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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学科学习的追问与再实践

摘  要：跨学科是基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现实必要而进行的跨越学科边界、整合相关学科知识与方

法，实现认知拓展建构和问题有力解决的行动。在实践过程中，部分学校教师尚存在诸如“主题拼盘

型”“目标迷失型”“浅表学习型”以及“虚假表现型”等问题和偏差，为使跨学科教学更有效，本研究

提出“问题解决类”“主题贯穿类”“项目驱动类”和“学科拓展类”等多种实践途径，并在教师跨学科

能力CROSS结构基础上建构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的“4P·3E”综合促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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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跨学科教学的追问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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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明

确提出，“原则上，各门课程用不少于10%

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自此，跨学

科教学和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成为中小学教

育领域研究和实践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中小学跨学科教学的实践导向

跨学科教学是相对于日常学科教学而言

的另一种教学形式。学科教学知识范畴明

确、学科边界清晰，有利于教师组织教学和

精确评价，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错综复杂

的，往往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和方法才

能解决。跨学科教学旨在还原现实世界原本

普遍联系的状态，从而使得课堂教学能够更

好地与现实世界相连接。与此同时，学生问

题解决能力的培养也可以超越理想假设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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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应用某一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某一学科

“问题”的单一模式，而尝试相关学科知识

和方法联动的针对综合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培

养的复合模式。[1]

随着课程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综合

实践活动的广泛开展、STEM教育的方兴未

艾、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探索和开展等都

推动着跨学科教学的实践与发展，与此同

时，诸如考试评价中对跨学科案例分析能力

的考查也倒逼一线教师践行跨学科教学。

此外，跨学科教学也是促进学生深度学

习的必然要求。跨学科本身也是一种高阶思

维的表现，由此而驱动综合思维的历练、相关

学科视野的拓展以及学科跨界的知识建构。

二、中小学跨学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所谓“跨学科”，一定需要有基于两门

或两门以上学科知识、方法的介入而实现学

科跨界，并且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方法

因既定真实且复杂任务解决的需要而相互

作用并协同，直至问题得到彻底和有力的

解决。[2]在当前中小学跨学科教学实践过程

中，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主题拼盘型”。出现此类问题的

学校往往是选定一个主题，组织不同学科的

教师围绕这个主题展开教学，或在同一主题

下并行上不同学科的课，或在同一课堂的不

同环节上学科内容不同的课，而究其实质，

这样的教学仍不能算是今天意义上国家倡导

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因为在此类教学中，不

同学科之间的知识或方法并没有产生交互的

作用，基本上还是在各自学科范围内展开。

例如，有的学校组织开展了“蝴蝶”专题的

“跨学科”教学，其做法就是让学生在语文

课学习有关蝴蝶的诗词歌赋等文学作品，在

美术课画各种各样的蝴蝶，在科学课学习有

关蝴蝶的科学知识等。从这些学科的教学全

过程来看，始终没有出现学科跨界的尝试，

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并没有产生实质的交互

与联动，跟本来的学科教学别无二致，只是

聚焦了一个共同主题或概念而已。

二是“目标迷失型”。跨学科是解决复

杂问题的形式和途径，而不是目的本身。有

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确实实现了多次跨越学

科边界的教学，但其表现是随意的、漫无边

际的，此类学科跨越无助于真实问题的解

决，也无助于当堂课教学目标的顺利达成，

纯粹是为跨越而跨越，无益于课时目标和学

习目标的实现，本末倒置。

三是“浅表学习型”。有的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引导学生经历的跨学科学习没有一

定的挑战性，不能够让学生经历和体验有意

义的学习，更谈不上深度学习。这种跨学科

的设计可有可无，学习的质量没有特别明显

的提升。例如，教师在某一学科的教学过程

中偶尔涉及相关学科的内容，并以记忆或再

认等形式呈现，由此经历的学习停留于浅表

而始终未见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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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虚假表现型”。因对学科特性理

解不深入或对跨学科概念理解不到位，部分

教师会被似是而非的假象所蒙蔽，把不属于

跨学科的行动看作是跨学科教学。例如，某

些英语学科的教师会引导学生阅读理解一篇

某科学专题的英文文章，就自然认为这样的

教学就是从英语跨越到科学的跨学科教学。

究其实质，教师引导学生阅读理解科学专题

文章的过程自始至终停留于英语语言的学习

和理解，而非借助科学的概念或方法来促进

英语学科某知识的探讨和深入理解。

上述跨学科实践种种类型的误区与偏

差，可以总结为表1。

三、中小学跨学科教学的创新途径

基于解决真实且复杂问题而进行的跨学

科教学，可以通过多类途径生动展开。

第一类为问题解决类。此类跨学科教学

主要是以一个主问题为主线，细分出若干子

问题并层层推进，从而演绎出跨学科深度

学习。例如，某小学以“为什么要系安全

带？”为主问题，细分出“对系安全带有什

么看法？”“尝试开展‘小车对对碰’的游

戏，看看会有怎样的结果出现？”“如果要

避免小车上用小泥人捏做的乘客遇到事故伤

害，应该怎么安装安全带？”“小车上用小

泥人做的乘客在加装安全带之后再遇到‘对

对碰’的情况，会有怎样的变化？”“再说

说看怎样认识系安全带？”等一系列环环相

扣的问题，驱动了“小车对对碰”的科学实

验、安全带安装的手工体验以及安全带作用

认识的价值表达等跨学科的综合学习。正是

在这一个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形成了

对“为什么要系安全带？”这一问题的正确

认识，并树立起了正确的价值观念。

第二类为主题贯穿类。除了环环相扣的

问题链设计之外，教师还可以尝试系列主题

的设计，将跨学科的教学实践贯穿起来。例

如，有学校借助“把教学楼屋顶平台改造成

葡萄园”的活动，设计系列“葡萄”主题的

教学，依次为“葡萄栽种主题”“葡萄养

护主题”“葡萄酿酒主题”和“葡萄酒会主

题”，这一个个的主题串起了数学测量、生

表1  不同类型的跨学科教学误区与偏差

类型 表现 成因

主题拼盘型 有主题，无跨越
学科之间本身缺乏核心问题串联，学科边界相互
没有跨越

目标迷失型 有跨越，无目标
学科之间缺乏整体目标统领，跨越学科的学习失
去方向

浅表学习型 有目标，无作用 跨学科设计对学习的促进作用有限，可有可无

虚假表现型 有作用，无跨越
相关的内容对学习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并未实现
学科跨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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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认知、化学灭虫、人工智能喷洒、酒会礼

仪和媒体报道等一系列生动活泼的跨学科学

习活动。

第三类是项目驱动类。此种类型的学习

主要是为完成一个项目而驱动相关学科的综

合学习，在多个学科知识与方法的协同助力

下最终完成一个项目结项的学习。例如，有

的学校教师设计的“温控电风扇的制作项

目”就很好地引导学生尝试在电机上安装叶

片、编写控制程序、尝试连接温度控制器和

电源开关等操作，最终实现温控电风扇的自

动化运行。

第四类是学科拓展类。此种类型的学

习往往是基于某一门学科的学习，主动借

助相关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来解决本学

科所面临的问题，从而比较好地实现学科

学习目标的达成。相反，如果不采用跨学

科的拓展学习，其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就难

以有效解决。例如，有小学语文教师在一

次作文课上设置了“为运动会开幕式制作

班级宣传微视频”的跨学科学习任务。在

这个任务中，学生既要撰写班级宣传内

容，又要计算班级方阵经过运动会主席台

前的时间，同时还要借助信息科技的手段让

制作的微视频富有艺术品位。在此过程中，

相关学科学习的介入都自然融合其中，并且

不可或缺。

上述四种跨学科教学的创新途径如表2

所示。

四、教师应具备的跨学科的能力

跨学科教学对一线教师的专业能力是一

种挑战，跨学科能力CROSS结构不可或缺。

具体而言，这些专业能力包括跨学科知识理

解能力（Comprehending ability）、跨学科

知识关联能力（Relating ability）、跨学科

开放设计能力（Open designing ability）、

跨学科学习指导能力（Supervising ability）

以及跨学科评价改进能力（Self-revising 

ability）。[3]

在教师跨学科能力的CROSS结构中，跨

学科知识理解能力是基础，一切跨学科教学

的实践皆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跨学科知识

关联能力是必备条件，只在相关学科知识提

及时能够理解还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可以进

行跨学科实践的当下能够将相关学科知识技

能主动关联起来，从而搭起跨学科实践的桥

梁。跨学科开放设计能力是教学的关键，有

主动搭起跨越学科边界桥梁的意念还不够，

要达成跨学科教学实践的目的，还需要教师

能够进行开放的教学设计，从而使得这样一

个“金点子”转化成为引导学生有意义学习

表2  不同类型的跨学科教学实践

途径类型 实践特点

问题解决类 问题关联，跨学科学习循序渐进

主题贯穿类 主题聚焦，跨学科学习灵活开展

项目驱动类 项目引领，跨学科学习生动体验

学科拓展类 立足学科，跨学科拓展生成新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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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践方案。有了开放的跨学科学习设计就

有了跨学科真实学习的可能，但学生跨学科

学习目标的如期达成，尚需要教师过程指导

能力的参与并发挥作用作为保障。无论是教

师跨学科开放设计的能力，还是教师跨学科

学习指导的能力，都将在实践中不断迭代精

进，而教师的跨学科评价跟进则能够实现能

力的优化。上述教师跨学科CROSS能力结构

如图1所示。

怎样才能培养上述教师跨学科教学的专

业能力？这也是当前学校在推进跨学科教学

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的问题。在真实的实践

情境中，教师跨学科能力的发展是多种因素

综合促进和影响的结果。促进和影响教师跨

学科能力发展的核心因素离不开教师的专业

学习（Professional learning）、同行观摩

（Peer observation）、专题研讨（Pannel 

work）和设计迭代（Producing models）。

同时，借助这些核心因素的参与与助力，教

师跨学科能力的发展有望拾级而上。这个过

程呈现出一系列逐级跃升的关键步骤，即从

扩大已知（Extend foundation），到攻克

未知（Explore confusion），再到物化达成

（Express realization）。这些核心因素和

关键步骤一起构成“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

的4P·3E综合促进模型”（图2）。

从成人学习理论的视角来看，专业学习

可视为“读中学”和“听中学”，即通过阅

读和倾听进行的学习，众多普通平凡的教师

可以在此过程中逐步走向卓越不凡。同行观

摩就是“看中学”，即通过观察别人并和自

我进行比较的学习，差异推动进取。专题研

讨就是“研中学”，即围绕专题研究开展的

学习，常态的研究性实践造就高质量学习共

同体。而设计迭代则是“做中学”，即通过

持续的实践改进最终成就范例作品的实作学

图1  教师跨学科CROSS能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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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是一种工作现场（Workforce-based）

的学习，同时也是认知、情感、行为相互交

融的具身学习（Embodied learning），广大

教师在此过程中由教学新手历练成长为行家

里手。

从上述实践也不难看出，教师的专业学

习和教学观摩都是在不断扩大自己对于跨学

科的认识与理解，而与同伴一起的研讨则是

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慧不断缩小盲区、扩大

已知和攻克未知，从而使得跨学科的实践更

加智慧和游刃有余。在此基础上，教师通

过富有创造的、智慧的跨学科实践，物化

达成，从而打造出一个个教学范例和课堂

精品。

怎么进行有心得的阅读和倾听？怎么通

过现象纷繁的观摩看清其中的门道？怎么高

质量、有贡献地参与和推进研讨？如何针对

现有设计进行精益求精的迭代升级甚或脱

胎换骨而成就范例典型？这些问题的深度解

析，以及从制度、机制和平台等全方位支持

系统的探索建构，将一起进一步丰富“教师

跨学科能力发展4P·3E综合促进模型”的意

蕴内涵，并将进一步形成合力以增进其促进

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的张力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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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教师跨学科能力发展4P·3E综合促进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