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教学中学科融合课程的开发与实施

--以黄河文化的跨学科主题课程开发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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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用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契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需求和培养

新时代人才的需求。黄河文化作为一种生态文化、传统文化等交叉融合的文化，其综合性特

质决定了黄河文化与语文、地理、生物、历史、音乐、美术等学科在课程内容、知识体系、

思想观念、素养提升上存在密切联系，以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山东重要指示要求为背景，结合新课程标准鼓励跨学科和增强学

生综合实践能力的理念，充分挖掘黄河文化在国民教育资源宝库中的内涵和形式，把黄河文

化与各学科进行深入融合，整合众多学科，让学生全方位、多角度、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身边

的黄河文化，将黄河生态教育的相关理论践行到学校教育教学中，并引领学校发展，引导学

生树立环保意识，增强学生环保能力、动手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

一、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德国许多州从 2002 年起就在进行关于跨学科教学新一轮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改革。

美国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创建跨学科课程的运动盛行于教育的各个阶段，尤其进入 90 年

代以来，这场运动的规模更加宏大。在美国中小学跨学科教学的设计中，常用的方式主要有

中心主题方式(Central Theme Approach)、跨学科技能方式(Interdisciplinary Skills

Approach)和生活中心方式(Life-Centered Approach)三种。

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1]
在《中国乡村生活》一书中提到基于黄河文化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和

社会认知。从中可以发现现代美国作家、汉学家群体对黄河文化的理解有时代、政治、自身

宗教信仰等多重局限性。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
[2]
在《黄河之旅》一书中介绍了黄河沿岸的

重要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以及自身对黄河文化的理解。

（二）国内研究现状

陈武
[3]
等人从《黄河文化概说》一书出发，深入分析并指出了黄河文化本身的时代价值，

并给出了思政建设和研学旅行两个方面的教育传承路径。孙梦青
[4]
等人以黄河文化为抓手，

从音乐和艺术鉴赏等方面来加强美育课程的设计，但其重点为美育，忽略了与其他学科的联

动。柴新昕
[5]
等人针对美术教育专业学生，分析了黄河文化在渗透高校美术教育的现实意义，

其缺乏详细具体的教育路径和对跨学科所产生的作用的分析与研究。刘娟
[6]
等人通过问卷调

查发现了地方高校存在的黄河文化认知不足问题，指出了针对地方高校的课程开发原则，给

出了以新媒体技术、微电影平台以及综艺文化活动等形式的开发实施路径。然而，该研究针

对高校大学生，对于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中学生难以适用。豆叶青
[7]
等人针对高职院校土建技

能型人才的培养，从高职院校部门协同、校园环境建设等角度给出了黄河文化融入课程思政

的实施路径。

综上所述，当前针对黄河文化的主题课程开发中存在以下问题。首先，绝大多数相关研

究工作聚焦于单学科的教育路径规划设计，缺乏跨学科的交叉联动；其次，大部分研究内容

面向地方高校或高职院校，对以中学生为对象的课程设计适用性不够。黄河文化是经过历史

沉淀的交叉融合的思想智慧结晶，其特性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在中学语文、历史、地理、生物

的紧密联系，本项目则以黄河文化为抓手，致力于跨学科主题课程的开发设计。



二、研究背景
（一）契合时代精神，传承黄河文化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推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

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保护、传

承、弘扬黄河文化，事关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事关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中

华文明永续发展。

2022 年，国家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各学科《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要求

“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化实践要求”。

要求用跨学科的思维和方法认识世界，解决问题，契合促进学生综合素质发展的需求和培养

新时代人才的需求。黄河文化作为一种生态文化、传统文化等交叉融合的文化，其综合性特

质决定了黄河文化与语文、地理、生物、历史等学科在课程内容、知识体系、思想观念、素

养提升上存在密切联系，因此开展黄河文化与各学科融合的研究是黄河文化的性质使然。

（二）坚定文化自信，提升核心素养

初中生活泼好动，思维敏捷，对新鲜事物充满了好奇且具有一定探究精神。初中阶段也

是学生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塑造了中

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一往无前的民族品格。“基于黄河文化的跨学科主题课程”的

开发，是适应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在教学实践中浸润黄河文化，意在引导学生修习古今，

深入了解黄河文化的博大精深，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坚定文化自信，树立生态环保、人地协

调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

三、课程概况
我校一直以来秉承“做一流教师，为学生幸福成长负责”的办学理念，李敬东校长强调：

“使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落实到学校、课程和课堂，构建教育教学新模式，需要传统文化教师

静心教学，加强自我学习，内化修养，真切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只有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

滋养每个学生的心灵。”那怎样让学生感受家乡文化，传承和发扬黄河文化的优秀基因，从

而使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深植学生心中呢？为此我们开发和设计了《基于黄河文化的跨

学科主题课程开发》的案例。从“感”“知”“行”等三个方面，以黄河文化为主线，从华夏

千年看黄河之水、华夏千年叹黄河之沙、华夏千年颂黄河之语、华夏千年赏黄河之美、华夏

千年闻黄河之声、华夏千年践黄河之行六大主题板块，整合众多学科，让学生全方位、多角

度、更深入地了解自己身边的黄河文化，培养他们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一）华夏千年看黄河之水

黄河是中华民族尊严的一种象征。从它的发源地开始，这一路黄河穿高山，绕平原，飞

峡谷，跃丘陵，呼啸奔腾，浇灌着沃田万顷，簇拥着工厂如林，接纳着 40 多条支流，拥抱

着无数峻岭高山，气势磅礴。征途中，有多少障碍在阻挠着它，可它从不断流。不管多高的

山，多峻的岭，它从不退缩，依然浩浩荡荡，澎湃汹涌。它亘古不竭的水流和万载不息的波

涛，诠释出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它以自己的声音告诉每一位中国人——中华民族永不退

缩。该部分以黄河的发源、支流、流经地形区为研究内容，整合地理、语文等学科，绘制流

域简图，游遍九曲黄河。通过简洁明了的地图绘制帮助学生在识记地图的过程中形成“脑图”。

图文并茂，走近黄河的脉搏心脏，倾听历史流淌的古老回声，提笔蘸着黄河的万里涛声，抒

写九曲黄河之貌。

（二）华夏千年叹黄河之沙

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堪称是世界上最复杂难治理的河流。河治则国治，黄河治理为国之

大事。土地是稀缺资源，泥沙是流失的土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发挥着重

要的航运、供电等功能，其价值十分重要。从古代的神话故事“大禹治水”到今天的兴修水

利，有效改善黄河流域洪水隐患，疏通黄河河道，增强河水流通能力，减少水患带来的各种

损失。该部分以水土流失、植被等为研究内容，整合地理、生物等学科，通过模拟水土流失

实验、制作地上河模型、以黄河为考察对象进行实地考察等实践活动，提升行动意识和行动

能力，更好地在真实情境中观察、感悟、理解黄河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增强动手能力和

科学探究能力。

（三）华夏千年颂黄河之语

文人墨客用精妙绝伦、豪迈壮观的语句来形容黄河，我们的先人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文

化，从诗经到唐诗宋词，从史记到资治通鉴，许多不朽的词章典籍是在黄河地区诞生的，为

中华文化增添了不朽的光彩。黄河引出了无数的优美诗篇，这些诗句千古流传，至今仍洋溢

着强烈的艺术魅力。该部分以与黄河相关诗词、篇章为研究内容，融合语文、历史等学科，

品读诗词歌赋，传承黄河精神。从李白“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千古绝唱，

到一寸山河一寸血，从一抔热土一抔魂的《黄河颂》，到民族危亡岁月时气吞山河的《黄河

大合唱》，通过举办讲黄河故事，黄河古诗词大赛等活动，让学生感受黄河中所蕴含的“天

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气质和时代价值。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唱响在诗歌



里的旋律，收藏在博物馆的文物都活起来，让学生直观感叹黄河的壮观，坚定保卫黄河、保

卫祖国的信念。

（四）华夏千年赏黄河之美

看，黄河波涛滚滚、浩浩荡荡犹如一条巨龙横亘在中原大地上，那茫茫水雾中辽阔的黄

河又多么的像一卷巨幅画轴伸向远方。万里黄河，处处有奇景；山水画卷，处处是震撼。沿

黄河之旅，可以遇见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最美的黄河九曲第一弯；可以遇见被誉为“天下奇

观、中华之魂”的壶口瀑布；可以遇见有西北风光之雄奇，又兼江南景色之秀美的第一个国

家级沙漠生态自然保护区沙坡头旅游区；可以在黄河口湿地生态旅游区观赏河海交汇的景观

和一望无际的芦苇湿地；可以在八朝古都开封游览城外有城、河内有河的清明上河园景

区……该部分以黄河自然风光、人文古迹为研究内容，融合地理、生物、历史、美术等学科，

共赏绿水青山，探寻黄河之美。制作黄河沿线旅游攻略，疫情影响下可运用航拍视频、图片

等形式展现不同河段的黄河风光。通过参观学习与实践体验等研学方式，分组分主题地对黄

河入海口生态旅游区、沿黄河城市规划馆、科技馆、以及博物馆等教学基地进行参观与探究

性学习，感受中华大地上生长发生着的黄河文化。

（五）华夏千年闻黄河之声

听，黄河日夜不停地咆哮着，它的隆隆轰鸣震耳欲聋，气吞山河之势暴露无遗，犹如千

万条巨龙缠绕撕咬，挟雷裹电，咆哮翻滚，齐刷刷地落下万丈深渊，有时又好比千万根木桩

在撞击地面，发出排山倒海的巨响。它的气势如虹，声声都显示着自己的气势磅礴。该部分

以《黄河颂》《壶口瀑布》《黄河大合唱》为研究内容，整合地理、语文、音乐等学科，或吟

或唱，共鸣黄河乐章。组织“黄河之声”系列活动，讲好“黄河精神”，唱出“黄河气魄”，

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具体分为

两项活动。活动一：唱诵“黄河”（诵读光未然的《黄河颂》、《黄河颂》音乐欣赏）活动二：

唱响“黄河”（《黄河大合唱》第七乐章《保卫黄河》班级合唱比赛）

（六）华夏千年践黄河之行

行千里黄河，写万里山川，从不同视角将黄河的万千气象落于笔端。书法、绘画、摄影

多角度展示自己心中的黄河文化。一部部故事、一篇篇文章，一幅幅绘画，一张张照片……

展现黄河的永恒风采和新的生命状态，进一步树立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自强。该部分以“黄

河”主题美术创作、研学、社会实践为研究内容，融合美术、书法、音乐等学科，携妙笔绘

丹青，尽展黄河风光。开展“黄河”主题美术创作活动，描绘黄河风景之壮美，体悟黄河文

化之深邃。剪纸是我校特色校本课程，发挥校本优势，将剪纸艺术与黄河文化相结合，带领

学生了解黄河流域一带民间剪纸艺术的主题特征、造型风格和表现技法，让学生切身感受黄

河文化剪纸艺术的特色，进一步弘扬黄河精神，传承剪纸艺术。附中学子以镜头记录黄河美

景，感知大河波澜。快门声声，犹如赤子聆听母亲的脉动；胶片张张，定格黄河的激昂与浩

荡，展现黄河的娴静与温柔。

四、存在问题
课堂是传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场所，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采用多种

方法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并且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

同时认识和了解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基于黄河文化的跨学科主题课程开发》在

实际开展过程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学科深度融合困难

不同学科知识之间只是简单叠加，跨学科知识没有深度融合。在“跨学科融合”教学中，

课堂更多地呈现出来的只是不同学科知识的随意堆砌、简单拼凑和“暴力”叠加，是为“跨”

而“跨”的生硬套式的机械“融合”。没有充分应用跨学科的知识内容和教学思维来实施跨

学科的知识联姻、方法融通和课程资源的有机整合。



（二）研学活动缺乏规范

研学应是“教育+”，而非“旅游+”，学生在教学活动时表现的过于兴奋，纪律意识比较

的差，容易出现不跟团队走的现象。研学过程流于形式，走马观花，没有根据青少年需求来

进行研学资源整合，市内现有的研学基地、研学线路较为松散，大都是单打独斗，没有形成

规模化、集聚化发展，有同质化、低端化发展的倾向。

（三）课程素材不够完善

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课程设计是建立在庞大的原始素材、半成品的基础上的，

否则即使是再厉害的课程设计专家没有素材的支持也是枉然，更何况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是

学科老师。现在课程开发中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能够用于支持自己课程设计的材料不多，内

容仍较多停留在“视”和“听”上，缺乏必要的数据支撑，内涵和深度不够，体验参与性项

目较少。

五、创新突破
课程从跨学科、多形式、多元化等方面出发，依托我校的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体

系，着力打造出多元、立体、精美的黄河文化课程，力求讲好黄河故事、弘扬黄河文化。

（一）挖掘黄河元素，融合学科教学

要解决低水平、浅层次跨学科融合，这就要求我们各相关学科的带队老师要深挖教材，

将课标与教研对象巧妙地联系起来，制定具体而且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比如组织各学科组

进行集备，召开教研会议，更深入地挖掘语文、地理、生物、美术、音乐等各学科中的黄河

文化要素。开设系列配套校本课程，加强黄河文化教育，深入挖掘课本中黄河文化要素。黄

河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源泉和精华所在，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教育资源宝库。结

合初中学生年龄和认知特点，教师对地理、语文、历史、音乐、美术等学科中蕴含的黄河文

化元素进行挖掘、提取、再丰富，在学校的广阔平台下通过黄河文化与各学科深度融合研究，

构建跨学科融合的黄河文化课程，丰富育人课程体系。改变传统教学中单一学科独立授课模

式，打破学科界限，通过深入挖掘黄河文化，深度融合地理、语文、历史、美术等学科，不

同学科特点不同，教师在自己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可以使不同教学内容相互沟通，不同学科

间教师进行跨学科教学也可以互相借鉴好的教学方法，增它科之“石”攻本科之“玉”，形

成六大学科主题。



（二）创新教学形式，丰富教学实践

强化与专业机构的合作，为研学的课程设计、研学地点的选择等提供更加专业、更有深

度的指导。比如联系黄河文化博物馆，黄河流域生态研究院等来组织黄河之行的研学活动，

以此来促进孩子眼界的开阔、学习能力的提升，和学习方法的培养，以及兴趣和潜能的激发。

在跨学科构建黄河文化课程的基础上，采取“多学科教师同讲一堂课”、“校内名师共扬黄河

文化”的教学新形式，从而丰富课程内容，创新课堂形式，开阔学生视野，提高学生学习积

极性。积极开展黄河文化教育相关的第二课堂,如组建黄河文化社团，采取多样化的教学形

式，如歌舞赏析表演、诗词大赛、实验操作、VR 黄河之旅、黄河主题研学等，实现课程的

知识性和趣味性相结合。改变原来重理论轻实践的教学理念，通过一系列的学科融合课程设

计与开发，利用我们丰富的校本课程和社团活动，举办一系列的跨学科活动，如：模型制作、

实验操作、经典诵读、诗歌朗诵、手抄报、绘画、摄影、剪纸、研学等丰富多彩的实践性活

动，在实践中让学生潜移默化的习得知识，增长见识。为了加强课程开发的深度与内涵，可

运用先进的 VR 技术，虚拟各种黄河体验场景，主要包括“飞越黄河·黄河入海”VR 漂流船、

“穿越黄河”VR 激速摩托等。通过 VR 与情景教学的结合，使学生获得“身临其境”体验，

大幅度提升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教学质量和效果，改善了传统模式的教学弊端，使学

生学习更加深刻，知识更加牢固。

（三）立足课改要求，引领多维发展

立足新课标对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提升的要求，课程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转变学

习方式，让“感、知、行、学、研”融为一体，在学中做、在做中学，以学促做、知行合一，

获取黄河文化知识的同时，提升学生学习体验和实践能力。在体验实践中，一方面树立学生

的生态环保意识，另一方面提升学生对黄河文化的认识，增强孩子们的家乡自豪感，提高文

化自信。对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学生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情况评价，贯穿整个教学过程，渗透到

教学过程各环节，对学生的问答、演讲、演示、绘图、实验、调查、制作等各种活动进行评

价，加强评价对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实时诊断作用，提高教学效率，增强教学效果。在不同

的评价活动采用纸笔测验、表现性评价、档案袋评价等不同的方法。以黄河文化跨学科课程

为例，针对“绘制黄河简图”、“黄河颂大合唱·朗诵”，教师可以采用档案袋评价的方式；

针对“古诗词大赛、知识大赛”，教师可以采用纸笔测验等方法；而针对“模拟水土流失实

验、制作地上河模型”，教师可重点使用表现性评价方法。从课堂评价到作业评价到终结性

评价中细化评价要求。课堂学习阶段目标，从核心素养和学习态度等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



可通过观察、提问、交流、记录等方式；作业评价过程方面关注学生完成作业项目过程中的

方案策划、素材收集、创意构思等参与情况。比如制作“地上河”模型作业，关注作品的内

容品质和呈现形式等。多渠道观察和收集学生在各种场景中的行为表现，发挥教师、学生、

家长、学科等不同评价主体或角色的作用。学生在自评、互评的过程中学会反思和自我改进。

（四）运用多元媒体，扩大社会影响

黄河文化课程的实施主要以学校为主阵地，同时运用传统媒体+新媒体的立体多元化传

播方式，辐射校外、面向社会。例如，利用学校公众号、学校官网，宣传学校黄河文化课程

活动；利用当地媒体力量对学生的黄河研学考察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增强黄河文化在学校所

在地的传承弘扬宣传。

《基于黄河文化的跨学科主题课程开发》课程的实施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开阔了学

生眼界，提升了学生课堂学习效率、学习效果，辐射延伸到众多学科的学习，为学生构建起

良性循环的学习机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大多数学生提高了对黄河文化的学习

兴趣；在日常生活中增强了对地理信息和黄河生态保护的关注度；更重要的是自我价值的体

现，是对知识的进一步渴求，有助于学生构建健康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黄河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少年兴则国家兴，少年强则国家强”。中国少年，满腔

热血，携朝霞万丈照华夏九州，生逢盛世，恰值青春，在最好的时代邂逅最美的年华。新时

代的青少年，应传承黄河文化、弘扬黄河精神、坚定文化自信，继续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含

的时代价值，谱写更加精彩的黄河赞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展望未来，我们会再接再厉，继续加强校本课

程的研讨，不断探寻更有梯度、深度、广度的校本课程，把案例成果化，实践课题化、教育

改革系列化，为实施黄河文化研究战略、持续弘扬黄河精神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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