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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学科教学是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关注点，其策略是教师有效实施跨学科教学的重要手段与方式，需要

进行积极研究与挖掘。本文以解决跨学科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为驱动、以高中数学教学为载体、以研究高

中数学跨学科教学策略为目的，对高中数学跨学科教与学现状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

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策略，以期为教育改革和跨学科高中数学教学方法的创新提供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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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is the focus of the current basic education reform, and its strategy is an 
important means and way for teacher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which 
needs to be actively studied and explored. Driven by solving practical problems in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with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s the carrier, and with the purpose of stud-
ying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strateg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nd 
proposes targeted se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strategies on this ba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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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rder to provide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innovation of interdiscipli-
nary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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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跨学科教学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点问题，也是基础教育加强课程综合化和实践性的重要

体现。跨学科教学是一种以主题或议题为载体，融合两门以上学科的知识、方法等，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的教学活动[1]，其实施能有效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强化课程协同育人的

功能。《普通高中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 2022 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中强调数学要与日常生活

实际相联系，提升学生应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与其他学科相互联结，充分体现各个学科之间

的关联性，便于学生更好地从多个角度理解数学[2]。因此，关于跨学科数学教学的研究势在必行。 
目前，学术界对跨学科数学教学研究的关注度日益提高，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

数学学科与单一学科或同一类别的学科整合的研究。刘佳丽、韦煜选取生活中常见的电子秤案例，以“重

量与电压的关系”为问题主线，结合初中数学和物理学内容，从多学科视角展示核心素养下的跨学科主

题教学过程[3]。还有一些教师例如林晴、赵铃燕在论文中分析了体育运动学校体育生数学学习困难的原

因以及跨学科教学现状，接着将足球、田径、乒乓球等体育项目知识与高中数学面积、集合、三角函数、

分段函数、概率与统计知识结合，进行跨学科教学设计[4]。二是在其他学科教学中结合数学知识与思想

进行跨学科研究。孟新铃对初中语文与数学跨学科教学方式进行探究，首先她阐述了在语文教学中应用

数学知识的好处，然后阐述如何将将数学正负关系等数学知识运用到初中语文教学中，并论述了相关的

理论基础[5]。李卓以新课标为理论基础，在多元智能理论和有效教学理论指导下，结合教学实践，以数

学思想方法运用于初中英语教学作为切入点，论述了在初中英语教学中应用数学知识与思想方法的多个

例子[6]。三是从教师角度出发研究跨学科教学，并给出提升教师跨学科素养的策略和建议。例如，王丽

美、宋乃庆运用扎根理论方法通过开放式编码等工具，探索小学数学教师通素养结构维度并构建小学数

学教师跨学科素养测评指标体系[7]。而梁月婷对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素养现状进行问卷调查与差异性分

析，并提出相应的提升策略[8]。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为探索跨学科教学提供了参考，但是目前针对高中数学跨学科教与学现状，提

出针对性地策略研究较少。对高中数学跨学科教与学现状进行分析，一方面，可以了解教师在实际跨学

科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另一方面，有助于教师对学生跨学科学习学情的了解，进而针对性地调整教学策

略。因此，本文基于跨学科视角，进行高中数学跨学科教学策略的研究。 

2. 高中数学跨学科教与学现状 

2.1. 教学目标覆盖不全 

在教学目标设计上，许多数学教师难以摆脱单一学科教学的思维框架，这意味着他们在设定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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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时，可能无法全面覆盖跨学科知识技能、教学过程与方法，以及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

养。 

2.2. 教学内容跨而不合[9] 

跨学科教学的内容是由不同学科知识，由多样的技能与方法合理融合而成的。但是在实际的跨学科教

学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内容割裂、跨而不合的问题。一方面，跨学科教学要求教师具备多学科的知识背景，

然而现实中的数学教师往往将精力集中在数学学科上，其他学科的知识背景比较单薄。另一方面，教师未

经过系统的专业学习，缺乏跨学科教学相关的理论基础。因此，常常将跨学科教学搞成“拼盘式”教学。 

2.3. 教学方法较为陈旧 

教学方法的选取是跨学科教学的一大难题，传统的讲授法和讨论法虽然有其独特的优势，但在跨学

科教学中并不适用。这些方法不仅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且容易造成跨学科教学的僵化，无法满

足跨学科教学对于多元教学方法的需要。 

2.4. 教学评价单一局限 

在教学评价上，部分高中数学教师依然沿用传统的评价方式，过于注重学生的数学学习成绩，而忽

视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多维评价。这样的评价方式过于单一局限，不仅不能有效反映学生的真实的学

习效果与发展潜能，而且可能产生对学生发展以及教师教学产生负面的影响。 

2.5. 学生思维方式固化 

由于习惯于按照教材编写的逻辑顺序进行数学学习，学生容易产生固化的思维方式，将数学学习固

定在某一种模式上，很少进行开拓与创新。而跨学科学习是对多种学习方法的整合和灵活运用，包括合

作学习、发现性学习、探究性学习、调查式学习、问题解决式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等[10]。所以学生固

化的思维方式与单一的学习活动，不利于教师开展跨学科教学。 

2.6. 学生缺乏跨学科学习动力与方法 

跨学科学习意味着学生要主动寻找和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而高中阶段时间与任务安排紧凑，学生

更关注于分数的提升，对于跨学科数学学习以及寻找其学习方法无动力，这就导致了实际跨学科教学与

学习不顺利。 

3. 高中数学跨学科教育教学策略 

3.1. 树立跨学科教学多维目标设计理念 

高中数学教师要想有效实施跨学科数学教学，就应打破传统的教学目标设计理念，关注各学科课程

标准、教材、学情，树立多维教学目标设计理念。 
例如，教师在设计人教 A 版必修第一册第四章“指数函数”课程时，可将本节课与化学学科人教 A

版必修第二册第七章“有机化合物”相结合，进行教学目标设计，并在其中结合生物学科中肝脏、肾脏

相关功能的知识以及关于酒驾的法律法规，将本节教学目标确定如下： 
(1) 通过已知数据建立血液中酒精含量与时间的关系模型，培养数学建模素养； 
(2) 能结合肝功能分析形成原因，树立生命观念； 
(3) 掌握乙醇、乙醛和乙酸的结构、性质及氧化反应，树立变化观念与平衡思想； 
(4) 了解关于酒驾的法律知识，培养社会责任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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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明确数学学科主题，优选跨学科教学内容 

跨学科教学内容是跨学科教学的关键。首先，教师要明确跨学科教学的本质，处理好“1”和“X”

的关系，跨学科数学教学是以数学学科为主体，以问题为导向，寻找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共同点，引

导学生多角度、多方法解决问题，最后回归数学学科，以提升学生数学素养与能力为核心目标。其次，

教师可以根据本节课教学重点，分析适合本节课教学的跨学科教学内容，将其拓展与加工，使其与本节

课教学内容深度融合。 
例如，教师在设计人教 A 版必修第二册第六章“平面向量的概念”课程内容时，可与语文学科相结

合进行设计： 
① 教师：请看一段文言文：“古者，秀才赴试入京，向路人问：何以京师？路人曰：京师去此三百

里。”你觉得秀才听完之后知道怎么去京城吗？ 
学生：“不一定知道，路人只给出京城离此地的距离，但没有告知京城所在的方向，所以秀才不一

定能找到去京城的路[12]。” 
② “南辕北辙”的故事：战国时，有个北方人要到南方的楚国去，他从太行山脚下出发，乘着马车一

直往北走去。有人提醒他：“到楚国应该朝南走，你怎能往北呢？”他却说：“不要紧，我有匹好马！[12]” 
教师：他能如愿到达楚国吗？ 
以上两个例子将平面向量的概念与语文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通过文言文或者成语故事，让学生更

加直观、清晰的明白平面向量的概念，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培养他们的跨学科学习的素养与能力。 

3.3. 创新跨学科教学方法 

高中数学教师可以尝试采用项目式学习、主题探究等新型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相较于传统教学

方式，教师创设具体的问题情境，把课堂交给学生，引导学生将知识转化为问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

从而让学生在实践中体会知识的价值，体会数学学习的乐趣。同时，这样的教学方法还可以培养学生跨

学科意识和能力，以及发现、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例如，高中数学教师在设计“立体几何”章节时，可以采用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方法，避开从二维到

三维的转化，从实际生活入手，由浅入深，抽象出空间图形。分别从“确立项目主题、分析项目目标、设

计驱动节点、实施项目活动、给予成果评价”五方面展开教学[13]。 

3.4. 建立跨学科数学教学评价体系 

评价体系是跨学科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学生而言，完善的跨学科数学教学评价体系可以提升

其数学学习效果，并逐步培养其良好的数学核心素养与多维能力；对于教师而言，完善的教学评价体系

可以提升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帮助教师根据评价结果优化、调整教学方案。 
在建构跨学科数学教学评价体系时，其一，教师应转变教学评价理念。在建构高中数学跨学科评价

体系时，教师也应秉持着“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积极参考学生对于完整的跨学科评价体系的建议与

反馈；其二，教师应注重评价方式的多样性和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在继承传统的书面考试评价方式的基

础上，高中数学教师还应关注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情况，通过观察和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对学生

的逻辑思维能力、数学表达能力等进行全面评价。另外，应鼓励多元参与，包括教师、学生和家长，尤其

应鼓励学生自主思考、自我反思，明确自己在跨学科教学中的优势与不足，从而做出改进。 

3.5. 利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数学教学 

现代教育理念强调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以及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数学教学是基础教育中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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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一环，应秉持这种理念开展一系列的教学活动。在具体的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可以融入多种学科

知识，不仅能够帮助学生全面而深入地理解数学知识，而且能拓宽学生眼界、创新思维。 
例如，在设计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第二册第四章“等差数列的概念”课程中，本节课从探究等差数

列的概念、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等差数列与一次函数的关系到课堂检测开展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教

师可以结合物理学科、信息技术和化学知识等多学科知识，为学生提供全面的跨学科数学学习体验。 
(1) 探究“等差数列的概念”以及“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环节 
教师：请同学们观看汽车匀变速直线运动的模拟视频，并回忆学习过的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

是什么？ 
学生： 0tv v at= +  
教师：请学生阅读并完成 ppt 上的例题(一辆汽车在公路上行驶，其初始速度为 15 m/s，加速度为 2 

m/s2，请计算不同时间的汽车速度，并完成下表 1。) 
 

Table 1. Different time speedometers 
表 1. 不同时间速度表 

t 0 1 2 3 4 5 

vt (m/s) 15 17 19 21 23 25 

 
教师：观察不同时间这六个速度值 15，17，19，21，23，25 有什么规律？ 
学生：当 t = 0 时，速度 v = 15 m/s，当时间从定 1 秒开始，速度等于前面速度加 2。 
教师：在物理中，我们用匀变速直线运动的速度公式表示这几个数；在数学中，我们对于连续的定

义域可以用函数表示数的变化规律，那么像这样不连续的定义域我们该怎么表示呢？ 
学生：可以利用 x 和 y 表示，只是将 x 的范围先定位自然数集。 
针对学生的回答，教师给出标准的等差数列定义，并引导学生合作探究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14]。 
(2) 探究“等差数列与一次函数关系”环节 
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绘制等差数列图像，引导学生得出等差数列的单调性，观察等差数列与一次函

数的关系(如图 1)。 
 

 
Figure 1. Arithmetic series and primary function relationship diagram 
图 1. 等差数列与一次函数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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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堂检测”环节 
教师可以结合生物学科知识，将烷类分子引入，不仅可以帮助复习等差数列通项公式的求法，还可

以引导学生发现化学学科与数学学科之间的联系，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培养学生的跨学科学习思维与

能力。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 ppt 上所展示的甲烷、乙烷、丙烷的分子结构，回忆烷类分子的化学式是什么？ 
学生：CnH2n+2 
教师：请同学们思考当 n 为不同数时，该化学式有多少个原子？并完成下表 2。 
 

Table 2. Number of atoms 
表 2. 原子个数 

n 1 2 3 4 5 

化学式 CH4 C2H6 C3H8 C4H10 C5H12 

原子个数 5 8 11 14 17 

 
教师：请同学们观察上述表格中的原子个数，有什么样的变化规律？ 
学生：从 n = 1 开始，原子个数按照次序，依次递加 3，是一个等差数列。 
教师：请同学们独立思考，写出该等差数列的通项公式。 
学生：该等差数列的首项为 5，公差 q = 3。 
所以，通项公式为 ( )5 3 1 3 2na n n= + − = + 。  

3.6. 利用多学科知识进行数学教学 

在跨学科数学教学中，教师要在跨学科理念的指导下，以数学学科知识为主体，有机融入多学科知

识，精心设置跨学科教学情境。这些教学情境要在学生已有的知识、能力、情感基础上，旨在通过生动

的问题情境，引发学生多角度的深入思考，成为他们进行学习知识的重要动力。并且，在相关问题的指

引下，学生将对所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也会主动分析和探究相关的跨学科知识及其学习方法。 
例如，在人教 A 版选择性必修二第四章“等比数列的概念”教学的引入环节，可以创设具体的多学

科问题情境： 
(1) 两河流域发掘的古巴比伦时期的泥板上记录了下面的数列： 

9,81,729,6561,；                                   ① 

100,1000,10000,；                                  ② 

5,25,125,625,；                                    ③ 

(2) 《庄子·天下》中提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如果把“一尺之棰”的长度看成

单位“1”，那么从第 1 天开始，各天得到的“棰”的长度依次是： 

1 1 1 1 1, , , , ,
2 4 8 16 32

；                                  ④ 

(3) 在营养和生存空间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某种细菌每 20 min 就通过分裂繁殖一代，那么一个这种

细菌从第 1 次分裂开始，各次分裂产生的后代个数依次是： 

1,2,4,8,16,；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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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小明存入银行 10,000 元，存期为 5 年，年利率为 1.98%，那么按照复利，他 5 年内每年末得到的

本利和分别是： 
2 3 4 510000 1.0198, 10000 1.0198 , 10000 1.0198 , 10000 1.0198 , 10000 1.0198× × × × × 。         ⑥ 

问题：类比等差数列的研究，你认为可以通过怎样的运算发现以上数列的取值规律？你发现了什么

规律？ 
通过这样的教学情景设计，教师将多学科知识引入到数学学科，并通过问题，引导学生在具体的问

题情境中，自主思考，深刻学习数学知识，同时积极实践其他学科知识。另外，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使学生具有跨学科学习的动力，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 

4. 预期效果 

在新课标视野下，通过将数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让学生能够看到数学在其他领域的广泛应

用，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帮助学生在数学学科上有更大的进步，而且能够打破学科界限，

帮助学生构建完整的知识体系，培养其数学核心素养和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数学问题与实际问题的能力。

另外，突破传统的书面考试的评价方式，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有利于学生核心素养、思维能力等全

面提升，践行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相信在学校、教师与家长等多方协同育人的努力下，跨学科数学教

学会进展的愈发顺利与深入，为教育领域注入新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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