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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的确立探究
张华锋

（化州市橘洲小学，广东 茂名 525100）

摘要：主题的确立是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的起点。本文探讨了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的确立，分析了跨学科主题学习

的重要性及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特点，提出了确立主题的原则包括明确培养目标、整合学科知识、激发学习兴趣和强调实践性。同时，

文章还阐述了确立主题的路径，如从课程标准出发、提炼学生生活实际、借鉴其他学科经验及丰富跨学科主题。旨在通过跨学科主题学习，

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和综合能力。

关键词：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确立；原则；路径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不断进步，传统单一学科的教学

模式已难以满足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需求。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一

种新兴的教学模式，强调不同学科知识的融合与应用，旨在通过跨

学科的视角和方法，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在小学道德

与法治教育中，跨学科主题学习更是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价值。通

过与其他学科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丰富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法治观念。

二、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重要性及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特点

（一）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重要性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明确提出，各门课程用

不少于 10% 的课时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以加强学科间的相互关

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跨学科主题学习打破了传统学科间的

壁垒，实现了知识的交叉融合与迁移应用。它强调以现实问题为

导向，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技能与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

思维、批判性思维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外，跨学科主题学习还

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习的主动性与参与度，为学生的

全面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二）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特点

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生活性与实践性。

它紧密关注社会现象、法律规范与道德伦理，旨在培养学生的社

会责任感、法律意识与道德品质。该学科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

结合，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情境模拟等多种教学方式，让

学生在实践中理解、内化并应用所学知识。在跨学科主题学习中，

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凭借其独特的价值定位，成为连接各学科、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关键桥梁。

三、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确立的原则

主题是统领系统内部各要素的核心思想与概念。在跨学科主

题学习中，主题把散落在各个学科中的碎片以一定的逻辑连接在

一起，它是学科关联的黏合剂，也是学习推进的催化剂。确立小

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以确保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从而全面提升学生的核心素

养和综合能力。

（一）聚焦核心素养，明确培养目标

跨学科主题学习应紧密围绕《道德与法治标准（2022 年版）》

中明确的核心素养，精准设定培养目标。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

领域，核心素养具体涵盖政治认同、道德修养、法治观念、健全

人格及责任意识等多个维度。这些核心素养是学生全面发展的重

要基石，对于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和正确的价值观具有至关重要

的作用。因此，在确立跨学科主题时，必须紧密围绕这些核心素养，

确保学生在跨学科学习中能够得到全面的提升。例如，可以选择“公

民责任与义务”作为主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让学生深入了解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培养他们的政治认同、道德修养和法治

观念。

（二）整合学科知识，促进融合创新

跨学科主题学习打破学科的壁垒，通过主题将不同学科之间

有联系的知识、技能聚合在一起，促进知识间的迁移和应用，实

现各个学科间的融会贯通。在确立主题时，应充分考虑道德与法

治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整合相关学科知识，促进融合创

新。通过跨学科的主题学习，不仅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还

可以培养他们的综合素养和创新能力。例如，可以将道德与法治

与语文学科相结合，借助文学作品中的丰富的道德故事和法治案

例，让学生在品味文学之美的同时，深入理解道德与法治的内涵；

也可以将道德与法治和数学学科相结合，通过数学问题解决过程

中的逻辑推理和公平正义原则，让学生在学习数学的同时，认识

到法治和道德在理性思维中的体现。此外，还可以将道德与法治

与艺术、科学等学科相结合，开展丰富多彩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让学生在跨学科的交融与碰撞中拓宽知识视野，提升综合素养，

激发创新思维，促进全面发展。

（三）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习兴趣

跨学科主题学习应贴近学生生活，激发学习兴趣。主题的确

立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水平，选择与学生生活密切

相关的话题和内容。通过贴近学生生活的主题学习，可以让学生

在真实情境中学习和应用知识，从而增强学习的趣味性和实效性。

例如，可以选择“校园安全”作为主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让

学生了解校园安全的重要性和相关法规，掌握自我保护的技能和

方法；也可以选择“环境保护”作为主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

让学生了解环境保护的紧迫性和每个人的责任，培养他们的环保

意识和行动能力。这些贴近学生生活的主题学习，不仅能够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够让他们在学习中感受到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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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和价值。

（四）强调实践性，注重问题解决

跨学科主题学习强调实践性，注重问题解决。在确立主题时，

应充分考虑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通过实践性

的主题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跨学科的学习中通过实践探索和问题

解决来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例如，可以选择“社区服务”作为

主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活动，了解社区

的需求和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也可以选择“科技创新”

作为主题，通过跨学科的学习，让学生了解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和

基本方法，鼓励他们动手实践、勇于创新。这些具有实践性和挑

战性的主题学习，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

还能够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同时，通过实践性

的学习，学生还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实现知识的内

化和迁移。

四、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确立的路径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主题确立是实施跨学科教学的关键环节，

它不仅关系到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组织，还直接影响到教学目标的

实现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在小学道德与法治学科中，跨学科

主题的确立应遵循以下路径，以确保跨学科学习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

（一）从课程标准出发，挖掘跨学科主题

《道德与法治标准（2022 年版）》为跨学科主题的确立提供

了重要依据。该标准不仅明确了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要求，还通过

具体的内容要求和教学提示，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跨学科教学素

材。在确立跨学科主题时，教师应深入研读课程标准，理解其精

神实质，从中挖掘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主题。

例如，课程标准中提到的“我与自然”“我与社会”等主题，

本身就是跨学科的综合主题。教师可以结合这些主题，整合科学、

艺术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以“我与

自然”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探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结合科

学学科中的生态知识，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的成因和危害；同时，

结合艺术学科中的绘画、手工制作等活动，让学生表达对自然美

的感受和对环境保护的呼吁。

（二）结合学生生活实际，提炼跨学科主题

学生生活实际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重要来源。小学生的生活

经历虽然有限，但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现象往往具有时代性和现

实性。在确立跨学科主题时，教师应密切关注学生的生活实际，

从中提炼出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主题。

例如，当前社会中的环保问题、网络安全问题等，都是学生

关注的热点话题。教师可以结合这些话题，整合道德与法治、科学、

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以网

络安全为例，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了解网络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法律

法规，结合信息技术学科中的网络安全技术，让学生学习如何保

护个人隐私和防范网络诈骗。

（三）借鉴其他学科经验，创新跨学科主题

其他学科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

验可以为小学道德与法治跨学科主题的确立提供有益的借鉴。在

确立跨学科主题时，教师应积极借鉴其他学科的成功经验，结合

道德与法治学科的特点和需求，创新跨学科主题。

例如，可以借鉴小学数学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经验，结合道德

与法治学科的特点和需求，设计一些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跨学

科主题学习活动。如“模拟法庭”活动，通过模拟真实的法庭审

判过程，让学生体验法律的实施和维护正义的重要性；同时，结

合数学学科中的统计知识，让学生学习如何收集和分析法庭审判

中的数据和信息。

（四）依托校内外资源，丰富跨学科主题

校内外资源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重要支撑。在确立跨学科主

题时，教师应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丰富跨学科主题的内容和形式。

校内资源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图书馆、实验室、计算

机房等设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和实践机会。例如，在

探讨环保主题时，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实验室开展水质检测等科

学实验活动；在探讨网络安全主题时，教师可以利用学校的计算

机房开展网络安全技术的学习和实践活动。

校外资源方面，教师可以利用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等社

会资源来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例如，可以组织学生参观博

物馆中的历史展览和文物展示，了解历史背景和道德启示；可以

邀请图书馆的专业人员为学生讲解图书分类和检索知识，培养学

生的信息素养；可以邀请文化馆的艺术家为学生开展艺术欣赏和

创作活动，提高学生的审美素养和创新能力。

此外，教师还可以邀请专家、学者等进校园为学生讲解相关

知识和方法，拓宽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空间。例如，可以邀请

法律专家为学生讲解法律知识和社会现象；可以邀请环保专家为

学生讲解环保知识和技术；可以邀请网络安全专家为学生讲解网

络安全知识和技术等。这些专家的讲解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权威

的知识来源，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探究欲望。

五、结语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小学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要趋势和发展方

向。通过确立合适的跨学科主题学习主题，可以促进学生对道德

与法治知识的深入理解和应用，提升其综合素养。在未来的教学

实践中，我们应继续探索和创新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方式和方法，

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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