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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跨学科主题学习视角下的“地理 + 语文 + 音乐”教学探究

——以八年级中国地理“黄河”为例

王亚宁

湖北文理学院资源环境与旅游学院　湖北省襄阳市　441000

摘　要：地理课程以提升学生核心素养为宗旨，引导学生学习对生活有用的地理、对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为培养具有生

态文明理念的时代新人打基础。本文主要介绍以跨学科的方式将语文中的关于黄河的古诗词以及音乐中描写黄河的歌曲与

自然地理的教学相联系，如学习黄河的基本概况了解黄河的起源和发展，对人类发展的影响，以及最主要的治理黄河，最

后总结在教学实践中的收获与思考，启发学生积极主动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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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基于

核心素养发展要求，遴选重要观念。主题内容和基础知识，

设计课程内容，增强内容与育人目标的联系，优化内容组

织形式。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

强化实践性要求 [1]。跨学科教学强调以一个学科为中心，多

门学科融会贯通，交叉盛行，进行综合化的设计以提升学

生的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跨学科教学

承认学科差异，将相关联的学科进行优化融合，打破学科

得到界限，使学科间相互渗透，形成学校较多方面“立德

树人”的合力，跨学科教学的目的是打破学生头脑中学科

知识的分立状态，将不同学科知识融合成为学生完整有机

的知识系统和人格系统。学科之间的交叉关系是客观发展

着的关系，综合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

促进核心素养发展。《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

指出，地理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基于学生的基础、体验

和兴趣，围绕某一研究主题，以地理课程内容为主干，整

合并运用其他课程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开展综合学习的一

种方式。

一、跨学科主题学习整体构思

以人教版八年级上册地理课程中的“黄河治理与开发”

为例，地理学习作为核心手段，展现地理学科的自然科学

特质。同时，融入富含人文精神的语文诗词，以及在特定

文化背景下对艺术作品人文意义的深刻理解、感知和阐释，

有助于学生在艺术实践中树立正确的历史、民族、国家和

文化观念，尊重文化多样性，并提升文化自信。三者相辅

相成，融会贯通，实现语文学科、地理学科和音乐学科的

有效链接。在教学设计中，充分挖掘与黄河有关且蕴含地

理现象和哲理的诗词，融入本课的学习中，以地理的角度

解读诗词以及重复挖掘与黄河有关歌曲，朗诵并以地理角

度解读歌词。“地理 + 语文 + 音乐”的跨学科学习方式可

以有培养学生综合思维能力，训练学生辩证、客观地看待

地理事物的能力，并且学会分析地理现象的成因，加深对

地理知识的理解。

二、教学设计

1、 课标与教材分析

《义务教育地理课程标准（2022 年版）》要求运用地

图和相关资料，描述黄河的主要水文特征，举例说明其对

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影响 [1]。“黄河”一课是人教版八

年级上册地理第二章“中国的自然环境”中第三节“河流”

第三课时的内容。本节课的知识主要包括：①黄河的源流

概况；②黄河上、中、下游的分段及自然特征；3 黄河对人

类的贡献以及如何治理黄河。

从教材体系来看，河流是自然地理要素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其他自然地理要素之间相互联系，河流是学习区域

地理需要掌握的基本内容，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黄河”

的教学主要包括黄河源流概况、主要水文特征、黄河的综

合治理三个方面。教材提供了黄河流域图，通过识图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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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识黄河源流概况。同时编排了“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

调水调沙”的阅读材料，引导学生概况黄河生态环境与开

发措施，进而帮助学生树立人地协调观，增强学生的环境

保护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 [2]。

2、 学情分析

在七年级的学习中，学生们已经接触了关于地图、地形、

气候和河流等领域的知识。在本章的起始部分，即中国的

河流，学生们已经对河流的分布、分类以及水文特性有了

初步的了解。通过之前对长江的源头、水文特性以及开发

和管理等问题的探讨，学生们已经掌握了河流学习的基本

方法，为本节课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本节课

的知识点繁多，内容涵盖广泛，综合性较强，因此学生们

在学习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挑战。因此，在课堂上可以

借助视频、歌曲、诗句和地图等素材，加强学生的直观感受，

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

从而系统掌握河流的学习方法 [3]。

3、 教学目标与教学过程设计

1、 教学目标设计

根据课标、教材、学情分析，确定教学目标设计（见表一）

地理核心素养 语文核心
素养

音乐核心
素养 具体教学目标

人地协调观 文化自信 文化理解 结合诗词、歌曲和黄河流域地图分析黄河源流概况

地理实践力 审美创造 创意实践
通过查阅有关黄河诗词与歌曲视频等方式，收集黄河流域的地理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黄河的长度、流经的省份、主要
支流等。引导学生欣赏黄河的自然美景，如壶口瀑布等，培养学生对自然美的感知和欣赏能力通过观看黄河的图片、

视频等资料，让学生感受黄河的雄伟壮观和历史文化底蕴。

综合思维 思维能力 审美感知 引导学生思考黄河与人类的关系

区域认知 语言运用 艺术表现 明确黄河所在的地理位置

二、教学过程设计

2.1、语文诗词与地理

语文古诗词与地理跨学科教学，不是语文与地理知识

的机械相加，而是以核心素养为导向，根据语文与地理的

学科特性，深度挖掘教学内容的育人价值，以实现语文与

地理学科育人的有机结合。[2]“黄河之水天际来”“黄河远

上白云间”“九曲黄河万里沙”古典诗词里的黄河，犹如

大地上的黄河一样，蕴藏着旺盛的力量，激发出无限激情。

从古诗词里的地理着手，搜集并整理出包括在古诗词中关

于黄河的发源地，汇入大海，经过主要地形区，经过主要

省份等素材整合教学资源（见表二）

古诗词 问题设置 地理解读 对应地理知识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不复回

—李白《将进酒》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里仞岳上摩天
—宋 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

感》

“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么
黄河之水真是天上来的吗？

黄河的源头到底在哪里？
“三万里河东入海”黄河是

在哪里入海的？

黄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蜿蜒东流，穿越黄土
高原及淮海大平原，注入渤海。

黄河的源头：青藏高原上的
巴颜喀拉山

注入海洋：渤海
流经主要地形地区：青藏高
原、黄土平原、淮海大平原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
—刘禹锡《浪淘沙》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
的泥沙情况是在怎么样的？

黄河是一条以泥沙多而著称的河流，黄河泥沙大部分来自中
游。黄河中游流经黄土高原，这里土质疏松，历史上植被破
坏严重，一遇暴雨，大量泥沙与雨水一起汇入黄河，与此同时，
黄河中游的渭河、泾河、北洛河等支流也带来了大量泥沙。

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
泾河、北洛河等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分不度玉门关

—王之焕《凉州词》

黄河、凉州和玉门关，他们
之间有什么联系？为什么说

“春风不度玉门关”？

这首诗主要描写河西走廊一带的情景。河西走廊，顾名思义，
位于黄河以西。凉州和玉门关正好位于河西走廊的东西两侧。 黄河流经的地区：凉州

黄河水绕汉边墙，河上秋风雁几行
—明 李梦阳《秋望》

黄河水到底在绕“谁”走，
“汉边墙是什么意思？

黄河“几”字形的最上一横，上是河套平原，下边就是鄂尔
高斯高原。鄂尔多斯高原是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在内蒙古
自治区的中南部，鄂尔高斯市内，黄河在西、北、东三面环绕，
南界长城。有趣的是，虽然黄河三面环绕，但鄂尔多斯高原

没有河流与黄河联通，属于内流区。

黄河流经地区：
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唐 李白《行路难》

“欲渡黄河冰塞川”，冬天
的黄河是什么景象？黄河的

冰情具体是什么样？

在黄河冰情中很值得关注的是凌汛现象，在内蒙古和山东境
内的部分河段，受维度位置影响。初春，上游已经解冻，下
游仍有坚冰，巨大的冰块漂流，很容易堵塞河道，形成泛滥

甚至决口。

凌汛，地上河的出现，要加
强黄河大堤

2.2、音乐歌曲与地理

“风在呼啸，马在嘶鸣，黄河在怒吼”一段旋律一段

记忆无论何时聆听，心中都是民族自豪感。黄河，是华夏

子孙的母亲河。连绵不断、波涛汹涌，奔腾不息。承载着

五千年历史的变迁，流淌出中华民族的气概，讲述着华夏

儿女的勤劳与智慧，寄托着炎黄子孙永恒的奋斗精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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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闻名遐迩的世界奇观壶口瀑布，享受一场独特的黄河文

化与陕北风俗相结合的视听盛宴，感受到中华民族气吞山

河的宏伟力量，感悟华夏子孙坚定而执着的家国情怀。从

歌词中的地理出发，收集并梳理出包括在歌词中关于黄河

的源头，流入海洋，流经主要地形区，流经主要省份等素

材整合教学资源（见表三）

歌词 问题设置 地理解读 文化素养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河滚滚，
奔向东南，惊涛骇浪，掀起万丈

狂澜，浊流宛转，结成九曲连环，
从昆仑山下，奔向黄海之边”——

《黄河颂》

“站在高山之巅”是指站
在哪里？

“黄海之边”是指哪里？

站在高山之巅，这里的高山指的是黄河的源头青
藏高原上的巴颜喀拉山脉。“黄海之边”指的是

黄河最终流入的海洋渤海。

滔滔黄河水，悠悠中华情。黄河是中华民
族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歌颂黄河
就是歌颂伟大的中华民族，我们要永远保
卫黄河，要世代唱响黄河颂歌，向黄河那

样伟大、坚强。

“河西山岗万丈高，河东河北高
粱熟了，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

不少”——《保卫黄河》

“河西，河东，河北”是
指哪里？

“高粱熟了”可以看出黄
河周围可以种植什么样的

农作物？
“万山丛中”是指哪些主

要地形区？

黄河以东是河东，黄河以西是河西，黄河的中游
一段自北向南流经今天的山西，陕西。

河北泛指黄河以北的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
高粱的耐旱能力强，对土壤要求不高，因此对干

旱地区尤为重要。
“万山丛中”主要指宁夏平原、河套平原、黄土

高原。

《保卫黄河》这首歌曲犹如咆哮的黄河象
征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
的中国人向前进！如今中国以不在是过去
的中国，但是未来的中国还需要我们继续
保卫，不断发展强大。作为青年一代，引
导学生珍惜当下的学习时光，提升能力。

“您带着巴颜喀拉的问候，和日
月星辰相互牵着手，穿过大漠孤
烟直，带着母亲的温度向东流。
阿拉耶阿拉耶，您越过多少峰岭

和峡谷，您洗掉多少艰辛和忧
愁。”——《黄河入川向东流》

“峰岭”、“峡谷”具体
指哪个峡谷？

歌词中“您带着巴颜喀拉的问候”表明黄河发源
于巴颜喀拉山脉。“带着母亲的温度向东流” 体
现了黄河的流向是自西向东。黄河从青藏高原出
发，流经多个省份，最终注入渤海“穿过大漠孤

烟直”描绘了黄河流经的地区有沙漠。

在中国文化中，黄河常被称为“母亲河”，
它孕育了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滋养了一
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是中华民族生存、繁
衍和发展的重要依托。通过这样的表述，

强化了人们对黄河深厚情感的认知。

“我漫步黄河岸边，浊浪滔天向
我呼唤”——《我们是黄河泰山》

黄河流经黄土高原区，由于黄土高原土质疏松，
植被覆盖率相对较低，再加上夏季降水集中且多
暴雨，大量的泥沙被雨水冲刷进入黄河河道，使
得黄河河水变得浑浊，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多的

河流之一

黄河那“浊浪滔天”的形象在文化层面象
征着中华民族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

力量。历史上，中华民族历经无数艰难险阻、
天灾人祸，但始终如黄河水一般，凭借顽
强的毅力和强大的生命力延续发展至今。

三、结语

“地理 + 语文 + 音乐”的跨学科学习为学生带来了丰

富多彩的学习内容。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的枯燥知识，学

生可以在不同学科的交叉点上发现新的兴趣点，从而激发

他们的学习热情。例如，通过分析有关黄河的歌曲歌词，

学生既可以学习地理知识，又能欣赏文学之美，还能感受

音乐的魅力，使学习过程变得更加有趣和生动跨学科学习

提供了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学生可以通过实地考察、阅读文学作品、欣赏音乐作品、

创作艺术作品等多种方式，深入了解黄河的各个方面。这

种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他

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

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在实施跨学

科学习的过程中，教师要注重引导学生整合多学科知识，

运用多种学习方法，开展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同时要采用

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及时反思和改进教学，以提高跨学科

学习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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