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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研究

五育并举视域下的

学校课程融合 ： 理据 、 形态与方式

郝志军 ， 刘 晓荷

钟震敎菌Ｉ孝Ｗ究晓 课海教 京 １ 〇 〇 〇輪

摘要 ： 新时代学校课程必须在五育并举的理念下 ， 从课程设置 、 课程结构 内 容

和组织方式等方 面进行深刻变革 ， 在做祝分科课程的 同 时 ， 强化课赛的综合性和实

践性 ， 推进跨学科课程融合 ， 充 分发挥课程的 综合育人价值 。 课程融合是基于 完整

生命主体的发展需求 ， 指 甸全面发展人 的 育人 目 标 ； 基于知识融会贯通 ， 指向形成

整体性的 思维方式 ｉ 基于 育人方式创新 ， 指 向基础教育 ｉ果程改革緣化 。 为此 ， 学校

课程着力构建起为 促进人全面发展的
“

活动 知识 社会
”

三位一体的课程融合维

构框架 ， 通过概念 、 主题 、 现象和方法等整合方式 ， 谬成学科 间融合课程 、 领域 间

融合课程和活动融合课程的课程形 态 ， 真正实现五育并箏 、 融合育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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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的提 出

党的十九居五中全会提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发展 目 标 ， 为我 國 教育改革发展指 明了方

向 。 全面发展教育体系是培养德宵体美劳全面发

展人的本质要求 。 ２０ １ ８ 年 ？ 全茵教育大会从国

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和未来人才培养的长

远需求出发 ， 总体确立了
ｗ

五育弁举
”

的全面发

．

展教育体系 。 全属教育大会以后 ， 党和国家陆续

颁布 了
一

系列政策文件 ， 如 中共中 央 Ｍ 务 院

（〈关于全面加 强新 时代大中ｖｊ
、学劳动教育时意

见 》 、 教育鄧 《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 （试

行 ） 》 、 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

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ｉ 和 ｆ关于

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 的袁见 》

鬌 表明我 国 已经总体上构建起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培养体系和ｆ人裕局 。 但要形成更富质暈的

敎育体系坯有很长的路要走 。 从瓦會的基本内涵

上讲 ， 要从五盲券举走向五育融合 ， 形成更窩水

平的全面发展教育体系 ， 至少有三个方面的 内容

霄要加强和研究 ：

一是
“

立起来
”

， 五育一个都

不能少 ｅ 这是＿本条件 ， 是底线。 现在从政策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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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和制度层面是做到 了 ， 但要真正落实 ， 还要下

很大功夫 。
二是

“

强起来
”

， 五育都要强 。 要充

分落实各育的培养 目标和任务 ， 实现各育独特的

育人价值 ， 在保持和优化智育的 同时 ， 坚持德育

为先 ， 全面加强和改进体育 、 美育和劳动教育 ，

彻底扭转
“

疏于德 、 弱于体 、 少于美 、 缺于劳
”

的弱项和短板 。 三是
“

通起来
”

， 五育相互促进 ，

协同综合育人 。 五育并举并不是各 自 为政 、 互不

相通 ， 而是要有效地推进五育融合 ， 体现五育优

势互补 ， 发挥五育的综合协同育人价值 ， 真正实

现
“

１
＋ 

１＞ ２
”

的育人功效 。 学校课程作为高质

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立德树人的核心环

节 ， 必须在新时代五育并举的理念下 ， 从课程设

置 、 课程结构 内容和组织方式等方面进行深刻变

革 ， 在做优分科课程的 同时 ， 强化课程的综合性

和实践性 ， 推进跨学科课程融合 ， 实现课程的综

合育人价值 。

二
、 学校课程融合的基点和依据

（

一

） 基于完整生命主体的发展需求 ， 指 向全面

发展人的 育人 目 标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 是新时代教育方针的本质规定 。 教育

中 的人是活生生的生命主体 ， 这种生命是人的 自

然生命 、 社会生命 、 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统一

体 ， 凝聚身体 、 认知 、 情感 、 审美 的 聚合元素 ，

而活动 （劳作 ） 则是人生命状态发展成熟的基本

机制 。 可 以说 ， 人 的生命是完整 的 ， 不可分割

的 。 在马克思看来 ， 完整的人就是
“

以
一种全面

的方式 占有 自 己 的全面本质
”

［ １ ］“

人的本质

不是单个人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上 ， 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
２
］教育的根本 目 的就是按照

人生命的发展规律和需求 ， 通过施加积极正向 的

影响使人的生命丰满完善 ， 从可能的状态变为现

实的状态 。 也就是说 ， 真正的教育并非
“

只是获

取知识 ， 聚集事实 ， 将之编集汇合 ； 教育是把生

活当作一个整体而明 白其中 的意义… …教育的功

用在于培育完整的人 ， 因而是具有智慧的人
”

。

［
３
］

怀特海认为 ， 人的生命发展特别是智力 的发展具

有明显的周期性和阶段性特征 ， 教育必须在相应

的阶段施以特别 的课程科 目 和方法 。

［ ４ ］ 他把学生

的智力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 浪漫阶段 、 精确阶段

和综合阶段 。 浪漫 阶段是
“

开始理解 的 阶段
”

，

其主题是以生动 、 直观的方式探索新鲜事物 ， 发

现种种未知的联系和可能性 ； 精确阶段关注对知

识的精确表达 ， 精确而系统地 阐述浪漫阶段所了

解的知识及知识之间的联系 ， 明晰课程学习 的全

部重点 ； 综合阶段就是综合运用知识去现实生活

和复杂情境中解决问题 、 迎接挑战 。

［
４
］
２Ｍ ４

在学生

整个生命活动和智力发展过程 中 ， 教育始终引导

学生走向
“

智慧
”

之路 。

“

智慧是把握知识 的方

式 。 它涉及如何处理知识 ， 如何选择知识去解决

相关问题 ， 如何运用知识使我们的直接经验更有

价值 。 对知识的这种掌握便是智慧 ， 这是我们所

能得到的最切身 的 自 由
”

［
４
］
３ ７

我们 的学校课程应

该为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提供正确的完整的价值

观念和知识方法 ， 尤其在基础教育阶段 ， 相对均

衡地 、 融合地开设学生整体生命发展系统课程 ，

为学生从 自然生命走向文化生命和精神生命 ， 走

向智慧生活提供充足的养分和原料 。 对
“

什么知

识最有价值
”

的考问应该让位于
“

谁的知识最有

价值
”

进而走向
“

为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

现实应

答 。 知识的潜在价值是在满足主体生命发展的现

实需要并成为主体生命的构成时才能真正体现其

育人价值 。

“

说到底 ， 我们的学生是活生生的人 ，

不是可以分成许多小块的游戏拼板 。 生产一台机

器时 ， 装配的力量来 自它的外部 ， 这种力量是把

各个零件组合起来 。 生命有机体的情况则是完全

不 同 ， 它 是 依 靠 自 身 的 活 动 进 行 自 我 发 展

的
”

。

Ｗ ４ ７

可见 ， 促进完整人的发展 ， 应当是学校

课程变革的根本遵循 。

（
二 ） 基于知识融会贯通 ， 指 向 学生形成整体性

的 思维方式

美国科学家 、 思想家爱德华 ？ 威尔逊 （Ｗ ｉ ｌ

ｓ ｏｎ
，Ｅ ．０ ）在《知识大融通 ２ １ 世纪的科学

与人文 》
一

书 中写道 ：

“

这个世界的运行方式如

果支持知识融通的存在 ， 我相信人类文化产业最

终可 以归入科学的范畴 ， 我所指的包括 自然科学

和人文科学 （尤其是创造性艺术 ） 。 这两个领域

将是 ２ １ 世纪的两个主要分支 。 而社会科学的各

个部门将继续细分……将使一部分社会科学变成

生物学或生物学的延伸 ， 而另一部分则和人文学

科相结合 。 在这个过程 中 ， 从哲学 、 历史到道德

理性分析 、 比较宗教学和艺术诠释等 的人文学



科 ， 都会向科学靠拢 ， 并且有一部分会和科学结

合
”

。

［ ５ ］这 向我们说明 ， 未来的世界将是更加依存

和不可分割 的世界 ， 知识的大融通已是不可逆转

的趋势 ， 教育改革 ， 尤其是课程改革
“

都必须在

学术研究和教学上 ， 强调 自 然科学与社会科学 、

人文科学之间 的融通
”

。

［ ５ ］ １ ９

世界知识的融通 ， 将

是一种完整的知识图景 ： 知识的关联与转化 、 学

科之间 的融合 、 课程的综合导引着课程的深度变

革 。 实际上 ， 人接受教育 ， 就是在完整的知识文

化中熏陶滋养 ， 而不是仅仅学习或灌输一些支离

破碎的知识 。 尽管科学在研究知识的过程中用到

分解的方法 ， 但这是为知识 的完整性而做 的环

节 。

“

虽然科学的进步是借 由 把一般现象归纳成

可研究的成分 ， 但是科学的 目标并不在于降低总

体的完整性 。 相反 ， 科学程序的另
一半是整合元

素以重新创造原始的整体 。 实际上 ， 这也正是科

学的终极 目标
”

。

［
５
］
２ ９ ６

然而 ， 我们的教育
“

从小学

起它就教我们孤立对象 （于其环境 ） 、 划分学科

（而不是发现它们的联系 ） 、 分别问题 （而不是把

它们加 以连接和整合 ）
… …在这种形势下 ， 年轻

的头脑会失去它们把知识加 以背景化和在总体中

把其加 以整合的 自然禀赋
”

。

［ ６ ］

这种把知识分割化

的做法需要在学校课程变革 中予以修正 ， 通过课

程融合或整合 的方式 ， 实现知识 的完整性 和融

通性 。

我们强调学校课程融合 ，

一方面 ， 对时代知

识融通的发展趋势的 回应 ； 另
一方面 ， 通过学校

课程融合或整合 ， 试图培养学生形成整体性思维

方式 ， 以积极应对不确定的 、 复杂的世界和多样

化的社会生活情境 。 与
“

只见树木 、 不见森林
”

的机械还原论相对 ， 整体性思维方式作为一种从

整体把握世界的方法论 ， 主张研究整体时 ， 不分

解整体 ， 要保持整体的完整性和全面性 ， 要通过

综合或整合 ， 把各个部分 、 各个要素 、 各个方面

联系起来 ， 有机地组合起来 ， 使之成为一个有机

整体 。 要求揭示系统的部分 、 要素诸方面所不具

有的整体性质 ， 从而发现全新的系统整体具有的

性质 。

“

科学的最高任务不只是达到 同
一性和相

同性 ， 而是要更进一步达到各种不相通的东西相

互融合的整体 ， 也就是要达到天地万物之间的相

通相融
”

。

［ ７ ］在整体性思维方式 中 ， 关键要把握好

事物间 的关系或联系 ， 即培养关系性思维 ： 在世

界的普遍联系 中 ， 在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 中 ， 把

握事物的本质 ， 不仅要从事物的 同一性或肯定性

方面去理解 ， 而且要从事物的对立面 、 否定性方

面去理解 ， 通过正反两方的关系作用去理解去认

识事物 。 就是说 ， 课程系统是整个教育系统的子

系统 ， 内外部相关系统及 因素极其复杂 ， 涉及与

人发展有关的方方面面 的系统关系 ， 用单一 的 、

线性的思维方式 ， 不可能把握课程 问题的全部 ，

必须用整体性思维方式审视学校课程 的结构性

变革 。

（三 ） 基于育人方式创新 ， 指 向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深化

全面深化课程改革 ， 建立健全综合协调 、 充

满活力 的育人体制机制 ， 创新育人方式 ， 是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 近年来 ， 在发展

学生核心素养 目标统领下 ， 坚持德育为先 、 能力

为重 、 全面发展的课程改革理念 ， 我 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

优化 ， 对于培养适应学生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 品格和关键能力 发挥 了重要 的支撑作

用 。
２０ １ ９ 年中共中 央 国 务院 《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 指出 ， 要

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 ， 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 ，

探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 ， 开展研究型 、

项 目化 、 合作式学习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

新时代推进普通高 中育人方式改革 的指导意见 》

也指 出 ， 全面实施新课程新教材 ， 积极探索基于

情境 、 问题导 向 的互动式 、 启发式 、 探究式 、 体

验式等课堂教学 ， 注重加强课题研究 、 项 目 设

计 、 研究性学习等跨学科综合性教学 ， 认真开展

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验教学 。 这些文件进一步

明确 了基于学校课堂主阵地的课程融合 ， 是开展

课程综合化教学 的基本依据 ， 是创新育人方式 、

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途径 。 从世界各 国

课程改革的共同趋势来看 ， 着眼未来整体性和创

新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 ， 许多 国家和地区积极倡导

开设综合课程 ， 鼓励通过跨学科综合创新育人方

式 ， 聚焦于学生实践 、 体验与发展 ， 相继开设主

题式 、 项 目式 、 任务式的综合性课程 ， 为我 国课

程改革发展提供借鉴 。

［
８
］ 近年来 ， 芬兰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强调实践性 、 项 目式 、 探究合作型的课

程融合设计和实施 ， 引起人们较大关注 。 其实 ，



这与芬兰长期以来
一直攀行的其有道德感的

？ ？

完

整人
￥

的培养 目标 Ｔ 并將此 目标實穿融入教會教

学魂韋各方面 ｓ 擧檢课程、 教学＊ 评价 、 组织．

都为实现
ａ

全人发展
”

这一共同的 目 的服务 ， 不

词莩科既各長发展 ， 又为了
一个共同的 目标相互

补充的举措 ， 有童裏夫系 沪
１贫充分证明 ， 课程

融含暴世界各个国家 、 地囟在课程玻革进程中敢

共同选择 ４

三 、 学校课程融合的基本形态

（
一

） 学校课程融舍框架

在学较课程结梅体系 中 ，

＂

人与知识
”

的关

系 ， 是
＂

学与所学
”

的关系 ， 也是主导性关系 ０

就是说 ， 课程设计和实施的过程是崔±咅养 目 标的

指引下 ， 驟力解决
“

人与知识
”

的关系问题 。 其

中 ， 课程知识是主体学习内化的对象和内容 ， 人

自觉 自 主的实践活动就是人逋过学习知识促进发

展的基本机制和方式 ，９＿时 ，

“

人与知识
”

的关

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适应和满足社会发癀对

人成长成才需要而体现 出来的 。 这样 ＾ 知识 内

容 、 社会生活和主体活动共同构成学校课程的荦

构 。 学校课程融含框架就是分别基于上述三个要

素而构成的 ： 即＿于知识 （学科 ） 的课程融合 、

基于社会生活的课程融合和基于括动经验的课程

融＊ Ｓ

概括地讲 ， 学校课程融
？

合是遵循
１ ？

五育并

举
＊＊

的思想理念 ， 以培养德智体美劳全商发展的

人为 目 标 ， 以知识 、 社会生活和活动经验为融合

本位 ， 推动学校课裎的学斜内外 、 颡域内外的深

度融合 ， 构建起为促进人全面发展的
▲
知识 社

会 活动
ｗ

三俊一体的课程融合框架 ， 如下图 。

（ 二 ） 学校课獐融合的基本形 态

＿绕全面发展的培养 目标 ， 优化学校谏輕结

构 ， 强化學校课程前综合性与卖践性 ， 在充分发

挥各学科独特育人功能的同肘 ， 构建跨学科的综

食化课ｆ呈体 系 ， 通过概念 ４ 任务 、 主题 （话题 ）

和项 目等整合方式 ， 将不同学科 、 不周领域 、 不

同学段的 内容 、 知识、 思想 、 经验 ， 以适合学生

发展的方式进行融合渗透 ， 形成
＂

学科十
ｈ

的课

程形态 ， 即
ａ

学科
“

攀科＋注括
”

科＋社会
”“

：学科＋栝动
”

的课程形态 ６ 依据融

合程度从低到譯 ， 在要：有以下三种类氣

第一 ， 学科间融合课程 （学科 ＋学科 ）
，
即

基于知识 （学科 ） 本位的融合谋程 。 知识本位的

融合谋程是財拳科间相互关联的知识整合融通而

形成的课程形态 ， 表现为基于学科又超越学科的

综合性课程 。 学校可根据学情 ， 弹性 、 灵活地搭

建学科课程融合的
‘ ？

脚手架％ 将主题接近 、 内

容柑关 、 知识重叠的不 同 学科知识进行融合设

计 ， 或提炼 、 或含并 、 或删减 、 或再造为系对主

题肉容， 以概念集 、 学科住务群为抓手， 促进知

识的深度 内 化 ， 推动课程内 容 的结构化 、 融合

化 。 基于知识 （学料 ） 本位融合的具体课程 ：形

态 ， 主要包括单元主题设计课程 、 大概念俊计课

程 、 任务群课程等 麥指出的是 ， 学科间融合

课程包括攀科内融合课程 ， 由予＃科内融合谋程

的融食程貢较低 ， 故在此没有单列 。

第二 ， 领域 间ｍ合课裎 ｆ学科＋社会、 学

科＋生辭 ） ， 即基于社舍生活需求本位的融合课

程 。 社会生活需求本位的融合谋程是基于现实的

社会＆活或个人生活成长中时真实问题 ， 通过项

目 、 调查 、 讨论 、 研学等形式， 顧关注具有普

遍性 、 热点性、 争议性的社会性主题或问题 ， 运

用所学相关学科知识或重新选择知识素材 ， 构建

聚焦于时下而叉面向未来的融合课程内容体 系 ，

推进钡域内外知轵的深度融含 ８ 学校可以共同关

注的社会议题为核心 （如健康与生命 、 构通与交

往 、 食物与农业 、 民生与发羅、 资源与生态等 ） ，

充分利用学校所处地区的社会资輝ｖ 将鲜活的社

会话题与学科知谀迸行有机融合 ， 使学生遂參掌

握参与经济生活 、 政治决策 、 公众对话等社会活

动所需的知识 、 技能与态度 ， 强化孪生的批判力

与
：深度思考力 ，

［
ｉ ｕ

］
２ ４ ｕ

形成含格公民的服务意识和



责任意识以及正确的生态观和文明观 。 基于社会

生活需求本位的融合课程形态主要有 ：

“

科学 技

术 社会
”

课程 （ ＳＴＳ ：Ｓｃ 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ａｎｄ

Ｓｏｃ ｉｅｔｙ ） 、 ＳＴＥＡＭ课 程 （ Ｓｃ ｉ 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

Ｅｎ
ｇ

ｉｎｅｅｒ ｉｎ
ｇ ，ＡｒｔａｎｄＭａｔｈｅｍａｔ ｉ ｃｓ ） 等 。

第三 ， 活动经验融合课程 （学科 ＋ 活动 ） ，

即基于主体活动经验本位的融合课程 。 主体活动

经验本位的融合课程聚焦学生真实的生活经验和

发展需求 ， 通过主体积极主动的活动 ， 构建源于

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融合课程内容体系 ， 使课程

从书本世界走 向生活世界 ， 从客体世界走向主体

世界 ， 形成以学生活动经验 、 发展需求为 中心的

课程形态 。 教师应以学生为 中心 ， 倡导各学科教

师在传授本学科知识的 同时 ， 紧密联系与学生 自

身成长经历 、 生活经验的实际来统整 、 调动多学

科的知识与方法 ， 去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 ， 让学

生的所学所得能够真正触及现实生活 ， 逐步形成
“

教室小课堂 学校 中课堂 社会大课堂
”

的融

合课程 。 其具体 的课程形态 ， 如项 目 学 习 课程

（ ＰＢＬＰ ｒｏｂ ｌ ｅｍ ／Ｐｒｏ
ｊ
ｅ ｃ ｔ Ｂａ ｓｅｄＬｅａ ｒｎ ｉｎｇ ） 、 劳 动

课程 、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 班团 队活动课程等 。

活动经验本位的融合课程是跨学科融合程度最高

的课程形态 ， 学生通过知识技术运用 、 项 目 实

践 、 设计探究 、 动手操作 、 问题解决 、 体验感悟

等活动方式 ， 多方位 、 多领域 、 多层面 、 多途径

获得真实的认识和成果 ， 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

具有重要意义 。

四 、 学校课程融合的主要方式

（

一

） 概念统整的课程融合方式

概念是对现象或事实 的抽象性 、 概括性认

识 ， 反映事物或知识的本质性联系 。 在某种意义

上 ， 学科课程的核心概念就是对学科课程的性质

和规律的提炼 ， 理解 了核心概念就是把握和突破

了学科课程的重点和关键点 。 很多时候 ， 概念尽

管出现在学科课程中 ， 如学科核心素养 ， 但要全

面把握 、 深度理解和迁移运用概念 ， 并非单一学

科知识所能完成 ， 就需要围绕概念进行跨学科知

识统整 ， 通过理解概念 ， 进而有效掌握理解学科

的知识结构 。 这就是布鲁纳
一直强调的学习掌握

学科知识结构的重要性 。 他指 出 ：

“

无论教师教

授哪类学科 ，

一定要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

构 ， 有助于学生解决课堂 内外所遇到 的各类 问

题 。 掌握事物的基本结构 ， 就是以允许许多别的

东西与它有意义地联系起来的方式去解决它 ， 学

习这种基本结构就是学习事物之间是怎样相互关

联起来的
”

。

［
１ １

］ 概念统整 的课程方式分为集 中 与

发散两种类型 。 集 中型统整方式要求教师要基于

学科知识 ， 以概念为学校课程融合的统领 ， 通过

集中整合不 同学科知识 、 多元视角对同
一概念的

界定 ， 使学生形成对于概念的完整 和深度 的认

知 。 发散型统整方式要求教师注重学科间的关联

性 ， 引导学生以概念为学校课程融合的核心 ， 通

过对于概念内涵及外延的多种解释 ， 形成一个发

散性且又关联度高的概念内容体系 。

（
二 ） 主题统整的课程融合方式

主题是体现并贯穿课程内容 中的核心议题和

逻辑主线 ， 相对于具体问题而言 ， 主题更上位 、

更具有统摄性和包容性 ，

一个主题可 以离析出若

干具体问题 。 主题既反映了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

性 ， 也体现学科之间的相通性 ； 既蕴含学科之间

的价值观念 ， 也蕴含学科之间 的概念原理 ， 是课

程融合的主要载体和方式 ， 成为整合跨学科知识

的基本桥梁和纽带 。 主题统整是 目前学校课程实

施中应用率最高的课程融合方式 ， 形成了诸多实

践探索和经验案例 。 教师应提炼多学科 、 多领域

的核心议题指 向 ， 选取确定课程的中心主题 ， 周

密设计课程的逻辑主线 、 统筹组织课程的 内容结

构 ， 创设搭建课程的特定情境 ， 努力调动学生课

堂参与的积极性 ， 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 比

如 ， 我们在指导某市
“

课程整合 、 自 主排课
”

项

目 实践中 ， 曾有一所学校探索设计了
一节以

“

身

边的小动物
”

为单元主题的整合教学 （大课 ， 课

时 ６ ０ 分钟 ） ， 实现了三个环节教学的跨学科知识

内容 （科学 、 美术 、 语文 ） 的有机整合 。 第
一环

节是科学课 ， 教师引导学生通过观察小金鱼的身

体结构 ， 掌握观察动物的顺序和方法 ； 第二环节

是美术课 ， 按照科学课学到的观察动物顺序和方

法 ， 画出 自 己熟悉的一个小动物 ， 并对学生作品

进行展示 ； 第三个环节是语文课 ， 引导学生在前

两个学科学习和操作的基础上 ， 进行进
一步内化

和理解 ， 按照观察动物的循序和方法 ， 用准确 、

生动的语言描写出 自 己熟悉的小动物 ， 并把 自 己

所写的关于小动物的文章与所学课文的相关内容



作 比较 ， 找出 自 己文章的得失并修改完善 。 我们

在课后和教师研究讨论跨学科课程设计时 ， 需要

把握的要义是
“

四主
”

， 即选择好主题 、 贯穿好

主线 、 把握好主 旨 、 发挥好主导 。

［ １ ２ ］

（三 ） 现象或事 实统整的课程融合方式

现象或事实统整的课程既包括学科知识的成

分 ， 又蕴含活动经验的要素 。 这些成分和要素是

凭感官可 以直接感觉到的东西 ， 但不一定是深刻

认识和理解 的东西 。 正如黑格尔指 出 的 ：

“

熟知

的东西未必是真知 的东 西 。

”
 ［ １ ３ ］ 要想获得真知 ，

必须下一番运用多学科知识深入探究的功夫 。 通

过现象或事实来整合课程 目 的不仅在于进一步认

识和理解这些现象和事实 ， 更在于使学生通过现

象看到本质 ， 把握现象和事实背后 的 内在联系

（规律性和价值性 ） ， 认识事物的来龙去脉 、 影响

因素和实质关系 。 现象或事实 的课程整合方式 ，

要求教师站在学生兴趣或需求的立场上 ， 引导学

生主动选择与他们成长经历和生活经验息息相关

的社会或生活的现象和事例 ， 并以此为核心 ， 组

织课程内容 ， 进行设计和实施 。 教师在设计组织

以现象或事实为 中心的课程时 ， 要基于学段和学

情 ， 面 向学生 ， 引导学生合理选择进入课程的社

会现象与生活现象中 的焦点 问题 ， 运用多学科知

识和方法 ， 充分利用课 内外资源 ， 有效整合课程

内容 ， 科学设计解决社会生活 的方案和实施路

径 ， 让学生真正了解和认识现象或事实所蕴含的

本质和规律 、 意义与价值 ， 实现课程的综合育人

价值 。

（ 四 ） 方 法统整的课程融合方式

方法统整的课程融合方式分为两种类型 。

一

种是运用 同种 （类 ） 方法解决不同 的问题 ， 要求

教师选取与方法相关联 （知识不
一定关联 ） 的课

程内容并加以组织 ， 在同
一方法范围 中 ， 构建有

共性 、 有关联的课程内容体系 。 如运用调查 、 比

较等方法分析解决多学科 、 多领域问题 。 另
一种

是运用不同种 （类 ） 方法解决同一问题 ， 要求教

师充分了解不同方法在解决某类问题上的优势与

劣势 ， 引 导学生从不 同角 度 、 以 不 同 的策略认

识 、 分析 、 解决同一问题 ， 构建有层次 、 有梯度

的课程融合 内 容体 系 。

［
１ °

］
１ ５ １

例如 ， 运用 资料分

析 、 专家访谈等方法解决某类特定问题 ， 进而促

进学生演绎与归纳能力 、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的提

升 。 实际上 ， 用一种方法解决不同的问题 ， 所解

决的问题相对简单具体 ， 而且对跨学科的要求不

高 。 在课程融合实践中 ， 学生所探究和解决的问

题时常具有跨学科性和一定的挑战性 ， 运用不同

方法或跨学科方法来解决更需要 ， 即使基于某个

学科的核心问题 ， 也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来解

决 。 这不仅有利于学生整体性思维的培养 ， 也更

加符合课程融合的性质和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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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 自 信 。 同 时 ， 推进儿童 ＳＴＥＡＭ 课程也有

助于构建一个从低年级的手工制作 、 临摹设计到

高年级的学工学技 、 科技创意创新活动乃至大学

生工科专业的终身工程教育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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