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新课堂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2023年11月15日06版

现代课堂现代课堂周刊

主编：褚清源 电话：010-82296784 编辑：钟原 电话：010-82296569 投稿邮箱：zgjsbxdkt@vip.163.com 美编：孙东 电话：010-82296729 图片新闻投稿邮箱：zgjsbtp@vip.163.com

发现课堂改革样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油车港中学“品质课堂”
新论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爱华在《教

育研究与实验》上撰文，跨学科学习

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即“主题”的

统领。这种“主题”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知识主题，而是从人的培养目标

出发，聚焦学生发展的核心素养点，

对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加以选择而

生成的价值命题。这种价值命题指

向学生的完整生长，包括兴趣发展、

经验积累、生活体验、情境学习、个性

发展等。跨学科学习的主题往往源

于大单元教学的学习。单元是学科内

容的教材组织基本形式。所谓大单

元，绝不是指某一个独立的教材单元，

而是在学科知识内容上相互连接、在

教学价值或教学目标上相互关联、在

学习活动上不断进阶的各个单元之

间的关系构成的学习模块，这是大单

元教学区别于单元教学之所在。跨

学科主题学习之主题源于大单元而

不是单一的课文或独立的单元，是对

学科知识内容、大单元整体目标和学

习阶段进阶的生成性学习内容。一般

而言，跨学科学习的主题是基于对书

本知识的活态化建构而生成的复杂问

题。没有复杂问题的生成，就没有跨

学科学习主题的生成。

追问跨学科学习的
主题

江苏省历史特级教师唐琴在《中

学历史教学参考》上撰文，作为人文

学科的历史教师，我们如何在跨学科

素养上有所作为呢？跨学科意味着

学科的联合、整合、融合，其境界为

“无界”。我们可以循着这个走向，首

先通过学科联合，开展指向核心素养

的多学科建构：经由不同的学科建

构，共同作用于核心素养，各有侧重、

殊途同归；其次通过学科整合，组织

学生开展基于历史学科的跨学科学

习：用“有价值”的历史知识整合其他

学科，以历史学科活动为平台，发展

学生跨学科素养；再次通过学科融

合，帮助学生开展面向生活的超学科

探究：学生作为设计者、实践者、创造

者，面对真实的世界，通过探究学习

获得生活的真实经验和多感官的直

接体验，实现知识和生活的融通。总

之，核心素养教育不仅要求历史教师

将“历史教学”提升到“历史教育”的

高度，也要求历史教师从“学科”扩展

到“跨学科”的宽度。课程专家克莱

因说，“跨学科的方法在今天已经变

得越来越重要”。跨学科给学生更

“宽”的教育，我们准备好了吗？

（伊哲 辑）

追问跨学科学习的
路径

北京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张珊在

《中国教育报》上撰文，每个学科的学

习过程中都有部分内容会涉及其他

学科。比如，非语文学科的学习均需

要运用语文学科的读写能力，物理、

化学、生物等学科在组织学生实验

时，需要学生具备阅读应用类文本的

能力去解析实验说明；实验完成后，

需要学生运用撰写研究性文本的能

力来完成实验报告的写作。而实际

教学中，这些非语文学科所需的读写

能力，既没有在语文学科内进行有针

对性的培养、训练，又没有在物理、化

学、生物等相关学科内得到有效落

实，一些教师往往轻率地将学生读不

懂题、读不懂文献的问题归咎于语文

没学好。其实，想要提高学生非语文

学科的读写能力，需要学生学习并具

备该学科的核心概念与相关知识，培

养该学科的思维习惯，掌握该学科独

有的调查、论证、解决问题的方法。

跨学科主题学习恰恰为这些能力的

落实提供了情境，能帮助学生掌握历

史、科学、数学等不同学科所需的特

定读写技能。

追问跨学科学习的
价值

品质课堂：走向协同的跨学科学习
□ 杜存安 操松艳

品质课堂是一种基于学科知识

的科学性、系统性、融合性，指向激发

学生内驱力、提升思维力、点燃创造

力的课堂，强调价值问题、自由表达、

实践探索、批判思辨的课堂理念与实

践追求。品质课堂的师生画像是教

师脑中有识、心中有策、眼中有生、手

中有方，学生勤于学习、敢于质疑、善

于表达、勇于探索。

传统的学科教学是教师的“讲

堂”，不是学生的“学堂”；是“回答问

题”，不是“提出问题”；是“验证已

知”，不是“探索未知”；是“教案剧”，

不是“舞台剧”。

在品质课堂里，教师没有过多、

低效地“讲”，更多是学生大量、高效

地“学”，同时倡导大单元教学和项目

化学习，以真实的问题、适合的场景、

自由的表达，让每位学生的表现被看

见、特长被发现、观点能展现，实现从

学科教学向五育融合的转型。

跨学科学习是一种新型的学习

方式，是指学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与

技能结合起来，以解决真实问题或完

成具有挑战性的任务，旨在培养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帮助学生更

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跨而有“研”
学科融合教研，助力课堂落地

学校教研从前是分学科各自研

讨，仅在校内进行，如今改为跨学科

研讨，还开展跨区研修。同时，学校

聚焦校本作业设计，探寻优化提质

之路。

跨学科研讨。跨学科主题研修

坚持脉络清晰化、课时统筹化、主题

真实化、内容结构化、任务递进化和

评价贯穿化。跨学科研讨活动以学

科开放周为载体，每周开放一门学科

的课堂，每位教师都可以进入该学科

课堂参与听课活动。听课活动结束，

教师填写《反馈记录表》，并结合自己

学科特点发表见解。跨学科听课活

动增进了教师间的合作与交流，打破

了学科教学定式，实现了不同学科之

间的资源互补、教学互惠。英语教师

莫婷艳说，自己借鉴语文的读写方

法、科学的科技知识和数学的逻辑思

维，总结了跨学科听课的三大优点：

一是能扩大教师知识面，完善自身知

识体系；二是能促进教师相互沟通，

实现优势互补；三是有助于全面了解

学生，更好地因材施教。数学教师熊

安辉说，自己要探寻学科共性特征，

关注学科育人，指导学生优化学习方

法、能力、思维与知识迁移；感悟学科

文化差异，在相互学习与借鉴中逐渐

形成项目化学习能力，提升综合运用

各学科知识的素养。

跨地区研讨。学校与仙居县官

路镇初中结成跨地区教共体以来，定

期开展主题研讨活动，实现两校间教

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方确定研

讨主题，确保主题具有针对性，并能

够解决双方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出现

的问题，制订详细的研讨计划，安排

线上或线下的研讨活动，确保每位教

师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经验。

跨常规研讨。为积极落实“双

减”政策，切实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

学校开展跨常规研讨，创新设计校本

作业。一是开展专题研修。学校制

订详细的校本培训方案，倡导全体教

师参加作业减量提质专题研修。学

校创新作业管理机制，让作业内容富

于个性化和自主化，给学生留有自主

学习的空间；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培

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加强课

程的横向联系，培养学生构建多元知

识结构的能力和协作交往的创新个

性。二是设计校本作业。学校要求

全体教师对三个年级的校本作业进

行反复打磨，减量提质，力求作业精

品化。教师在设计校本作业时，将生

活中的案例、时事热点等引入作业，

让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加深对知

识的理解和应用。三是复盘校本作

业。为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发挥校本作业的最大效益，教师经常

一起复盘校本作业。四是专家分析

指导。学校定期邀请专家入校进行

针对性指导。比如杭州师范大学教

授叶立军将好题比喻成良药，用下去

要有靶向治疗抑制病毒生长的效果；

要用专题研修的方式，群策群力选好

题，达到“做一道会一类”的效果。“双

减”背景下，作业设计要学会如何处

理数量与质量的问题，处理好深度与

强度的关系，实现“轻负高质”。这样

的指导更像是及时雨，让教师在作业

设计中及时纠偏。

跨而有“趣”
跨学科大观念，凸显课堂价值

教师运用一个富有趣味性的项

目化课题，吸引学生将不同学科的知

识内容进行系统性整合，尝试在已有

知识、技能和思维方式等方面跨越学

科界限，打通学科壁垒，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凸显品质课堂价值。下面以

语文组项目化学习《经典常谈》为例，

概述跨学科教学的具体实施。

一是确定项目化学习目标和内

容。朱自清的《经典常谈》作品可以

作为中学生阅读经典的向导，指点阅

读门径。项目化学习帮助学生从朱

自清读经典的方法中获得启发，理解

学习经典的意义，引领学生走向经典

深处。为了调动学生阅读经典的积

极性，学校开展了“最是经典能致远，

常谈诗书气自华”读书分享会，正式

启动项目化学习。先是优秀的经典

朗诵员为大家朗诵《经典常谈》里的

优美篇章，让学生对此次名著项目化

活动充满期待。随之，优秀学生代表

发起读书倡议，号召大家每日留出半

小时的时间阅读《经典常谈》，摘录好

词好句。最后，语文备课组长陈伟老

师发布本次项目化学习的四轮活

动。第一轮：摘抄、创意思维导图；第

二轮：读书交流会；第三轮：微剧本征

集活动；第四轮：剧本成果展示。四

轮项目化任务相对独立又环环相扣，

趣味十足又贴合名著。

二是策划项目化学习前期准备。

学生摘抄优美语句或有感悟的语段，

与同学交流个人感受，一同体悟经典

的独特魅力；根据《经典常谈》目录，浏

览内容，概述每章主要内容，增加创

意，完善思维导图；亲子共读，挑选最

感兴趣的篇目，拍摄微视频；选择感兴

趣的篇目进行深入阅读，利用“精读

卡”进行整理，在读书分享会进行交

流；学生改编经典，创作微剧本，随后

面向全体学生征集优秀微剧本。

三 是 开 展 项 目 化 学 习 展 示 活

动。经过两个月的准备，学生将《经

典常谈》搬上了舞台。学生进行原创

剧本写作、话剧导演、舞蹈排练、乐器

吹奏、道具制作和信息技术制作等跨

学科工作。为了保证舞台效果最佳，

演员组在排练中花费了大量的时间

和精力。每个小组利用课余时间排

演，改进剧本中的每一个细节。道具

组和信息技术组也参与了幕后道具

的制作，学生既展现了他们的创意和

实践能力，又能了解到如何利用技术

支持舞台表演，并学习了处理和编辑

音频、PPT的方法。

此外，语文备课组在进行项目化

学习设计时，以“新闻学习”作为统领

的大目标，在任务中培养解决问题的

能力。学生完成新闻阅读之后，备课

组依据活动单元要求设计了新闻采

访和新闻写作任务，借鉴了作业本中

较为完善的新闻采访与写作支架，指

导学生组建小组，商议并确定报道的

活动主题。项目中设置的任务均以

学生为主体，同时连接真实世界的事

件，以班级或小组为团队，共同解决

新闻阅读、新闻写作和新闻采访这一

综合性任务。

跨而有“道”
设计多元“跑道”，革新课堂形式

学校秉持以生为本，以项目驱动

的形式拓宽研究问题的入口，以参

与、体验、分层级优化研究生态，激发

和调动学生探究的热情，形式多样，

将价值引领、知识获得、方法训练与

素养培养过程有机融合，提升学生的

人文关怀与审美能力，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增强学生的获得感。

能力在项目中实现。以数学组为

例，数学学科组根据组内教师意愿，组

建“项目化学习初探”微信群，初步研

讨与学生密切相关的适合初中段学生

探索的项目供全校学生投票选择，最

终确定研究对象为“身高与体重”。学

生通过采访、测量从真实情境中收集

数据，并开展小组合作；师生共商研究

方向和研究路径，分组交流汇报数据

分析过程与结果，用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现场生成散点图；教师抛出评价标

准，师生得出最佳拟合函数；引导学生

用自己的数据进行验证拟合函数，给

自己或同学提出建议，如健康饮食、适

量运动、规律作息、习惯养成。英语学

科通过“英语话剧”项目实现英语口语

表达能力和艺术表演能力的提升。在

艺术节上，经过英语组加工改良的英

语课本话剧登上舞台，让学生沉浸式

体验英语环境，获得师生一致好评。

德能在体育中养成。跆拳道是一

项集伦理、健身、竞技、娱乐为一体的现

代体育运动，具有较高的强身健体、防

身自卫、精神修炼的价值。学校跆拳道

队成立于2013年12月，是嘉兴市体教

融合、市队校办教育教学的成功典范。

学校将跆拳道融入体育课程，积极开展

“全民跆拳道”活动。学生通过学习《品

势一章》，掌握技术，增强体质，学会尊

重对手，理解体育精神。此外，体育课

程内容还分解到日常大课间中。七、八

年级学生已有一定素质基础，但还需要

目标养成，因此学生在完成室内操后重

点进行能力提升练习，为九年级的学练

打下牢固的基础；九年级学生以提升运

动能力为主，为体育健康考试保驾护

航，通过跑楼梯及身体素质练习，发展

下肢力量，提升他们的综合运动能力，

让油中学子以朝气蓬勃、热情奔放的精

神状态迎接未来的学习生活。

学思在实践中融合。初中道德与法

治课程中，涉及青少年的公共精神主要

包括权利意识、社会责任意识、平等意

识、守法精神等。其中，权利意识和责

任意识是现代公共精神的核心与要

旨。在讲授《理解权利义务》后，学生通

过积极的政治参与和社会实践，可以学

会正确行使权利，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也

可以履行政治义务，积极参与民主生活。

此外，《历史与社会》课程可以让

学生在学科课堂上学习到包括建党、建

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红军长

征、抗日战争、建立延安革命根据地、重

庆谈判、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建立新中

国、社会主义改造、改革开放等知识。

一叶红船，百年流光。嘉兴是中国共产

党诞生地，孕育了博大精深的“红船精

神”。“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

地的大事变，给嘉兴这片土地刻上了永

不磨灭的红色烙印。研学活动作为学

校一大实践课程，路线选择上可安排与

课本相关活动。教师、导游、学生互动，

讲解员详细解答，让学生置身于亦真亦

幻的场景中，与时空对话，领悟名人精

神的内涵，在扩展人文知识陶冶情操的

同时，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

品质课堂实施以来，学校师生变

化显著。尤其是教师专业成长提速，

教师业务类区级及以上获奖 101 人

次，省市区级课题 14项、论文获奖 42

篇。学校教师熊安辉、姜妍妍、陈冬

秀分别成立了名师工作室，引领辐射

薄弱学校。

（作者单位系杭州师范大学附属

油车港中学）

⦾专家点评

高品质教学的三点启示
□ 申宣成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2022 年版）》聚焦核心

素养，强调学科实践，加强内容

整合，为深入推进课程改革，构

建新时代高质量的义务教育课

程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供了顶层设计。然而，教

育 变 革 是 一 个 极 其 复 杂 的 过

程，既需要自上而下的政策驱

动，又需要自下而上的“课堂革

命”。否则，美好的变革愿景终

将棚架于纸面，无法转化为推

动教育发展的生产力。从这个

意义上说，真正的课程变革一

定是从一所所学校、一间间教

室、一节节课堂开始的。近两

年，位于运河之滨的嘉兴市秀洲

区人民政府与杭州师范大学合

作，共同探索学校变革与发展的

新路径，取得了诸多成果。杭州

师范大学附属油车港中学通过

跨学科主题学习提升课堂教学

品质，打造品质课堂正是其中一

项颇具特色的探索，至少给我们

以下三点启示。

高品质教学是能够激发学

生认知兴趣的教学。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在“双减”背景下，

我们不但要将目光放在削减学

习内容和学习时间上，而且要

致力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做到“物理减负”和“心理减负”

双管齐下，方能收到标本兼治

之效。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当学

生切实体验到学习乐趣时，负

担和劳累也会随之烟消云散，

乃至进入一种沉醉其中的忘我

状态，这正是积极心理学的创

始人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

说的“心流”体验。

高品质教学是强调跨学科

整合的教学。加强课程的综合

性，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

特征。为更好体现这一特点，新

课程方案明确要求每个学科拿

出不少于10%的课时开展跨学科

主题学习。杭州师范大学附属

油车港中学基于这一要求，提出

了项目化作业设计、项目舞台剧

和项目化精品课程设计跨学科

学习活动，并以跨学科听评课、

跨学科主题研修保证这些活动

的高质量实施，取得了良好效

果。这些跨学科教研和学习活

动不但开阔了师生的学科视野，

而且促使他们突破学科的藩篱，

关注文化理解、合作共情、实践

创新、职业规划、自我认知等核

心素养的培育。

高品质教学是强调合作与

反思的教学。如上所述，跨学科

主题学习的实施促进了教师之

间、学生之间的合作，在“身高与

体重”“舞台剧”等项目化学习

中，语文、数学、美术、体育等不

同学科的教师分工合作，引导学

生一起进行项目设计，反思活动

得失，使原本单调的教学生机勃

勃，兴趣盎然，在创造的快乐中

开启崭新的教育生活。

（作者系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舞台剧舞台剧《《司马迁司马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