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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引领谋“双减”，学科互融促“五育” 
——“双减”背景下初中美术跨学科游戏课程研究实践 

罗晓倩 

(深圳市光明区李松蓢学校  广东深圳  518106) 

摘要：“双减”背景下，深圳市光明区李松蓢学校以课程建设为抓手，通过课题引领推动教师开展跨学科融合课程的研究，深

挖光明、校内优势资源，落实美术与其它学科教学、课外校外的社会实践活动进行有机整合，探索以育人为先、“五育”并举为理

念的校本课程，致力构建健康阳光的教育生态。 

关键词：“双减”；教育生态；跨学科；初中美术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后，深圳市光明区李

蓢松 学校紧抓“提质增效”主旋律，认真贯彻落实。为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构建健康阳光的的教育生态，持续深化课程改革，扎实开

展多元化、多维度的“双减”实践，学校在开足开齐国家课程的基

础上，积极调动各学科教研团队，整合实施校本教学，构建多元化

校本课程体系，开发校本化品牌课程。 

一、以研促课，稳抓课堂主战场，系统设计课程方案。 
有效落实“双减”，主战场在课堂。围绕“五育”并举，针对

课堂提质，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目标，我校大力鼓励教师开发适

应本校学情的校本化品牌课程。初中美术老师以市级课题《游”必

有“方”——美术+X，初中跨学科游戏课程的设计与实践》为推手，

探究开发初中美术跨学科游戏课程。课程希望通过学科互融，打破

教学壁垒，充分利用美术学科的趣味优势，以趣促学，提升学生学

习积极性，提高学生对知识的综合应用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时

代青少年。 

二、以研促学，科学制定课程实施途径。 
1.组建教研团队，搭建课程图谱。 

学校组建了以副高级教师黄伟华为教研指导，光明区中小学美

术名师罗晓倩为组长，美术、语文、生物、地理学科青年教师为核

心的教研团队。团队通过“课程资源共享—课程解构与重建—梳理

脉络—专家指导—分组实践”的研究路径，在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张

祥云教授、宝安区教科院科研部杨涛主任等课题专家领导的指引

下，融合地方资源，联系学生生活实际，初步搭建了以“校园—光

明—深圳—中国”为主单元的综合探索型跨学科课程图谱。 

单元 
主题 

背景 单元子题 学科内容 游戏 

博雅
校园 

校园 
中草药 

特色 

1. 百草莳植 
2. 百草之韵—中

草药图谱秘籍 
3. 三维寻宝 

1.中草药文化（道德与法治、
语文、劳动、美术） 

2.写生百草之韵（生物、地理、
美术） 

3.立体书（地理、美术） 

三维 
寻宝 

大美
光明 

光明 
茅洲河 

1. 河在大地上
散步 

2. 水之印记 
3. 花之绘 

4. 化腐朽为神
奇 

5. 开发资源 畅
想未来 

1.科学、艺术考察活动的策划
（地理、历史） 

2.肌理创作（生物、美术） 
3.花卉纹样设计（语文、美术）

4.泥塑（地理、美术） 
5.科幻画创作（信息技术、美术）

游玩 
实践 

科创
深圳 

深圳 
候鸟 

1. 馆藏之夜 
2.发明家达芬奇 

1.国画赏析与拍卖会（美术、
语文） 

拍卖会 
飞行赛 

3.地球绿洲家园 2.飞行器发明（美术、物理、
生物） 

3.环保招贴画设计（美术、生
物） 

九州
方圆 

 

中国 
新冠 

 

1.口罩之下 
2.病毒的传播-卡

牌设计课 
3.超级翻翻乐 

1.口罩设计（美术） 
2.卡牌设计（美术、生物） 
3.超级翻翻乐（美术 生物、

体育） 

卡牌 
游戏 

2.整合课程资源，发挥有效联动。 

（1）统整学科资源 

课程建设为学生的未来成长赋能。课程由美术老师牵头，联手

语文、生物、地理等老师，通过对国家教材中各学科知识点的梳理

与研究，挖掘学科间的联系，统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与价值的学科

内容，再通过“大单元”、“大主题”的方式进行重构。 

（2）挖掘地方资源 

文化基因助力课堂发展。课程的单元设计除了需要梳理学科核

心知识，还需要与学生的生活环境进行有机结合。结合深圳、光明

和校园特色，最终确定并实施了 4 个学习单元，分别为“中草药”、

“茅洲河”、“候鸟”、“新冠病毒”。整合的课程门类以美术、语文、

生物、地理为主，涵盖历史、信息技术、道德与法治、体育等国家

课程。课程中多次带领同学们走进生活，充分利用社区公园、公共

展示馆、展览馆等地方资源，学生通过沉浸式的在场学习，参与全

方位全过程的美育新课堂。从而学会从不同的学科角度认识事物，

自我建构知识链，在实践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茅洲河”

主题单元的学习中，学生通过参观茅洲河展示馆、底泥处理厂、社

区公园等，从美术、生物、地理、历史、语文等方面把植物与文学、

水净化的方式、生态与城市发展等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感受生

态文明带给人的影响，边走边学，边学边悟。 

 
学生参观茅洲河展示馆 

3.创新教、学方式，实现深度学习。 

（1）游戏教学法让学生在玩中学，在学中悟。 

本课程采取“主题导入—学生自主探究—设计游戏—游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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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方式开展。课堂以项目式活动为导向，学生通过线上资源搜

索、线下实践活动、自主设计游戏、参与游戏互动等方式全面参与

到课程中来。学生不仅仅是课程的参与者，还是课程的设计者。学

生在参与游戏活动或设计游戏等任务时往往能以更集中的注意力

与敏捷的思维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学习活动中来。如在《病毒的

传播——卡牌设计》中，学生通过学习病毒的传播途径与防疫方法

设计卡牌，最后在翻翻乐游戏中，检测自己的学习情况。在快乐游

戏的过程中，学生自主完成了对所学内容的把握与检验。 

 
学生在进行翻翻乐卡牌游戏 

（2）打破常规学习时间，慢教育引导学生感悟生活。 

在学习时间上，本课程打破了常规课安排，以日常生活式的教

育把学习延伸到日常生活中，启发学生思维，让学生享受学习的过

程，科学健康地成长。如在“中草药特色”单元中，课程结合了学

校中草药特色，通过“种植—观察—提炼”，引导学生主动放慢节

奏、拉长过程，慢慢体会教学思维的精巧，领会教学思想的精深，

欣赏文化的美妙，激发创造力，培养自信心，构建乐观的生活态度。 

4.多元化评价方式激发个性绽放，构建教-学-评一致的美育课

堂。 

评价方式多样化，结合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形式，全

面关注学生的发展；评价主体多元化，在教学中穿插自评、师评、

互评等评价方式，并积极发挥家庭教育的功能，让家长及时看到学

生的成长，树立学生的自尊心与自信心；评价内容多维化，学生通

过自己擅长的领域对所学内容进行反馈，可画、可写、可唱、可读......

教师对于学生的评价也不局限于学科知识，而是涵括思维、情感、

态度、价值观等各方面，尽所能地对学生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 

 
轻松愉快的课堂活动与多元教学呈现 

三、以研促长，营造健康阳光的教育生态 
1.变革教研形式，助力青年教师专业成长 

课程研究小组成员涵盖美术、语文、生物、地理、体育、历史

等学科青年教师，课程的研究推动多学科共同备课，让集体备课变

得更综合与开放。跨学科备课，要求教师不仅要掌握自身学科，还

要共同学习其他学科。这样的教研形式，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学科综

合素养，促进了教师的专业成长与教师的梯队建设，为“提质增效”

打下关键基础。 

 
研讨小组内轻松和谐的研讨氛围 

2.从学科素养到人文关怀，全面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双减”落地后，除学生的校内学习，教师还应关注学生在作

业减负和取消周末校外培训后如何合理地运用课余时间进行自我

提升。本课程有机地把学生的校内外生活联系起来，通过创设真实

情境，让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科间的联系，全面地看待事物，提升学

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茅洲河”单元中，学生分组对茅洲

河沿岸植物进行探究。有的小组通过“形色”app 认识沿岸的植物；

有的小组通过写生记录沿岸植物；有的小组通过小短文描写植物......

沉浸式的体验、多元化的探究方式不仅提升了学习质量，丰富了课

余生活，还让学生有了各种美的体验。 

3.重塑学生健康的教育生态，创新具有光明特色的美育课堂。 

“双减”政策在减负的同时，对教育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础教育要摒弃功利化、短视化的教育理念，关注学生健康成长，

重塑健康阳光的教育生态。本课程关注学生心灵发展，重视对学生

思维、素养、想象力、创造力与品质的培养，通过审美活动启发学

生对美的认识与追求，培养健康向上、向善向美的思想素养。课程

实施以来，我校美术、体育、语文、生物、地理、道德与法治、历

史等学科共 16 名教师、初中全体学生 862 人共同参与到课程设计

中来。学生对课程的开展表现出巨大的热情，课堂创作通过主题展

览的方式在全校展出多次，学生在课余仍然会运用自己设计的游戏

道具进行学科探索。由于课程仍在探索阶段，在课堂呈现、校内外

探究活动等方面也面临了许多限制与困难，课堂中出现的问题也需

要继续思考与解决。我们将保持着对研究的最大热情，为能呈现出

多元、快乐、灵动的美育新课堂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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