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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我国现行课程体系下,各学科独立,但各学科存在学科交叉现象,在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要综

合考虑,充分利用所学各种知识,才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分析学科间交叉内容,基于小课题研究性学习模型的学

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对各科目的深入理解和融合贯通,对其创新能力和科学素养的培养更是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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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科交叉现象不容忽视

“学科交叉”(Interdisciplinary)问题是近年来

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前沿,国外学术界对“学科交叉”

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20年代,国内则晚至80年

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学者们敏锐地感觉到,
“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的

逻辑的交叉点上.”[1]据不完全统计,交叉学科中有

90%以上出现在20世纪不到百年的时间里,在近万

个独立学科中,交叉学科总数占全部学科总数的

46.8% 之多[2].
近年来,学科交叉日益频繁,交叉的层次不断加

深、跨度日益增大、方式日趋多样,许多重大科学创

新都源自学科交叉研究.如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

是物理学、生物学、化学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结果.在
诺贝尔自然科学类奖中,基于学科交叉研究所取得

的科研成果获奖比例逐年上升,从1901-1920年间

的32.0% 上升到2001-2008年间的66.7%[3].
我国在大学阶段的交叉学科专业课程设置丰

富,在义务教育阶段也有交叉学科课程的试验,但在

高中课程设置中各学科彼此独立,割裂了学科之间

的联系,而在如美国、新加坡等国家的高中教育阶段

开设了交叉学科课程,且将其纳入学业考核的部分.
在高中阶段开展学科交叉问题研究意义重大,基于

问题的小课题研究性学习符合我国国情,即能使知

识在交叉点上融合,又能促进知识的再生长,小课题

研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创造力.

2 高中科学学习领域学科交叉问题分析

高中科学学习领域含有物理、化学、生物、自然

地理等科目,各学科独立设置,事实上各学科知识存

在内在的联系,问题的解决也需要充分应用各学科

知识.示例如表1所示.

表1 科学学习领域学科交叉问题示例

学科交叉类型 知识交叉应用示例

物理与化学
 在电源中的综合应用:如分析电源的物理特性及电动势形成过程中的化学
本质、电极反应、能量转化等问题

物理与生物  人工诱变问题:如辐射诱变、激光诱变、航天育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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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学科交叉类型 知识交叉应用示例

物理与地理  某些自然现象的分析:如昼夜变化、四季更替、朝夕现象等问题

化学与生物  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如其过程、原理、化学结构与性质、化学式等

化学与地理  资源分布:如稀有金属的特性、分布、用途等

生物与地理  生物资源:如地形与气候类型对生物分布、稳定性的影响等

其他  综合应用多学科知识:如:1.环境污染与保护;2.能源问题

  学科知识交叉的应用的实例还有很多,其应用

在大学本科交叉学科专业设置上就得到了很好的体

现,其效果在前沿科技的应用成果上也得到了强有

力的证明,构建基于学科交叉问题的小课题研究性

学习意义重大.

3 学科交叉问题的小课题研究学习模式构建

研究性学习是《全日制普通高中课程计划(试验

修订稿)》(2000年)以及《普通高中课程实验方

案》(2003年)中新设置的一门独立的课程,是综合

实践活动领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该课程又与其

他学科课程不一样,其他学科课程都有国家课程标

准和教材,而研究性学习只有《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

课程实施指南》[5].这对研究性学习的实施和评价都

带来了不小的障碍.本研究借鉴研究性学习课程实

施指南对高中科学领域的学科交叉知识进行基于问

题的小课题学习模型构建,即能适应本研究的需要,

又为有效开展研究性学习和评价提供了参考.
3.1 基于问题研究的小课题研究学习模式的构建

基于问题的学习目标,旨在通过将复杂的现实

世界的问题纳入课程设计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学习经

验,帮助学生发展:
(1)建构广泛而灵活的知识基础;
(2)形成有效的问题解决技能,包括适当的应

用“元认知技能”和推理策略的能力;
(3)发展自我导向、终身学习的技能;
(4)拥有有效的合作技能,成为有效的合作者;
(5)具有学习的内在动机[6].
鉴于以上分析,小课题研究性学习模型结构如

图1所示.

图1 小课题研究性学习流程图

3.2 小课题选题来源建议

在进行小课题选题时,首先要弄清楚的是研究什

么的问题.建议从以下途径获得:
(1)课程内的学科交叉问题的深入思考;
(2)生活中多观察,多思考;
(3)通过网络或文本资料搜集问题;

(4)前沿科技报道;
(5)教师意见或同学疑难问题.
研究课题的选择范围要面向整体的生活世界,挖

掘本人、社会生活和自然世界中蕴含的问题.
3.3 小课题实施细节

为确保小课题有效实施,要注意以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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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形式.如一般分小组进行,小组可自由

组合或由教师分组进行;
(2)小组构成.如课题负责人、信息搜集员、实验

员、文书等;
(3)小组纪律的制定.如团结互助、求实创新;
(4)研究方式.如超越教师,超越课堂,超越教

材;
(5)小课题成果展示平台.可开设小课题成果展

示宣讲会或在校刊上出版.
3.4 小课题评价方式

(1)可采用学习记录或档案袋等方式对学习过

程予以记录,建立贯穿于始末的过程评价,评价中较

多地关注学生的参与程度、学生的情感体验、收获等;
(2)评价应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可开展教师评

价、学生自评、组员互评、家长评价多个评价主体的综

合评价方式;
(3)建立评价标准.可对小课题进行综合评价,

也可对课题组成员进行个人评价.如表2是对综合评

价给出的示例.

表2 小课题综合评价表(总分100分)

项  目
小组自评/
30%

其他课题组评价/
20%

教师组评价/
30%

家委会评价/
20%

过程

选题/20%

研究/40%

总结/20%

结果 展示/20%

综合得分

教师评语

4 学科交叉问题的小课题研究性学习模型构建的

意义

科学家钱伟长认为“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

维是非常复杂的,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普遍联系的.每
一个学科在整个连续认识过程中只占一个具体的位

置,发展交叉学科正是为了填补人类认识上的空白,

使这个科学认识过程更加完善.”[7]

交叉学科的研究不仅仅是大学教育阶段需要进

行的,在高中阶段同样应该引起重视,教育的目的是

成就完整的人,学科间的无缝衔接和知识的综合应

用是基础,高中进行学科交叉问题的小课题研究性

学习.
(1)提升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意

识和能力,促进知识在综合应用中的深入理解;
(2)培养学生具备研究的意识,让学生理解问

题解决过程的主体建构,体验解决问题的成功感,培
养学习兴趣;

(3)联系实际生活中问题的解决,让学生意识

到知识有用,促进其学习的主观积极性;

(4)加强教师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专业素

养;
(5)培养学生的创新思考意识和科学素养,同

时也为研究性学习的校本课程研究提供了新的思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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