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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观念的理解与运用体现出核心素养的本质要求，促进学习迁移的大观念有助于落实
核心素养，隐含主要问题的大观念架构起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 在实践运作时，从大观念设计
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方案需要考虑五项关键行动，即选择核心素养等既有目标、从既有目标
中确定大观念、依托大观念形成一致性的目标体系、基于大观念的学习要求设计评价方案、围
绕主要问题创设与组织学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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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正式出台，“核心素养”这个广受人们青睐
的热词被推向新的高度，将成为未来学校教育的主流话语。 就广大中小学教师
而言，核心素养的引入对教师专业行为提出新的要求，教学方案的变革是他们
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本文主要聚焦一门学科课程，立足于我国的课程教学传统，
从大观念角度探讨学科课程教学方案的设计，希冀为引领实践的变革提供一种
探索性的思路或框架。

一、何谓大观念

就中文字面来看，大观念与大概念、大想法、大思想等词语同义，它能让我们
联想起诸多远大的抱负。 在课程与教学领域，大观念（big idea）则有着特定的内
涵，较早可追溯至六十多年前布鲁纳（J. S. Bruner）倡导的学科结构运动。

这场举世瞩目的运动源于一种假定：任何学科都拥有一个基本结构。 在布
鲁纳看来，掌握学科的结构就是，以允许许多事物有意义且相互关联的方式来
理解该学科，习得结构就是学习理解事物如何相互关联。 以代数为例，它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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