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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课标背景下，初中语文教师应积极开展跨学科教学，为学生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元的语文课堂，拓宽

学生语文学习的视野，提高语文知识理解与应用的能力。落实新课标中跨学科教学要求教师充分理解跨

学科学习的内涵与意义，结合对当下跨学科教学的现状的分析，从而采用合适的教学策略。提高学生对

教学内容的深入理解、融会贯通，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语文学科的学习培养学生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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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Chinese teachers in junior high schools 
should actively carry ou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present students with more diversified Chi-
nese classes, broaden their horizons of Chinese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understand 
and apply Chinese knowledge.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n the new curri-
culum standards requires teachers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connota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inter-
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bine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then adopt appropriate teaching strategies. To improve student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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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eaching content, to promote student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quality through the study of Chinese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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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了应对 21 世纪快速发展的要求，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进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改革，而且绝大多数国

家的核心素养框架都涵盖学科核心素养和跨学科核心素养[1]。语文学科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系统性，但在

以往教学实践中许多教师为提升教学效果，仅仅以教材为教学内容开展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

生的思维发展且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与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因此，随着新课标的提出，语文教师

应保持学习意识，不断提升专业能力并了解跨学科教学的实质与内涵，充分发掘并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

拓宽语文学习的边缘，增强学生对语文知识的运用与理解，培养学生的知识迁移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2. 跨学科教学的要求及意义 

在语文学科中，《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将“跨学科学习”作为拓展型学习任务群之

一，要求教师引导学生运用多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2]。西南大学荣维东老师认为，

跨学科课程就是要突破课程的限制，把课程的各个方面整合到一起，形成有价值的联系，整合各专业知

识、观念和思考方法等，运用好各领域的专业知识综合处理一个课程难以解决的问题，以便使学习者在

更广泛的范围内学习[3]。 
从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看，要求各科课程要纵向发展，综合其他课程，关联其他学科内容，其中明

确提出了“各门课程用不少于 10%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4]”的要求。随着新课标的提出，语文教

育教学应更加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兴趣与需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通过语文学科的学

习形成个人发展所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同时进一步落实跨学科教学，促进不同知识领域的课程

融合。在教学过程中，强调不同学科间的融合，教师在教授过程中应将课堂教学内容与课外知识或其他

学科知识之间进行链接，为学生建立起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同时并立足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注重创设

适当的学习情境，进而激发求知欲，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 
跨学科学习的实质是促进课程知识的交融与整合，有助于满足学生多学科同步学习的需求，帮助学

生建立扎实的知识结构，促进多学科之间的融合，加强学生对所学知识内容的理解与运用能力。在语文

学科的跨学科教学过程中，教师需打破传统的语文教学模式，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拓宽知识视野，

还应以语文教材为基础，联系学生生活实际与实践活动，加强与其他领域知识的联系与整合，引导学生

进行综合性学习，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全面发展。 
新课标为跨学科教学指明了方向，对语文教师的教学思维、教学方法、以及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跨学科教学是大势所趋，教师通过发掘学科中不同知识的内部联系，学科与

生活之间的联系，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的联系，为学生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教学资源，培养学生的综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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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协调发展。 

3. 初中语文跨学科学习应遵循的原则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以“学习任务群”组织并呈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内容，

“跨学科学习”作为任务群之一对教师和学生都提出新的考验，在教学过程中不仅要完成基本的教学任

务，更要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对知识进行整合。学生在整合的情境下综合运用所学的相关学科知识，才

是实施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关键[5]。新课标中提出了“注重课程内容与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体现

出对课程学习的综合性与整体性。 

3.1. 以语言为本位，以本学科内容为基础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提出四大核心素养应以语言运用为根。“跨学科学习”是在语文实践活动中联结多学科学习和社会生活，

要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最终目的是“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因此，跨学科教学应基于对语文

学科本位的正确认识。 
跨学科学习不能替代学科教学，学科教学更是跨学科开展的基础。跨学科教学实施的前提是语文教

学仍然要基于教材中的文本内容展开，以文本为核心，从语言建构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

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四个方面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充分理解教材中的教学内容，了解知识的内涵

与背景以及内部结构，有利于促进语文教学与其他学科中的相关知识进行链接，引导学生理解不同知识

之间的联结，提升理解力与思维力，并建立更为完善的知识结构。以语文学科和戏剧学科的跨学科学习

为例，语文特级教师黄厚江曾分享他教学九年级课文《祝福》的做法。课堂伊始先让学生集体观看电影

《祝福》，通过观影的方式更加直观的了解人物形象与时代背景，奠定情感基调后引导学生深入投入课

文，而后思考：电影《祝福》和鲁迅笔下的《祝福》有什么异同？为何电影内容的设置与鲁迅笔下的故

事有所出入？为什么对原著内容进行改编？鲁迅在小说中为什么这样写？演员为什么这样演，想为观众

呈现的是什么？学生通过观影和课堂讨论，不仅能够锻炼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也在潜移默化中跨

学科学习了有关戏剧的知识。 
因此，在进行跨学科教学时应以本学科内容为起点，以语言本位进行跨学科学习，以适当的方式与

其他学科之间建立学习桥梁，在学习语文的同时也为其他领域的知识内容提供学习和发展的途径。 

3.2. 基于学生生活，联系生活实际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丰富的知识。同样，

初中阶段的学生已经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中积累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在进行跨学科教学时应立足于学

生的生活实际，而不仅仅是停留在教材和理论层面的空谈。 
语文课程与生活的联系非常密切，在选择跨学科教学的内容时，语文教师应注意所选内容与学生实际

生活之间的联系。在学习古诗词、文言文篇目时，由于文章所作年代与当今生活之间存在较大的时代隔阂，

且文章相比于现代文而言较为晦涩难懂，学生初学时难以完全理解并进行情感代入，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可

以根据所学篇目内容的特性引入历史学科所学过的历史事件，将学生已经了解的时代背景代入课文。不仅

可以使学生对课文内容有更准确深入的理解，同时也用学生了解或感兴趣的知识进行跨学科教学。 

4. 初中语文跨学科教学的现状 

教学时师生互动的双边活动，教师和学生对跨学科学习的理解程度和实施情况对教学效果有直接的

影响。对教师而言，在过往的教学中许多一线语文教师已经形成了固有的教学模式和思路，对于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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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缺乏科学的认识和专业的理论学习；对学生而言，有些学生不能快速适应教师跨学科教学的方式，

缺乏积极性，跨学科教学未能对学生的语文学习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4.1. 教师缺乏跨学科教学的理论指导与专业学习 

在传统语文教学中以教材中的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以高效提升成绩为主要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忽

视了拓宽课堂内容的宽度，因此，落实跨学科学习的过程中，部分语文教师不易转变自己原有的教学方

法与节奏，或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以至于无法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因此，学校应重视开展跨学科教学，为一线教师提供充足的学习资源，为教师提供平台接受新的教

学理念，提升教师跨学科教学的能力，深入理解跨学科学习的目的和意义，掌握跨学科教学的方法。在

一定程度上保证优质的师资力量，激发学生更多的语文学习兴趣，提升语文课堂的教学效果。 

4.2. 学生对跨学科学习的方式缺乏积极性 

在教学活动中，学生希望教师在教学中能够巧妙的将语文教材中的知识与跨学科知识有机结合起来，

并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使所学内容转化为实际的能力。所以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让学生体验到不同学科的

知识融合，不仅使教学内容更加充盈，而且能为学生提供更加生动活泼的课堂。 
有些学生对灌输式教育产生了惯性，更希望通过教师的传授直接学习已经加工过的知识结论，不愿

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在课外阅读和知识拓展中，而是希望将有限的时间用于学习与考试直接相关的内容。

因此，对自主进行的跨学科学习意愿较低，对课堂上的跨学科教学也呈现出较低的积极性。初中阶段的

学生已具备判断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教师应让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切实感受到跨学科学习对长期发展

的益处，并能主动投入到跨学科学习中去。 

5. 初中语文跨学科教学有效实施的途径 

初中语文跨学科教学的有效实施首先需要语文教师以新课标为统领，且教师在跨学科学习过程中具

有引导作用。因此，为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实施跨学科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应具备文本复原意识、课

堂活动意识，在教学评价时采用多维评价体系。 

5.1. 语文教师具有文本复原意识 

学习者为了有效解决问题会有意深入了解问题发生的情境[6]。史传散文记载波澜壮阔的历史，用白

话文描述的篇目也记录了彼时风雨交加的时代。语文教材中一些文章与当下学生的生活实际之间具有较

大的隔阂，学生很难通过单个文本而感受背后的社会历史语境。要想让学生读懂文中晦涩的内容，充分

理解文章思想并能够对自身生活予以启示，跨学科学习时语文教师需要对文本内容进行反复揣摩，尽量

真实的还原课文情境。 
例如，在学习鲁迅先生的文章时，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通过跨学科教学的途径尽量为学生还原

文章情境，包括当时的社会背景和生活情境等。学生只有与文本身处于同一背景中，才能切实的感悟人

物形象，理解课文内容，使所学文本对学生行为培养或价值观的形成具有积极的影响意义。 

5.2. 语文教师具有课堂活动意识 

传统语文教学中往往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直接学习相对成熟的经验和结论，在教学过程中

参与度较低，是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跨学科教学涉及的领域和知识点较多，学生的学习任务也较过去有

所增长，如果此时教师仍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知识传授，则不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在进行跨学科教学时语文教师应有意识的引导学生在设定的教学任务和教学情境中体验和探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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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学生的体验感，增加学生作为学习主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参与度。学生会对通过自身参与和实践掌握的

学习内容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认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同时，学生在完成跨学科学习的过程

中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需要获得外部的支持，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建构学习共同体，使教师和学生在

具体的学习活动中开展合作式的学习探究，在师生之间确立有意义的探究形式与探究活动。教师的经验

结论和学习方法能够为学生学习进行有效指导，而学生的观点和看法也能启发教师产生新的思考和思路，

从而促进教师的教学设计更加贴近学生认知以及学生的实际情况。 
教师与学生在进行跨专业学习时相互弥补、相互促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学生掌握较多较为复杂

的知识点，并且在活动中实践体验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学习意愿，同时

也有利于学生理解原本陌生的知识内容，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和跨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形成。 

5.3. 对“跨学科学习”的学习结果采用多维评价体系 

跨学科学习不仅是为了提升学生短期的学习成绩，更多的是通过扩展语文学习与运用领域让学生有

更宽阔的知识视野，让语文学习与学生生活相融合，培养学生对知识综合运用的能力。因此，在进行教

学评价时，教师应确立多个评价维度，不能仅仅以成绩的高低进退判断学生的学习效果与学习能力。对

学生跨学科学习的评价维度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 学生对学科核心知识的掌握情况。教师在教学评价

时应参考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与运用情况，是否理解并能够进行运用。② 学习态度与能力。教学评价

应涵盖结果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教师同样应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跨学科学习涉及其他领域

的知识内容，对学生而言可能是贴近生活的，也可能是完全崭新的知识领域，学生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

中所表现出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和学习方法，包括合作学习与合作探究的意识、跨学科学习的能力都

应作为教师教学评价的参考。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领域融合教学，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提升和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

促进作用。基于当下的教学现状和新课标对跨学科学习的要求，语文教师在教学中应具备文本复原意识、

课堂活动意识，并采取多维的评价体系，以更好更有效的推进跨学科教学的实施，有利于学生持续性成

长，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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