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llege and Job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5), 350-356 
Published Online Ma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5237  

文章引用: 杜晴, 鲁海波. 初中数学跨学科教学活动开发与设计[J]. 职业教育发展, 2025, 14(5): 350-356.  
DOI: 10.12677/ve.2025.145237 

 
 

初中数学跨学科教学活动开发与设计 
——以“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为例 

杜  晴，鲁海波 

新疆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5年4月17日；录用日期：2025年5月22日；发布日期：2025年5月29日 

 
 

 
摘  要 

跨学科教学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帮助学生加深对数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提高他们的数学

素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文章基于跨学科教学的理念，融合数学与地理等学科内容，结合“六步项目”

教学模式，开发并设计了“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为活动主题的教学案例，教学过程主要包含课外活动

探究和课内作品展示与评价两部分，落实“四基”“四能”的获得与发展，发展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

以期为跨学科案例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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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can not on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ut also help them 
deepe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mathematical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and improve their mathemat-
ical literacy and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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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integrates the content of mathematics, geograph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nd combines the 
“Six-step Project” teaching model to develop and design a teaching case with the theme of “Mathe-
matics in Campus Plan”. The teaching process mainly includes two parts: extracurricular activity 
exploration and in-class work display and evaluation, so as to implement the acquisition and devel-
opment of “Four Basics” and “Four Abilities”, and develop students’ core mathematical literacy,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cross-disciplinary case teaching. 

 
Keywords 
Cross-Disciplinary Teaching,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Teaching Activities, Rectangular  
Coordinate Syste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问题提出 

随着教育理念的变革和教育技术的发展，数学教学方式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但传统的教学依然是

最主要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至今仍在使用，是因为它有着其他教学方式不能比拟的优点，如：大

班授课，投入成本低，操作简便；传统的教学是一种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有助于教师的主导作用

的充分发挥和对学生进行系统的学科知识的传授[1]，等等。然而，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传统的教学模式

也显露出一些不足，如：教师教学方式单一，容易使学生对学习本身失去兴趣；忽视学生主体性，学生

可能成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使得学习变得机械化和程序化；评价标准单一，可能导致学生只注重应试

技巧而忽视实际能力的提升，等等。对此，传统教学需要不断改革和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如何有效

地实施教学创新已成为教育界关注的焦点，也促使教育者们寻求新的教学方法以适应这种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现象教学、项目教学以及合科教学等创新教学模式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并在全球

范围内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推广，已日渐成为各国教育改革中备受瞩目的焦点[2]。弗赖登塔尔曾强调“学

科交叉是数学教育内容的一种表现形式”[3]，典型代表有美国的 STEAM 和日本的“综合教学”[4]；有

研究表明，澳大利亚的中学数学教材在编排上已经开始强调数学与艺术之间的紧密联系[5]；我国颁布的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也明确提出“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注重学生经验和社会生

活的紧密结合，重视课程内容之间的内部关系和结构性，探索主题、项目、任务等内容组织形式[6]。在

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教师应当密切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努力将课程的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经验相

结合[7]，选择学生已接触并熟悉的内容作为跨学科教学素材，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和兴趣，让

学生能够在实践中主动探索、分析、推理与反思，有效地提升他们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这不仅能

够取代以往单纯依靠大量练习题海战术来增强特定技能和解题策略的做法，而且还能激发学生在实际情

境中应用数学的兴趣和潜力[8]。同时，学生为符合新时代对创新人才的要求，就需要在未来较多领域中

进行探索，依托实践过程参与理解的知识必然比单纯的纸笔练习印象更为深刻。此法的提出在教育界引

起了热烈的讨论，以及众多教育研究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浓厚兴趣，但由于时间较短，开发出来的数学跨

学科教学案例还不充足。 
因此，本文依托跨学科的教学优势，在初中数学“平面直角坐标系”学习中，开发并设计了以“校园

平面图中的数学”为主题的教学案例，培养学生的“四基”和“四能”，促进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形成和

发展，以期为初中数学跨学科教学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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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材分析与学情分析 

2.1. 教材分析 

本文选取北师大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上册第三章第 2 节“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内容进行跨学科案例

设计。平面直角坐标系是初中数学的重要内容，它为学生提供了在平面上描述点、线和图形位置的工具，

是进一步学习函数、几何和代数的基础。它是在学生已经掌握数轴和有序数对的基础上引入的，通过横

轴和纵轴建立一个二维的坐标系，使学生能够用坐标来描述点的位置，从而建立起代数和几何之间的桥

梁。该内容在北师大版初中数学八年级上册中提到，在人教版初中数学综合实践活动七年级上册和下册

中也有提到，这个教学内容不仅涉及数学知识的应用，还可能包括实地考察和地图绘制技巧的讲授，这

对于学生来说，不仅是学习数学的一个部分，也是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的良好示例。 

2.2. 学情分析 

初二学生一般在 13 到 14 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正处于身心急剧发展的阶段，体力强健，精力

充沛，在学习和生活中充满好奇心和探索欲，又具有一定的知识经验和独立能力，但由于他们思维的独

立性和批判性尚未完全成熟，对周围环境的适应和应变能力有限，在课堂上可能出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

况，也需要家长和教师提供正确的指导和支持。因此，数学课堂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就显得十分重要。

数学与地理的融合应结合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规律，帮助学生感受数学与地理结合的独特魅力，

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学生对数学学科学习的浓厚兴趣，促使他们主动思考、乐于探究。 

2.3. 教学目标 

根据《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设置了教学目标，主要分为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

态度三个部分，如表 1 所示。 
 

Table 1. Teaching objectives 
表 1. 教学目标 

类型 要求 

知识目标 

能够抽象出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点、线、面等基本元素，理解它们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 

通过观察和分析实际问题，能够运用空间观念，将实际问题转化为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数学模型 

能够熟练掌握数学运算技能，准确计算点的坐标、距离、角度等，解决与平面直角坐标系相关的

数学问题 

能力目标 

能够运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相关知识和方法，解决有关位置、方向、距离等实际问题，提高解题

能力 

能够通过对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的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提取有用的信息，提高问题分析能力 

能够借助图形和图像直观展示平面直角坐标系的特点和应用，提高直观想象能力 

情感态度 

激发学生对应用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兴趣与求知欲，培养他们主动探索和积极学习的态度 

通过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教学，培养学生的数学素养和跨学科思维，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创

新能力 

培养学生细致、认真地学习习惯，体验数学充满智慧和创造 

3. “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教学活动设计 

汪玲芝等通过对中学教育资源的整合，建立了“六步项目”的初中数学教学模式[9]，如图 1。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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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前准备，选定主题，分组学习。第二步课题引入，项目式阅读，搜集课题资料，分析背景资料。第三步

头脑风暴，单元式阅读，开放讨论主题中的关键问题。第四步动手实践，小组分工，实际操作。第五步成

果展示，结果演示，并对结果进行分析总结。第六步点评讨论，师生对各小组结果进行评比和交流。 
 

 
Figure 1. “Six Steps Project” teaching model 
图 1. “六步项目”教学模式示意图 

 
研究将结合“六步项目”教学模式，融合数学与地理等学科内容，基于平面直角坐标系的应用，进

行设计“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为主题的跨学科项目活动，“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教学设计过程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Mathematics in Campus Plan” instructional design process 
图 2. “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教学设计过程 

3.1. 课外活动探究 

3.1.1. 课前准备 
1) 指导教师：数学教师一名，职责是提供学习资源，在项目全过程中及时通过互动形式进行指导和

答疑，但教师不是采取主导的角色，而是给学生提供更大的空间开展组织学习和自我管理。 
2) 小组分组：为了提高效率，方便统计和修改，教师可采用线上分组，让学生通过填写“腾讯文档”，

自由选组将学生 5~6 人分成一小组，组内投票选出组长，组长负责维持活动秩序，分配组员活动，了解

主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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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知识和技能学习准备：教师在“雨课堂”上选择一些讲解清楚、案例丰富的教学视频，让学生学

习回顾有关数学、地理等核心知识，比如平面直角坐标系、位置与坐标、经纬度、地图三要素等知识，对

于基础薄弱的同学，课下还需更多基础性的练习，并发布指南针、红外线测距仪等工具的使用教程以供

学习，使得学生能够掌握数学、地理相关知识以及指南针等工具的使用方法。 
4) 学生问题预设： 
问题 1：如何选择测量起点？ 
问题 2：手持测距仪时如何保持水平？ 
解决策略：教师录制“测量操作示范”短视频，通过“班级微信群”推送；设置“答疑直播间”(腾

讯会议)，课前 10 分钟集中解答。 

3.1.2. 课题引入 
本环节中，教师应将学生的日常生活经验与学习内容紧密结合，通过引入生动具体的案例来激发学

生深入思考，并将学生带入到问题情境中，使学生主动提出“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主题和与主题相关

的学科问题，如表 2。 
 

Table 2. Process of topic introduction and topic determination 
表 2. 课题引入及确定主题过程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教师播放《航拍中国》片段，聚焦校园航拍画面，提问：

“如何用数学方法将三维校园转化为二维平面图？” 观看视频，思考并回答问题 

在校园里，要如何正确找到要去的地方呢？ 同学们表达自己的观点，经过讨论以及教师的引导

后，提出项目主题“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 

绘制校园地图要解决哪些问题？ 
1. 我们要测量哪些数据？ 
2. 怎样测量这些数据？ 
3. 如何让建构恰当的坐标系？ 

3.1.3. 提出项目问题，运用跨学科知识解决问题 
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对所提出问题的深入分析中，并运用跨学科的知识来寻找解决方案，完成此项目

所需的知识结构，如图 3 所示，教师对学生的回答和实际操作给出提示。 
1) 我们要测量哪些数据 
学生回答：要测量建筑物的尺寸包括建筑物的长度、宽度和高度等数据。测量建筑物的经纬度以及

建筑物之间的距离和位置。 
教师教学提示：同学们在进行数据测量时，需要注意考虑选择合适的工具、控制误差、规范操作、

确保安全、记录与复核数据。遵循这些明确的注意事项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可以确保数据的精确性和一

致性，还能显著提升整个测量过程的可信度。 
2) 怎样测量这些数据 
学生回答：可以利用米尺、红外线测距仪、指南针等工具测量多种建筑物(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

等)的长度等数据。 
教师教学提示：学生在测量经纬度时可以利用地图软件(如 GoogleEarth 或 ArcGIS 等软件)直接查看

经纬度信息。还需注意将测量数据及时记录下来。 
3) 如何建构恰当的坐标系，绘制校园平面图 
学生回答：根据我们测量物体的数据，选择合适的视图方向，将三维空间中的景物投影到二维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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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下来根据得到的平面图形，确定表达建构所需的坐标系，我们选择简单且易于计算的平面直角坐

标系，在确定坐标系后，将平面图形中的物体转换为坐标表示，这个可以通过测量或估算景物在坐标系

中的位置来完成，对于每个物体，我们可以记录其在坐标系中的坐标值。 
教师教学提示：在投影过程中，要确保保持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不变。这可以通过使用网格图

纸，比例尺等辅助工具来实现。 
 

 
Figure 3. Knowledge structure for “Mathematics in Campus Plan” 
图 3. “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所需知识结构 

3.2. 课内成果展示与评价 

3.2.1. 成果展示 
本环节学生可通过手绘地图或者利用信息技术绘制电子地图等多种形式呈现研究成果，教师可以提

前在“雨课堂”上发布绘制校园电子地图的制作教程，比如使用“702 云”“百度地图”等地图绘制软件

进行精确绘图，通过这些工具的强大功能，能够呈现出细致而准确的地理信息，学生可以选择学习[10]。
最后各小组进行展示，与全班同学分享交流自己小组的成果，如果是使用信息技术绘制地图的小组，在

展示前将对活动中拍摄的照片、录制的视频以及收集到的测量数据进行仔细的整理和筛选，并制作成 PPT
分享给其他同学。 

3.2.2. 点评讨论 
学生成果展示完毕后，基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学设计评价指标体系，教师发放评价表，即跨学科

活动“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为了全面系统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本环节

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性，包括教师评价、同伴互评与自我评价，这种多维度的评价方式使我们能够更全

面地透视每个学生个体的潜能和不足，从而帮助我们发现那些可能被忽略的细节问题，以及他们在参与

本次活动中所获得的宝贵经验和知识。 
多维度评价的具体实施路径中，教师评价可以使用“问卷星”设计评价量表，嵌入评分细则(如坐标

系精度误差 ≤ 5 cm 得满分)。同伴互评中小组先提交成果后，组件交换评价表；然后采用“3C 评价

法”(Completeness 完整性、Clarity 清晰度、Creativity 创新性)打分；最后推荐优秀案例在全班展示。自我

评价中提供结构化反思模板(如“我在团队中承担了____角色，最大的收获是____”)。 
在具体的结果分析上，可以运用 SPSS 或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让数据可视化。通过对数据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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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能得出全体学生能力的整体发展情况，哪个能力偏弱，哪个能力整体表现较好等，如学生可能在某

一指标上得分普遍较低，那说明相应的能力比较欠缺，能够激发教师深入思考其在教学过程中的不足之

处，从而促进他们对课堂教学活动以及评价体系的审视和改善；还可以让教师深入了解每位学生的独特

潜能，而且还能促使他们在教学实践中参照既定的评分规则进行自我反思。通过不断调整教学策略和方

法来促进学习效果的最大化。特别地，评价指标体系不是用来评估学生学习成效的“优劣”，也不应该

被视为对学生贴上任何预设标签的工具。它的结果并不会作为教师对每位学生的考核标准或做出教学决

策的依据，而是希望能够鼓励教师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跨学科素养，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职业生涯中

具备更强的竞争力和适应性[11]。 

 
Table 3.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Mathematics in Campus Plan” 
表 3. “校园平面图中的数学”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维度 评价标准 权重 评价方式 

数学知识应用 能正确建立坐标系并标注校园地标位置 30% 教师评价(60%) + 自我评价(20%) + 
同伴互评(20%) 

地理实践力 能选择合适工具测量数据并分析误差来源 20% 教师评价(50%) + 小组互评(30%) + 
过程记录(20%) 

跨学科思维 能解释坐标系在校园规划中的应用价值 20% 教师评价(70%) + 电子档案袋(30%) 

问题解决能力 能优化测量方案并解决突发问题(如数据缺失) 15% 教师评价(80%) + 创新点认证(20%) 

协作与反思 小组分工合理，能通过日志记录改进过程 15% 同伴互评(60%) + 教师观察(40%) 

4. 结语 

跨学科教学是一种突破学科界限，融合各学科知识与思维模式，提高学生综合素养与解决问题能力

的一种创新教学模式。通过跨学科教学，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学生们能够更好地面对未来

社会所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成为具有高度适应性和竞争力的综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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