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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是跨学科学习和项目化学习的合集,是运用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科核心概念,通过学

生间协作学习,解决真实性问题,从而达到对核心知识再理解与再建构的目的.结合初中物理“眼睛和眼镜”内容,

以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为依据,在教学中从项目确定依据、驱动性问题建立过程、实施探究过程、跨学科项目成果和评

价过程5个方面入手,详细阐述近视眼的成因,得出矫正近视的方法和保护眼睛的健康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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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学科学习运用一种真实的综合方法,整合来

自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产生整体理解[1].项目化

学习是一种指向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学习活动,是
以学生高阶思维发展、自我管理能力形成和实际问

题解决为目标,通过创设承载核心知识的真实驱动

性问题,引导学生积极主动地持续探究问题,形成项

目成果[2].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是跨学科学习和项目

化学习的合集,不仅存在跨学科学习领域,还存在项

目化学习领域,是学生汇聚两个及两个以上的学科

概念来解释现象、解决问题、创造作品,从而产生新

的理解,创造出新的成果[3].
通过对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理解,本次跨学科

项目化学习活动主要围绕物理、生物学科的核心知

识提出驱动性问题,通过学习实践建立物理、生物学

科知识联系,形成跨学科项目成果.

1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案例

  本次跨学科项目的学习内容选自义务教育人

教版八年级上册第五章“透镜及其应用”中的第四

节“眼睛和眼镜”,涉及眼睛结构、近视眼的形成原因

以及矫正近视等方面的实验探究.同时,提出驱动性

问题:“如何矫正近视? ”采用多元评价的方式[4],

包括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对该跨

学科项目进行评价并得出结论.具体思路流程如图

1所示.

图1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在初中物理教学中应用的思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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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确定项目的依据

本次选取“眼睛和眼镜”的内容,在物理学科、

生物学科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对
涉及到的眼睛成像原理及保护眼睛健康的内容都有

共同的要求.因此,将其确定为初中物理跨学科项目

化学习的项目,旨在培养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

和跨学科素养.具体要求如表1所示[56].

表1 物理学科与生物学科“眼睛和眼镜”内容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要求

眼睛和眼镜

物理学科 生物学科

 1.了解人眼成像的原理,了解近视眼和远视

眼的成因与矫正方法;

 2.具有保护视力的意识

 1.描述眼和耳的结构和功能,阐明视觉和听觉的形成

过程;

 2.学会科学用眼和用耳,保护眼和耳的健康

1.2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驱动性问题的建立过程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的构建需要符合物理学

科的教学理念.在设计问题时,应以真实的情境作为

瞄点,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并遵循螺旋式上升的形

式[7],从提出驱动性问题到实验探究、解决问题、得
出结论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实践探究过程包括模型

建立、设计方案、实验操作以及得出结论等步骤.最
后,小组展示项目成果,并采用多元评价方式进行评

价.本次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的设计沿着真实的

驱动性问题展开,教师按照知识结构的需求给出整

体的框架,为学生指引方向.
1.3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实施探究过程

在本次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中,学生以小组

的形式合作交流,各自发表观点,提出合理的设计方

案.学生根据设计方案准备必要的资料和实验工具.
在实验探究的过程中,学生不断优化方案,最终成功

解决驱动性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创造力和知识迁

移能力.具体实践过程如表2所示.
表2 具体实践过程表

环节 驱动性问题 多学科知识点融合

项目的

提出

 1.播放视频展示教室内的“小眼

镜”;教室外随处可见眼镜商店的

现象.引发学生们的关注.
 2.近视是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

的问题,其中许多孩子都患有近

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呢? 又有什么矫正的方法呢?

 物理学科:

 1.近视眼镜的结构;

 2.矫正近视的原理

眼球

结构
 眼球是由哪几部分组成?

 生物学科:

 眼睛的组成部分有虹膜、瞳孔、角膜、晶状体、巩膜、脉络膜、视网膜和玻

璃体等

眼睛成

像原理
 眼睛的成像原理是什么呢?

 生物学科:

 正常情况下,外界的光线经过角膜、晶状体和玻璃体等这些屈光介质以

后,会形成像落在视网膜的表面,视网膜表面存在感光细胞,会把这些信号

通过视觉传导通路传到视觉中枢,反馈到视网膜表面以后,就会形成清晰

的物像

近视眼

成因

 1.近视眼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2.画出原理图

 生物学科:

 晶状体变厚,折光能力变强,因此来自远处某点的光会聚在视网膜前,到
达视网膜时已经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模糊的光斑了.正常视力成像如图2
所示,近视眼成像如图3所示.

图2 正常视力成像原理图 图3 近视眼成像原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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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环节 驱动性问题 多学科知识点融合

近视

矫正

 1.矫正近视的方法是什么呢?

 2.画出原理图

 物理学科与生物学科相融合:

 1.角膜、晶状体和玻璃体的共同作用相当于凸透镜,视网膜相当于光屏.
如图4所示.

图4 眼睛成像与凸透镜成像关系图

 2.近视眼是由于晶状体变厚,折光能力变强的原因,凹透镜对光具有发

散性作用,可以利用凹透镜的这一特性使像呈现在视网膜上,因此设计实

验方案、实施探究、验证猜想.成像图如图5所示,实验成像图如图6所示.

 图5 近视矫正成像图     图6 近视矫正实验成像图

近视

手术

 1.除了通过配戴眼镜矫正近视

外,还可以通过手术矫正,近视手

术的方式和原理是什么?

 2.画出原理图

 物理学科与医疗技术相结合:

 近视手术一般分为角膜激光手术和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两种类型.角膜

激光手术是通过去除角膜中央的一层组织,形成凹透镜,从而矫正近视,就
像在眼睛上雕刻了一副眼镜,其原理如图7所示.而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则

是将微小的眼镜镜片植入眼睛内部,不需要戴框架眼镜即可矫正近视,其
原理如图8所示[8].

图7 角膜激光手术原理图      图8 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原理图

保护

眼睛

 1.近视手术后是否永久性不再

近视呢?

 2.关于用眼的规范标准,应该如

何界定呢?

 1.学生们了解到,近视手术只能修复当时的近视程度,不能永久性地消

除近视,因此学生不应该误以为手术后就可以摘掉眼镜,不再近视.
 2.学生们了解到了规范用眼的标准,并开始注重保护眼睛的健康

1.4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项目成果

1.4.1 指向驱动性问题的成果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通过提出真实的驱动性问题

情境[9],让学生在实际情境中联系相关学科知识,自

主探究并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在本

次活动中,学生们解决了“如何矫正近视”的驱动性

问题,探究了配戴近视眼镜和做近视手术两种矫正

方法.
在矫正近视的探究中,学生们将凸透镜、凹透镜

成像特点与眼睛成像过程相结合,深入理解了近视

眼形成的原因和矫正方法的原理.

1.4.2 深度理解跨学科核心知识成果

在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完成后,学生需要对

成果进行展示汇报,并展示对跨学科核心知识的深

度理解.在本次活动中,学生通过探究和查阅资料,

了解到角膜激光手术和人工晶状体植入手术原理.
两者相比,前者术后无痛且无瓣,避免了角膜瓣带来

的并发症;后者则存在眼内感染的风险.学生们还

了解到,近视手术并不是治愈近视的方法,只是摘

掉了眼镜,如果后期不规范用眼,仍有可能导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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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因 此,保 护 眼 睛 健 康 成 为 了 学 生 们 的 重 要

意识.

2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的评价过程

要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学习需求,发现学生的

学习潜能、长处和不足,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评价过

程必不可少.在跨学科项目评价过程中,不仅要关注

学生的知识技能,更要重点关注学科的核心素养和

跨学科素养.因此,需要设计合理的评价标准,以确

保与学习目标保持一致,并注重学生对跨学科核心

知识的深度理解.在评价内容多元化的同时,也要倡

导评价方式多样化.为了全面、客观地评价探究的过

程和项目的成果,采用多元性评价方式(表3).在评

价过程中,还应结合多元主体参与评价,包括学生自

评、组间互评和教师评价,以促进学生主动学习、自

我反思,激励学生深度学习和快速成长.
表3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评价表

评价类型 环节 评价内容 自评 组评 师评

诊断性评价 确定项目阶段
 已有认知内容,学习需求调查(眼球组成结构,眼睛

成像过程)

过程性评价 实施探究阶段
 调查资料,研究报告,设计方案,器材选择(团队合

作,科学探究,科学态度)

终结性评价 项目成果
 成果展示(科学性,逻辑性,语言叙述,驱动性问题的

成果,跨学科核心知识成果)

  根据上述评价标准,对本次跨学科项目化活动

学生的学习过程和跨学科项目成果进行评价.在确定

项目阶段进行诊断性评价,结果表明学生对眼睛的组

成结构及成像原理具有基本性的掌握,因此,确定跨

学科项目的主题和驱动性问题分别为“眼睛和眼

镜”“如何矫正近视”.在实施探究阶段进行过程性评

价,学生们设计的方案和选用的器材基本符合实验探

究的需要,同时表现出较高的团队合作意识和科学探

究能力.在展示跨学科项目成果阶段进行终结性评

价,发现学生们较好地解决了驱动性问题,具备一定

的跨学科知识运用能力和跨学科素养.学生在展示成

果时,逻辑顺序清晰,表现出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3 结束语

在本次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活动中,学生通过小

组间交流、讨论、合作和互评等方式,在学科间进行

真实探究和自主学习核心知识,并采用学科间整合

的方式解决驱动性问题.这种学习方式,一方面,促

进了学生对多学科知识的深入理解与运用,拓宽学

生解决问题的视野,丰富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另一

方面,提高了学生的核心素养、高阶思维能力、团队

合作意识、探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并为学生未来的学

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是在教学改革中开创的一种

新的教学模式,通过教学实践表明对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需要在

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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