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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学科融合教学打破了学科壁垒，能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文章从学科内容和核心素养分析了高中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可行性，

提出了地理与物理进行跨学科融合的教学原则及实施策略，并以自然灾害中的滑坡为例进行了教学实践，

以期为高中地理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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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breaks the disciplinary barriers, can solve complex problems 
that cannot be solved by a single discipline, improve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of interdisci-
plinary integration teaching of geography and physics in high school from the subject content and 
core literacy, puts forward the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interdiscipli-
nary integration of geography and physics, and takes landslides in natural disasters as an example of 
teaching practice,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discipli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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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过分强调分数的应试教育以及填鸭式传统教学忽视了学生的学科兴趣，限制了学生综合思维、实践

创新等能力的发展，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是深入落实课程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内在要求[1]。新高考模

式打破了传统的文理分科，逐渐由“3 + 1 + 2”模式替代，使得越来越多具备扎实物理、化学等理科知识

的学生能选考地理，这为高中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提供了契机[2]。《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修订版)》指出在确定课程内容和名称时，要注重地理学科与其它学科的融合，做好地理课程

的顶层设计[3]。跨学科融合教学将两种学科及两种学科以上的学科融入到课堂整体教学活动中，突破了

分科教学的局限。物理学科与地理学科联系紧密，目前的跨学科融合教学研究中，以地理和物理两门学

科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研究对地理与物理的跨学科融合内容和方法进行探究，提出以主

题学习、实验、模型构建、习题等方式进行跨学科融合教学，教学内容要确保科学性、学科占比要以地

理学科为主、教学难度要适中，以提高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有效性。 

2.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内涵与意义 

2.1.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内涵 

跨学科学习是学生综合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的知识能力或思维，通过一定的载体(如主题、现象、

问题产品等)形成整合性的跨学科理解的过程[4]。“融合式教学”强调在教学过程中从教学形式、教学方

法、学习评价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旨在加强理论学习，激发学生情感认知和实现集体知识建构的教学

目标[5]。 

2.2. 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意义 

跨学科融合具有重要意义，表现在以下三方面：1) 促进深度学习，培养学生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和活动，整合教学内容，引导

学生运用物理学知识、方法解释地理现象，解决实际和复杂问题，实现深度学习，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

维和创新能力。2) 增加认知新奇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传统地理教学只局限在本学科内，地理与物理

的跨学科融合教学打破了学科界限能使学生看到知识与生活实际的应用，增强学科之间的相关性和吸引

力，有助于增加学生认知上的新奇感，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和兴趣。3) 创新教学方式，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跨学科融合教学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对教师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首先教师只有具备扎实的地理

学科专业知识，清楚学科原理才能自如地打破学科界限；其次，打破仅局限于本学科内的认知，充分挖

掘地理教学中与物理相关的知识点，才能促进知识的横向迁移，实现跨学科融合教学。在跨学科融合教

学过程中教师通过不断思考，补充新知，主动学习实现自身专业成长，满足新课改对教师综合能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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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的可行性分析 

3.1. 学科内容具有相关性 

各种自然地理现象不仅受到自然地理要素的影响，还受到物理因素的影响，自然地理内容中有较多

内容和物理学科相关。新教材将自然地理分成了必修一和选择性必修一两本，以鲁教版教材为基础，对

教材内容进行了梳理，梳理得出两门学科联系密切的内容(见表 1 和表 2) 
 
Table 1. Physics-related content in compulsory I 
表 1. 必修一中与物理相关的内容 

单元 融合的地理知识 涉及的物理学科知识 

第一单元 
从宇宙看地球 

天体系统的形成 万有引力 

太阳辐射 电磁波、辐射、核聚变 

太阳活动对地球通信的影响，“磁暴” 电磁波、磁场 

地球的内部圈层形成与地震波 物质的相态、横波、纵波 

第二单元 
从地球圈层看地表环境 

大气圈的分层及垂向气温变换规律 气温变化与海拔的关系及辐射的来源 

大气的受热过程 辐射、反射、散射 

热力环流 热胀冷缩、气压 

风的形成与风向 气压、摩擦力、科里奥利力、受力分析 

海水的性质(温度、盐度、密度) 比热容、密度与温度、压力的关系 

海水的运动(波浪、潮汐、洋流) 力的作用效果、横波的性质、万有引力、 

水循环的过程、水循环的意义 水的三态变化、能量交换、势能和动能转换 

第三单元 
从圈层作用看地貌与土壤 

风成地貌(风化作用、风力作用) 物理风化作用、摩擦力 

河流地貌：“V”形谷、 
“U”形谷凸岸侵蚀、凹岸堆积 

重力势能、动能、流水速度与 
搬运能力的关系、惯性离心力 

第四单元 
从人地作用看自然灾害 

地震、滑坡、泥石流 应力、地震波、重力、摩擦力、受力分析 

地理信息技术应用 电磁波的应用、无线电波的发射与接收 

 
Table 2. Physics-related content in selective compulsory I 
表 2. 选择性必修一中与物理相关的内容 

单元 融合的地理知识 涉及的物理学科知识 

第一单元 
地球运动的意义 

地球自转速度、地球自转偏向力 圆周运动、角速度、线速度、科里奥利力 

恒星日与太阳日的区别 运动物体参考系的选择 

地球公转轨道、速度、周期 开普勒三大定律 

第二单元 
地形变化的原因 

地貌形成的动力(内力和外力) 地球内能、太阳能、地球重力能 

构造运动、褶皱 地球内能、机械运动、张力、压力 

风化作用 物理风化 

第三单元 
大气变化的效应 

天气系统、降水形成的条件 温度、湿度、气压、密度、饱和水汽压 

气压带风带的形成与分布 热力、动力、科里奥利力、气压 

季风的形成 海陆比热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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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第四单元 
水体运动的影响 海–气相互作用 辐射、蒸发潜热、热能、水的三态变化 

第五单元 
自然环境的特征 

从赤道到两极的地域分异规律 热量、太阳辐射 

垂直地域分异规律 气温、降水与海拔的关系 

 
从表 1 和表 2 中可以看出：必修一第一单元从宏观宇宙角度看地球，涉及的可融合知识有：由于万

有引力而形成的天体系统；地球的主要能量来源太阳辐射、太阳活动对地球磁场的影响即产生的“磁暴”

对地球通信的影响；地震波在不同介质中的传播。第二至五单元从微观的四大圈层、人地关系看地理环

境，涉及到的物理知识有温度、密度、气压、光的传播、温度与气压的关系、力、水的三态变化、比热

容、电磁波应用等知识，与物理学中的力学、热学、电磁学相关的内容较多。选择性必修一的地理难度

高于必修一，各个单元也都有和物理学科相关的内容。除上述内容外，在新增的选择性必修三中的能源

安全也与物理学科息息相关，风能、水能、核能等的原理解释可以帮助学生从物理学角度理解能源的发

展条件。地理学偏向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描述，而物理学更侧重与对现象的本质分析和解释，物理知

识是解释地理现象的有力工具[6]。 

3.2. 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共通性 

学科核心素养以学科性质和特点的共识为基础，是学生通过学科学习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7]。不同学科知识之间既彼此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联系，各学科核心素养在不同

维度上各有侧重点与特点[8]。地理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共通性见图 1，从学科核心素养上看，两门学

科都有特有的学科理解的方式即区域认知和科学观念；地理实践力指通过考察、实验和调查等实践活动

所具备的意志品质和行动能力，物理科学探究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得出结论与解释，两门学科都重视通

过观察和实验提高学生的能力；地理综合思维包括要素综合、时空综合和地方综合，旨在使学生能够多

要素、多角度分析地理事物和现象，物理科学思维包括模型建构、科学推理、科学论证、质疑创新等要

素，两门学科都注重多要素的分析与综合；在价值观上两门学科都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由于地

理与物理学科的学科核心素养具有共通性，因此进行跨学科融合可以互为补充，并利于学生跨学科核心

素养的培养。 
 

 
Figure 1. Commonality of core literacies between the geography and physics subjects 
图 1. 地理与物理学科核心素养的共通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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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的教学原则与策略 

4.1.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的教学原则 

4.1.1. 教学内容确保科学性 
在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内容中教师需要去了解物理学科知识，而物理学科本身理论性强且抽

象，对于进行的跨学科融合内容要确保科学性，不能有知识性错误。对于物理学科的内容，地理教师可

以通过向物理教师请教，查阅物理资料、教学网站等方式，增加对物理学科的理解，确保教学内容的科

学性。 

4.1.2. 教学占比确保地理学科主体性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要以地理学科为主导，要明晰是地理跨物理，物理的内容是服务于地理

教学促进学生理解的，不能本末倒置，导致地理课变成物理课，因此在教学时间安排和内容整合方面都

要突出地理学科的主体性。 

4.1.3. 教学难度确保与学生的适度性 
问题设置与内容的难度安排要适中，要考虑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注意与学生的适切性，提

高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有效性。如在解释相同海拔背风坡气温高于迎风坡的焚风效应时，不需要解释干绝

热直减率和湿绝热直减率温度变化不一样原因，只需要利用结论举例，就可以算出理论上背风坡的气温

高于迎风坡。融合的物理原理不能过难，导致阻碍学生理解，使学生产生畏惧心理。 

4.2. 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施策略 

4.2.1. 运用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贯穿教学，丰富教学形式 
主题式教学是通过设定主题对相关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学生通过在真实情境中的问题探究，主动进

行知识建构的教学方式[9]。地理与物理的跨学科主题合教学包括以下环节：1) 选定学习主题，主题的选

取要基于课程标准，可以以当前热点事件以及与学生生活相关的经验等出发。对于地理与物理的跨学科

主题可以分为宇宙与地球、天气与气候、水循环与海洋、土壤与植被、地质地貌、自然灾害等大尺度，也

能以地球自转、地球公转、滑坡、海啸、潮汐等小尺度设置主题。2) 制定学习目标，对于跨学科主题式

学习，学习目标的确定要体现“跨学科性”，学习目标要以本学科为主，以主题为中心，基于课程标准和

学科核心素养设置跨学科学习目标。3) 设置情境与问题链，设计教学过程。跨学科融合教学要重视生活

情境的创设，选取学生身边感兴趣的内容，方能激发学生学习动力。问题是连接学习目标和教学内容的

重要桥梁，因此设置一组简单、开放、真实的问题对实现教学目标具有重要意义。4) 教学评价是对教师

教学效果，学生学习成果的检验。对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价可以从小组评价、展示评价、制作跨学科产品

评价以及习题检验等方式进行评价。跨学科主题形式的教学打破了单一学科教学方式，整合教学内容，

设计教学活动，丰富了教学内容与形式。 

4.2.2. 运用物理知识解释地理现象，促进学科理解 
运用物理知识解释地理现象能帮助学生理解新知和解决困惑，促进地理知识的掌握。如在讲解大气

受热过程中教师对辐射、电磁波、光谱概念进行补充解释利于学生的理解，由于太阳、大气、地面温度

达到了绝对温度零度以上，因此就会以电磁波的形式向外传送热量，形成相应的辐射；万有引力定律能

辅助理解天体系统的形成、地球生命存在的条件、潮汐的成因；开普勒三定律有利于理解和记忆地球公

转的轨道、日地距离的变化、行星公转周期的变化。这些必要的解释能解开学生的困惑，而这些解释都

要运用到物理学科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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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运用物理方法丰富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物理学以实验为基础，在地理教学中对于学生难理解的物理知识，教师可以通过实验将理论知识形

象化，促进学生的理解。热力环流、海陆热力差异、大气温室效应、水循环、滑坡成因、模拟火山喷发等

实验都能够与物理学科进行融合。教师可以采用课内师生示范实验，课外实践参与实验、运用多媒体观

看实验、VR 模拟实验等方式进行地理与物理的跨学科实验教学。实验教学设计要素包括以下方面：1) 明
确实验目标，实验目标包括知识和能力方面。2) 选取内容。选取的内容以学生学习特点和教学目标为依

据，不能为了实验而实验，还要考虑实验内容和教学内容的契合度。3) 设计和实施实验过程。根据实验

目标、教学内容、学生能力、实验环境合理安排实验过程，还要考虑教学时长、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实

验中可能出现的问题[10]。 
其次，教师可以运用物理模型法解决复杂问题。物质运动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进行研究时抓

住主要因素，舍弃次要因素；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内在本质，进而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建立客观事物本

质特征的抽象的物理模型。物理模型反映了原型的直观形象和主要特征，以科学知识和实验事实为依据

抽象概括建立起来，具有一定的科学性，运用模型法教学可以使学生对地理现象进行深度探究[11]。 

4.2.4. 运用地理习题深化学科融合，促进知识迁移 
地理与物理的跨学科融合在命题材料、题干设问、知识解答、表述答案方面均可体现。在习题讲解

中教师可以用物理学科知识讲解不仅可以帮助学生解题，还利于促进知识迁移，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

例如下题： 
雾是近地面大气层中大量微小水滴或冰晶组成的悬浮体。谚语中有着“早晨地罩雾，尽管晒谷物”

的说法，意味着夜间形成的雾会在白天消散根据图 2 回答下列问题。 
 

 
Figure 2. Schematic diagram of atmospheric heating processes 
图 2. 大气受热过程示意图 

 
1) 促使雾消散的热力过程主要是： 
A. ②④   B. ③④   C. ①②   D. ①③ 
2) 与谚语中的雾形成原理相似的是： 
A. 晴朗的天空多呈蔚蓝色   B. 雪后天晴阳光特别耀眼 
C. 冬季晴朗夜晚多霜       D. 朝霞和晚霞呈红黄色 

5. 教学实践 

5.1. 教学实践过程 

本文以必修一第四单元《自然灾害的成因》中的滑坡为例进行教学实践，其课标要求为：运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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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常见自然灾害的成因，了解避灾，防灾的措施。 
环节一：真实情境导入 
【教师活动】展示 2024 年 1 月 24 日云南镇雄县现场图及伤亡材料，教师提问遇难人数令人震惊，

在自然力量的面前，人类显得如此渺小，滑坡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面对自然灾害我们要如何防避，减小

损失呢？ 
【设计意图】通过提供真实世界发生的滑坡灾害伤亡材料，引出滑坡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防避问题。

情境设置可以激发学生兴趣。 
环节二：物理模型分析原理 
【教师活动】如何从物理学角度解释滑坡发生呢？真实情境下的滑坡类似于斜面上的滑块，我们可

以通过如下模型进行受力分析解释。见图 3，要使得滑块下滑则需 F1 > f，满足条件则增大 F1 或减小 f，
增加 F1 对应真实情境中的增加坡度 α即陡峭地势，减小 f 对应真实情境中的湿润山坡，或植被覆盖差。 
 

 
Figure 3. Physical model of landslide formation 
图 3. 滑坡形成物理模型 

 
【设计意图】通过构建物理模型解释滑坡的发生，将物理方法融入地理教学中解释地理现象，使学

生从理论上分析原因，增加其科学性，并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环节三：实验验证原理 
【学生活动】实施降雨诱发滑坡实验，并能描述滑坡发生的过程，及分析滑坡形成的条件。 
实验目的：探究滑坡灾害的成因。 
实验器材：透明水槽、花泥、泡沫板、喷壶、水。 
实验步骤：将泡沫板放入透明水槽中调整坡度为 45˚，把花泥平稳的放在泡沫板上，把水渐渐地淋到

花泥中直至花泥滑落，观察坡面变化。 
【设计意图】通过实验探究得出实验中的滑坡发生条件与滑坡体、降水、坡度有关，通过实验探究

地理现象成因，帮助学生理解，并提升学生地理实践力。 
环节四：回归情境分析案例 
镇雄塘房镇凉水村“1·22”滑坡事发地的岩体为层状碎裂结构，多煤系岩层，滑坡堆积总量为 7 万立

方米为小型滑坡，致 44 人遇难其灾害属特大型。除此次事件外 2013 年 1 月该县连接发生两起重大山体

滑坡，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镇雄县属于亚热带高原型山地季风气候，夏季强降雨频繁，冬季

低温阴雨连绵，据统计“1·22”滑坡前的 1 月份镇雄县共有 14 天雨雪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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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活动】小组活动完成以下问题。 
问题 1：(提供镇雄县地形图)读昭通市镇雄县地形图，说一说镇雄县的地形特征。 
问题 2：镇雄冬季为何多雨雪呢？ 
问题 3：分析镇雄冬季发生山体滑坡的自然原因。 
问题 4：结合滑坡灾害发生的原因，分析面对滑坡多发地区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教师活动】根据学生回答，进行归纳总结。 
【设计意图】回归情境，结合已经分析出的滑坡成因，回归真实情境案例，根据图文材料具体分析

滑坡灾害的成因，以及滑坡灾害防避的工程措施，在工程措施中可以结合物理学知识分析，帮助学生理

解和记忆。如修建排水沟，减少水渗透，减少重力；修筑挡土墙、抗滑桩增加抗滑力；低坡高或放缓坡

脚，减小滑力。 

5.2. 实施效果与反思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运用课堂观察法发现学生在本节课中的课堂积极性有明显提高，学生能够综合

利用物理学中的受力分析分析滑坡灾害的成因与防避措施，实验操作和分析也能顺利进行。本节教学内

容以情境为导入，运用物理学模型、实验分析滑坡灾害的成因，运用物理学知识解释多滑坡灾害区的工

程防避措施。存在不足是由于实验条件限制，实验设计比较简单。 

6. 结论与展望 

跨学科融合能解决单一学科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跨学科融合教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地理

与物理跨学科融合的意义，地理与物理跨学科融合的可行性与策略，并以滑坡灾害进行了教学实践，本

文认为进行跨学科融合是有必要的。然而，跨学科融合教学也面临课程整合、教师培训、评估方法等方

面的挑战，因此未来研究需要更进一步探索这些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更好地实现跨学科融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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