

房间 房屋建筑背后的故事 介绍家庭住宅和个人空间，

我爱我家 

必
修
二 

Unit 1 No limits 省略句，描写人物 极限运动，恐惧 了解探索极限的心理，直面

恐惧 

Unit 2 Roads to education 分词作定语，议论文写作 教育，学生生活 思考教育的价值和意义 

Unit 3 Progress? 现在分词作状语，邮件写作 全球化，创业 认识全球化对生活各个方面

的影响 

Unit 4 Achievements 不定式做状语，议论文写作 战胜困难 战胜困难，坚持不懈，实现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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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必
修
三 

Unit 1 The media 分词做宾语补足语，撰写影

评 媒体工作，影视作品 认识媒体工作和各种现代媒

体 

Unit 2 The things  
around us 被动结构，说明文写作 商品生产制造 了解身边产品生产制造背后

的过程 

Unit 3 The way we are 动词不定式修饰名词，撰写

回信 不同的美，外表 接纳不同的外表、认识不同

的美 

Unit 4 Travellers’ tales 分词做状语，旅行故事 旅行 认识旅行对生活的意义 

2.3. 单元内容编排 

通过对教材的单元大概念整合分析，笔者发现各单元中不同板块的内容都较为紧密地围绕一个主题

展开，而彼此之间的关系主要呈现从理论到实践和从整体到个别两种编排逻辑。 
英语必修第一册第一单元总体呈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编排逻辑(见图 3)。该单元的标题为 Our World，

单元大概念为认识我们的世界和不同的生活。其中，Reading and Interaction 模块通过一部纪实电影介绍

了世界不同地区人们的不同生活，Grammar Activity 模块则通过对 Li Zhen 的采访介绍了 UNICEF 的工作

以及这一组织任何了解、帮助世界各地有需要的人们。而在单元后半部分，Listening and Speaking 板块引

导学生具体了解面向不同地区的需求的志愿者项目并切实思考自己参与志愿工作的计划和自己可能面对

的机会与挑战。同时，Writing 部分以书信写作为载体，引导学生关注自己的高中生活。此外，Cultural Focus
板块作为拓展补充，向学生介绍如何认识与了解不同的文化。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可以对自己生活

的世界有更具体而感性的认知，并初步了解如何认识世界的不同以及如何了解不同的人们乃至为他们提

供帮助。 
 

 
Figure 3. Content arrangement of Unit 1, Book 1 
图 3. 必修一第一单元各模块编排 

 

必修第三册的第三单元则体现了从整体到个别的编排逻辑(见图 4)。该单元的标题为 The Way We Are，
单元大概念为接纳不同的外表、认识不同的美。其中，Reading and Interaction 模块展现了不同文化、不

同时代的人们如何定义美的标准，Grammar Activity 模块则介绍了动物不同的外表如何帮助他们在自然界

生存。而在单元后半部分，Listening and Speaking 板块引导学生思考自己对外界展现了怎样的形象。同时，

Cultural 
focus如何认

识文化

Unit1 Our world

Writing
我的高中
新生活

Grammar 
activity

UNICEF如何帮
助不同地区的

人们

Listening and 
speaking

计划参加一项志愿
服务

Reading and 
interaction

世界各地的人们过
着不同的生活

实践：如何认识世界的不同理论：世界上存在的不同

大概念：认识我们的世界和不同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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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部分以书信写作为载体，要求学生给一位有容貌焦虑的青少年回信以为他提供帮助。此外，Cultural 
Focus 板块作为拓展补充，向学生介绍了苗族人们的传统着装与饰品。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可以了解

美的不同内涵，学会欣赏不同的美，做到美美与共，同时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引导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外

在，发掘、欣赏自己的美。 
 

 
Figure 4. Content arrangement of Unit 3, Book 3 
图 4. 必修三第三单元各模块编排 

 

 
Figure 5. Content arrangement of Unit 3, Book 2 
图 5. 必修二第三单元各模块编排 

 

除此之外，也有单元将两种逻辑相结合进行内容的编排，例如必修第二册的第三单元(见图 5)。该单

元的标题为 Progress?，单元大概念为认识全球化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其中，Reading and Interaction
模块整体展现了全球化的发展历史和它对我们购物、娱乐、旅行等生活不同方面的影响，Grammar Activity

Cultural 
focus苗族的
传统着装与

饰品

Grammar activity
动物的外表如何
帮助他们生存

Listening and 
speaking

我们对外界展现的
形象

Writing
帮助容貌
焦虑的青
少年

Unit3 The way we are

Reading and 
interaction

美的不同定义

个别：如何接纳、欣赏自己的美整体：人类与动物不同的美与外表

大概念：接纳不同的外表、认识不同的美

大概念：认识全球化对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

Unit3 Progress?

Cultural focus
英语随着全球
化发展而变革

Writing
咨询出国
游学信息

Reading and 
interaction

全球化发展历史和对
生活不同方面的影响

Grammar 
activity

在全球化背景下
建立商业活动

Listening and 
speaking

制定商业计划

个别：全球化对生活不同方面的影响整体：全球化发展

实践：创新和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全球化发展及其带来的变化与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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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则介绍了在此背景下，人们如何建立商业活动。而在单元后半部分，Listening and Speaking 板块引导

学生思考如果自己参加了创业创新比赛将如何制定商业计划。同时，Writing 部分以电子邮件写作为载体，

要求学生想象一次出国游学，并尝试向对方学习询问具体信息。此外，Cultural Focus 板块作为拓展补充，

向学生介绍了英语这门语言如何在全球化的历史发展中变革。通过本单元的学习，学生可以进一步了解

全球化对生活中各个方面产生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规划培养自身的跨文化交际和实践创造能力。 

3. 总结 

3.1. 基于大概念编排教材的教学意义 

以上两种编排逻辑在本套英语教材各单元的编排中均有一定程度的体现。一方面，这样的逻辑顺序

符合威金斯和麦格泰提出的单元逆向设计三步骤理论，即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设计学

习体验和教学[13]。在此基础上，也有很多后期学者进一步细化明确单元设计思路，如国内的李刚和吕立

杰提出了单元开发的七步框架：选择单元主题，筛选大概念群，确定关键概念，识别基本问题，编写单

元目标，开发学习活动和设计评价方案[14]。这些理念无一不体现了逆向思维的方法设计，将确定单元预

期学习目标，亦即单元主题置于先导地位，以单元大概念引领语篇等材料编排和实际教学逻辑，“有利

于教师从更高位的角度解读单元教学文本，从而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15]，使教学内容脉络清晰。另

一方面，逆向教学设计可以很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心理建构过程，既能通过大概念的先行展现帮助学生

迅速掌握学习目标，也有利于学生循序渐进、完整全面地理解单元大观念，同时还能潜移默化地向学生

传授科学高效的学习策略，培养其思维和学习能力。 

3.2. 对学生核心素养提高的意义 

提取、学习英语学科大概念是培养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和必要手段。其中，语言大概念构建学生对

英语语言技能的习得与实践，主题大概念则指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思维方式价值认知，两者相结合，使单

元内容框架清晰明确，“帮助学生在碎片化的知识点之间建立合理关联，形成结构化、系统性的核心观

念，为指向高阶思维的迁移与创造奠定基础”[6]。通过对大概念的学习与认知，学生四个方面的核心素

养都能得到有效的提高。在语言能力方面，学生能够以听、说、读、看、写等基本能力的习得为抓手，

拓展国际视野和思维方式，培养其开展跨文化交流的实践能力。在文化意识层面，主题大概念中的价值

取向引导学生形成理解中外文化、认同优秀文化的意识，以语言为工具介绍他国优秀文化和中华传统文

化，培养学生树立文化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思维品质方面，学生得以“从跨文化视角观察和

认识世界”，同时也能通过对主题概念的学习建立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在学习能力层面，对大概念的总

结提炼培养学生形成良好的学习方法，以此为核心联结各个零散的知识点，从而学习到深层次的、可迁

移的知识，进而构建自己理解的认知框架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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