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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学的
实践研究

李晨霞
银川阅海小学�宁夏�银川�750002

摘�要：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小学数学教学已经逐渐从单一的知识传授转向综合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跨学

科主题式教学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方式，在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本文通过对小学数

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学的实践研究，旨在明确其定义，调查分析现状与问题，设计教学案例并进行

实践，最后分析教学效果，形成可行的教学设计流程框架，以改进教学现状，提升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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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学是

一种打破学科边界，将数学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相融合

的教学方式。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实践创新能力。

1��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学

含义与目标

跨学科主题式教学是指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结合其

他学科的知识，以主题为线索，将数学知识与实际问题

相联系，引导学生进行综合性的学习和实践活动[1]。这种

教学方式旨在提高学生的数学思维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2� �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学

现状及问题

2.1  调查问卷设计
通过调查问卷，旨在从教师的角度出发，了解他们

对当前跨学科主题式教学的认知和实施情况。问卷内容

如下：

表1��综合与实践课教学现状调查问卷表

问题编号 问题内容 选项

1 您实施数学综合与实践课的频率是？ A每周1-2次B每月1-2次C每学期1-2次D几乎没有
2 您会对综合与实践课提前写好教学设计吗? A总是会B偶尔会C很少

3 您觉得在综合与实践的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
A教学经验缺乏B教学用具单一C教学时间不够D教学
结果有出入

4
您对《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综合与实践
领域的教学内容了解吗？

A完全不了解B不太了解C一般了解D十分了解

2.2  实施调查与结果收集
我们选择了30位教师作为调查对象，发放并回收了

30份有效问卷。通过对问卷结果的统计和分析，得到了
以下数据：

表2��调查问卷结果汇总统计表

问题编号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1

A每周1-2次 5 1667%
B每月1-2次 10 3333%

C每学期1-2次 10 3333%
D几乎没有 5 1667%

2
A总是会 8 2667%
B偶尔会 15 50%
C很少 7 2333%

续表：
问题编号 选项 人数 百分比

3

A教学经验缺乏 12 40%
B教学用具单一 5 1667%
C教学时间不够 8 2667%

D教学结果有出入 5 1667%

4

A完全不了解 2 667%
B不太了解 15 50%
C一般了解 10 3333%
D十分了解 3 10%

2.3  数据分析与教学现状及问题
根据调查结果，可以分析出以下教学现状及问题：

（1）实施频率低：大部分教师每学期只进行1-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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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与实践”课，甚至有部分教师几乎没有实施过。

这表明该领域的教学并未成为常规课程的一部分。*
（2）教学设计准备不足：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教师

总是会提前写好教学设计，这可能表明教师对该领域的

教学准备不够充分。

（3）教学经验缺乏：近一半的教师认为在“综合与
实践”教学中，最大的困难是教学经验缺乏。这可能与

该领域的教学相对新颖和复杂有关。

（4）对课程标准了解不足：超过一半的教师对《义
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综合与实践”
领域的教学内容不太了解或只有一般了解。这表明教师

需要更多的培训和指导来熟悉这一领域的教学内容。

3��设计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

教学案例

针对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题式教

学中存在的问题，设计了一个以身体上的“尺子”为主

题的跨学科教学案例，并在课堂上进行了实践。以下是

详细的教学案例设计与实践过程：

3.1  案例名称：探索身体上的“尺子”
3.2  适用年级：小学二年级
3.3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让学生能够识别并理解身体上可

作为测量工具的部位，如一拃、一步、一庹等。让学生

学会使用这些“尺子”进行简单的测量，并能够记录测

量结果。（2）过程与方法：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实验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激发学生
对测量的兴趣，培养积极探索的学习态度。通过跨学科

活动，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意识。

3.4  教学准备
直尺、卷尺；教室内的各种物体（如课桌、黑板、

窗户等）；写话本、彩笔和绘画纸；小组记录表。

3.5  教学过程
3.5.1  导入与激发兴趣
通过播放一个有趣的视频或讲述一个与身体测量相

关的小故事，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引出“身体上的尺

子”这一主题。

3.5.2  认识与探索身体上的“尺子”
引导学生通过触摸和观察自己的身体，发现可以用

来测量的部位，如手指的宽度（一指宽）、手掌的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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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拃长）、两臂伸开的长度（一庹长）以及行走时一

步的长度（一步长）等。

3.5.3  小组合作，精确测量
学生分成小组，互相协助使用直尺或卷尺精确测量

彼此身上的“尺子”长度，如一拃、一步、一庹等，并

将测量结果记录在小组记录表上。教师引导学生观察和

分析测量数据，让他们发现不同人身上的“尺子”长度

存在差异。

3.5.4  实践应用与验证
让学生选择教室内的不同物体如课桌、窗户、黑板

等，使用身体上的“尺子”进行测量，并将测量结果记

录在小组记录表上。测量完成后，学生汇报测量结果，

并与使用标准尺子测量的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引导学生

分析误差产生的原因，并讨论如何提高测量的准确性。

3.5.5  跨学科表达与创作
引导学生回顾整个测量过程，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收

获。教师可以提问引导学生深入思考，如：“你觉得使

用身体上的‘尺子’有哪些优点和局限性？”“在测量

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是如何解决的？”学生选

择写话或绘画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学习体验。学生完成

作品后，进行全班展示和交流。师生共同评价作品的创

意和表达效果，给予学生积极的反馈和鼓励。

3.5.6  课堂总结与拓展延伸
教师总结本节课的学习内容和学生的表现，强调使

用身体上的“尺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实用性和便捷性。

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引导学生理解标准测量工具

的重要性。布置课后延伸任务：鼓励学生回家后继续探

索身体上的“尺子”，尝试测量家中的物品（如床的长

度、沙发的宽度等），并与家人分享自己的学习成果。

3.6  教学评价与反思
本案例活动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了

使用身体上的“尺子”进行测量的过程，不仅培养了学

生的动手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还激发了学生对测量的

兴趣。通过写话和绘画的方式表达学习体验，进一步提

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创新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密切关注学生的操作过程，及时给予指导和帮助。同

时，教师也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反馈调整教学策略

和活动设计以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需求。

4��教学效果分析与教学设计流程框架

4.1  教学效果分析
一是提高学习兴趣：通过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主

题，学生更加容易对数学知识产生兴趣，从而更加主动

地参与到学习中来。二是培养数学思维能力：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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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题式教学使得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锻炼了数学思

维，学会了如何用数学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三是增

强实践能力：学生不仅在课堂上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

是这种“学以致用”的教学方式大大提高了学生的实践

能力。四是促进综合素养的发展：跨学科的教学使得学

生在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其他学科的相关

知识，促进了学生综合素养的全面发展。

4.2  教学设计流程框架
经过总结形成以下“综合与实践”教学设计流程框

架（图1）：
（1）主题选择：选择与学生生活紧密相连、能够引

发学生兴趣的主题。（2）确定学习目标：明确教学目
标，包括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情感目标。（3）设计学
习任务：根据选定的主题，整合数学与其他学科的相关

知识，设计教学任务。（4）学习评价：设计多元化的评
价方式，包括自评、互评和教师评价，全面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

4.3  “综合与实践”背景下教学现状改进与提升策略
4.3.1  持续学习与沟通
教育的进步需要教师不断地为自己“充电”。学习

课标是每位教师的职责，它不仅是教学的指南针，更是

确保教学质量的基础。此外，借鉴名家的经验与智慧，

听取他们的讲座，可以使我们站在更高的角度审视教

育。同时，研究已有的成功案例，汲取优秀实践经验[2]。

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融与各学科教师之间的沟通。打破

学科壁垒，实现真正的跨学科合作。

4.3.2  主题选择的策略
应当充分挖掘本地区和本校的特色，将这些特色融

入教学中，使学生更加亲近、更加感兴趣。同时，也可

以从所学的数学知识中，或者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中寻

找主题，这样可以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能力。生活中

的点滴也是主题的宝库。提炼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学

生亲身体验并尝试解决，这样不仅能增强他们的实践能

力，还能培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

4.3.3  清晰、具体、多维的目标设定
目标应当清晰明确，避免模糊和笼统。同时，目标

也应该是多维的，既要考虑到知识与技能的培养，又要

注重过程与方法，还要关注学生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而且，目标还应当有层次性，满足不同学生的需求，使

每一个学生都能在教学活动中找到自己的定位。

4.3.4  开放与探究性的任务设计
任务应当具有开放性，允许学生从多个角度进行探

究，这样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还能增强他们的自

主学习能力。同时，任务也应当具有探究性，引导学生深

入挖掘，不仅知道“是什么”，还要知道“为什么”。

4.3.5  多元、灵活的评价方式
应当加强对学习过程的评价，而不仅仅是结果。评

价方式应当多元化，既可以有作品分享、成果展览，也

可以有师生评价、生生评价等[3]。这样不仅能全面了解学

生的学习情况，还能为他们提供及时的反馈，帮助他们

更好地调整学习策略。

结语

本文通过对小学数学“综合与实践”领域跨学科主

题式教学的实践研究，明确了其定义和重要性，调查分

析了现状与问题，设计了教学案例并进行实践，最后分

析了教学效果并形成了可行的教学设计流程框架。研究

结果表明，跨学科主题式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和推广价值。未来我们将继续深入研究跨

学科主题式教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为小学数学教育的

改革与发展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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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跨学科主题式教学设计流程框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