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30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跨界融合，智启未来
——学科融合助推小学语文教学革新之路

赵丽萍

苏州工业园区唯亭实验小学，江苏  苏州 215121

摘      要  ：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化，教育领域的要求日益严苛，其中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不仅重视学生语言基础能力提升，还重

点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而学科融合的目标是推动学科知识、技能的融合，并通过整合知识，为学生营造良好环境，推

动其全方位发展。对此，教师需要重视学科融合，促进语文教学改革，构建高质量课堂。本文从小学语文学科的角度

出发，分析了学科融合下小学语文教学革新的意义，并提出具体的教学革新策略，旨在开展高质量教学活动，为语文

教学革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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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the require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stringent. In the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not only i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basic language skills emphasized, but als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ies is focused on. The goal of subject integration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subject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create a good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to promote their all-round development. In this regard, teachers need to attach importance to 

subject integration, promote the reform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build high-quality classrooms.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nov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under subject integration and puts forward specific teaching 

innovation strategies, aiming to carry out high-quality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nnov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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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学科融合指的是教师打破传统学科教学的限制，将不同学科知识进行有机融合，促进学科的交互，有效培养学生思维方式，提升其

综合素质。基于此，在小学语文教学的革新中，通过渗透学科融合理念，可以有效开展跨学科教学，带动语文学科革新。教师可以将语

文作为教学核心，引导学生深层次分析语文学科知识，并探究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使学生可以在多元教学环境下，切实提高自身语文

能力，为其后续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一、学科融合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革新的意义

（一）提高教学趣味性

在小学阶段的知识学习中，趣味性是推动学生知识学习的驱

动力，可以大幅提高其知识探究热情，提升教学有效性。[1]对此，

在学科融合理念下，教师可以借助语文教学革新，提高语文学科

趣味性。教师还能够融合各类学科知识，有效拓展语文教学内

容。如教学有关古诗词的内容时，可以融入历史学科，帮助学生

认识古诗词创作背景，加深对作者思想情感的了解。通过学科融

合的教学活动，可以为学生的语文教学带来趣味性元素，引导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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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语文学科探究中，切实提升其综合素养。

（二）开阔学习视野

对于语文教师来讲，其承担的责任不仅包括学科知识教学，

还涉及综合思维培养，帮助学生认识到语文知识学习的意义，从

而推动其全方位发展。[2]基于此，在学科融合视域下，开展小学语

文教学革新，可以开阔学生的语文学习视野。教师可以明确语文

学科地位，挖掘其他学科知识，并通过科学引导，帮助学生了解

语文学科与其他学科存在的联系，帮助学生掌握语文知识，有效

拓展其语文知识面，从而取得良好的语文教学成效。

二、学科融合助推小学语文教学革新的实践策略

（一）渗透音乐学科，优化教学环境

在小学语文知识的学习中，环境是影响学习效果的关键因

素，为了帮助学生探究学科知识，挖掘其学习潜能，需要重视教

学环境的优化，提升学生专注力。[3]基于学科融合理念，教师能够

根据音乐学科，重视教学氛围的优化，帮助学生掌握语文学科知

识，并在音乐学科帮助下，获得良好的语文学习感受，有效丰富

学生情感，帮助其理解语文知识，并培养其语文综合素养。[4]同

时，教师可以在教学创新过程中，使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有效激

发其知识学习热情，促进语文教学效果的提高。

例如，在教学《少年中国说（节选）》的相关内容时，教师

可以筛选相关音乐，帮助学生直观认识少年、同中国存在的关

系。通过发挥音乐的辅助作用，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了解文章作者梁启超对于少年的赞扬，以及对中国繁荣富强的愿

望。[5]音乐的形式，可以帮助学生感受作者表达的思想感情，使

其奋发图强，积极肩负民族复兴的伟大使命。教师还可以使用多

媒体技术，播放作者梁启超的生平，帮助学生初步了解梁启超，

从而深层次探究文章创作原因，帮助学生认识到梁启超所做的贡

献。[6]同时，教师能够融入音乐学科知识，播放张杰演唱的歌曲

《少年中国说》，优化语文教学环境，提升学生学习感受，加深对

文章内容的了解，并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认识文章创作所处的

社会环境，有效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在后续的教学实践中，教

师可以加强引导，鼓励学生对文章内容进行阅读，了解文章语言

蕴含的韵律美，并鼓励其深层次感受语文知识魅力。教师能够对

学生提出要求，引导其在文章阅读后，开展知识的交流，共享学

习经验。通过知识交流活动的开展，可以有效培养学生语文思维

能力，不断感受课文知识内容。[7]总之，在小学语文学科教学中，

教师可以融入音乐知识，通过有关课文的歌曲，优化教学氛围，

帮助学生直观认识课文内容，提升其知识探究热情，并培养其爱

国情感，帮助学生积极面临未来挑战，肩负好祖国建设的重任。

（二）融入美术知识，培养创新思维

在小学语文学科的教学中，教师需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提

高，重视其思维方式的调整，有效拓展其思维路径，帮助其发展

综合思维，切实提高语文的整体水平。[8]对此，教师可以融入学

科融合理念，重视跨学科教学活动的开展，其中根据美术教学活

动，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取绘画的形式，深层次分析语文知识，

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感受作者表述的思想内涵，并把握文章蕴含

的画面感，促进学生审美能力的提高，并锻炼其创新思维，帮助

其在美术学科帮助下，实现艺术素养的提升，为其核心素养发展

奠定扎实基础。[9]

例如，在教学《少年闰土》的相关内容时，教师需要重视美

术学科的渗透，通过绘画的方式，帮助学生直观认识到少年闰土

形象，即活泼、能干，使文章文字具有更强烈的画面感，通过美

术学科的辅助，教师可以将文章内容直观展现出来，帮助学生了

解作者与闰土之间的感情，使学生感受到作者对于闰土的怀念、

喜爱之情，激发学生参与热情，促进其综合素养的提高。在教学

活动开始前，教师可以结合教学内容，通过提问的形式，帮助学

生集中注意力，如：同学们你们是否有关系很好的朋友呢？你们

和朋友之间具有哪些回忆呢？基于此，教师可以进行引导，鼓励

学生对知识加以思考，不断调整学习状态。[10]之后，教师可以

灵活使用课件，将鲁迅的生平进行展示，为学生后续的知识探究

提供保障。同时，教师还能够加以引导，鼓励学生了解课文生字

词，从而为其成长奠定基础。在小学语文学科中，教师通过渗透

美术学科的方法，可以使学生在课文内容的阅读中，对课文结构

进行深层次分析，并完成图画的绘制。对此，教师可以将美术作

为切入，鼓励学生对课文的内容、结构进行分析，培养学生理解

能力，帮助其认识语文知识。[11]在美术知识的融入中，学生进行

绘画活动后，教师能鼓励学生结合自身绘画结构，在语文课堂开

展知识分析，其中学生可以有效整理文章结构，进而对其内容、

情感加以感悟，切实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三）结合科学知识，锻炼探究能力

小学语文学科具有综合性特点，其中语文教材蕴含了科学知

识内容，将自然界秘密有效表述出来，注重学生掌握语言知识内

容，并加深对其中科学知识的了解。其中科学思想的融入，可以

优化学习氛围，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并为其语文知识提供驱

动力。[12]在教学的实践过程中，教师可以根据教材内容，进行

科学知识的渗透，激励学生从科学视角出发，对教材现象进行分

析，提高学生知识探究热情，帮助其认识语文知识，从而取得良

好的教学效果。

例如，在教学有关《松鼠》的相关内容时，教师需要鼓励学

生进行思考，判断松鼠属于哪一种动物，这些动物具有什么共同

特征呢？之后，教师可以使用多媒体技术，进行动物图片的展

示，如青蛙、小狗、燕子以及老鼠等，鼓励学生根据动物分类标

准进行划分，将各类动物特点有效表述出来。[13]通过教材资源的

丰富，学生可以直观认识到教材涉及的科学知识，使其获得更好

地感受，直观了解松鼠特点，认识到其生活习性，促进其开展高

质量学习。

再如，《赵州桥》文章具体描述了石拱桥的形式，赵州桥横跨

在洨河上，其桥下并未有支撑性桥墩，只是有圆形桥洞，那么这

座大桥是如何支撑住桥面的呢？在教学该文章内容时，教师可以

渗透科学知识，与学生开展深层次交流，其中教师能够引导学生

使用楔形物品，对石拱桥进行模拟，真正将桥两端加以固定，之

后将楔形物品小面向下、大面向上，从而形成拱形，底下并不做



学科教学 | SUBJECT EDUCATION

132 | EDUCATIONAL THEORY AND RESEARCH

支撑。通过以上实践活动的开展，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石拱桥受

力原理，直观了解劳动人民的智慧。

（四）优化教学评价，落实学科融合

在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需开展过程、结果评价，结合

评价的结果，对教学融合加以调整，把握学生知识学习动态，并

激励其关注语文内容，切实提升其综合素养。教师能够借助观

察、讨论等形式，加深对学生活动表现的认识，结合实验探究、

问题解决等结果，针对性调整教学活动，帮助学生深层次学习语

文知识。[14]例如，在教学《小蝌蚪找妈妈》的相关内容时，教

师能够引导学生开展小组合作，加强学生之间的交流，分析小蝌

蚪找妈妈的原因？小蝌蚪的妈妈为什么是青蛙？在语文知识的学

习中，学生可以掌握科学知识，有效解决语文问题。通过了解学

生的小组互动、语言表达等情况，教师能够开展有效评价，直观

表现出学生学科素养，如合作意识、沟通能力等。在语文知识的

合作学习中，教师可以进行合理引导，鼓励学生判断蝌蚪、青蛙

属于不同生长阶段，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知识，并熟悉语言表达方

式，为其后续知识探究奠定基础。

另外，教师需要重视学生多融合学习结果，开展综合性评价

活动，帮助学生认识自身不足，从而开展针对性知识探究。教师

可以使用课堂作业、小组交流等形式，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了

解学生的学科知识掌握与应用情况。例如，教师教学有关《金色

的鱼钩》相关内容时，可以鼓励学生根据历史知识，如红军长征

故事，通过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民族精神等，影响到学生情

感。[15]同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采取演讲方式，将自身感悟表达

出来，有效促进历史、语文的深层次融合，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通过教学评价的优化，教师可以把握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并发

现存在的共性问题，从而针对性调整融合教学，促进教学质量的

提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小学语文的学科融合属于

必然趋势，有助于教学质量的提升。基于此，教师可以贯彻学科

融合理念，重视语文跨学科教学的开展，积极创新教学观念与形

式，开创新的语文教学路径，引导学生思考其他学科，挖掘其中

蕴含的语文知识，有效培养学生语文思维能力，使其积极参与到

语文学科知识探究中。另外，教师需要根据学生的长远发展所

需，重视跨学科教学作用的发挥，不断提高学生语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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