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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视域下初中化学跨学科教学的实践与思考

魏秀芳
中卫市第四中学Ǔ宁夏Ǔ中卫Ǔ755000

摘Ȟ要：在新课标视域下，跨学科教学理念的使用对于促进学生在化学领域的成长有着极为重要的帮助，让学生

能够从多个角度出发体会到化学课程的趣味价值，更好地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知识的兴趣和自信心。为此，教师需要

依据课程的核心思想创建适宜的跨学科教育活动，吸引学生积极融合其中，且可以在跨学科氛围中实现多个角度的思

考，不断优化自身在化学领域的学习能力，实现化学综合能力的显著提升，为学生后续在化学领域的蓬勃成长奠定坚

实的基础，切实感受到化学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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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初中是学生塑造多种思维模式的重要时期，

并切要逐步建成完善的人格品质。初中阶段不仅要求学

生掌握基础知识内涵，更是需要在此基础上不断进行思

想上的雕琢，在基础上进行创新，更多地运用自己的智慧

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在化学领

域进行多项思维的启蒙，教师可以思考运用跨学科教学理

念，不仅会强化各学科之间的联系，也会让化学课堂更为

丰富多彩，并为学生拓展思考的路径。在实际教学中单

一化地依靠化学知识的讲解和剖析并不能够深化学生的

理解，这就需要其他知识领域的融合。在近些年中学科

交叉教学的趋势愈发明显，再加上化学本身便是与现实

生活息息相关的学科，只有不断优化教学模式才能更好

地拉进学生和化学的距离，实现对学生创造力的培育，

学生也可以逐步萌生学科交叉意识，能够在今后的学习

过程中将多种知识进行串联，不断拓宽自身的视野，强

化学习的动能，在化学领域能够具备更好的发展[1]。

1��新课标视域下初中化学跨学科教学的意义

1.1  助力落实新课标要求
在新课标中明确规定要增设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

对于初中化学教师而言，需要紧跟时代的发展趋势，熟

悉并掌握跨学科教学技能，这样既能够开阔学生的知识

面，又可以让学生拥有进行各科知识整合归纳的机会，

让学生知晓诸多学科的知识实际上能够互通运用，助力

自身更好地理解化学知识，不断帮助学生塑造综合应用

能力，学生的创造性思维也可以借此机会获得充分的挖

掘。针对教师的教学过程而言，在这种崭新的教学环境

中，学生的兴趣可以获得进一步的激发，并在学生的内

心形成较强的学习内驱力，更好地投入到化学学科钻研

的氛围中。因此，教师需要不断钻研跨学科教学理念，

对于促进学生在化学领域的成长有着重大意义[2]。

1.2  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能挖掘学生更多的动力，

让学生能够持续不断地接受新的知识和挑战，并实现对

于学生学习潜能的挖掘，在班级内部也会形成更为优质

的学习氛围。在化学课堂中应用跨学科教学模式，可以

让时能够原本陈旧的课堂环境更加丰富多彩，教师能够

将化学知识更为生动的呈现在学生的面前，不仅能过将

其中的理科概念详细地阐释给学生，也能够强化学生对

于化学的感性认知，更好的体会到化学知识的魅力，学

生对于深度学习化学知识能够拥有不竭动力，教师也会

获得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3]。

1.3  有利于培养核心素养
化学知识的学习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学生自身的能

力，还跟学生所掌握能力的种类和数量具有直接关系。

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时候需要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知

识和精神，不断在化学学习中进行多角度的思考，这样

才能够获得最佳的化学问题解决方案。但由于学生的跨

学科思想并不扎实，其思维模式在很多情况下会相对简

单，解决问题的思路也经常会出现堵塞的情况，思维的

广度也会受到限制，通常只是采用过程单一的解决方

式，但所获得的解题方案并不完整，为了能够切实解决

这个问题，教师则要注重应用跨学科的思想理念，帮助

学生更加完善地理解化学领域当中所涉及到的抽象概

念，并让学生在多种学科中建立联系，实现对于学生科

学思维的培育。这种思维也是核心素养的重要构成部

分，对于促进学生的成长进步有着重要力量。因此，教

师在后续的教学情境中需要注重应用跨学科理念，让学

生在进行独立思考的时候也能够具备跨学科思维品质，

这对于培养学生的化学核心素养是极为必要的，深化学

生对于化学知识的理解[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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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课标视域下初中化学跨学科教学的原则

2.1  注重分清学科主次关系
初中化学跨学科教学应以明确学科主次关系为指

导，确保化学的核心知识与技能得到充分呈现。在跨学

科融合中，化学作为主要学科，应凸显其科学探究与实

验实证的本质，避免因其他学科的过度渗透而弱化化学

的独立性。跨学科内容的引入应服务于化学学习目标，

强化学生对化学原理的理解与应用，同时促进多学科知

识的有机整合，从而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综合思

维能力，达到教育整体性的提升。

2.2  立足于化学教材的内容
化学教材内容作为基础，应以其核心概念和知识框

架为依托，融入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促进学生对化学

现象的深入理解。教学过程中，应重视学生对知识点的

多角度理解和跨学科应用能力的培养，使其能够运用化

学知识解释和解决其他学科中的实际问题。同时，通过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学生建立跨学科思维方式，增强

学习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从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5]。

2.3  尊重学生自主探究地位
教师通过创造丰富的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在真实问

题中发现化学知识的价值。教学设计应鼓励学生自主提

出问题，探究多学科视角下的化学现象，培养学生综合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应充当引导者，促进学

生在自主学习中进行多元化思维碰撞，使学习过程更具

开放性和创造性。这样能够激励学生主动探索，形成良

好的学习习惯和批判性思维能力，逐步构建起跨学科的

科学素养。

3��新课标视域下初中化学跨学科教学的途径

3.1  融合数学技法，提升解题效率
在数学学科领域中会涉及到极值、数轴以及直角坐

标系等概念，在进行相关题目解答的时候需要使用到十

字相乘法，这个总分计算方法的掌握和使用就可以十分

快速地帮助学生解决化学题目，让化学题目的解答更为

快捷轻松，这对于提高学生的解题效率和精准率都有着

极大的帮助。

比如，教师可以在讲解金属活泼性及其与酸性物质

反应产生氢气的量的相关知识的时候，则可以结合应用

直角坐标系的内容，可以结合应用三角函数的知识配合

讲解。因为三角函数和速率是学生在数学中早已熟知的

内容，能够有效减轻学生的压力。另外，教师在带领学

生解决镁在空气中燃烧生成氧化镁和氮化镁相关问题的

时候，可以采用极值的思想加以解决。亦或者教师在讲

解有关于溶液计算题目的时候，需要结合十字相乘法的

技巧，这是一种最为简单且常用的因式分解方法，助力

学生进行化学题目的计算再好不过，这种计算方法能够

有效避免冗长的方程解答环节，计算步骤也更为简化，

学生不容易出现错误。在经过对于其他学科知识的迁移

后，学生的化学知识学习效果可以得到显著提升。

3.2  结合物理内涵，深化课程理解
物理学科中涵盖很多分析变化产生过程和结果的内

容，这与化学变化的内容有着较强的关联性，教师能够

更好地使用物理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动态变化的过程，深

化对于化学知识的理解[6]。

比如，教师在讲授酸碱盐溶液导电性的时候，可以

配合讲解灯泡亮度和电流强度关系的内容，让学生知晓

电流强度变化实质上与自由移动离子所带电荷之间有着

较强关联性，这一原理的讲授能够为教师后续讲解复分

解反应内容打好基础。如教师在讲解Ba(OH)2的导电性实

验时，需要在Ba(OH)2溶液中缓慢加入另一种物质，但是

在加入此种物质后小灯泡会出现忽明忽暗的情况，教师

需要让学生思考所加入的物质的具体名称。在这一问题

中，学生想要正确解答不仅要应用化学反应的知识，还

要结合运用物理课程的内容。这样，学生在后续的学习

过程中也能够进行全面性的思考，更好地感受到跨学科

学习的重要性。

3.3  联合科学学科，感受化学价值
科学学科中的很多内容实质上都与化学学科之间具

备较强的关联性，如自然界的空气、水源等都是人类赖

以生存的宝贵资源，一氧化碳以及化学肥料等知识等，

这些也都同时与科学、化学知识相关联，且都与环保问题

有着较强的关系，这同样也是科学学科会详细讲解的内

容，化学知识的传授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自然界的构

成，并让学生懂得如何实现环保目的。这样，教师不仅

能够实现跨学科讲解，还能够培养学生的环保精神。

比如，教师在讲授与硫化物相关的课程时，需要配

合讲解科学学科当中有关于“酸雨”的知识，进而更好

地为学生介绍酸雨的成分，让学生了解到酸雨是经由

硫酸和硝酸以及有机酸所构成的复杂物质，之所以会在

自然界中形成酸雨是由于化工生产中没有及时处理废

气，导致含有硫、氮物质的气体进入到空气中。酸雨的

降临会让工业机械设备出现腐蚀的情况，减少设备的使

用寿命。酸雨流入到河流湖泊中也会导致重金属物质的

溶出，会随着水源进入到鱼类或者贝类等水产品中，人

类在食用这类产品也会患上疾病，严重威胁了人体的健

康。不仅如此，酸雨也会导致土壤的酸化，农作物的收

成变差，进而造成粮食短缺的问题等。这些授课内容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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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科学学科的元素，也涉及化学知识的内涵，二者相

辅相成，共同强化学生对于相关知识的理解，充分体会

到化学对于环境的影响，感受到化学知识的重要价值。

3.4  配合语文知识，培养严谨精神
化学教师在教学期间要注重融合语文学科内容，不

仅能够强化学生对于基础知识的记忆能力，还可以实现

对于学生科学严谨精神的培育，让其在学习化学课程的

时候能够更为认真仔细，这也是学生学好化学知识的重

点要素。这样，学生在进行书写的时候会快速且正确。

学生所掌握的知识一般都要经由书写体现在纸面上，整

洁的卷面以及清晰的字迹是衡量学生认真与否和知识掌

握程度的基本标准。如果学生出现字迹潦草的情况则反

映出其不当的学习状态，教师也能够针对学生的实际情

况进行教育，让学生可以纠正心态和行为，更好地培养

学生科学素养。

比如，有的学生在书写元素符号的时候存在不认真

的情况，错误地将“金刚石”写成“金钢石”，或者将

“酯”写成了“脂”，还存在将“坩埚”错写成“钳

锅”的情况，学生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以为对于基

本概念理解不足，如果学生能够将语文学科学习透彻，

对于化学概念的理解更为深刻，则能够有效避免出现类

似的情况。如“金刚石”的本质是碳元素，并非是金属

元素，将“刚”写为“钢”明显不妥。另外，“酯”字

一般指的是酯化反应，是醇和酸进行反应后的产物，

学生通过观察也能发现“酯、酸、醇”这三个字都是

“酉”字旁，在后续的书写过程中自然也能够顺利纠正

自己的写法。除此之外，化学领域有很多的综合大题，

会给出学生很多的条件，学生需要从中分析出有利于解

题的内容，这就需要学生在阅读题干的时候运用语文学

科的理解分析能力，找寻出更为适合的解题思路，助力

学生顺利解决化学题目[7]。

结束语

综上所述，初中阶段的化学课程具备更强的综合

性，教师在实际教学中需要做好各学科之间的联系，让

学生在学习化学知识的过程中也能够将在其他学科中

掌握的知识运用其中，不仅可以深化对于化学课程的理

解，也会强化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生的学习自主

积极性会因此得到挖掘，学生也会更为自主地解决学习

期间遇到的问题，不断积累经验和掌握技巧，学生也会

更为契合新课标中的要求，避免出现高分低能的情况，

真正帮助学生领悟化学知识的真谛，从多个角度探索出

化学课程的魅力。为此，化学教师在执行教学任务期间

要注重做好跨学科教学工作，让学生能够在多个领域感

受到化学的重要性，学生在记忆相关概念和原理等基本

内容的时候也会具有更高的效率，让学生在化学领域得

到成长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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