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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最新的初中地理课程标准中强调加强学生的综合思维培养，将学生既有的各学科知识与生活

经验与地理学科知识进行整合，通过跨学科知识的引入提升学科教学质量。基于此，初中地理学科教

学中，教师要积极统筹设计综合性的课程教学方案，以学科知识为基础全方位整合其他学科相关的知

识内容，组织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以强化课程协同育人的功能。本次研究中将从此出发，简述初中

地理跨学科融合的意义与教学实践中要注意的关键事项，由此结合初中地理课程教学中的实例，探讨

初中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可行实践路径，为初中地理教学质量提升提供更具有实践价值的教学对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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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latest junior high school geography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z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thinking， integrating their existing knowledge across disciplines and life experiences with 

geographical concepts. By incorporating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these standards aim to enhance teaching 

quality. In this context， geography teachers should proactively design integrated curricula that systematically 

combine disciplinary knowledge with cross-disciplinary content， implementing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to 

strengthen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ignifica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junior 

high geography education， outlines key considerations for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and presents actionable 

strategies through case studies. These approaches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improving geography teaching 

quality in junior high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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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地理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不仅是新课标的教育要

求，也是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而在初中

地理学科教学中有效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关键在于实现不

同学科知识之间的有效整合，最大程度利用其他学科知识与关

联的学习方法，引导学生解决学科知识相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

合理关联自身的知识储备与学习经验，形成各科知识协同应用

的思维与能力。而教师可以通过组织开展跨学科主题的教学活

动助力学生建构跨学科知识学习体系。地理学科知识兼具自然

与人文学科知识的特点，与很多学科在知识内容、体例、教学

方法等层面有一定的同源性，这为初中地理学科教学中开展跨

学科融合教学提供了充分的便利。而在具体开展这方面的教学

活动时，教师需要在跨学科教学活动设计与实施中充分发掘地

理学科与其他各个学科知识之间的深层联系，借由针对性的教

学任务设置与实践活动等提升跨学科融合教学的实效。 

1.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意义 

关于初中地理教学中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的意义主要有； 

第一，契合新课标中初中地理教学需要。《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2022 年版）》中就跨学科融合教学提出明确要求，初中

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开展，将新课标中初中地理教学要求

落实到实处，对学科教学质量提升大有裨益。 

第二，跨学科融合教学是落实中考改革要求的重要途径。

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中

针对中考未来发展，提出“积极探索跨学科命题”的要求，而

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开展从根本上契合这一点。 

  DOI:10.12238/jief.v7i5.14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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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充分满足未来社会发展需要。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

教学有利于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与综合性问题解决能力等多

项思维能力发展，有助于学生形成更科学的学习习惯，以帮助

学生成长为复合型人才，切实满足未来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

的需要
[1]
。 

2.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设计实施要点 
首先，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要保证主题明确。教师需

要在实际教学中，从学科核心教学目标与内容出发创设跨学科

融合教学主题，立足主题设置各项教学活动。主题明确下，跨

学科融合教学秩序能够维持高度稳定，教学方向清晰，防止教

学中知识点散乱，不利于学生统合利用问题的出现。 

其次，要注重教学情境设置的真实性。教学情境创设是跨

学科教学中最常用，也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
[2]
。而为了让学

生对教学情境内容产生足够强烈的感知，最大化情境使用效

能，教师要充分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实践，创建高度契合学生

生活实践的教学情境，最大程度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兴趣，确

保跨学科教学取得预期效果。 

最后，要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学生参与是跨学科融

合教学中学生学习质量的重要保证，为此教师需要自身所处位

置，将自己作为学生自主学习的引导者，让学生真正成为跨学

科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决策者与主体执行者，以此提升学生参与

跨学科融合学习的积极性，在自主学习中充分提升自身的地理

学科素养与各方面能力
[3]
。 

3.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实践对策路径 
3.1 从学科根本教学目标出发创设跨学科主题 

地理学科知识与历史、物理、语文等多个学科知识之间存

在密切的关联。而跨学科融合教学活动开展有助于消除这些学

科知识之间的“壁垒”，助力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发展。教师可

以采用主题式情境教学模式开展跨学科教学，该模式同时集成

主题教学与情境教学的优势，力求在课堂教学全程贯穿主题情

境，充分激发学生主动探索的积极性，提高学生跨学科知识建

构效率。而教师需要在实际教学中，围绕学科教学目标与当前

学情创设兼具探究性、趣味性的教学主题，将所有活动有机整

合到一起，为学生开展高质量跨学科学习提供足够有力的支持
[4]
。 

例如，在开展“三江源地区”知识课堂教学时，这节课的

基本教学目标表是要学生全面了解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价值、当

前该地区面临主要生态问题与可行治理措施，激发学生生态环

保意识。教师分析该部分教学内容可以发现，其与生物学科知

识关系密切，由此教师可以关联生物学科知识，创设“探寻美

丽生灵‘藏羚羊’”跨学科主题，经由这一主题设置，引导学

生在跨学科学习中更深入探究三江源地区的各项关键地理特

征与该地的生物分布，形成对生态系统、生物多样化等生物学

概念的深度认知，并立足于此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措施的科

学性进行自主分析评价，在这一过程中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

学生内心，实现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探寻美丽生灵‘藏羚

羊’”的主体与初中生身心发展特性高度契合，藏羚羊这一神

秘物种能够极大程度激发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探索学习兴趣，确

保学生主动参与课堂学习，并由这一主题实现各项课堂教学活

动的串联
[5]
。 

3.2 运用多元化教学素材创设“小”情境 

以主题情境教学方法开展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课堂

教学主题设置属于教学全程的“大”情境。而在具体教学中，

教师需要立足“大”情境设置，搜集与学生日常生活联系密切

的拓展性素材，将其与课堂教学主题整合到一起，立足课堂教

学主题与具体要求创设若干个“小”情境。通过这些“小”情

境的嵌入让学生学习探究过程更加的生动、鲜活。跨学科融合

下，初中地理主题情境教学具有显著的开放性、综合性特征，

这为各种形式的素材使用提供了切实的便利，由此，教师要根

据班级学生的具体情况与教学需求科学引入各种形式的素材，

为学生课堂学习的深入学习探究提供更有力的帮助。 

具体而言，教师可用的素材包括： 

（1）时事热点素材 

初中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意识，对社会生活有比较高

的关注度。根据此，教师可以立足课堂主题，引入学生普遍关

心且与课堂内容关联的时事热点，以此吸引学生对课堂主题情

境的关注。而且，时事热点事件的成因、发展过程往往比较复

杂，有助于引导学生关联多学科知识进行事件分析，对促进学

生综合思维发展有巨大帮助。教师可以在课堂教学中从时事热

点中提炼得出与课堂主题相关的探究性问题，由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课堂知识的跨学科学习探究
[6]
。 

（2）生活实践素材 

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中，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是其中重要的目标。为此，在“小”情境创设中，教师需要借

此引发学生对跨学科理念解决实际问题作用的充分认知。为

此，教师要基于对学生学情的了解创设与其日常生活联系密切

的生活化教学情境。 

例如，在“中国主要气候类型”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引

入当地气象记录，但不向学生说明记录来源，而是要求学生根

据气象记录判断该地的气候类型。之后教师再向学生明确说明

这是本地的气象记录，以此要求学生引入历史学科知识，探讨

当地历史人文发展，以历史学科知识运用建立气候模式对人类

社会发展的认知，由此促进学生知识迁移能力形成与发展，进

而逐步形成引入其他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7]
。 

（3）影视素材 

相较于其他类型的素材，影视素材中添加了声画元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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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素材内容呈现更加的生动形象，更能够激发学生对相关知识

的探索学习兴趣。而目前很多影视剧、纪录片中都蕴含极为丰

富的地理知识，由此教师就可以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中根据课堂

内容针对性的引入这方面的素材，创设更能够吸引学生注意力

的声画教学情境，丰富学生课堂学习体验，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例如，在“台湾省地理环境与经济发展”知识教学中，教

师可以根据当堂课教学主题目标规划，关联历史、道德与法治

等学科内容，创设“欣赏‘宝岛’风光”的跨学科教学主题，

由这一主题明确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向，带领学生在课堂学习中

深入探寻台湾岛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当下发展情况，在学习课堂

知识的基础上充分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在课堂上，教师首先

可以在课堂导入环节向学生播放展示台湾美丽风光的影视片

段，通过声画的刺激让学生对之后知识学习产生更浓厚的兴

趣。而为充分激发学生的爱国精神，教师可以在后续课堂教学

中进一步引入体现台湾民众统一意愿的新闻素材，创设社会情

境……总而言之，通过主题情境教学方法开展初中地理跨学科

教学，教师要从根本上立足教学需要，灵活引用各种形式的素

材创设与课堂主题契合的“小”情境，以引导学生更深入开展

跨学科的知识学习探究
[8]
。 

3.3 深化学生自主探究以促进学生综合思维能力发展 

以往的初中地理教学，教师普遍喜欢采用灌输式的理论知

识讲授教学的形式，即使一些教师有意识带领学生开展课堂知

识的自主探究，但探究深度也十分有限，学生难以在课堂上获

得动手实操等主动学习的机会，探究活动浮于表面，难以发挥

其应有效果。鉴于这一情况，跨学科融合视域下的初中地理教

学，教师需要立足核心的主题情境，引入其他学科中常用的实

验探究、模型操作等方式，真正让学生开展课堂知识的自主学

习探究，由此促进学生创新性思维、实操能力等多方面思维能

力的发展。 

（1）实验探究 

地理学科知识有着典型的“文理交叉”特征，综合性十分

突出。由此，教师可以在实际教学中，根据当堂课的主题设置，

将物理、化学学科中普遍使用的实验探究方法引入到课堂中。

教师为此需要根据引入的实验探究方法内容，为学生提供所需

要的实验条件与材料，要求学生按个人意愿组成实验小组，以

小组为单位相互协作，通过实验形式认知课堂核心知识内容，

经由实验操作探寻各种地理现象背后的科学原理，由此能够促

进学生科学探究思维的发展
[9]
。 

（2）模型制作 

在初中地理跨学科教学中，鉴于学科知识高度抽象的特

点，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使用自己日常生活中各种常见的材料，

自行动手制作课堂教学内容相关的地理结构模型，通过模型制

作进程对课堂知识形成更具象的认知，在保证学生知识学习效

果的基础上还有助于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 

例如，在“地球的运动”知识教学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

结成学习小组，以小组为单位自主搜集生活中常见的铁丝、塑

料球等各种易得的材料，和同组的同学一同制作太阳系内主要

天体分布与基础运动的模型，由此能够让学生更深入理解相关

的知识内容，也能够让学生的动手能力与实践能力得到充分的

锻炼，对学生地理学科综合素养发展极有帮助
[10]

。 

结束语： 
综上所述，研究中在明确初中地理跨学科融合教学意义与

设计实施要点的基础上结合学科教学实践，探讨了跨学科融合

教学可行的对策路径。跨学科视域下的初中地理教学，教师需

要在教学中立足学科教学核心需求与学情，明确学科教学的核

心主题，保证课堂教学体系完整，并关联其他学科教学的先进

经验，积极拓展教学素材与自主学习模式的引用，让其他学科

资源介入真正发挥出助力学生地理学科综合素养发展的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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