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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22年版义务教育物理课程标准中提到,要强化学科内知识整合,统筹设计“跨学科实践”主题学习,

旨在发展学生跨学科运用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动手操作的实践能力.由此可见,跨学科融合

教学已成为物理教师急需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跨学科联系、思维、器具、情感4个方面出发,浅谈物理学科如何

与其他学科进行有效的融合教学,目的在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应用物理知识的能力,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和爱国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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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加涅认为,学生的累积

学习就像树的生长,教师需要积极引导学生追寻知

识生长的轨迹,把握纵向迁移规律,种植学科的“知
识树”,也要引导学生把握知识的横向迁移规律,把
习得的内容应用于类似的新情景中去,培育学科融

通的“知识林”[1].可见,跨学科融合教学对培养学生

科学思维、科学探究能力、知识累积和学科素养形成

大有好处,受到普遍的关注,而在物理学科教学中会

有以下的几点体现.

1 加强跨学科联系 激发学习物理兴趣

充分发挥评价的育人功能,正面激励学生学习

过程中的成就感,可以调动学生学习内驱力,持续激

发学习物理兴趣.而在学生学习物理的过程中,教师

如果能很好地加强物理学科和其他学科知识的联

系,让学生利用所学的物理知识去解释或者理解其

他的学科知识,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的实用性,获
得较大的成就感,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例
如,在学了“密度与生活”中关于风的形成,以及“比
热容”中关于沿海城市白天吹海风、晚上吹陆风的

相关知识后,教师如果能来一句“在我们初中地理知

识中有讲到,形成风的根本原因是地表的冷热不均,

而直接原因是水平气压梯度力”,能让学生瞬间“哦”

声一片.
又例如,当学生学完“眼睛与眼镜”关于近视眼

和远视眼的形成原因后,教师能从生物学和生活实

际的角度上去解释,我们平时看手机、电脑和电视

时,如果距离太近,晶状体是保持“较厚”的状态,如
果看的时间过长,导致睫状体因收缩太久而无法正

常放松,晶状体将很难恢复到“薄”的状态,从而形

成近视眼,而现在治疗近视眼的一种方法就是把晶

状体外部的眼表角膜用激光“削薄”,从而恢复正常

视力;而我们进入老年后,睫状体的收缩能力变弱,

晶状体难以恢复到“较厚”的状态,从而形成远视

眼.学生知道了这些知识,对科学用眼会有一个更深

的认识,也会更加懂得爱护眼睛.
再如,学生学完“声音的特性”后,可以布置学

生物理微课作业,让学生用玻璃棒敲击8个装有不

同高度水的玻璃杯,演奏一首简单的曲子,而懂乐器

的学生可以用乐器演奏一首擅长的歌曲,并解析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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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器工作过程中蕴含的“声学”知识,通过物理的视

角来感受音乐,别有一番趣味.通过这样的跨学科知

识整合和联系,能够让学生感受到物理是一门“有
用”的学科,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

2 巧用跨学科思维 解决物理难点问题

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中,数学学科有着举足轻

重的地位,两个学科之间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在日

常教学中,教师如果能巧妙地利用数学思维,对解决

物理难点问题,往往可收到奇效,下面将举两个例子

供各位同行参考.

2.1 巧用数学比例思维 解决物理综合难题

【例1】(2016年广东中考真题改编)如图1所

示,杠杆左右两盘放入一定数量体积相等的实心小

球时,保持平衡(不计杠杆、挂盘和细线质量),甲乙

密度之比为1∶3,单个甲球和乙球质量之比为

,单个甲球和乙球体积之比为 .

图1 例1题图

解析:第一步,由图可知,设杠杆的每一小格为

L,杠杆左边的力臂为4L,右边的力臂为2L,杠杆左

右两边的力臂之比为2∶1.
第二步,根据杠杆平衡条件列方程,即可得出两

种小球的质量和体积之比.
根据杠杆平衡条件F1L1=F2L2 可得

(2m甲 +m乙)×4L=(m甲 +3m乙)×2L (1)

解得

3m甲 =m乙

则单个甲球和乙球质量之比为

m甲∶m乙 =1∶3
再根据质量、体积和密度关系得到关系式

3ρ甲V甲 =ρ乙V乙 (2)

由题可知

ρ甲∶ρ乙 =1∶3 (3)

由式(2)、(3)联立可解得单个甲球和乙球体积之比为

V甲∶V乙 =1∶1

小结:比例思维是初中物理解题过程中比较常

见的数学思维之一,一般是通过物理公式得出相关

的比例关系,然后计算出结果.

2.2 巧用数学方程思维 解决物理电学难题

【例2】如图2(a)所示,电源电压U 保持不变,

R1 为定值电阻.闭合开关S,调节滑动变阻器R2 阻

值从最大变化到最小,其“U I”关系图像如图

2(b),则定值电阻R1 为 Ω,电源电压U 为

V.

图2 例2题图

解析:由图可知,定值电阻R1 与滑动变阻器R2

串联,电压表测滑动变阻器两端电压,电流表测电路

中的电流;根据欧姆定律,当电流表示数为0.2A
时,电路中的总电阻最大,当电流表示数为0.6A
时,电路中的总电阻最小即R2 阻值为零;根据串联

电路电压特点结合电压表的示数求出电阻 R1 的

阻值.
根据题意可知,当I1=0.2A时,电压表的示数

为4V,由欧姆定律和串联电路的电压特点可得,电

源电压

U=I1R1+U滑 =0.2A×R1+4V (4)

当I2=0.6A时,电压表的示数为“0”,同理可

得电源电压

U=I2R1=0.6A×R1 (5)

由式(4)、(5)联立可解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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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1=10Ω  U=6V
小结:巧用数学方程思维,能运用简单数学模型

解决问题,利用归纳或演绎的方法对跨学科问题进

行推理,建立不同物理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对于解决

物理教学过程中一些较为复杂的未知量求解往往能

建奇功[2].

3 借助跨学科器具 促进创新思维发展

物理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一个“好”实

验对于物理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有些时候借

助其他学科的器材或者模型来改进或创新物理实验

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在做“分子热运动是否

与温度有关”这个实验时,传统的实验方法是用吸

有红墨水的两支胶头滴管同时往装有冷水和热水的

杯中滴入一滴红墨水,然后观察红墨水扩散的速度,

但这个实验中难以控制滴入红墨水的质量是相等

的,使得实验在控制变量方面不太严谨,而我们如果

用化学教学中常用的药品 ——— 高锰酸钾固体颗粒

代替红墨水,则能很好地避免这个问题.高锰酸钾在

水中的溶解速度极易受温度影响,溶于水后溶液呈

易观察的紫红色,所以非常适合“分子热运动是否与

温度有关”这个实验.
又如,在讲解“物体的浮沉条件”时可以用医学

中的注射器,结合胶管、塑料瓶、小石头等,组装成简

易的“潜水艇”模型,如图3所示,来模拟潜水艇的浮

沉,解析它的浮沉原理.通过借助不同学科的器具,

开发或改进物理实验能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3].

图3 模拟潜水艇

4 共建跨学科情感 培育爱国主义情怀

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的培养目标中提

到,要在坚定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等方面下

功夫,使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因此,在物理学科教学中要多渗

透“立德树人”的理念和“爱国主义”情怀[4].而在物

理教学中通过多学科视角,共建跨学科情感,是学生

树立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一条重要途径.
例如在讲解“核裂变”中关于原子弹的相关知

识时,可以从历史学科的视角,给学生们讲讲两弹功

勋钱学森、邓稼先等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其中,钱学

森历经艰辛终于回到祖国怀抱,为我国导弹、火箭和

卫星的研发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邓稼先一生从事

国家机密的原子弹研究,积劳成疾,身患癌症,直到

逝世后,一生都默默无闻地工作和奉献着的他才被

广为人知.正是这些伟大的国家脊梁勇挑重担和对

祖国的无私奉献,才打破了当时有核大国的核垄断,

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通

过这些历史人物故事的讲解,激励学生树立远大志

向,树立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技术服务于祖国、人民的

崇高意识.

5 结束语

在初中物理教学中通过合理融入其他学科的课

程资源,跨学科实践紧密结合物理教学内容,体现实

践活动的综合性和实践性,可以更好地解决学生在

物理学科学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综

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另外,跨学科教学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适

用的,我们在选用相关内容进行跨学科实践时要充

分考虑到知识体系的契合度,不能生硬地将关联性

不大的知识强行融合,否则会起到反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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