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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跨学科活动是从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现实需要出发，强调以跨学科带动综合化

学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生物的分类”章节中，以教师本人发表昆虫新物种的科研

经历作为情境，一境到底并由问题串逐级展开。通过情境带领学生立足于生物、地理等学科

知识，以问题驱动，从能力角度培养跨学科综合素质和创新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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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activities are based on the realistic needs of understand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emphasizing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driven by interdisciplinary,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In the unit of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the teacher's own scientific research experience of publishing a new insect species

is taken as the context penetrating the whole unit and expanded by problem strings gradually.

Through the context to lead the students to advance on the basis of biology and geography

knowledge, from problems drive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ability, cultivate interdisciplinary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innovativ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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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的分类》 是上海市初中生物学七年级下第 3单元生物的多样性第 6章生物的分

类的内容。生物分类属于专业技能，难度较大。课标中对该部分的要求是学生尝试根据一定

的特征对生物进行分类，意在让学生体验分类的方法，而不是对生物进行属或种水平上的鉴

定。分类对于学生而言并不陌生，可以根据学生已有的分类学认知对不同生物进行初步分类，

再在不断的分类过程中逐渐体会比较生物的分类需要依据生物的相似程度，如外部形态、内

部结构等。本章节的教学设计利用教师本人在读研期间的昆虫分类资源和发现发表昆虫新物

种的经历，设计本学科和跨学科学生活动帮助学生自主构建概念，让教学重点从掌握生物分



类的具体知识和技能，转变为让学生自主的掌握分类的思想方法，体现出以学生为主体，教

师为主导的探究式教学理念，培养跨学科思维和创新素养，落实教学评一致性。

1 跨学科教学活动设计

新课标背景下的跨学科活动是基于学生的基础、兴趣等学情，围绕具有真实性、探究性

和实践性的研究问题，以某一学科内容为基础，运用并整合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方法等，

开展综合学习的一种方式[1]。

图 1 “生物的分类”教学设计流程

基于学情，七年级学生具有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和综合思维能力，同时，他们对生命有

着浓厚的兴趣。基于现今媒体的发达以及学生在科学课与网络上科普内容对生物知识的接触，

已经对生物分类有一定的认识，也了解生物分类的大致标准，但没有深入到系统的水平。故

而在教学设计时选择从教师发现新物种的亲身经历引入，采集、分类、命名、界定，逐步带

领学生踏上新物种发现的旅程，其基本程序见图 1。

第一站野外采集和第二站分门别类：对于野外采集到的生物，引导学生运用已有知识尝

试进行初步分类，并需要学生从天牛和凤蝶的昆虫标本实物中，观察特征、归纳总结两者异



同，并结合教师制作的昆虫纲部分种类的平行检索表，通过查找对应特征，确定具体的种。

该学生活动要求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得到不同生物各自的特征。并利用检索表，根据特征

检索生物所隶属的阶元。进一步分析生物分类阶元与生物共同特征、亲缘关系远近之间的关

系，从而分门别类，发现新的物种。通过学生活动攻克教学重点，促进“科学探究”的生命

科学核心素养形成，落实科创教育的初衷。

第三站物种命名：根据新物种最明显的特征，教师提出中文俗名被拒，引出命名学名的

双名法。阐述双名法的命名规定，并根据学名判断亲缘关系。

表 1 活动设计与核心素养、学习目标对应关系

活动设计 核心素养 学习目标

第一站 野外采集 - -

第二站 分门别类
生命观念

科学探究

利用昆虫标本实物，观察比较不同生物间相同相异的

特征，并通过查阅平行检索表，分别找到其隶属的阶

元，确定物种。

第三站 物种命名 生命观念 知道双名法的命名方法。

第四站 新种疑云

生命观念

科学探究

科学思维

学会如何用跨学科知识解决生物问题，如用数学方法

处理、分析生物数据，从地理角度体会“结构与功能

观”和“进化与适应观”。

第五站 学以致用 社会责任

认识生物分类对人类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义，激发对

身边生物的保护和热爱；萌发对生物科研科创工作的

向往。

第四站新种疑云：在物种的界定中，科研不是一帆风顺的。通过设置一系列阶梯式的真

实情境和补充的材料，要求学生基于教师前期统计的昆虫相关结构数据，利用数据之间的数

学关系建立简易模型，找到不同海拔分布的昆虫相关结构关系。再抓住教师在描述采集昆虫

时的环境特征，结合地理学科中海拔与风的关系，综合应用生物、数学（统计）、地理三门

学科知识，提出猜想，并类比不同海拔分布的植物株高关系，分析得到适当的结论。该跨学

科学生活动要求学生用数学建模和地理知识，跨学科解决生物问题，以此说明生物对环境的

适应性，体会“结构与功能观”和“进化与适应观”，攻破教学难点，培养学生“科学思维”

核心素养和跨学科思维。



第五站学以致用：请学生思考生物分类的意义。列举《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新物种的数

量和世界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濒危物种的数量，让学生认识到生物分类对人类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意义，激发对身边生物的保护和热爱，从而落实“社会责任”核心素养。

2 跨学科评价实施

《上海市初中地理、生命科学跨学科案例分析终结性评价指南》中将跨学科能力的体现

概括为 3大块内容，即：信息提取与处理能力、问题分析与质疑能力、结论阐述与创新能力

[2]。结合以及《指南》中对新中考跨学科评价中的解释，教师在本章节的教学与活动中，应

更关注过程性评价，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实施：

第一，情境创设之后，每一站的学习活动都紧密结合问题串、学案任务和评价标准，学

生针对任务完成情况进行自主合作学习探究和调整，保证教学评的一致性。每一站的学习活

动的学案任务和评价标准如表 2所示。

表 2 每一站的学习活动的学案任务和评价标准

活动设计 学案任务 评价标准

第二站

分门别类

观察昆虫标本，完成表

格中特征的填空。
观察比较不同昆虫的结构特征。

根据平行检索表，由目

到种确定阶元。

掌握平行检索表的使用方法，能准确找到具体物

种名称，并能根据所属阶元，判断亲缘关系的远

近。

第四站

新种疑云

根据表格中的数据，完

成海拔与结构相关性

的曲线图。

完成曲线绘制，有逻辑地分析海拔与结构相关性

的数学关系。

解释不同海拔分布的

相同物种性状有差异

的原因。

结合地理学科知识，从“结构与功能观”和“进

化与适应观”两个角度，提出具有逻辑性的猜想

并合理解释。

第二，目前跨学科教学存在着课时限制与课堂有效性之间的矛盾，教师常常以练习的形

式开展有关跨学科教学，对于学生思维的启发是不足的。主题课的教学形式新颖又有利于学

生思维的养成，但是对教师要求高，耗时长，将跨学科试题与主题相结合，以跨学科试题的

材料为情境导入，可以大幅度减少教师工作量，同时又有利于教师构建情境问题进行教学[3]。

本章节的内容可以采用一境到底的设计，在循序渐进的情境中，让学生跟随教师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以问题驱动能力，以能力带动知识，需要自主掌握并应用相关学科知识才能解决

问题。

第三，以跨学科问题作为授课的问题串，引导学生解决真实的跨学科问题。在以跨学科

情境的基础上，围绕教师抛出的或者是在情境的推进中遇到的跨学科问题建立问题串，开展

教学，教师在设计问题串之初，可以把学生需要关注和提炼的材料信息，分开加入问题串，

在减少学生接受信息的时间的同时，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对于课堂的关注度和教师的课

堂效率。

第四，在学案设计中选用合适的评价性习题。本章与后续内容植物、动物和微生物三大

类群的基本结构特点和代表性生物、生物与环境等关系密切。在终结性评价中，本章及相关

章节的内容涉及广泛，包括林奈双名法、阶元系统、亲缘关系的远近、平行检索表等。

3 教学反思

本章可以进一步拓展成一个项目化课程。《义务教育生物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

课程内容上增加了“生物学与社会·跨学科实践”学习主题，约占总课时数的 10%，包括

模型制作、植物栽培和动物饲养、发酵食品制作三类跨学科实践活动，并给出了 11个可供

选择的跨学科实践活动[4]。项目化前期可以设置为在天目山采集昆虫和标本制作，可以与动

物饲养跨学科实践活动联动，不是由教师，而是由部分学生共同完成昆虫标本的采集、饲养

与制作，通过图片、视频等方式在课堂上利用较短时间简易呈现，并请参与的同学简短分享。

除了可以增加教学活动中学生的参与度，更好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更能极大地激

发学生自身参与到科研工作中，体验其中的几番滋味，深刻体会科研工作者的辛苦和科研成

果的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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