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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与建构

曾晓兰

福建省厦门集美中学附属滨水学校，中国·福建　厦门　361021

【摘　要】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都是基于分学科教育而探索和建构起来的，比如传递接受型的课堂教学模

式、自学辅导型的课堂教学模式等，在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下，各门学科知识条块分割，互不相干，不足以应对社会的

高速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需求。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就是要打破这种各学科知识不相往来的陈规，以《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跨学科学习”理念为指导，围绕“语文+”跨学科主题开展教学，探索并建构“

寻—联—研—享—评”的跨学科课堂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教—学—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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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厦门市第六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课题（重点课题）“跨学科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研

究（编号：X601）”和福建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3年度课题“基于SOLO分类理论的小学语文跨学科学习评价体系

构建研究（编号：FJJKZX23-193）”课题成果之一。

“课堂教学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学思想或教学理论的

指导下，师生之间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定的课堂教学活动结

构框架和活动程序。比如传递接受型的课堂教学模式，是

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理论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稳定的

课堂教学活动程序。这种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是：复习

旧课—激发动机—讲授新课—巩固练习—检查评价—间隔

复习。该模式源于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后来由前苏联

凯洛夫等人进行改造传入我国，在我国广为流行。除了传

递接受型的课堂教学模式，还有自学辅导型的课堂教学模

式、范例式课堂教学模式、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等。

传统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都是基于分学科教育而探

索和建构起来的，在此类课堂教学模式下，各门学科知识

条块分割，互不相干，不足以应对社会的高速发展和人才

培养的需求。

为了培养能适应当代社会的创造型人才的需要，就必须

使学生将各门学科知识进行交叉融合，形成一种完整的系

统的知识结构，在遇到实际问题时，能综合运用各学科知

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来解决问题。“跨学科学习”

和“跨学科教育”正是在这一趋势下应运而生。《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更是将“跨学科学习”作

为拓展型的任务群单列出来，旨在发挥跨学科协同育人、

整体育人的优势。因此，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

堂教学就是要打破传统课题教学模式中各学科知识不相往

来的陈规，使学生获得优化的知识结构，能融会贯通、举

一反三地来解决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它以《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跨学科学习”理念

为指导，围绕“语文+”跨学科主题开展教学，探索并建

构“寻—联—研—享—评”的跨学科课堂教学模式，以期

实现“教—学—评”一致性。本文将以统编版三年级下册

第四单元《花钟》为例，结合跨学科学习教育教学实践，

谈谈如何在小学语文课堂中探索并建构“寻—联—研—

享—评”的跨学科课堂教学模式。

1　寻——学科合作，寻找跨学科学习主题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基于学生的知识基础，围绕某一

研究主题，以某一学科课程内容为主干，运用并整合其他

课程的相关知识和方法，开展综合学习活动的过程。”在

跨学科学习视域下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探索与建构中，

第一个教学活动框架就是“寻”，即学科合作，寻找跨学

科学习主题。教学时，我们要抓住一个核心，即以语文学

科为出发点，在新课标引领下，充分发挥跨学科学习对学

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独特功能，围绕“语文+”跨学科主题开

展教学，综合运用语文、信息技术、美术、音乐、英语和

数学等多学科知识，通过跨学科合作，寻找跨学科学习主

题，选择适合作为小学各年级的跨学科学习的学习内容，

引导学生借助多学科知识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地来解决学

习、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

《花钟》是统编版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一篇课文，

该单元的主题是“观察与发现”，习作要求是“观察事物

的变化，把实验过程写清楚”，习作内容是“我做了一项

小实验”。作为本单元的第一篇课文，该如何进行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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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为单元的习作《我做了一项实验》做铺垫呢？在

带班时，笔者通过观察，发现学生对校园的花花草草很感

兴趣，经常会问我“老师，这是什么花？”，刚好那段时

间碰到学校要进行文明校园和开放周展示。因此笔者和信

息技术、美术、音乐、英语和数学多学科老师协同备课，

通过跨学科合作，寻找到本次跨学科学习的主题“花见

钟情”。结合校园文化和学生的实际情况，创设“花见钟

情，校园花钟我代言”这样一个学生们喜闻乐见的真实情

境，邀请孩子们为来宾和文明校考评团的评委们设计一个

校园花钟展示廊。在“花见钟情，校园花钟我代言”这一

真实情境下，又设计了“花见钟情”、“识钟有道”和“

绘钟有法”三大任务，围绕“花中君子来哪方——好著丹

青图画取——满殿风吹茉莉香——一寸光阴一寸金——智

慧深藏时光里”五大学习活动，辅之以语文、美术、音

乐、英语和数学等多学科的展示课，引导学生认识花钟的

美丽，探索花钟的奥秘，歌唱美好的情感，探索时间的智

慧，绘画创意的校园花钟，为校园花钟代言。

2　联——学科勾连，联结跨学科学习资源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指出：在小学

语文跨学科学习中，应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区协同育

人作用，为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增强跨学科学习的综合性

和开放性，充分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社区生活场景、文

化场馆等，为学生开展跨学科学习提供必要的支持，建立

跨学科学习资源库。这就涉及到了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

学语文课堂教学模式的第二个教学活动框架“联”，即学

科勾连，联结跨学科学习资源。

还是以《花钟》为例，在语文课的教学中，笔者设置

了“课前——课中——课后”三个环节。课前，学生在老

师的引导下成立“花花观察团”，然后分小组区校园里寻

花，观察校园里都有哪些美丽的鲜花，为接下来“我为校

园花钟代言”，设计一个校园花钟展示廊做准备。有条件

的同学还可以带上相机记录和拍摄喜欢的花朵。如果对校

园鲜花的种类、习性不熟悉，就需要利用信息技术课查阅

鲜花相关的信息，同时也可以与科学老师沟通，了解鲜花

开放奥秘。此外还可以充分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等进一步

丰富对鲜花知识的认识。

课中，以“花花展示团”的方式展示课前小组观察所

得，小组代表可以借助视频、PPT、观察小报等进行汇报。

在肯定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基础上，老师借助“花见钟情

团”这个方式，引导学生学习《花钟》第一自然段，是如

何借助比喻（如：牵牛花吹起了紫色的小喇叭）和拟人（

如绽开笑脸、梦中醒来）等修辞手法，创意表达鲜花开放

的。再小组合作，借助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创意表达

解说词，将自己小组观察到的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开放的

鲜花创意地表达出来，真正实现将学科知识与生活情境联

系起来。课后则创设项目化学习的环节，让学生为学校设

计一个专属花钟，为校园花钟代言。打通生活和语文的联

系，跳出教材与教室，培养学生思维能力，语言文字运用

能力。

3　研——学科融合，研究跨学科学习活动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是《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

版）》的新增部分，也是亮点与特色部分。跨学科主题

学习活动主要包括学科知识性活动、学科实践性活动、学

科综合性活动、学科生活性活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旨

在打通学科边界，综合融通各学科，加强学科间的相互关

联，强化课程协同育人，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发展学生

核心素养。因而在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模式的第三步，就是要做好“研”，即学科融合，研究跨

学科学习活动。

以《花钟》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例，在“花见钟情，校

园花钟我代言”这一真实情境下，笔者设计了“花见钟

情”、“识钟有道”和“绘钟有法”三大任务，下设五大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分别是：语文：花中君子来哪方；

美术：好著丹青图画取；音乐：满殿风吹茉莉香；英语：

一寸光阴一寸金；数学：智慧深藏时光里”。这些学习活

动互相连通，一脉相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比如音

乐的“满殿风吹茉莉香”这一学习活动就是在语文课的基

础上拓展而来，引导学生通过观察茉莉花，用肢体动作模

仿茉莉花开的形态，深情演唱歌曲《茉莉花》，通过民歌

《茉莉花》的韵律和节奏感受人们对茉莉花的喜爱。而活

动三英语课，在承接语文和音乐的基础上，通过图片与视

频，引导学生学习“钟”的英文单词以及十二个数字的英

文表达。再借助英文课堂游戏“我要开花了”和唱英文歌

《TIME》巩固《花钟》一文中鲜花开放的时间，使同学们

在感受鲜花开放的时间规律的同时，体会大自然的奇妙，

学会珍惜宝贵的时间。

4　享——学科共享，分享跨学科学习成果

基于2022版课标对跨学科的实施建议，以及对第二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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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业质量的描述，“参加跨学科学习活动，乐于观察、提

问、交流，能参与简单的活动策划、组织工作；能根据不同

学习活动主题搜集、整理信息和资料，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

题；能用照片、图表、视频、文字等展示学习成果，并与他

人分享。”这就涉及到了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

教学模式的第四个教学活动框架“享”，即学科共享，分享

跨学科学习成果。

以活动五美术的“好著丹青图画取”为例，该学习活

动主要有两个环节，环节一学画《花钟》中花朵，学做花

钟，就是在语文课《花钟》和数学课“学习时分秒”的基

础上承接而来，在了解不同种类花的形状、结构、色彩等

特点的基础上，学习花朵的绘画方法，大胆表达对花朵的

喜爱，热爱大自然，热爱生活，热于发现美。环节二体现

为画完课文的花钟，还要学会迁移运用，配合语文学科完

成课后的项目化作业“校园花钟我代言”，设计校园花钟

展示廊，展示文明校园。多样的学习活动，打破了传统分

科教育知识条块分割，互不相干的局面，使教学活动呈现

出鲜明生动的特色。学生在综合运用音乐、美术等多学科

知识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这一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

语言文字运用能力。而校园花钟展示廊，则进一步促进了

学科之间的共享，让跨学科学习成果的分享和展示变得更

有意义。

5　评——学科贯通，完善跨学科学习评价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是否有成效，多以“终结性评价”

为主，即以结果来评价这一模式是否有价值。而“跨学科学

习”的评价则要关注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思考问题、解

决问题的态度和能力。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

学模式的第五个活动框架就是“评”，即学科贯通，完善跨

学科学习评价，具体表现为针对主要学习环节和学习内容制

定评价量表，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表达交流、

合作分享、问题解决的能力。发挥评价指挥棒的作用，为跨

学科学习寻找生长点。

如何实现学科贯通，不断完善跨学科学习评价呢？ 笔

者通过教学实践，在教学中引入了SOLO分类理论，该理论由

比格斯提出，他将学生的思维水平按照从低到高分为五个阶

段，即前结构、单点结构、多点结构、关联结构、抽象拓展

结构。不同的SOLO层次对应着学生不同的思维水平。以活动

一语文的“花中君子来哪方”为例，我们制定了基于SOLO分

类理论的小学语文《花钟》阅读增值评价量表（如表1）

表1  基于SOLO分类理论的小学语文《花钟》阅读增值评价量表

增值评价

内容
基于SOLO分类理论的五阶段评价维度

小组合

作观察的

能力

前结构：无法和小组成员形成合作，集中注意力观察

校园里的花朵。

单点结构：小组合作，只能观察校园里的一种鲜花，

记录一种鲜花。

多点结构：小组合作，观察到了校园里两种或以上的

鲜花并记录。

关联结构：小组合作，能结合信息技术和科学学科，

探索校园鲜花开放的奥秘以及学科之间的联系。

抽象拓展结构：能通过小组合作把观察校园鲜花开放

问题的方法迁移到观察树和草的问题中。

小组表

达交流的

能力

前结构：在小组内不参与表达与交流。

单点结构：在小组内参与表达与交流，但发言比较单

一。

多点结构：在小组内参与表达与交流，能提供2种及以

上的建议。

关联结构：能结合信息技术和科学学科，综合表达对

校园鲜花的喜爱。

抽象拓展结构：能结合信息技术和科学学科，在表达

对校园鲜花的喜爱的同时，迁移到对校园的喜爱中。

运用多学

科知识解

决问题的

态度和

能力

前结构：无法运用音乐、美术、数学等多学科知识解

决问题，态度不积极。

单点结构：能运用音乐、美术、数学等多学科知识解

决《花钟》文本中的一个问题，态度良好。

多点结构：能运用音乐、美术、数学等多学科知识解

决《花钟》文本中的两个或以上的问题，态度积极。

关联结构：能运用音乐、美术、数学等多学科知识解

决如何创意表达鲜花开放的问题，并找到鲜花开放与

温度、湿度等的联系，态度积极。

抽象拓展结构：能迁移运用音乐、美术、数学等多学

科知识解决“我为校园花钟代言”这一项目化作业，

态度积极。

综上所述，跨学科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打破

了传统各学科知识不相往来的陈规，以《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年版）》“跨学科学习”理念为指导，围绕“

语文+”跨学科主题开展教学，通过“寻——学科合作，寻

找跨学科学习主题”“联——学科勾连，联结跨学科学习资

源”“研——学科融合，研究跨学科学习活动”“享——学

科共享，分享跨学科学习成果”“评——学科贯通，完善跨

学科学习评价”，探索并建构“寻—联—研—享—评”的跨

学科课堂教学模式，以期实现“教—学—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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