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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设计理路
要要要加拿大安大略省科学与技术课程变革审思

于 颖 1袁 候继仓 2袁 于兴华 3

渊1.天津大学 教育学院袁 天津 300350曰
2.日照市教育科学研究院袁 山东 日照 276826曰

3.威海市环翠区教育教学研究中心袁 山东 威海 264200冤

[摘 要] 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袁跨学科主题学习因其有利于突破学科边界解决复杂问题备受瞩目袁成

为未来数字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遥 如何野跨冶钥 野跨冶到什么程度钥 这成为当前一线课程与教学直面的新挑战遥 为了厘清

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的逻辑理路袁适当借鉴发达国家跨学科课程与教学的有益经验袁研究分析了加拿大教育强省安大

略省于 2022年发布的科学与技术课程标准文本遥 通过文本分析发现袁安大略省高度重视 STEM跨学科主线在课程架构

中的统领作用袁把跨学科大概念理解作为课程与教学的内在机理袁并采用跨学科和融合学习两种形式开展教学遥 汲取其

启示袁跨学科主题学习首先要理解跨学科意蕴袁聚焦核心素养育人目标袁其次袁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学科主题学习

设计理路袁包括院立足本体学科提取学科大概念袁形成野学科大概念群冶曰聚合学科学习与真实生活袁形成野跨学科主题

群冶曰设计野问题链要任务簇要证据集冶袁在问题解决中实现跨学科融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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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跨学科主题学习因其有利于学生突破学科边界

解决真实问题袁发展有意义的尧直面未来生活的能力袁
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遥 随着全球数字化进程的加速袁
科技课程在培养未来数字人才中的地位彰显遥 2022
年 3月袁加拿大教育强省安大略省渊简称野安省冶冤对科
学与技术课程进行了修订袁并发布叶1-8年级科学与
技术课程标准渊2022 年版冤曳 [1]袁于同年 9月份开始施
行遥 在该课程标准中袁野跨学科课程与融合学习冶作为
专门的内容主题出现袁且出现的频次高达 53次袁可见
其对跨学科课程与融合学习的重视遥

我国也高度重视跨学科主题学习对学生素养培

养的作用遥 2022年 4月袁教育部发布了叶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渊2022年版冤曳袁其中一个重大变化
是在各门课程中增设了跨学科主题袁规定各门课程跨

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学时不少于 10%袁这使得跨学科主
题学习从国家文本层面再次进入学界视野遥相对于语
文尧数学与物理等传统优势学科袁科技课程起步较晚袁
对于学科本质的认识一直处于动态探寻与发展状态遥
因此袁如何野跨冶尧野跨冶到什么程度袁成为新课程开展跨
学科主题学习直面的新挑战遥分析安省科学与技术课
程中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方案袁可为探索适合我国国
情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理路提供借鉴遥

二尧管窥院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中的
跨学科设计

渊一冤关注融合院跨学科主线统领课程
安省基础教育渊1-8年级冤共设立了艺术尧体育与

健康尧语言尧数学尧科学与技术等九门课程遥 2022年袁
为了让学生能够适应复杂的快速变化的科学与技术

世界袁 安省专门针对 2007年版本的科学与技术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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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进行了修订遥相对于 2007年版课程标准袁新课程
标准引入科学与技术大概念袁高度关注跨学科与融合
学习在解决科技问题中的重要作用遥

1. 课程目标鼓励建立跨学科联系
科学和技术课程的愿景是让学生获得并发展他

们在当今快速变化的世界中茁壮成长所需的知识和

技能袁具备科学技术素养袁使学生成为有眼光尧有知
识尧有鉴别力尧在社区中积极解决问题的人遥 为此袁课
程设计了三个目标袁分别为院发展科学技术调查所需
的技能曰将科学技术与不断变化的世界联系起来曰探
究和理解科学技术概念遥 尽管三个课程目标并未明
确使用野跨学科冶字眼袁但在对三者的阐释中多次提
及发展学生的 STEM技能袁鼓励学生看到 STEM领域
之间的联系以及与其他学科领域的联系袁 强调通过
跨课程与融合学习技能调查和解决与科学技术有关

的问题遥
2. 课程内容基于跨学科主线架构
渊1冤STEM作为跨学科主线袁统领四条课程主线遥

为了达成科学与技术课程目标袁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
内容被组织成五个模块袁也被称为五条主线袁分别是院
主线 A 野STEM技能及其联系冶渊以下简称 野STEM主
线冶冤尧主线 B野生命系统冶尧主线 C野物质与能量冶尧主线
D野结构与机制冶尧主线 E野地球与空间系统冶渊如图 1所
示冤遥 与 2007年版课程标准相比袁STEM主线不同于
其他四条主线袁是一条新的跨学科主线遥 它统领其他
四条主线袁引导学生在关注 STEM技能及其联系的基
础上袁整合来自其他四条主线的概念与知识袁在科学
与技术和其他学科领域之间建立跨学科联系遥之所以
将 STEM作为跨学科主线贯穿科学与技术课程袁目的
是确保安省的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成为社会可持续变化

的创新者和领导者袁 能够整合和应用与学科相关的概
念尧过程和思维方式袁设计经济的尧符合伦理的尧创新
的尧批判的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袁解决复杂的现实世
界问题袁更好地欣赏尧理解并驾驭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遥

图 1 加拿大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五条主线及其关系

渊2冤STEM主线通过自身内容结构建立起与其他
四条主线的实质联系袁 发挥其作为跨学科主线的作
用遥STEM主线包括 STEM调查与沟通技能尧编码与新
兴技术袁以及应用尧联系和贡献三个主题遥 STEM调查

与沟通技能倡导学生通过科学研究尧科学实验和工程
设计过程开展调查袁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袁并交流自
己的发现遥编码与新兴技术强调学生需理解每天使用
的技术袁并在调查中使用编码袁为科学与技术概念建
模袁评估编码与新兴技术对日常生活和 STEM领域的
影响遥 应用尧联系和贡献鼓励学生了解当地的科学与
技术袁并与原住民取得联系袁帮助他们评估创新的影
响袁分析有不同文化经历的人对科学技术实践做出的
贡献遥值得关注的是袁在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中袁除了
强调对 STEM主线自身涉及的数学尧技术尧工程等领
域的融合以外袁围绕 STEM主线的学习均是在与生命
系统尧物质与能量尧结构与机制尧地球与空间系统等其
他四条主线相关的学习背景下进行的袁 这就使得
STEM主线与其他四条主线建立起实质的联系袁实现
了野跨学科冶遥

渊二冤揭示机理院跨学科大概念贯通课程
除了设立 STEM跨学科主线袁安省科学与技术课

程标准在野跨课程与融合学习冶内容模块与野科学与技
术课程冶模块中也不吝笔墨刻画了跨学科主题学习要
求袁并把学生对跨学科大概念的理解视为课程的内在
机理遥 这也是新版课程标准的一个重大变化遥 具体而
言袁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有跨课程
和融合学习两种形式袁重点关注健康与安全尧编码及
其与新技术的影响两个跨学科大概念统领的内容主

题袁旨在促进学生对跨学科大概念的持续理解遥
1.跨学科主题学习有跨课程与融合学习两种形式
安省认为袁跨学科主题学习对学生的发展至关重

要袁包括科学与技术课程在内的所有课程均需关注跨
学科袁并将跨学科主题学习划分为跨课程学习与融合
学习两种形式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加拿大安省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两种形式

跨课程学习要求教育工作者在规划课程时有意

识将各种重要的跨学科大概念尧主题和技能融入所有
学科和课程的教与学中遥安省认为袁从环境教育尧土著
教育尧社会情感学习到 STEM教育袁从金融素养尧健康
素养到批判性素养袁这些跨课程内容对学生适应未来
社会至关重要遥 值得一提的是 STEM主线袁它不仅是
安省各学科跨课程学习的重要内容袁而且是科学与技
术课程的五条主线之一袁贯通其他四条主线遥因此袁它
兼具跨课程主线与课程内容主线双重角色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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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学习不同于跨课程学习袁是在一节课中整合
多个学科的课程期望袁并评估学生在各自学科的达成
度遥 融合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在一个单元尧一节课或一
个活动中学习两个或两个以上科目的机会袁为学生提
供了跨学科边界的有意义学习的机会遥相对于跨课程
学习袁融合学习强调充分理解各学科大概念遥 教师根
据各学科的期望来评估学生的成就遥为了说明这一观
点袁安省提供了融合学习选题示例院教师可建构一个
以科学与技术课程为基础尧联结社会研究课程若干领
域的学习单元袁如野研究技术的历史变迁冶野探索科学
技术对人类和环境的影响冶等遥 融合后的单元可以教
授这两个学科共同的调查技能袁也可以独立介绍各学
科独特的方法遥

2. 课程重视对跨学科大概念的持续理解
渊1冤野健康与安全冶是跨学科基础概念遥 关注健康

与安全是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一

大特色遥 安省高度重视师生的健康与安全袁把健康与
安全作为科学与技术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基础袁强调师
生均要明确安全责任与风险袁为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负
责遥因此袁在 1-8年级的所有课程中袁健康与安全是学
生必须建构的跨学科大概念袁目的是在开展跨学科活
动时把健康与安全作为首要考虑要素袁确保学生理解
并形成 野按照健康与安全的程序进行调查或开展活
动冶的观念遥

渊2冤野编码及其与新兴技术的影响冶是跨学科核心
概念袁分为野编码概念与技能冶野编码与新兴技术的影
响冶两个子概念遥 作为 STEM主线的核心要素袁野编码
概念与技能冶 能够帮促学习者理解科学与技术概念袁
体验数字世界袁求解科学问题袁开发数字化项目袁创造
与改变未来遥譬如院学生可以从传感器获取数据并运用
编码概念和技能分析数据袁求解科学问题曰学生可以设
计尧建造编程机器人袁了解社交媒体尧自动驾驶汽车尧人
工智能和其他数字技术是如何编程的袁 发展算法与自
动化思维等遥 基于编码概念与技能的跨学科主题学习
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建立科学与技术领域跨学科联系的

机会袁通过编码学习科学技术袁创造与改变未来遥
野编码与新兴技术的影响冶激励学生考虑贯穿课

程各个方面的令人兴奋的科学与技术创新袁批判性地
评估编码和新兴技术对自己和他人生活及相关职业

的影响遥 一方面袁该概念关注编码与新兴技术对课程
主线的影响遥 在设计课程活动时袁引导学生从 STEM
主线统领的其他四条主线中选择研究主题遥 例如袁学
生可能想要研究人工智能等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兴

技术遥 此时袁教师可鼓励他们探索科学与技术课程其

他四条主线关涉的新兴技术袁 如生命系统中的农业尧
园艺与卫生保健袁 物质与能量中的电气和通信系统袁
结构与机制中的建筑尧制造尧设计袁地球与空间中的可
持续能源利用尧绿色产业及地球与空间科学等遥 通过
探索这些领域袁学生将 STEM与其他四条主线建立联
系袁发展批判性与创造性思维袁提升问题解决能力袁发
现自己在未来使用和进一步开发这些新兴技术的可

能性袁对未来保持乐观和兴奋遥另一方面袁该概念还关
注编码与新兴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响遥学生被引导有
意识地识别和描述编码与新兴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影

响袁 并体会科学与技术概念在家庭和社区的实际应
用遥 例如袁关注在建造和维护住宅尧学校尧医院尧道路尧
水处理厂尧发电站尧农场和公园等基础设施时袁如何应
用科学与技术概念学习与高技术行业相关的技术与

创新袁关注编码与新兴技术对发型设计尧食品储备和
社会服务等服务业的影响袁体验与社区生活密切联系
的真实的尧有意义的实践活动遥

三尧审思院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意涵尧
设计理路及案例

尽管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定位并非跨学科课程袁
但是它蕴含着强烈的跨学科色彩遥 STEM作为跨学科
主线袁既关注 STEM各要素的联结袁又兼顾 STEM与学
科世界和真实生活世界的融合袁 使学生能够理解并驾
驭他们生活的世界遥为了促进学生理解学科本质袁课程
把跨学科大概念理解作为内在机理袁 采用跨学科和融
合学习两种形式开展教学遥 汲取加拿大安省科学与技
术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的有益经验袁 将为探寻适
合我国国情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理路启发思路遥

渊一冤理解指向核心素养的跨学科主题学习
1. 理解跨学科主题学习意涵院综合多学科解决现

实问题

关于对跨学科主题学习概念的理解袁 国内外学者
有不同立场袁达成共识的是袁跨学科主题学习既是野跨
学科冶的袁又是野主题学习冶遥 它通常是学习者为了解决
一个复杂的真实性问题或主题袁 运用一种整合多学科
的综合方法袁促进学生产生整体性理解袁获得对真实世
界整全的认识遥跨学科主题学习有着学科立场袁它是以
学科学习为基础的袁不能脱离学科学习独立存在[2]遥跨
学科主题学习有三个层级院一是用到了其他学科的知
识或情境曰 二是用多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解决问题袁产
生整体性理解曰三是在真实问题解决中袁学习并创造
性地整合各学科知识解决问题并生成学习产出[3]遥 安
省将跨学科主题学习理解为跨课程与融合学习袁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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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学科建立跨学科本质联系袁 更接近后两个层
级袁这也是我国学者公认的未来我国跨学科主题学习
的主流方式遥

2.明确跨学科主题学习目的院理解真实的意义世界
在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中袁反复强调跨学科主题

学习的目的是使学生综合应用与学科相关的概念尧过
程和思维方式袁解决家庭尧社区尧行业等复杂的现实世
界问题袁更好地理解并驾驭他们所生活的世界遥 我国
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渊2022年版冤曳提倡各
门课程开展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袁通过跨学科主题学
习促进育人价值的实现遥综合国内外对跨学科主题学
习的认识袁跨学科从来不是为了野跨冶而野跨冶袁并非多
学科知识的简单拼凑袁其本质是增进学生对现实世界
的认识袁发展其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与技能解决现实
世界问题的跨学科能力[4]袁超越野知识世界冶袁理解更为
丰盈的野意义世界冶[5]遥

渊二冤探索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设计理路
由于安省科学与技术课程内容构成较为特殊袁

不仅包括野STEM 技能及其联系冶袁还包含生命系统尧
物质与能量尧结构与机制尧地球与空间系统遥 课程本
身具有野跨学科冶属性袁表现出野跨课程冶与野融合学
习冶两种方式遥 结合我国国情袁前者可视为我国跨学
科主题学习的远景目标袁 后者较为接近当前我国跨
学科主题学习现实诉求袁可以此为基础构造野融合学
习冶设计理路遥

1. 野跨课程冶设计理路院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远景目标
安省的野跨课程冶强调野打破学科边界袁在规划课程

时将各种重要的观点尧 主题和技能融入所有学科和课
程的教与学中冶遥 这就需要整合多学科袁进行课程顶层
设计遥 即袁以上位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为统领袁提炼出
跨学科大概念袁重构学习主题遥在跨学科大概念与复杂
学习主题的双重驱动下袁 各学科边界将趋于模糊甚至
完全融合袁即我们通常所说的野大跨冶渊如图 3所示冤遥

图 3 野跨课程冶学习设计理路渊野大跨冶冤

我国具有典型的分科课程体系袁目前袁这种野大

跨冶式逻辑在国家课程层面实施难度较大袁更适合综
合课程或校本课程遥以计算思维为旨向的跨学科主题
学习为例袁计算思维是三大科学思维之一袁具有天然
的跨课程属性袁因此袁可仿照安省把 STEM作为跨学
科主线的做法袁将计算思维设定为跨学科主线袁在课
程规划时将计算思维及其包络的跨学科大概念预先

置入各学科课程与教学中遥譬如袁将脍炙人口的野萝卜
蹲游戏冶 升级为跨学科主题游戏 野探寻萝卜蹲的奥
秘冶袁要求学生用儿歌演唱形式把游戏指令唱出来袁接
到指令的小组执行蹲起动作的同时唱出指令袁如此循
环袁直至游戏完成遥游戏结束后袁请各小组分析胜利或
被淘汰的原因袁并绘制流程图袁用口头语言流利地表
达出来袁最终根据场上表现和场下分析展示情况确定
奖励等级遥 该游戏把 IF选择算法和循环算法大概念
融入其中袁引导学生综合运用小学语文尧体育与健康尧
艺术尧信息科技学科知识与技能袁在锻炼运动能力尧自
然演唱儿歌的基础上袁学会用口头语言和流程图分析
和表达袁体验尧理解并形成算法思维遥

2. 野融合学习冶设计理路院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现实
诉求

安省的野融合学习冶实质是立足学科课程内袁既关
注跨学科联系又重视所涉各学科的独立价值遥为了让
人更好地理解该方式袁 安省解释 STEM主线中的科
学尧技术尧工程与数学学科可以单独教授袁只要努力使
跨课程联系与影响成为学生学习的一部分即可遥我们
可将其理解为野小跨冶遥 显然袁这一理路更为符合当前
我国义务教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实际[6]袁可演绎为野三
步走冶袁即袁立足本体学科提炼学科大概念袁形成野学科
大概念群冶曰聚合学科学习与真实生活袁形成野跨学科
主题群冶曰设计野问题链要任务簇要证据集冶袁在问题解
决中实现跨学科融合渊如图 4所示冤遥

图 4 野融合学习冶设计理路渊野小跨冶冤

渊1冤立足本体学科提炼学科大概念袁形成野学科
大概念群冶遥 大概念是联通学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的桥
梁袁是连接知识与素养的中介袁能够野锚定冶学科知识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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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

主题
跨学科子主题 来源 涉及学科

在线学

习小能

手

野红心向党冶诗歌集 校园 信息科技尧语文尧艺术

保护我们的家园 社会 信息科技尧科学尧语文

校园周边交通规划方案 社区 信息科技尧科学

家乡旅游推广 社会
信息科技尧科学尧语文尧
数学

自我管

理小管

家

数字设备宣讲员 社区 信息科技尧语文尧数学

智能手环促健康 家庭 信息科技尧体育与健康

虚拟世界的我 社区 信息科技尧道德与法治

习惯养成好帮手 家庭
信息科技尧 道德与法
治尧数学

用数据

讲故事

野数冶说体质健康 学校 信息科技尧体育与健康

数据里的中国 社会
信息科技尧 道德与法
治尧语文

气象数据与生活 社会 信息科技尧科学

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社区 信息科技尧科学

用编码

描述秩

序

线上扫码安全吗钥 社会 信息科技尧道德与法治

健康码的小秘密 社会 信息科技尧道德与法治

有序的校园院 编码小
达人

学校 信息科技尧道德与法治

红色中国行院 有序的
编码

学校 信息科技尧语文尧艺术

跨学科主题 信息科技学科大概念群

在线学习小能手

用图文描述问题解决步骤曰
在线分派任务尧 讨论交流观点尧 协作编
辑尧发布成果是在线学习的必备技能

自我管理小管家

借助数字设备进行自我管理曰
可视化展示数字设备的使用数据曰
保护与管理数字身份

用数据讲故事
数据无处不在曰
通过组织尧分析与呈现数据解决问题

用编码描述秩序

编码广泛存在曰
编码具有唯一性曰
编码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

统合学生关键能力尧必备品格和价值观念的发展[7]遥当
大概念被提取出之后袁素养的落地就找到了抓手遥 以
信息科技课程为例袁叶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
渊2022年版冤曳渊以下简称野新课标冶冤规定袁信息科技课
程学习内容由内容模块和跨学科主题两部分组成袁并
给出了各学段的跨学科主题袁如第二学段为野数据编
码探秘冶袁第三学段为野小型系统模拟冶遥 根据野融合学
习冶设计理路袁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首先需要立足信
息科技本体学科提炼学科大概念遥新课标给出了各学
段跨学科主题及其内容袁并未给出大概念袁这就需要
结合内容要求和跨学科主题内容提炼出大概念袁为学
科逻辑与生活逻辑统合奠基遥 以第二学段野用数据讲
故事冶跨学科主题单元为例袁根据新课标对该主题的
描述袁该主题服务于数据与编码模块袁意在引导学生
通过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真实问题袁整合信息科技学科
内知识袁发展数据的表示尧组织尧分析与可视化等计算
思维袁因此袁可将该主题学科大概念提炼为野数据无处
不在冶野通过组织尧分析与呈现数据解决问题冶遥提炼出
的大概念既对野数据与编码冶模块的学习内容起到统
摄与综合作用袁又可作为跨学科大概念袁引导学生在
整合其他学科知识尧用数据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发
展数据表示尧组织与分析等计算思维遥 其他主题的大
概念设计可以此类推渊见表 1冤遥

表 1 小学信息科技第二学段渊数据编码探秘冤学科

大概念群设计示例

渊2冤聚合学科学习与真实生活袁形成野跨学科主题
群冶遥 义务教育课程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遵循从
学科到生活再回到学科的逻辑[8]袁故可以参照安省跨
学科主题学习的做法袁将其置于多学科联结的真实问
题解决中遥 这就意味着袁在提炼出跨学科主题所蕴含
的学科大概念的基础上袁还需要从学生身边的真实生
活来源袁如家庭生活尧校园生活尧社区生活尧社会生活
等维度入手袁挖掘学生经历或未来即将经历的情境素

材袁确立跨学科主题袁实现学科学习与真实生活的聚
合[9]遥以表 1所列野用编码描述秩序冶主题单元为例袁根
据提炼出的大概念可知袁该主题单元希望学生在学习
完本单元后建立 野编码广泛存在冶野编码具有唯一性冶
野编码有利于保持社会秩序冶等大概念遥大概念的形成
需要依赖情境[10]袁这就需要从学生身边的生活出发袁
从校园尧社会等情境来源中挖掘素材袁并兼顾其他学
科的融入袁确立野线上扫码安全吗钥 冶野健康码的小秘
密冶野有序的校园冶野红色中国行冶 等跨学科子主题袁完
成从学科问题向生活主题的转化袁形成由多学科大概
念构成的野跨学科主题群冶渊见表 2冤遥

表 2 小学信息科技第二学段渊数据编码探秘冤跨学科

主题群设计示例

渊3冤设计野问题链要任务簇要证据集冶袁在问题解
决中实现跨学科融合遥 因循野融合学习冶设计理路袁一
方面袁跨学科主题学习需要跨越学科边界袁联结两个
及以上学科解决真实问题袁另一方面袁各学科既彼此
独立袁遵循本学科特有的学科逻辑袁又相互关联袁共同
支持真实世界跨学科问题的解决遥 以上述确立的野有
序的校园院编码小达人冶跨学科子主题为例袁该主题聚
焦校园生活中的编码袁主要关涉信息科技尧道德与法
治两个学科袁与之相对应的学科大概念分别为野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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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阶段 设计环节 设计成果

提炼本体学科大概念袁
锚定学科内容

根据内容标准袁 提炼信息
科技学科大概念

信息科技学科大概念群院
1.数据无处不在曰2.通过组织尧分析与呈现数据解决问题

聚合学科学习与生活袁
设定以大概念为核心的

单元目标

从学生生活情境中挖掘素

材袁形成跨学科主题
跨学科主题要要要用数据说话院饮食健康小专家

分析所涉各学科大概念袁
形成野概念群冶

跨学科大概念群院
信息科技院合理利用数据解决现实问题
语文院通过书面表达展示探索科学世界的收获
科学院人的饮食习惯影响机体健康
艺术院用平面美术作品表达与交流

形成跨学科单元目标

单元教学目标院
知道数据收集尧组织尧分析与呈现的基本方法渊K冤曰
理解利用数据能科学分析与呈现结果袁表达观点袁形成决策渊U冤曰
综合运用信息科技尧科学尧语文和艺术等学科知识与技能袁帮助小学低年级
同学分析自己的饮食习惯袁用图册呈现分析结果袁提供科学饮食建议渊D冤

设计 野问题链要任务
簇要证据集冶 驱动的学
习活动与评价袁 在问题
解决中实现跨学科融合

设计跨学科问题袁形成野问
题链冶

跨学科问题院如何用数据科学表达观点袁帮助决策钥
子问题 1院小学生日常饮食习惯现状钥
子问题 2院饮食健康标准中有何建议钥
子问题 3院我们的饮食习惯符合饮食健康标准吗钥
子问题 4院怎么能直观形象地看到分析结论钥
子问题 5院有哪些健康饮食习惯建议钥

将问题融入表现性任务袁
细化为野任务簇冶

表现性任务渊GRASPS冤院很多小学生喜欢吃快餐食品渊S冤袁学校邀请你担任
健康饮食小专家渊R冤袁为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渊A冤设计一本健康饮食图册渊P冤袁
帮助他们分析饮食习惯是否健康渊G冤遥 请利用数据向他们说明改变不良饮
食习惯的重要性渊S冤遥
任务 1院搜集日常饮食数据
任务 2院搜集饮食健康标准
任务 3院整理饮食数据袁并与饮食标准进行对照分析
任务 4院可视化呈现分析结果
任务 5院用图册向小学一二年级学生推介研究成果

综合利用健康饮食图册尧
作品评价量表及过程性产

出等评价学生的表现袁形
成野证据集冶

过程性产出院思维导图尧饮食健康标准尧学生饮食数据尧饮食数据分析结果尧
数据呈现结果等

作品院健康饮食图册及评价标准
开放性测试题院数据思维

表 3 信息科技课程跨学科单元设计简案要要要用数据说话院饮食健康小专家

有利于保持秩序冶野树立规则意识冶遥 通过精心设计以
野如何按照规则编码钥 冶这一基本问题统领的野问题链冶
和相应的野任务簇冶渊学号编码尧身份证号编码尧运动会
编码尧教学楼编码尧图书编码尧社团编码等冤袁并嵌入表
现性评价野证据集冶袁引导学生在解决校园编码问题的
过程中建立学科大概念遥该主题蕴含的两门课程得以
建立跨学科本质联系袁实现了跨学科融合遥同时袁二者
也坚守各自学科的内在逻辑袁学生在产出编码方案等
数字化制品的同时袁各自学科的野知识要大概念要素
养冶体系在问题解决中得以建构与发展遥换言之袁学生
通过解决跨学科真实问题活动系统袁调用尧激活并融
合教师野输入冶的各学科大概念袁将其野加工冶转化为自

身的野知识要大概念要素养冶体系袁并野输出冶有形产
出袁促进跨学科深度融合渊如图 5所示冤遥

图 5 以问题解决为主线的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系统

渊三冤跨学科主题学习单元教学案例设计
本质上袁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目标依然是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袁因而宜采用大概念教学设计模式遥 以下以
信息科技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例袁依据适合当前我国
国情的野融合学习冶理路袁充分融入大概念教学设计的
KUD目标设计尧问题链设计尧GRASPS表现性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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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元素袁形成跨学科主题单元设计简案渊见表 3冤遥
该案例面向义务教育第二学段渊3-4年级冤学生袁

遵照新课标给出的野用数据讲故事冶跨学科主题建议袁
在立足信息科技学科大概念的基础上袁从学生身边的
生活场景取材袁 形成跨学科主题要要要用数据说话院饮
食健康小专家遥 案例充分融入信息科技尧科学尧语文尧
艺术等学科知识袁 嵌入所涉各学科大概念 渊野概念
群冶冤遥学生需要综合运用上述学科知识与技能解决问
题渊野问题链冶冤袁完成对应野任务簇冶袁包括院尝试搜索发
现饮食健康数据袁整理与分析饮食数据袁用可视化方
式 野说冶出饮食健康的奥秘袁帮助低年级学生科学认
识形成良好饮食习惯的重要性遥 在此过程中袁学生得
以建立所涉各学科大概念袁提升计算思维尧科学观念尧
语言运用与艺术表现等各学科核心素养遥

四尧结 语

安省为了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袁成为科技

的创变者袁 对科学与技术课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遥 在科学与技术新课程中袁STEM成为一条新的跨
学科主线袁贯通课程遥 STEM主线自身也有其内在结
构袁其中袁健康与安全尧编码及其与新兴技术的影响作
为跨学科大概念出现袁旨在促进学生对跨学科大概念
的理解袁建构跨学科大概念体系遥 安省此次科学与技
术课程变革可为我们探索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理路

提供经验借鉴遥要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袁首先袁要真正
理解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涵义及其育人目标袁 其次袁明
确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两种主流方式袁探索出适合我国
国情的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理路遥 通过依托野融合学
习冶理路对信息科技跨学科主题学习单元进行设计发
现袁野立足本体学科提炼学科大概念袁形成耶学科大概
念群爷曰聚合学科学习与真实生活袁形成耶跨学科主题
群爷曰设计耶问题链要任务簇要证据集爷袁在问题解决中
实现跨学科融合冶是一条可能的适合我国国情的跨学
科主题学习设计理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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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sign Approach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要Reflections on
Curriculum Reform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Ontario of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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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round of basic education curriculum reform in China,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because it can help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discipline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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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us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generate homework,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ability. Embedding "argument noise"
in human-machine conversations would be a possible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Based on higher-order
thinking, constructivism and argumentative learning theory, the study adopts quasi-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and uses Ernie Bot, Learning Analytics, Tencent QQ and other technical tools to develop
argumentative intelligent chatbots and construct a teaching model of human -machine arguing inquir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xperimental group's academic performance, critical thinking ability,
problem solving ability and learning attitude are significantly bett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group, but the
effect of innovation ability is not significan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human -machine
argument learning, teachers need to build a specific learning scaffold for higher-order thinking, optimize
the algorithmic mechanism of human -machine argument learning, cultivate students' human -machine
argument literacy, and develop a teacher-student-machine ternary collaborative argument mechanism.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igher -order Thinking; Teaching Model; Human -
Machine Collaboration; Intelligent Education

and solve complex problems, and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cultivate digital talents in the
future. How to "cross"? To what extent? It has become a new challenge for current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logic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design, and appropriately
draw on the useful experie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n developed countries, this
paper studies and analyzes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standards released in 2022 by Ontario,
Canada. Through text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Ontario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interdisciplinary main line of STEM i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takes the understanding of
interdisciplinary big ideas as 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and adopts two forms
of interdisciplinary and integrated learning to carry out teaching. Drawing on its inspiratio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should, firstly, underst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implications and focus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Secondly,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approach of design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which includes extracting the big ideas from
ontology disciplines to form "big idea clusters of disciplines", integrating discipline learning and real life
to form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groups", and designing "problem chain- task cluster- evidence set"
to achiev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problem solving.

[Keywords]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Integr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rriculum; Big
Ideas; Problem Sol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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