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初中生命科学教学中开展跨学科教学实践初探

陆红兰（上海市南洋初级中学 200032）

摘 要 中考改革《实施意见》发布以来，笔者在生命科学课堂教学、拓展课教学及课外实践考

察等活动中，对如何培养学生跨学科分析问题的思维习惯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了初步尝试和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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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上海市教委于 2018 年 3 月公布了《上海市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

度改革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提出从 2017 年入学的六年级学生

起，上海全面实施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其中，地理、生命科学等学科的跨学科

案例分析作为综合测试的一部分，视为中考计分科目
[1]
。

上海市初中阶段设置的相关课程为：六、七年级地理、科学学科，八、九年级

生命科学学科。其中，生命科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规律的科学，涉及农业、健

康、人口、环境等各个领域，它与地理、物理、化学等学科交叉融合，是一门综合

型学科。作为一个合格的初中毕业生，在学习了地理和生命科学核心概念，经历过

实践体验和科学探究之后，面对各种自然现象、社会现象时，应该具有跨学科分析

问题的思维习惯，有参与并解决简单的真实问题的能力
[2]
。

（美）艾伦.雷普克提出：跨学科是回答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进程，靠

单门学科不足一解决；它以学科为依托、以整合为见解，构建更全面认识为目的。

在平时的教学中，学校教师如何实施跨学科教学，通过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

解决问题的能力呢？上海市《初中地理和生命科学学科中开展跨学科学习的教学指

导意见（试行稿）》（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设计多样化教学方式，创设跨学

科学习契机；开发校内外场馆资源，丰富跨学科现场体验；加强特色课程的建设，

增加跨学科学习经历；优化作业设计与实施，提供跨学科案例分析等
[3]
。

2跨学科教学实践的开展

参照以上《实施意见》和《指导意见》，笔者就近三年以来在跨学科教学方面进

行了以下初步探索，旨在培养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

2.1 开展课外社会实践考察活动，初步培养跨学科学习意识

中学生社会实践考察活动是教育教学的一部分，是引导学生健康成长的有效途

径。教师可在考察活动之前适当布置学习任务，有意识地在地理学科知识和生命科

学知识之间建立联系。

在上海辰山植物园社会实践考察活动中，教师设计了“神奇生物在哪里”导学

案。导学案中任务有：（1）在蔬菜园、展览温室或矿坑花园认识 3 种以上的植物，

辨别它们的主要特征（如叶片形状、花的颜色、向阳植物和背阴植物等等）。结合植



2

物铭牌的介绍，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学习了不同植物的主要区别，学会获取事物

外在形态、特征及生长环境等感性信息；（2）绘出该区域池塘、草坪、花卉、动物

等不同事物的分布图，学生对地理方位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学习了处理整体与局

部的关系；（3）在分布图中相应的位置画出认识的几种植物（能体现植物的主要特

征）。将地理分布图与植物特征图相结合绘制（如图 1），这样的地理位置和生物生态

相结合，促使学生从生态环境、植物生理角度思考问题。（4）以上几种植物能否移

栽到“热带植物馆”，为什么？问题的提出在自然与地理、生命科学原理之间了建立

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生态与环境之间的密切联系。

图 1 （学生作品 1）

教师要积极多方式地利用社会丰富的跨学科课程资源，例如博物馆、科技馆、园

林绿化部门以及科研部门等，为学生跨学科学习提供真实情境，亲历跨学科学习体

验。

2.2 结合社会热点设计假期作业，培养信息提取与处理能力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冠疫情来势汹汹，全国每天有疫情数据通报，笔者想到能

否通过收集、整理数据，关注疫情发展趋势，将这些数据以直方图呈现。设计了如

下的作业：在“中国地图”上标出湖北武汉和上海两个地区；1月 23 日 24 时至 2月

23 日 24 时一个月，全国、武汉、上海每天确诊病例数据绘制成直方图（图 2）。

图 2 （学生作品 2）

通过直方图的绘制，学生不只是获得了每天疫情情况的零散信息，而且学会了

对搜集数据进行处理，并能根据图分析上海、武汉乃至全国分别在一月内的疫情纵

向发展，同时在同一时间内（如同一天）三个不同地区疫情情况横向比较也一目了

然，为后期疫情变化的预测、预防提供了依据。

时隔一年，新冠病毒再次肆虐中国，河北石家庄等省市出现了新冠疫情高中风

险区，世界各国的疫情又出现更加严峻局面，笔者又布置学生上网查找 2020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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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2 月中、美、英、法、日五国新冠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绘制折线图。学生

学会在原有的基础上网上搜集、处理复杂信息；通过比较分析五国疫情情况得出我

国防疫的有效措施；结合“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分析除了与传染病的流行规

律有关外，是否还与地域、气候等其它因素有关。

在完成和当前社会热点相关的假期作业过程中，通过真实情境的体验，学生学

会获取、处理信息并做出正确的判断，学会自己分析、解决问题。

2.3 课堂教学挖掘跨学科素材，培养问题分析与质疑能力

在“人体主要的激素及其功能”
[4]
的教学中，通过第一课时的学习，学生已经

知道碘是合成甲状腺素的原料，缺碘会造成呆小症等疾病，笔者以教材中的“思考

与讨论”部分“在我国的一些山区和内陆地区有时可以看到患有地方性甲状腺肿的

人
[5]
”这句为切入点融合跨学科教学。首先出示如下“生活饮用水水碘含量表”

[6]

省份 水碘含量（µg/L） 省份 水碘含量（µg/L）

贵州 1.8 海南 6.0

云南 1.4 山东 7.4

青海 1.7 天津 5.1

然后提出问题：（1）据表分析哪些省份水碘含量较高/低？学生通过表中数据直接获

取信息；（2）水碘含量高/低的省份地理位置、地形方面有哪些共同特点？学生根据

教师提供的中国地形图和中国行政区划图，获取有用信息并比较分析得出结论：碘

化合物大多溶解于水并随着水的流动而转移，环境中的碘受水的冲淋影响较大，在

山区、内陆地区经水冲刷较多的土地的碘含量较低，因此山区、内陆地区经水冲刷

比较多的地方的人比较容易缺碘
[6]
；（3）请同学思考：“上海是沿海地区，海产品吃

得多，上海市民不缺碘也不需要补碘。”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7]
？学生通过查找资料了

解到：不同地区的居民根据水及食物中含碘量不同，补碘情况不同；就同一地区的

居民，不仅要考虑普通人群，还应考虑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其碘的需要

量高于一般人群，可适当多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联系到青少年学生，每天碘的摄

入量比成年人也要适当增加一些。在此过程中，学生学会尊重事实和证据、批判质

疑的科学思维方法。这种因地制宜、因人而异的差异化补碘方式，也教会学生全面

系统地认识、解决问题。

生命科学教材中涉及跨学科教学的主题见下表
[8]
，教师应善于从中挖掘跨学科教

学的素材，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人 体

人体的结构层次

人体的内环境

人体生命活动的调节

人体性状的遗传和变异

健康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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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图

健 康 常见疾病及其预防

医药常识与医疗技术

生物的主要类群

植物

动物

微生物

生物的分类

生态系统

生物与环境

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城市生态与城市环保

2.4 借助拓展课，发展创新能力

《指导意见》指出：地理和生命科学在充分落实基础型课程要求的基础上，可

以进一步结合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精心设计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内容，开展具

有跨学科性质的主题教学、课题研究和社团活动，以增加学生跨学科的学习经历。

拓展课程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的潜能。笔者尝试在“爱护鸟

类”主题拓展课上，让学生观看动画片《帝企鹅日记》，了解企鹅长途跋涉的迁徙行

为。通过学习，学生知道了鸟类的迁徙是一种本能行为，发生在春秋季，大多南北

方向，是对环境的一种适应。

接着，笔者设计了以下问题：（1）结合影片回答，鸟类迁徙的原因主要有哪些？

学生通过观看影片以及候鸟迁徙路线图了解到，鸟的迁徙和气候、纬度等地理因素

有关；（2）图 3（全球候鸟迁徙路线图）共有 8条迁徙路线，哪些路线经过中国？通

过查找图 1 中途径中国的鸟类迁徙路线，学生加强了读图、识图能力；（3）每年的

秋末时节，上海崇明东滩成了许多候鸟的加油站，说说我们应该如何保护鸟类、保

护生物多样性？学生提出了不破坏鸟类的生存环境、做一些保护鸟类的宣传板报、

加强有关保护鸟类的立法等建议和方案，形成了保护野生动物的意识和责任；（4）

鸟类有导航、预报天气等很多高超的本领，结合鸟类的特殊本领，请举例说明在仿

生学方面的贡献。通过鸟类特殊本领的学习，学生了解到人类的很多发明创造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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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类的启发。鸟类的身体结构、功能等方面的知识，涉及到了生物、物理、数学等

不同学科的知识，“鸟类是跨学科知识的融合体”，为 STEM 教学提供了原材料。今后，

学生可以在“爱护鸟类”拓展课的基础上，与物理、数学等学科思想方法相融合进

行探究学习，解释飞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原理和机制，再利用这些原理进行再创造，

还可以进行知识迁移结合其它动物如昆虫等教学，激发了学生的创新思维。

拓展课学习中，将地理和生命科学等多学科知识融合的教学模式，学生不仅能

够关心社会问题，表达、交流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能够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促进了学生的跨学科质疑和创新能力的发展。

3跨学科教学实践的思考

3.1 不同教学形式的优劣势分析 教学过程中发现，四种方式的跨学科教学各有千秋，

如课外实践考察活动，学生能够亲临真实情境体验学习，但受地点、天气条件等限

制，对于教师的教学管理也是一大挑战；假期跨学科作业的方式，教学形式灵活，

学生收集信息时间充裕，但增加了学生的家庭学业负担；拓展课跨学科教学内容的

安排，丰富了学生的校园学习经历，但是由于教学时间有限，拓展课不能连续开展

而影响教学效果。另外，拓展课人数不宜太多，导致跨学科学习不能在一个年级全

面开展。因此，不同方式的教学可以适当、适度交替互补进行。

3.2 教师跨学科知识的欠缺 目前，从事跨学科教学的教师大多只是专业的地理或者

生命科学教师，他们自己本身也只熟悉某一门学科知识，所有教师应该具有跨学科

学习的危机感及意识，必须利用课余时间或假期“充电”，顺应跨学科教学中考改革

的要求。

3.3 形成跨学科教学体系 跨学科教学应适时、适度，而不能牵强附会，否则会导致

本末倒置。从六年级开始，学校就可以联合班主任以及各科教师，以不同的课程内

容及各种活动为载体，各个年级有意识、系统地实施跨学科教学，逐步收集跨学科

教学案例，形成有学校特色的跨学科教学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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