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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教学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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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当代教育的大背景下，跨学科教学日益受到重视。开展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有助于丰富化学教学内容，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本文分析了初中化学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意义和问题，并从三个大方面对其设

计路径进行了初步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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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化学作为一门基础科学学科，与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然而，传统化学实践活动的开展并不理想，很难落实跨

学科理念。因此，本课题的开展与研究对初中化学教学改革具有

重要意义。

一、初中化学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意义

（一）提高化学教学成效 

初中化学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能拓宽教学的广度与深度。

教师可借助其他学科知识解释化学概念，使抽象知识具体化。例如，

在化学与物理结合时，通过物理原理阐释化学现象背后的动力机

制，从而帮助学生构建更完整的化学知识体系，提升他们对化学

知识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进而使化学教师在知识传授、实践能力

培养方面实现高效教学。

（二）培养学生化学兴趣 

首先，跨学科实践活动在初中化学学科中的开展，能够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动力，使其更积极探索化学知识。其次，有助于他

们构建化学学科思维，提升对化学概念与原理的理解能力。最后，

多元学科内容的融入，可以增强学生对整体学科的热爱，激发他

们的学习兴趣。例如，化学元素与艺术或是与历史学科结合的实

践活动，可以让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学科感受化学学科的魅力。

这种多维度的体验可激发学生好奇心与探索欲，让学生不再觉得

化学枯燥，从而培养他们对化学学科浓厚的兴趣。

（三）有助于综合型人才的培养 

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的组织，打破了传统学科“各自为政”

的局面，大大密切了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在活动中，学生需要

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例如，化学与生物结合的“环境探究”

活动，学生要调用生物生态知识和化学物质转化知识。这有助于

学生形成跨学科思维模式，提高他们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从而

为培养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综合型人才奠定基础。

（四）加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步伐 

在现代教育理念下，跨学科整合是必然趋势。化学与物理、

生物、地理等学科存在诸多关联，多元学科知识的整合，不仅是

初中化学改革的一条捷径，也是提升初中化学教学质量和教育效

果的关键所在。跨学科的融合能够深化学生对化学知识的理解。

例如，化学与生物学科结合时，化学可以为理解生物体内的代谢

过程、生命物质的组成提供基础，同时生物中的一些现象又可以

作为化学知识的具体实例，加深学生对化学原理的记忆。此外，

多元学科知识的整合还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它能够促

使学校重新审视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方面，带动其他学科开展

跨学科探索，进而在整体上加快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进程。

（五）高效落实初中化学核心素养 

化学核心素养包含多个维度。跨学科实践活动能为其落实提

供多元途径。在跨学科活动中，学生的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能力、

科学探究与创新意识等素养能得到锻炼。例如化学与地理的实践

活动，有助于培养学生从宏观和微观角度认识化学物质在地球环

境中的存在与变化，从而高效落实初中化学核心素养。

二、初中化学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中的不足

（一）跨学科实践活动具有随机性 

初中化学的跨学科实践活动缺乏系统规划。学校或教师在组

织活动时，往往依据临时想法或个别教师的兴趣，没有固定的模

式与规划框架。这导致活动开展不连贯，难以形成完整的跨学科

教学体系，影响学生对跨学科知识的深入理解与持续学习。

（二）跨学科实践活动针对性不足 

当前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在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学生需

求与教学目标。活动内容与化学课程标准及学生实际学习情况的

匹配度不高。例如，在化学与语文的跨学科活动中，若只是简单

拼凑，没有针对化学知识重点和学生语文能力进行设计，就不能

很好地辅助化学教学，无法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三）跨学科实践活动组织频率不高 

在初中化学教学中，跨学科实践活动的组织次数较少。学校

的教学安排更侧重于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任务。由于受到教学时

间、教师精力等因素限制，跨学科实践活动常常会出现边缘化现象。

教师不能确保开展足够的活动次数，学生更难以在有限的活动中

充分掌握跨学科知识与技能。

三、初中化学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的有效举措

（一）立足典型活动，组织跨学科实践活动

1. 化学与生物：生命现象中的化学奥秘探究 

化学学科和生物学科二者不仅学科属性上一致，还在内容上

具有一定的交互性。从生物的基本组成来看，生物大分子如蛋白质、

核酸、多糖等都是由化学元素通过特定化学键连接而成；蛋白质

的氨基酸序列、肽键形成以及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都遵循着化学原

理。核酸中核苷酸的磷酸二酯键连接也体现了化学的成键规则。

因此，教师可以积极开展化学与生物相结合的跨学科实践活动。

例如，设计“探究植物的呼吸作用与二氧化碳的产生”活动，通

过活动学生能够从化学角度理解呼吸作用中二氧化碳的产生过程，

并学会从化学方程式 Ca（OH）2+CO2= CaCO3 ↓ +H2O 的角度解

释植物的呼吸作用和现象。

通过典型化学实践活动，能够拓宽学生化学知识的应用视野，

增强他们对化学学科的理解，提升其跨学科思维能力。

2. 化学与物理：理化交融的现象解析之旅 

初中化学与物理学科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在物质状态方面，

化学学科主攻研究物质的组成与性质，而物理则以探讨物质的三

态变化及其背后的分子运动、能量等原理为主，二者相互补充。

物质的结构也是联系点之一，化学中原子、分子结构的研究，与

物理中关于微观粒子的物理性质，如电子的运动等有着内在的联

系。因此，教师借助这种联系，可以帮助学生更为全面地认识物

质世界。

在初中化学教材中，有很多化学反应伴随着热量的变化，如

氧化钙与水的反应是一个极具代表性且有趣的实验。实验开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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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需要准备好相关的实验器材，如干净且干燥的烧杯、适量的

氧化钙固体以及水。实验时，教师要哦小心地将少量氧化钙固体

放入烧杯中，然后缓慢地向烧杯中加入水。几乎是瞬间，就能观

察到一系列显著的现象。当教师完成实验后，可以从化学和物理

两个角度带领学生去分析实验原理。如“从化学角度而言，氧化

钙与水的反应是物质化学键的重组过程，这一过程中化学能转化

为热能”“从物理角度看，热传递包含传导、对流和辐射三种方式”。

通过这样的跨学科实践活动，学生能深入理解理化知识的内

在联系，从而有效锻炼他们的综合分析能力。

3. 化学与地理：地球化学元素的探索之旅 

在初中阶段，化学与地理学科的跨学科实践活动有着独特的

意义。地球是一个巨大的化学元素宝库，地理学科中的许多内容

都与化学元素密切相关。例如，岩石的形成过程中涉及到各种矿

物的结晶，这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化学元素组合与化学反应。教师

可以组织学生对本地的岩石进行采样分析活动，探究其中所含的

化学元素，如硅、铝、铁等元素在岩石中的存在形式。此外，土

壤的成分也与化学息息相关，不同地区土壤的酸碱度、肥力等性

质取决于其中的化学物质组成。通过开展这类实践活动，学生能

够将化学知识应用到对地球环境的理解中，提高对化学学科实用

性的认识。

（二）结合日常教学，渗透跨学科教学意识

1. 化学与艺术：化学元素的艺术呈现 

在初中化学的日常教学中，教师要注重将化学与艺术学科相

融合，渗透跨学科教学意识。化学元素具有独特的性质，这些性

质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进行呈现。例如，金属元素的光泽和质感

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利用金属铜的

特性制作具有艺术美感的工艺品，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感

受到铜的延展性、导电性等化学性质，还能将化学知识与艺术创

作相结合。同时，在色彩方面，许多化学物质具有独特的颜色，

如硫酸铜溶液的蓝色、氯化铁溶液的黄色等。教师可以带领学生

利用这些色彩进行绘画创作，创作出以化学元素颜色为主题的艺

术作品，使学生在艺术创作中加深对化学物质性质的理解，同时

也提升了艺术素养。

2. 化学与历史：化学发展的历程印记 

初中化学教学应与历史学科相结合，在日常教学中渗透跨学

科教学意识。化学学科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历史事件与化学发

展相互交织。例如，古代炼金术的发展，虽然它带有一定的神秘

色彩，但却是现代化学的前身。教师可以在讲解化学元素概念时，

引入炼金术师对金属转化的探索，让学生了解到化学知识是在不

断探索和纠正错误中发展的。再如，近代化学工业的兴起，如侯

氏制碱法的发明，这一历史事件不仅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和技

术水平，也体现了化学学科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通过

讲述化学发展历程中的这些历史故事，教师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

解化学概念的产生背景，认识到化学学科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

推动作用。

3. 化学与语文：化学知识的文学表达 

化学与语文有着多方面的紧密联系。从学科基础来看，语文

是表达化学知识的工具。化学概念、原理和实验现象等都需要借

助准确的语文表述才能被理解和传播，清晰的语言逻辑有助于学

生构建和理解化学知识体系。在思维层面，语文的逻辑思维与化

学的理性思维相互促进。学生学习化学的过程，也是锻炼他们语

文阅读能力的过程。

为了让化学与语文更好地结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文学创

作的形式来表达化学知识。例如，让学生创作化学科普小短文，

用生动的文字描述化学实验现象，像“镁条在空气中燃烧，宛如

夜空中绽放的璀璨烟火，耀眼的白光划破黑暗，那是镁与氧气热

烈的拥抱，生成的氧化镁如同夜空中飘落的白色雪花，纯净而美

丽。”这样的描述既准确地表达了化学实验现象，又富有文学性。

此外，还可以组织化学知识竞赛，要求学生用诗词的形式回答化

学问题，通过这种方式，学生能够提高化学知识的记忆效果，同

时也提升了语文的运用能力和文学素养。

（三）组中教研活动，保障跨学科实践质量

1. 跨学科课程设计，以化学为主导融合 

首先，化学教师要与其他学科教师共同确定课程目标，例如，

在设计“化学与环保”的跨学科课程时，化学教师与地理、生物

教师共同确定目标为让学生理解化学物质在环境中的迁移转化以

及对生物的影响。其次，在课程内容的整合上，化学教师要突出

化学知识的核心地位，同时融入其他学科相关知识。如在讲解水

污染时，化学知识中的酸碱度、化学污染物种类是重点内容，同

时融入地理学科中的水系分布、生物学科中的水生生物对水质的

要求等知识。最后，在教学方法的选择上，化学教师要综合考虑

各学科的特点，采用实验探究、实地考察、案例分析等多种方法，

以保障课程设计的有效性，提高跨学科实践质量。

2. 教师跨学科培训，提升综合教学能力 

大部分初中教师在所受学科方面能力出众，但是在跨学科方

面的能力相对较弱。因此，学校应组织教师定期参加跨学科培训。

培训内容方面，应包括跨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例如，生物学科

中的细胞代谢与化学物质的关系、物理学科中的能量转换原理等

相关知识。其次，要注重跨学科教学方法的培训，让教师学会如

何将不同学科的知识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如采用项目式学习

法，教师需要掌握如何设计跨学科项目、如何引导学生在项目中

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最后，鼓励参与培训的教师积极进行

交流与学习，分享跨学科教学经验，从而不断提升教师的跨学科

教学能力，为化学教师开展跨学科实践活动提供有力的支持。

3. 跨学科评价体系，全面考量实践成果 

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质量的保障离不开科学的跨学科评价体

系。传统单一的化学实践活动评价体系难以全面评估跨学科实践

活动的成果。因此，需要化学教师构建以跨学科为中心的评价体系。

首先，知识掌握方面，化学教师不仅要考查学生对化学知识的掌

握程度，还要考查学生对其他相关学科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

例如，在评价“化学与艺术”的跨学科实践成果时，化学教师既

要考察学生对化学元素性质的掌握，也要看学生在艺术作品中对

化学知识的呈现效果。其次，能力发展方面，化学教师要评价学

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实践操作能力等。比如在

跨学科实验项目中，观察学生是否能够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以及在小组合作中的表现。最后，情感态度方面，化学教

师需要关注学生对跨学科学习的兴趣、态度以及对不同学科融合

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全面考量学生在跨学科实践活动中的收获，

进而达到促进跨学科实践活动不断完善的目的。

四、结语

总而言之，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教学设计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通过精心设计跨学科实践活动，教师能有效促进学科融

合，加快初中化学变革速度，拓宽学生视野，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

在将来，教师及学校应进一步对跨学科进行探索和完善，使其在

初中化学教育中发挥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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