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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课程内容中新设“跨学科主题学习”版块，对学生综合素养提出

新的要求。在现阶段初中历史教学任务中，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有其独特的教学优势，教师要借助跨学科主题学习

的方式，确保学生参与更多的历史活动，从而构建高效化的历史教学环境。在跨学科主题学习实践中要遵从与有关

课程教师合作共赢的方向，展现历史课程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并树立文化传承意识，强化学生在历

史课程中的综合素养。本文就新课标背景下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实施策略提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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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内

容中新设“跨学科主题学习”版块，并要求在总课时

中专门规划出 10%的课时用于跨学科主题学习，对学

生综合素养提出新的要求。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是教师结合学生课堂实际情况，在历史课程内

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围绕某一研究主题，将其他课

程的知识、技能、方法以及课题研究等整合起来的综

合实践活动 [1]。

新课标背景下提出的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

要求培育学生核心素养，转变学生学习历史的方式，

提高学生运用多种学科知识与技能进行合作与探究的

能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进一步训练学生对历史

基础内容的掌握；促使学生学科能力和情感态度与价值

观的形成，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在特定的时间和

空间中分析历史、观察历史，挖掘分析可信史料，并

对历史做出客观评判，增强对家乡和祖国的认同感。 

一、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概述及意义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是不同课程之间的融

合，目的在于引导学生研究、分析学科之间的知识、

方法。以地理、历史跨学科为例，在早期研究人类文

明发展时，并未忽视自然环境对人类的作用、影响。

在以历史科目为主导的前提下，将地理融入历史课堂

教学，以便引领学生明白初中科目内容之间具有明显

的关联性，且进一步使得学生灵活运用学过的历史知

识。同时，历史、地理跨学科教学为学生带来的不仅

是地理知识，还有地理科目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提升

学生的认知能力、解决问题能力。

其一，将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与历史课程教

学结合，可培养学生在初中时期正确的国际视野、人

生观念和价值评判能力。在进行历史学科教学任务时，

教师要及时凸显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在现阶段历

史课堂中的优点，以便学生自主掌握历史学科的基础

知识、提高解决历史问题的能力等，增强学生在历史

课程中的自主探究能力。

其二，和传统单一化的历史学习活动相比，历史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能吸引学生对历史课程知识的学

习兴趣，有益于尽快为学生创建一个多维度的历史知

识平台。对此，在新课标背景下的历史教学中，教师

应当把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与历史科目教学融合

起来，弥补学生在传统历史教学模式中的不足。在这

一教学形式中，既保证了学生在初中阶段历史内容学

习时的进度，又为学生提供充裕的时间进行自主探究，

从而实现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目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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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方式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情况来看，部分教师在开展跨学科主题学

习活动时，容易出现生搬硬套等现象，只是把跨学科

主题学习活动当做每个科目内容的融合方式，却无法

深入展现这一学习活动对学生掌握历史知识的优势。

在引入历史课堂教学流程时，部分教师只是单一

地将跨学科资源作为历史材料 [3]。在实施历史教学任

务时，教师要以多元化的思想观念来了解历史跨学科

主题学习活动的发展趋势，让学生感知到历史学科知

识的魅力，有助于扎实学生的历史基础，并推行初中

时期的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

三、如何在新课标背景下实施初中历史跨学科
主题学习活动

新课标背景下确立了教师在历史课程教学的新方

向——组织学生参与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引领

学生运用多元化的方法来进一步思考历史学科知识与

其他科目内容之间的关联性，以此掌握更多历史课程

教学流程的方法。

（一）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遵从与有关课

程教师合作共赢的方向

在现阶段新课标背景下实施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不仅对学生的“学”提出新的标准，而且还对

教师的“教”明确提出新的方向。若想尽快实施历史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就需要教师利用多个学科围绕

特定主题形成真实的情境。在这一情境中，学生作为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主体角色，而教师则是承

担起说明、引导的教学角色。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

深入了解其他初中科目的课程标准、核心素养。但是，

这样的教学目标显然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实现的。为解

决上述提到的教学问题，各学科教师要做到以充分的

交流、沟通来进一步教研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

相关流程，才能带领学生参与较多的历史跨学科主题

学习活动，有利于展现学生在这一环节的主体意识。

在这样的教学中，一方面形成一种高效的历史教学环

境，另一方面增强学生学习历史内容的能力，并增进

学生与历史课程之间的距离。

例如，在七年级下册第一单元“隋唐时期：繁荣

与开放的时代”中，本单元教学的重点为“繁荣与开

放”。在进行本单元教学任务时，教师可把音乐学科中

最常见的乐器——琵琶引入到本节课教学流程内，目

的在于向学生讲述琵琶传入大唐的历史发展过程。借

助这一方式将本节课需要学习的历史内容变得更加具

体，让学生从琵琶的演变中深入分析“盛唐气象、唐

朝的中外文化交流”等内容，有利于学生感知到盛唐

时期人民对新鲜事物的接纳能力以及当时传播的文化，

且增加学生在初中阶段的民族认同感 [4]。同时，教师

将本单元中涉及唐三彩、莫高窟壁画等艺术作品的内

容，以邀请美术教师协助的方式向学生讲解特点、历

史背景之间的联系。上述教学形式，不仅降低了学生

学习历史内容的难度，而且使得学生察觉到历史学科

与其他课程知识的关系。最后，教师要求学生以思维

导图的方法来整合、总结本次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

重难点部分，以此考查学生在这一环节掌握历史知识

的水平。 

（二）展现历史课程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主体

地位

不同学科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现阶段

初中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教师应当进一步展

现历史课程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主体地位，目的

在于凸显历史学科知识的主体性，其他学科内容的辅

助性，才会使得学生感受到历史发展的横向、纵向关

系，有利于带领学生参与相应的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让学生获取更多的学习活动经验。

例如，七年级下册第二单元“辽宋夏金元时期：

民族关系发展和社会变化”和第三单元“明清时期：

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教学中，针对这两个

单元内容特点，涉及的朝代更迭过多，且呈现一定的

时序性，若教师沿用传统单一的历史教学方式，将无

法向学生传递这两个单元的重难点内容。为改变上述

提出的教学现状，就需要教师借助初中数学科目常用

的“数轴”知识来引领学生清晰展现不同朝代的历史

时序，目的在于学生将朝代的更迭顺序表述出来，有

利于增强学生在初中阶段复习历史知识的效果。依据

辽宋夏金元时期出现的汉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并立；

汉族、契丹族、党项族等多个民族交融；经济重心逐

渐南移的主线，以及明清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进

一步的巩固和发展等重点知识，教师需要让学生结合

地理科目中的知识“绘制地图”，将辽、西夏和北宋并

立，且宋金的南北对峙、宋代经济重心南移部分绘制

出来。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部分边疆地区

呈现出来，以此加深学生对这两个单元重点内容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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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继而在这个单元知识中，学生会发现两个单元的

知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及时要求学生以思维导图

的方法将本节课学过的重难点知识批注出来。在这样

的教学下，不但使得班级形成一种新的历史教学环境，

而且还使得学生沉浸在历史世界内，从而更快展开历

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

（三）树立文化传承意识，强化学生在历史课程中

的综合素养

在新课标背景下，教师不能局限于传统的历史教

学方式，而是需要运用新的思想观念来进一步培养学

生在历史课堂的核心素养，同时，对于历史学科内容

而言，不单单涉及基础性的历史知识，而且还承担着

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任务。因此，在实施

历史教学任务时，教师要树立学生在历史学习环节的

传承文化意识，以便强化学生在历史课程中的综合素

养，有利于加深学生对历史知识的总体印象，并使得

教师感受到历史科目在现阶段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

重要性。

例如，在学习七年级上册《沟通中外文明的“丝

绸之路”》这一课时，补充介绍关于丝绸的起源：根据

历史文献记载，传说公元前 27 世纪，一个蚕茧掉进黄

帝的妻子嫘祖的杯子里，嫘祖从杯中取出蚕茧，她有

了编织蚕丝的想法。从此，嫘祖成为中国神话中的丝

绸女神，养蚕缫丝技术就此诞生。通过课外知识的补

充，学生了解到中国丝绸历史悠久，增强了学生的民

族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在七年级下册活动课《中国传

统节日的起源》中，通过走进春节、清明节、端午节、

中秋节等传统节日，探寻这些节日的渊源。具体教学

中可以结合地理课程中“自然节令与农业生产”；语文

课程中关于传统节日的诗词、歌谣、春联；音乐课中

有关节日民俗的戏曲、音乐表演；美术课中的年画作

品等跨多学科主题学习方式，让学生了解到中国传统

节日文化是一份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在世界文化宝

库中独放异彩。通过多维立体视角感受中国传统节日

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进一步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

特色，树立传承和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以

此巩固学生参与本次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时掌握

的知识。在八年级上册《考察近代历史遗迹》学习中，

让学生利用家乡的历史遗址、博物馆、家乡的历史文

化名人、家里的老照片、老物件等课程资源，拉近历

史与学生的距离，进一步培育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热

爱家乡的真挚情感。通过调查、访问等途径训练学生

史料实证素养能力，在探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中提高历

史解释素养，强化学生在初中阶段的分析能力，展现

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意识，从而

推行现阶段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进展，落实新课

标中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

四、结束语

在初中历史课程教学中，教师要遵从新课标背景

的教学要求，目的在于顺利开展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有利于增加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

自信心，同时，教师也要注重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

学习活动的表现，以此强化学生在初中时期的历史学

科核心素养。与传统“填鸭式、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相比，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反而符合学生在初中

阶段的听课特点。所以在进行历史教学任务时，教师

需要展现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优势，才能保证

学生学习历史内容的进度，有助于建立一种新的历史

教学环境，并完成现阶段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的

相关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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