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的有效开展

在当今教育领域，跨学科教学已成为培养学生综合素养的

重要趋势。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更是为学生打开了

一扇融合多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大门。本次培训旨在

为大家深入剖析如何上好这类课程，希望能为各位老师在教

学实践中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启发。

一、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的内涵与价值

（一）内涵

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以化学知识为基石，与物理、

生物、地理、数学等多学科相互交织。它打破学科界限，引

导学生围绕真实世界的问题或项目，如环境问题中的水质净

化（涉及化学的物质分离、生物的微生物作用、地理的水体

分布等），开展综合性的探究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运用多学科思维和方法，经历自主提问、方案设计、实践探

索、结果呈现与反思等环节，实现知识的深度整合与迁移应

用。

（二）价值

1.对学生而言

提升综合素养：培养批判性思维，在面对复杂问题时能从

多学科角度分析思考，筛选最佳解决方案；增强合作沟通能

力，通过小组合作完成跨学科任务，学会与不同学科背景的



同学协作；强化社会责任感，当探究与社会热点相关问题时，

深刻理解化学在社会可持续发展中的角色，如探究新能源开

发，关注能源危机与环保需求。

促进知识理解与应用：从多学科关联中深化对化学知识的

理解，明白其在自然科学体系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如通过

探究建筑材料（涉及化学组成、物理力学性能、地理资源获

取等），更好地掌握化学物质的性质与用途。

2.对学科教学而言

丰富教学内涵：化学学科不再孤立，与其他学科相互补充，

形成更完整的知识网络，提升化学教学的深度与广度。

创新教学方法：促使教师采用项目式学习、情境教学等多

元化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提高教学效果。

二、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的设计原则

（一）主题选择原则

1.真实性与生活贴近性

从学生日常生活、社会热点或本地环境资源出发，选取熟

悉且有现实意义的主题，如 “厨房中的化学与健康饮食”

“校园植物与生态环境” 等，让学生感受化学与生活息息

相关，激发探究热情。

关注全球性或地区性重要问题，如 “气候变化与化学应

对策略”“本地水资源保护与利用”，培养学生全球视野与

社会担当。



2.跨学科性与化学核心性

主题应涉及多学科知识融合，且明确化学在其中的核心地

位与关键作用，如 “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研发与应用”（化

学能转化、材料化学为核心，关联物理电学、工程学等），

避免主题过于宽泛或学科主次不分。

（二）目标设定原则

1.综合性与层次性

综合考虑知识技能、过程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三维目标，

注重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科学探

究精神、创新思维以及对化学学科的积极情感。

根据学生认知水平和活动难度，设定基础目标（如掌握相

关学科基本概念与简单实验操作）、进阶目标（能综合多学

科知识设计并实施探究方案）和拓展目标（提出创新性见解，

反思活动过程与成果），满足不同层次学生发展需求。

2.可操作性与可评估性

目标表述清晰具体，便于教师实施教学和学生明确学习任

务，如 “学生能通过实验探究测定土壤酸碱度，并分析其

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撰写规范实验报告”。

建立明确的评估指标与方法，如通过学生的实验报告质

量、课堂表现、小组项目成果等多维度评价目标达成度，以

便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三）教学方法选择原则



1.情境教学法

创设生动、真实且富有启发性的教学情境，如模拟化工生

产车间场景探究化学反应原理与工艺优化，或设置户外环境

污染考察情境引导学生分析化学物质的迁移与转化。

借助多媒体资源、实物展示、角色扮演等手段，增强情境

的感染力与吸引力，让学生在情境中主动思考、积极探索，

如播放海洋酸化对珊瑚礁破坏的视频，引发学生对海洋化学

环境变化的深入探究。

2.项目式学习法

以项目任务为驱动，组织学生分组合作完成，如 “设计

一款环保型家用清洁剂” 项目，学生分别负责清洁剂的化

学成分分析与调配（化学）、清洁效果测试与评估（化学与

生物）、包装设计与市场推广（艺术与商业）等不同任务。

强调学生自主规划学习路径、收集信息、解决问题，教师

作为引导者提供必要支持与指导，如在学生设计清洁剂配方

时，教师提供化学物质性质与安全使用的知识讲解与技术建

议。

3.探究式教学法

针对跨学科实践活动中的关键问题，引导学生提出假设、

设计实验、收集数据、分析论证，如探究不同植物对室内空

气污染的净化效果（涉及化学污染物分析、生物植物生理作

用）。



鼓励学生勇于质疑、大胆创新，在探究过程中培养科学思

维与实验操作技能，教师把握探究方向与深度，确保探究活

动有序有效进行，如在学生实验设计阶段，教师引导学生考

虑变量控制、实验重复性等科学原则。

三、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的实施步骤

（一）准备阶段

1.教师团队组建与培训

组建跨学科教师团队，包括化学、物理、生物、地理、数

学等学科教师，定期开展教研活动，共同学习跨学科教育理

论与方法，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与跨学科教学水平。

针对活动主题，组织教师进行相关学科知识培训与技能提

升，如化学教师学习生物细胞结构知识用于理解生物化学过

程，物理教师了解化学能与电能转换原理以便更好地指导学

生探究新能源应用。

2.学生知识储备与兴趣激发

了解学生在化学及相关学科的知识基础，通过课堂复习、

专题讲座、课外拓展阅读等方式帮助学生补充必要知识，如

在开展 “太阳能光伏发电原理探究” 活动前，复习物理电

学知识与化学能转化原理。

运用趣味实验、生活实例、多媒体资料等激发学生对活动

主题的兴趣，如展示自制水果电池实验，引发学生对电化学

知识的好奇与探究欲望。



3.教学资源整合与准备

收集整理与活动主题相关的教材、图书、期刊、网络资源

等教学资料，建立资源库，方便教师备课与学生自主学习，

如在 “水资源保护” 活动中，收集化学水处理技术、地理

水资源分布、生物水生态系统等方面的资料。

准备实验器材、材料、教具及场地设施等，确保活动顺利

进行，如在 “自制简易净水器” 实验中，准备滤纸、活性

炭、石英砂、漏斗、烧杯等器材与材料，以及实验场地的布

置与安全保障。

（二）实施阶段

1.问题提出与引导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观察现象、发现问题，提出具有跨学

科性质的研究问题，如在 “城市交通与环境问题” 情境中，

引导学生提出 “汽车尾气排放对城市空气质量及居民健康

的影响及应对策略” 等问题。

组织学生对问题进行讨论与筛选，确定核心研究问题，并

引导学生从多学科角度分析问题，明确研究方向与目标，如

针对上述问题，引导学生从化学污染物成分分析、物理扩散

原理、生物健康影响评估等方面进行思考。

2.方案设计与制定

学生分组制定探究方案，包括实验设计、调查研究计划、

数据收集方法、模型构建思路等，如在 “探究植物光合作



用与环境因素的关系” 活动中，小组需设计实验控制光照

强度、温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变量，制定测量光合作用速率

的方法与数据记录方案。

教师对学生方案进行指导与审核，确保方案的科学性、可

行性与安全性，如在学生设计探究金属腐蚀与防护的实验方

案时，教师提醒学生考虑实验环境的湿度、氧气浓度控制以

及实验材料的选择与处理。

3.探究活动开展与监控

学生依据方案开展实验探究、实地考察、调查研究等活动，

收集数据与信息，如在 “探究本地土壤污染状况与修复方

法” 活动中，学生分组进行土壤采样、化学分析检测、实

地走访调查污染源等工作，并及时记录发现与问题。

教师全程监控学生活动，提供必要的知识讲解、技术支持

与问题解决指导，如在学生进行化学实验数据分析遇到困难

时，教师帮助学生选择合适的统计方法与数据分析软件。

4.成果总结与展示

学生对探究成果进行整理分析，撰写探究报告，制作成果

展示材料，如 PPT、展板、模型等，如在 “探究新能源在

家庭中的应用” 活动中，学生撰写关于新能源设备使用效

果与成本效益分析的报告，并制作展示新能源原理与应用场

景的模型。

组织学生进行成果展示与交流，各小组分享探究过程与成



果，其他小组提问与评价，通过交流促进学生相互学习与反

思，如在 “校园生态环境建设方案” 成果展示会上，各小

组展示设计方案并交流经验，共同探讨优化校园生态环境的

最佳策略。

（三）评价阶段

1.评价主体多元化

建立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小组互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

系，教师从知识掌握、技能应用、思维发展、合作能力等多

方面进行全面评价；学生自评反思自身学习过程与收获；小

组互评注重团队合作过程与成果，促进小组间相互学习借

鉴。

鼓励家长、社会专业人士参与评价，从不同视角为学生提

供反馈与建议，如在 “环保科技创新项目” 评价中，邀请

环保专家对学生项目的科学性与社会价值进行评价，拓宽评

价视野，提升评价的客观性与全面性。

2.评价内容全面化

评价涵盖活动全过程与多方面成果，包括活动准备阶段的

知识储备与团队组建、实施阶段的问题提出、方案设计、探

究过程以及成果总结阶段的报告撰写、展示效果等。

注重对学生跨学科知识综合运用能力与核心素养发展的

评价，如学生在探究过程中是否体现创新思维、批判性思维、

科学探究精神、社会责任感等，通过全面评价促进学生综合



素质提升。

3.评价方式多样化

综合运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过程性评价通过课堂

观察、学习记录、小组讨论表现、实验操作评价等实时跟踪

学生学习过程，及时反馈调整教学；终结性评价针对学生最

终探究报告、成果展示、考试测评等进行总体评价。

采用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通过数据统计

分析对学生成绩、实验数据准确性等量化指标进行评价；定

性评价通过教师评语、学生自评与互评记录等对学生思维过

程、合作态度、情感体验等进行描述性评价，使评价结果更

丰富、更具指导性。

四、总结与展望

初中化学跨学科实践活动课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学习空

间与丰富的学习体验，对培养学生综合素养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通过遵循科学的设计原则、严谨的实施步骤和全面的

评价体系，我们能够更好地开展这类课程，让学生在跨学科

学习中茁壮成长。希望各位老师在今后的教学中积极探索、

勇于实践，不断创新跨学科教学模式，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

定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