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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跨学科能力建构:逻辑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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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历史跨学科能力是学生开展历史跨学科学习活动的必要心理条件,是在深挖跨学科能力中的历

史学科特点与历史学科能力基础上的跨学科学习条件后,二者共融互生的产物。其遵循以历史学科认知结

构为逻辑原点、以建立多学科信息间的联结为学习方式、以历史跨学科认知结构为目标指向的生成逻辑,细

分为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能力、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能力、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设实证能力、

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能力、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能力等五项子能力。初中历史教科书“课后活

动”栏目题型多样,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考查,具有跨学科的本质属性,可为培养学生的历史跨学科能

力提供如下实践路径:情境学习、假设演绎、推理论证、合作探究和反思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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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以下简称《课标》)发布以来,跨学科主题学习

备受关注。中学一线历史教师勇于探索,结合

课标要求,积极尝试和组织跨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但目前发现,跨学科主题学习存在教学内

容简单拼盘少整合、教学方法形式杂糅缺情

境、活动评价复杂混乱无标准、学生学习被动

听讲少参与等共性问题[1-3]。这主要是因为教

师未能认清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本质特征,简单

将其理解为多门学科内容的并列呈现和协同

教学,从而难以树立正确的历史跨学科主题学

习培养目标。跨学科主题学习拓宽了学生学

习的学科视野,使其不再局限于单一学科内。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作为历史课程的一部分,

在涵育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的基础上,使学

生在学习过程中习得的能力由历史学科能力

向历史跨学科能力过渡,故应在达成历史学科

核心素养的基础上,将学生的历史跨学科能力

发展作为跨学科主题学习核心目标。

为明确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能力培养

目标,搭建学生历史学科核心素养提升的衔接

桥梁,本文在尝试辨析学生历史跨学科能力内

涵与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

“课后活动”栏目,提炼出培养初中学生历史跨

学科能力的实践路径,以期抛砖引玉,同时供

学界斧正。

一、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内涵

历史跨学科能力属新兴概念,目前学界对

此尚鲜有研究。为确定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内

涵,还需按照概念释义的一般方法,从其词源

出发,辨析跨学科与历史跨学科,厘清由此衍

生而来的跨学科能力与历史跨学科能力,并对

比历史学科能力界定其概念边界。
(一)跨学科与历史跨学科

“跨学科”一词最早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的会议速记中,后经

美国 心 理 学 家 伍 德 沃 斯 (RobertS.Wood-
worth)首次公开使用后,便一直活跃在大众视

野。1965年,徐秉烜在发文中于国内最早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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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词[4],强调运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共同解

决问题,但其“实为‘多学科’之意”[5],并未能体

现跨学科的本质内核。直到1977年,秦元勋借

助其他学科方法来解决本学科问题,才使“跨
学科”初步具备了“跨”的真正意义[6]。“跨学

科”发展至今,主要集中在两大代表领域:一是

在科研领域发展为跨学科研究,二是在教育领

域发展为跨学科教育或整合教育[7]。本研究中

的历史跨学科能力属于后者,主要聚焦当前跨

学科教育热点。

对于“跨学科”的内涵与分类,国外学者亚

兰(JohnD.Aram)主张“跨学科是融合多个学

科解决问题的过程”[8],侧重于多学科在解决同

一问题时的共同努力。詹奇(ErichJantsch)依
据学科间的合作程度,将跨学科分作五类:(1)
多学科,不同学科相互配合但彼此间没有明确

的联系;(2)复杂学科,相较于“多学科”,开始以

学科分组的方式增强学科间的联系;(3)交叉

学科,学科间开始互相影响并试图建立不同学

科间的联系;(4)跨学科,相关学科概念开始在

更高一级的学科层次上被定义;(5)横断学科,

多种学科融合形成新的更高层次学科[9]。国内

学者刘仲林认为“跨学科是超越一个已知学科

的传统界域而进行的科学或教育活动”[10],并
在“横断学科”基础上提出“超学科”概念,认为

它超越了一般学科层次,指向事物(自然和社

会)发展的一般规律[10]。张华提出的“跨学科

学习”三大分类———多学科学习、跨学科学习

(狭义)、超学科学习[11],也主要依据上述分类

标准。综合上述学者对“跨学科”的释义,可以

将其归为两类:(1)跨学科位于多学科向超学

科发展的某一阶段,是学科交叉融合形而上发

展的必经之路;(2)跨学科是一个综合概念,下
辖多种学科活动。究其本质,仍在于“跨”,即
跨越单一学科的界限。从跨学科教育的角度

而言,跨学科打破了单一学科的原有界限,开
始加强学科间的合作与整合,创设情境化的学

习内容,实现不同学科领域下的共同教学与应

用,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以更科学全面的认

识论与方法论应对客观世界和解决现实问题。

具体到历史跨学科,早在1978年,德国历

史学家科泽勒克(ReinhartKoselleck)就在演

讲中 主 张“历 史 学 本 身 就 是 跨 学 科 性 的 学

科”[12],率先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科

关联起来。1998年,国内学者赵建群首先总结

了基于历史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理论。在其看

来,历史跨学科是指“以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为

特定领域,引进和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

法”[13]深入研究历史。庄学扬认为历史跨学科

教学是在中学历史教学活动中,自觉有效联系

其他学科知识与能力,以构建中学历史知识网

络,最终实现中学历史教学目标[14]。事实上,

历史跨学科是将跨学科定义中的“单一学科”

具体为历史学科,力求突破历史学认知思维与

研究方法的局限,融合其他学科的理论与方

法,实现多学科领域在同一情境下的共同应

用,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解决具有跨学科性

的历史问题,形成对历史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二)跨学科能力与历史跨学科能力

跨学科能力是基于学生跨学科学习的相

关能力,是从“思想交流到组织概念、方法论、

认识论、术语、数据等的相互整合”[15],即整合、

运用与迁移各学科理论与方法所需的内在驱

动力。陈婵、邹晓东率先在国内提到“跨学科

能力”,即整合多学科知识以应对千变万化的

情境的能力[16]。此后,李尚群[17]、苑璞[18]等人

均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对跨学科能力的定义

大多停留在描述外在表象的知识认知层面,即
整合跨学科知识、研究和解决复杂问题、完成

跨学科工作等,未能深入到跨学科能力的内在

本质[19]。国外学者拉图卡(LisaR.Lattuca)则
认为,跨学科能力不仅指向致力于解决问题的

能力,还体现于各学科思维交叉融合的过程。

他将跨学科能力分出若干维度,如单学科与跨

学科意识、跨学科技能、跨学科反思、跨学科评

价和学科差异认知等[20],丰富了跨学科能力内

涵的层次性,逐步实现了由知识认知向思维逻

辑过渡的跨学科能力的深层次发展。
由于目前学界鲜有研究围绕历史学科来

讨论跨学科能力内涵,并提出学生的历史跨学

科能力,故本研究主要依据跨学科能力由知识

认知向思维逻辑逐步深入的线索,结合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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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跨学科”的内涵分析,认为历史跨学科能

力是决定学生历史跨学科学习活动能否顺利

开展的必要心理条件,是学生在历史跨学科学

习中所需的基于主观心理的多项技能和本领。

它将历史学科内学习拓展到了历史跨学科学

习,推动学生通过跨学科综合探究解决复杂而

现实的跨学科问题,并及时开展问题反思,总
结跨学科学习经验。

无论跨学科能力还是历史跨学科能力,其
能力的生成与培养均围绕跨学科学习活动,但
前者着眼于多个学科交流下所需的能力,具有

普适性,而后者是跨学科能力在历史学科的具

象化描述,具有独特性。“不同学科能力的建

构存在明显的思维或认知的特殊性”[21],跨学

科能力聚焦不同学科能力中的这一特殊性,探
寻串联起各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必备条件。历

史跨学科能力属于跨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的

特定能力,限定学生学科能力交织下的主体为

历史学科理论与方法,并以此为出发点展开与

其他学科间的交流与合作。换言之,普适性的

跨学科能力聚焦的是各学科间交互学习的共

性,而历史跨学科能力则关注历史学科与其他

学科间交流学习的个性。
(三)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跨学科能力

目前学界对历史学科能力的定义主要以

心理学视域下有关历史学科学习的特定个性

心理特征为属概念[22],其学习活动包括再现历

史事实、诠释历史现象、把握历史进程、评价历

史客体等历史研习活动[23]。换言之,历史学科

能力是学生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系列历史研习

活动所需的特定个性心理特征。

对比历史学科能力与历史跨学科能力,其
共同点在于能力的出发点都是历史学科,其不

同点在于:历史学科能力关注的是学生在历史

学科内的有效学习,依赖的是历史学科本身的

知识与技能、理论与方法;历史跨学科能力则

侧重于学生有效的历史跨学科学习,聚焦的是

跨历史学科与其他学科学习的必需条件,为历

史学科本身的学习注入了来自其他学科的知

识与技能、理论与方法。历史跨学科能力指向

学生从跨学科的视角解释历史,进而全面客观

地认识历史,而这也是其区别于历史学科能力

的最大特点。

综上所述,历史跨学科能力是对普适而宽

泛的跨学科能力应用于历史跨学科学习的明

确与精进。就目前《课标》展示的活动示例而

言,历史跨学科学习应立足历史学科[24],其所

需的历史跨学科能力自然要从普适性的跨学

科能力中依据历史跨学科学习要求而加以限

定和提炼。此外,历史跨学科能力并非内含于

普适性跨学科能力之中,而是从历史学科内学

习出发,向历史跨学科学习不断拓展延伸的必

要条件,与跨学科能力聚焦各学科间交互学习

所需的共通能力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历史跨

学科能力自历史学科内学习出发的能力生成

起点,决定了其以历史学科能力为基础,但二

者的最终目标各有不同,历史跨学科能力已然

超越了历史学科能力,实现了历史学科学习由

内向外的升格与突破。因此,学生的历史跨学

科能力不能理解为普适性的跨学科能力与历

史学科能力的简单叠加,它是在深挖跨学科能

力中历史学科特点与历史学科能力基础上的

跨学科学习条件后,二者共融互生的产物。

二、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基本结构

(一)历史跨学科能力的生成逻辑

研究历史跨学科能力,除明确其词义内涵

外,更重要的是界定能力范围,明确能力的组

成与结构。对此,可从能力建构的逻辑原点、

学习方 式、发 展 目 标 三 个 层 面 入 手,在 把 握

“跨”这一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基于历史学科立

场,厘清跨学科学习过程的生成逻辑(具体见

图1所示)。

图1 历史跨学科能力的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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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逻辑原点:从历史学科认知结构瞄向跨

学科性的历史问题

学生进行历史学习,其本质是形成并优化

自己的历史学科认知结构。历史跨学科主题

学习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历史学习方法,亦当立

足学科本质,将历史学科认知结构应用于探究

跨学科性的历史问题,从历史学科本身的理论

与方法出发牢牢把握跨学科问题的历史属性。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学生获得了新的能力发

展,即历史跨学科能力。换言之,历史跨学科

能力的建构同样要从历史学科出发,以历史学

科认知结构为原点,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知识与

技能解决跨学科性的历史问题。具体来看,历
史学科核心素养中的“史料实证”所辨析的史

料要求具备跨学科知识与技能,如文言文材料

与语文学科相关、数据图表材料与数学学科相

关、地图类材料与地理学科相关,等等,这些材

料均可以成为历史跨学科能力中实证问题假

设的有力依据;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中“历史解

释”是历史学习的重要方法,学生在解决跨学

科的历史问题中同样需要这一方法生成相应

的问题论断。因此,历史学科的“史料实证”与
“历史解释”核心素养,既服务于历史学科内学

习,亦可应用于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并提炼

出与历史跨学科能力深度相关的假设实证和

问题论断等上层能力。

2.学习方式:依据问题研究顺序建立多学

科信息间的联结

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本质在于“跨”,要求打

破单一学科界限,建立起多学科间知识与技能

的联结,并贯穿跨学科问题研究的每一环节。
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中,通过问题的

“发现—分析—解决”,养成的基于历史跨学科

的一系列问题探究能力,理应属于历史跨学科

能力。具体来看,跨学科的历史问题研究可以

分为“问题发现”“假设提出”“假设实证”“问题

论断”和“学习反思”等五个主要学习环节,将
其置于跨学科的学习背景下,可提炼与之相关

的历史跨学科核心子能力。

3.目标指向:通过跨学科迁移实现历史跨

学科认知结构的建立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是学生基于原有历

史学科认知结构中的知识经验,在跨学科问题

的社会文化互动中生成相应的跨学科学习理

解、建立历史跨学科认知结构的过程。其主要

表现为学生通过跨学科迁移知识与技能、理论

与方法,形成多学科信息间的联结,刺激历史

跨学科学习实现正强化,不断拓展和丰富原有

的历史学科认知,形成新的跨学科知识经验。
如此几经往复,最终建立起历史跨学科认知结

构并应用于更深层次的跨学科学习。学生在

这一过程中所养成的能力,自然是历史跨学科

能力。具体来看,学生在历史跨学科认知结构

的建立中,需要从情境、思维、知识、方法、经验

等方面建构起针对跨学科的学习能力,以及

“情境感知”“思维发散”“知识整合”“方法迁移”
“经验总结”等高层次能力,以加强学科间的联

系与整合,拓宽学科边界,推动历史跨学科学

习循序有效开展。
(二)历史跨学科能力体系

目前学界对跨学科能力组成结构的有关

分析多立足于科学领域,少有人文教育方面的

研究,遑论以历史学科为主体探讨历史跨学科

能力的内在结构。有鉴于此,笔者基于上述历

史跨学科能力的生成逻辑,将历史跨学科能力

分为以下五项子能力(具体见图2所示)。

图2 历史跨学科能力结构

1.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能力

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能力指学生

感知跨学科情境、提取关键信息、发现相关问

题的能力,是历史跨学科能力培育的起点。根

据布鲁纳(JeromeS.Bruner)的发现学习理论,
学生的学习是按照问题的“发现—分析—解

决”这一逻辑有序进行的,因而学生进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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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首要环节便是发现跨学科

的历史问题,这正好对应“问题发现能力”。学

生要想发现历史问题,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不

断探索[25],而这要求学生在发现问题之前便具

有对问题情境的感知能力,能够从问题情境中

提取有用的关键信息,梳理人物、时间、地点、

事件等历史基本要素的体系脉络,形成自己对

问题情境的初步感知。例如在“指南针的应

用”有关情境中,学生需要感知与物理、历史学

科相关联的应用情境,如先秦人民在探寻铁矿

时常发现磁铁矿,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特性,积
累了对磁现象的认识,从而便于学生“发现”指
南针的制作原理及其历史贡献等“问题”。

历史跨学科能力是基于历史跨学科主题

学习提出的,而这一活动的开展有赖于跨学科

活动情境的创设[24],因此历史跨学科能力同样

需要在跨学科情境体验中不断发展,这与情境

感知能力的相关要求一脉相连。

2.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能力

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能力指学生

发散跨学科思维、立足历史学科本位提出问题

假设的能力,是历史跨学科能力形成的关键。

学生仅能从跨学科情境中发现问题还不足以

正式开始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其关键一步在

于问题假设的提出,而这也对学生的能力发展

提出了更高要求。“科学的假设方法是史学研

究重要的创造性思维方式”[26],基于此,应从历

史学科出发,通过科学的假设,使学生得以全

面、深 入 地 理 解 历 史 事 实 与 历 史 真 实 的 关

系[27],继而深耕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按照发

展性教学理论,学生具有在跨学科情境中基于

所发现的跨学科问题提出假设的最近发展区。

为充分挖掘学生的这一潜能,需要注重学生的

一般发展,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

实现学生根据已有情境认知,突破历史学科壁

垒,发散跨学科思维,在跨学科的综合视野下

展开合理有据的历史跨学科想象。此处所述

的跨学科思维指学生能够从学科学习中打破

学科壁垒,通过各学科之间的知识交叉与融

合,立足原学科本位,提出恰当假设的思维方

式。问题假设则指学生基于跨学科思维,对感

知跨学科情境后所发现的跨学科问题进行问

题结论的科学假设,并以此推动后续的假设实

证。仍以“指南针的应用”为例,学生在发现指

南针的制作原理这一问题并进行相应探究时,

需联系物理学科中有关磁铁的知识,如磁铁同

性相斥、异性相吸原理,以及地球本身是一个

巨大的天然磁场知识,以提出“指南针是利用

磁铁与地球磁场的磁性相感应”的假设。

3.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设实证能力

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设实证能力指学生

整合跨学科知识、进行材料辨析、运用材料实

证假设的能力,是历史跨学科能力发展的核

心。在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史料是认识历史的

主要依据,经多数认可后成为历史证据以实证

历史假设[28]。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中

发现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合理假设后,亦当遵循

这一史学方法实证假设。同时,也只有依据可

信材料,才能对跨学科问题形成正确、客观的

认识,接近问题的本质,实证假设的可靠性。

建构主义认为,学生学习的真正意义在于对新

接收的信息重新编码、加工,建构起自己的理

解与认知。其中对新接收信息的重新编码、加
工,即对应学生在实证假设时要基于跨学科情

境整合情境所涉的相关学科知识要点,建立起

学科本质、思维方式、理论方法之间的网络化

关系;随后建构的理解与认知,则对应学生通

过鉴别材料真伪、辨明材料价值、规范运用材

料、坚持实证标准,形成对所发现跨学科问题

的正确客观认识。二者最终检验了假设的逻

辑性、正确性与可靠性,也在实现跨学科主题

学习真正意义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在“指南针的应用”的学习中,学生提出了

指南针是利用磁铁与地球磁场的磁性相感应

的假设。为实证这一假设,学生需要找到如

“司南”“罗盘”等相关史料,知道古人利用天然

磁铁或人造磁铁制作指南工具的史实,进而整

合物理学科知识———磁针在天然地磁场的作

用下可以自由转动并保持在地球磁子午线的

切线方向上,最终实现假设实证。

4.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能力

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能力指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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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各学科理论与方法、形成跨学科意识、表
达对跨学科问题的认识与看法、生成问题结论

的能力,是历史跨学科能力培育的目标导向。
“历 史 意 味 着 解 释 …… 解 释 是 历 史 的 生

命。”[29]21,26历史学习一直强调形成历史解释,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立足历史学科本位亦应

如此。在这一要求下,学生需要对所发现的问

题形成自己的认识与理解。如果说基于可信

材料实证假设实现了对跨学科情境所涉要素

的初步辨析,那么问题论断就是对这一材料的

再加工,以加强学生对跨学科问题的深入认识

与理解,形成恰当的解释,揭示问题表象背后

的深层因果关系,接近问题本质,最终完成历

史跨学科能力引领下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

主要学习过程。问题论断的生成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尤其是在历史跨学科情境中,要求学

生在整合各学科知识要点后,进行学科理论与

方法的重组性迁移,重新组合原有单一学科认

知结构中的某些构成要素,调整其内部关系以

适应跨学科主题学习的需要,建立起多学科要

素联合的新认知结构,从而运用于新情境。具

体来看,学生要将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式、知识

体系、理论方法、实践技能等综合运用于跨学

科问题的解决,表达自己对问题的观点和看

法,有理有据地评判问题情境,生成最终的问

题论断。生成的问题论断反过来又将影响学

生对原跨学科情境的感知,促使学生发现新的

跨学科问题,进而螺旋式上升地推进历史跨学

科主题学习活动持续有效开展。

学生继检验指南针是利用磁铁与地球磁

场的磁性相感应的原理这一假设之后,需要作

出相应的问题论断,如司南是将天然磁石做成

汤匙状置于光滑的方形地盘中,当其转动后停

下时匙柄指向南方,罗盘则是利用人造磁铁制

成钢针以指南,二者均为古人辨别方位提供了

极大便利,并促进了世界远洋航海技术的快速

发展。基于自己对该问题的论断,学生可能又

会提出新的问题,如古人是如何发现磁现象

的、司南的发明起源在哪里,而针对这些问题

又将有新的假设提出,需要更加丰富的可信材

料加以实证,进而不断拓展和丰富学生对历史

的认知与理解。

5.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能力

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能力指学生

反思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汲取学生小组

及教师的实践经验、总结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有效经验的能力,是历史跨学科能力的价值升

华。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并不止步于问题论

断的 生 成,“问 题 发 现—假 设 提 出—假 设 实

证—问题论断”这一系列学习环节只是基于跨

学科情境的主要学习过程,历史跨学科主题学

习的价值意义将由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反思

与学生个人、小组及教师的经验总结而实现提

炼与升华。学生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每

一环节都会有许多反思,如反思跨学科情境的

感知水平与所发现跨学科问题的适切性、挑战

性、可操作性,反思跨学科思维的发散方向与

所提出问题假设的合理性、科学性、可行性,反
思跨学科知识的整合程度与应用可信材料实

证假设的缜密性、正确性、可靠性,反思以历史

学科为主体的跨学科迁移能力与问题论断的

客观性、全面性、可信性等。基于历史跨学科

主题学习全过程的学习反思,学生对个人、小
组及教师的阶段性经验进行全方面总结,以便

下一次主题学学习活动能更加高效地开展。

在“指南针的应用”的学习中,学生需要反

思自己能否将历史与物理学科中的磁现象建

立有效联系以提出相应问题,能否搜集并解读

司南、罗盘等相关材料并将其正确应用于假设

实证,能否依据自己对中国早期指南工具的问

题论断再生出新的问题并进行深入学习,能否

借鉴参考同学或教师的问题论断并用以表达

自己对指南针的看法。

如图2所示,上述五项历史跨学科子能力

层次分明但又相互交融,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

一体。其中,“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

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跨学科知识整

合与假设实证—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

构成了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的主要学习过程,

以回环式内生结构推动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持续有效进行并螺旋式上升;“跨学科学习反

思与经验总结”则独立于这一主要学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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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又生成自其中的每一学习环节,并对其产生

重要的反作用。

三、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培养路径

学生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建构是围绕历史

跨学科主题学习展开的,其培养亦当源于此,
但不能囿于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而是应寓于

学生的日常学习。历史教科书是学生学习历

史的主要依据,其中有着丰富的跨学科学习材

料,培养学生历史跨学科能力可以充分利用这

些材料。此外,历史教科书所含内容皆是历史

教学的固有任务,所以假借历史教科书可在有

限课时中实现历史知识传授与历史跨学科能

力培养双重目标。纵览现行初中历史教科书,

不难发现其“课后活动”栏目题型多样、内容丰

富,涉及多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考查,具有跨

学科的本质属性(具体见表1所示)。相较历史

教科书中的其他学习板块,“课后活动”已初具

探究性学习活动雏形,与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的要求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借其培养学生

的历史跨学科能力,教师能更快上手组织历史

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课后活动”栏目中涉

及的跨学科的有关活动,即是简易化的历史跨

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这些简短的跨学科“课后

活动”,更有利于学生实现历史跨学科能力的

早期孕育。依据这些特性,笔者在此以初中历

史教科书“课后活动”为例,构建以下培养学生

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实践路径。
表1 初中历史教科书“课后活动”所涉跨学科题目分布

所跨学科 七年级上册 七年级下册 八年级上册 八年级下册 九年级上册 九年级下册

语文

5:古文识字
6:故事编写
7:成语典故
12:看图说话
15:汉赋赏析
16:诗词赏析

2、3、5、8、15、20:
诗词赏析
8:故事宣讲
12:词作讲解
16:应用写作

10:小说鉴赏
19:应用写作
22:看图说话

21:故事编写 7:文学研究

数学 12:数据分析
13:年龄运算 19:数据分析 3、8:数据分析

物理 15:悬垂摆原理

生物 1:人种比较

地理 20:区域地理
环境

2、3、21:
地图识读

12:列举自
治区

3:地图识读;
区域地理环境
10:区域人文
地理

5:汽车工业
19:地图识读
22:区域地理
环境

道德与
法治 14:“一带一路” 14:建党精神

17:长征精神

4:“两会”
6:红旗渠精神
11:中国梦
17:亚太经合
组织

艺术 21:绘画风格 13:传单创作
26:学唱歌曲

13:歌曲赏析;
墙报创作
18:歌曲赏析

14:绘画赏析 7:艺术研究

  注:表中数字为教科书课序号。

  (一)情境学习:聚焦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

题发现能力

问题的发现与解决取决于跨学科情境的

完善程度。一个完整真实的跨学科情境对开

展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培养学生历史跨

学科能力,尤其是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

能力有着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跨学科情境

的创设,要“关注现实情境,从身边入手,从现

实入手,探究真实问题,将历史学习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将校内学习与校外探究有机联系,
使学生学会思考,能够学以致用,以用促学,注
重提高学生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4]。
一个优质的跨学科情境应该具有如下特征:首
先是内含逻辑关系,或对比或递进或因果,如
此才能使学生真正发现问题;其次是多学科耦

合发展,如此才能推动学生发现跨学科问题;
再次是关键信息鲜明突出,如此才能引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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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梳理问题相关要素并汇聚形成问题线索;
最后是情境内部主次层级分明,如此才能帮助

学生发现主题并形成问题链。
以八年级下册第四课———“新中国工业化

的起步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课
后活动”栏目的第二题为例[30]:

  一年一度的“两会”,是我国政治生活

中的大事。“两会”指的是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的会

议。搜集资料,看看最近一次的“两会”有

哪些热点议题和主要活动。结合这些资

料,谈谈你对“两会”的认识。
“两会”本就与学生的生活息息相关,而且

在这一课的教学期间正是“两会”召开前后,网
络热度高,学生容易接触到相关资料。针对这

一问题的跨学科情境,教师需要关联道德与法

治学科相关内容,如其中介绍的人民代表大会

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的

职权包括立法权、决定权、任免权和监督权,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

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要机构,等等。随后,
教师可以播放关于“两会”发展历程的短片,展
示“两会”热点新闻剪辑,提供更加完备的“两
会”信息要素,以不断丰富问题情境,帮助学生

培养跨学科情境感知与问题发现能力。在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教师还可以邀请学校所属区

县一级的人大代表为学生作“两会”相关讲座,
力求还原真实的“两会”细节,创设真实的活动

情境,助力学生深入认识“两会”,最终引发学

生思考“两会”的具体职责和存在意义,发现

“两会”的历史意义、现实价值等。
(二)假设演绎:发展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

设提出能力

假设演绎的第一步是“在观察和分析基础

上提出问题以后,通过推理和想象提出解释问

题的假说”[31],将一般性的原理运用于对具体

现象的说明和解释,形成对特定情境问题的假

设。随后用“演绎”的方式,实现从一般到特

殊,强化假设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学生在历史

跨学科主题学习中不断实践假设演绎研究法,
需要发散跨学科思维,综合运用各学科的一般

化理论说明特殊性跨学科情境问题,并提出相

应的解释问题的合理假设。这一过程旨在发

展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能力。
以七年级上册第十五课———“两汉的科技和

文化”———“课后活动”栏目的第一题为例[32]78:

  东汉张衡发明创制出世界上最早的地

震仪器地动仪。但是,这个地动仪早已毁

损失传。后来,人们根据《后汉书》的记载,
结合自己的研究,做出了各不相同的地动

仪复原模型。请搜集不同的复原模型,并

尝试理解这件古老的验震器的设计原理。
该题考查的验震器设计原理———悬垂摆

原理,与物理力学中的惯性原理相关知识一脉

相通。针对这一问题,教师可以先讲解物体具

有的惯性会使物体保持原有运动状态,帮助学

生回顾物理课上所学的惯性原理,充分发散跨

学科思维。随后,教师可引导学生从惯性原理

出发,说明和解释地动仪的设计原理,如地动

仪内的“都柱”会顺着地震波传导方向相应摆

动,进而推动龙头口中的铜球掉落以示地震方

位,提出运用物理学科理论于历史跨学科问题

解决的假设,从而帮助学生实现从一般到特殊

的跨学科理论应用学习,有效发展其跨学科思

维发散与假设提出能力。
(三)推理论证:提升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

设实证能力

学生发现历史跨学科问题并提出相应的

合理假设后,需展开假设实证,这要求学生必

须掌握多种推理论证方法,如事实论证、对比

论证、类比论证、因果论证、归纳论证等。学生

将在对历史跨学科问题假设的推理论证过程

中,整合跨学科知识以搜集有关材料、鉴别可

信材料、辨明可用材料,同时结合推理论证方

法,严格依据可信材料实证假设的逻辑性、正
确性与可靠性,最终实现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

设实证能力的提升。
以 九 年 级 上 册 第 三 课———“古 代 印

度”———“课后活动”栏目的第二题为例[33]14:

  下边是一幅关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的

亚非文明的地图(见图3所示,编者注),请

你结合地图回答:这些古代文明是在什么

样的地理环境中发生和发展的?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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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古代亚非文明地理位置

  该题旨在从古代亚非文明各自发生和发

展的特殊地理环境中,对比归纳其共性特点。
学生经对比分析四大古代亚非文明所在的地

理环境,可以提出一些假设,如均处于大河流

域,均气候温和、光热充足等。关于这些地理

环境特征推动古代亚非文明发生和发展的原

因,则需要学生依据可信材料实证上述假设。
通过观察各古代亚非文明所在的地形地势图,
学生可以从古代埃及文明位于尼罗河流域、古
代两河流域文明位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

河流域、古代印度文明位于印度河流域、中华

文明位于黄河与长江流域的事实中,归纳论证

四大古代文明均处于大河流域,并关联地理学

科知识,说明沿河谷地区地形平坦,土壤深厚

而肥沃,靠近河流,水源充足,有利于保障早期

农业生产,从而催生农业文明。通过观察各古

代亚非文明的地域分布图与气候图,学生可以

从各古代亚非文明均位于北纬30度到40度之

间的事实中,归纳论证四大古代文明地理位置

居中适宜,并关联地理学科知识,说明这些地

区气候温和、光热充足,有利于早期农业发展

和人类定居繁衍。最终,学生通过整合历史与

地理学科知识,在了解以上古代文明共同的地

理环境特征基础上,实现假设实证,并通过分

析地理环境特征推动古代文明发生和发展的

原因,有力提升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设实证

能力。
(四)合作探究:培养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

题论断能力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本质上是一项探究

学习活动,关键在于合作,不仅是师生、生生间

的合作,还体现了对学科间合作的层次要求。
因此,教师需要在日常教学中多尝试探究学习

活动,在补足学生学科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积

极开展跨学科合作,或由教师自己实施以历史

学科为主体的跨学科教学,或邀请其他学科教

师联合实施跨学科教学。在基于合作的探究

学习活动中,学生的历史跨学科能力培养更是

综合而全面的,但探究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问

题、形成论断,将更加针对跨学科方法迁移与

问题论断能力的培养。
以九年级上册第十四课———“文艺复兴运

动”———“课后活动”栏目的第二题为例[33]68:

  有人对《蒙娜丽莎》推崇备至,认为蒙

娜丽莎很美,微笑很神秘;也有人认为蒙

娜丽莎并不好看,表情古板。你怎么看这

幅画? 从历史的角度和审美的角度看,这

幅画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该题旨在引导学生讨论世界名画《蒙娜丽

莎》,并从历史和审美的角度分析其价值。鉴

于这一要求,教师可把这道题拓展为对《蒙娜

丽莎》的历史与艺术学科联合探究学习活动。
具体而言,可邀请美术教师从油画创作的角度

解读《蒙娜丽莎》的绘画技巧以及神秘微笑所

蕴藏的丰富复杂情感,再由历史教师讲述《蒙
娜丽莎》在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引发学生思

考《蒙娜丽莎》的魅力为何亘古至今未变、其研

究者为何一直络绎不绝、其价值是否仍将历久

不衰等问题。随后,学生提出自己的合理假设

并加以实证,同时在解释《蒙娜丽莎》的价值环

节,将艺术学科的审美感知与文化理解技能有

效迁移至历史学科,进而从历史的角度感知到

《蒙娜丽莎》富含人文精神,是文艺复兴时期的

代表作,从审美的角度认识到《蒙娜丽莎》的成

功在于达·芬奇使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准确

捕捉并留下了模特最微妙的表情和最动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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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间,最终实现跨学科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能

力的深层次培养。
(五)反思学习:强化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

验总结能力

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能力是实现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价值升华的必要保

证,这一能力的培养与强化同样应基于学生平

时的跨学科学习。教师应注意从日常的每一

次课堂教学、随堂测验、探究活动中发掘并培

养学生的反思总结能力,以使学生在后续的跨

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中能够更加得心应

手。学生在进行跨学科主题学习之初,尚未学

会处理和利用多学科信息间的联结,面对驳杂

的学科知识与技能往往会无所适从,因而要求

教师作出示范,以自己的跨学科学习经验带动

学生的经验总结。经过多次跨学科主题学习

下的“刺激—反应”联结,学生得以形成对每一

历史跨学科主题学习环节的学习反思与经验

总结模式,由此,其应对这一类问题时的跨学

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能力也得以正强化。
以 七 年 级 上 册 第 十 六 课———“三 国 鼎

立”———“课后活动”栏目的第一题为例[32]84:

  朗读曹操的诗句,回答问题。
(1)白 骨 露 于 野,千 里 无 鸡 鸣。生 民

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蒿里行》

诗中所描绘的是怎样的景 象? 为 什

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2)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步出夏门行》

诗中的“壮 心”指 的 是 什 么? 他 实 现

了吗? 原因是什么?
该题直接引用三国时期主要人物曹操的

诗词,将历史学科知识与语文学科的古诗词阅

读与鉴赏技能进行关联。根据题目所给信息,
学生需总结出东汉末年群雄割据、战乱频发、
民不聊生的特点。这既是一次跨学科知识的

整合,又是学生基于知识整合的一次经验总

结。随后学生将其与本课所学的相关历史知

识建立联系,培养跨学科知识整合与假设实证

能力,并在实现跨学科方法迁移中完成又一次

经验总结。最终,学生在熟悉三国时期的战乱

背景和鼎立局面的基础上,生成对该问题的论

断,完成对题目设问的解答,从而增强跨学科

方法迁移与问题论断能力,同时依据自己的问

题论断,结合教师对该题答案的解读,展开跨

学科学习反思,进而提升对这一类问题的解决

能力,有效强化跨学科学习反思与经验总结

能力。
综上,学生历史跨学科能力的培养根植于

每一堂历史教学,其发展与强化离不开教师和

学生的共同努力,同时也唯有综合全面的历史

跨学科能力,才能推动《课标》所要求的历史跨

学科主题学习活动持续有效开展。初中历史

教科书“课后活动”栏目为教师培养学生历史

跨学科能力提供了重要素材,而教科书的正文

内容仍有很多值得挖掘的素材。充分和高效

利用教科书设计跨学科主题学习活动,培养学

生历史跨学科能力,将成为历史跨学科主题学

习与日常教学的有力结合点,同时为在不浪费

有限课时的前提下,组织开展彰显综合、实践、
多样、探究、可操作等特点的优质跨学科主题

学习活动,深入落实核心素养培育目标提供重

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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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candPathofCultivatingtheInterdisciplinaryCompetenceinHistory

HUANGZuoyin,YUANCongxiu
(CollegeofTeacher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terdisciplinaryCompetenceinHistoryisanecessarypsychologicalconditiontodetermine
whetherthe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activitiesinhistorycanbecarriedoutsmoothlyforstudents.It
isthedeepintegrationandco-existencebetweenthecharacteristicsofhistorysubjectininterdiscipli-
narycompetenceandtheconditionsof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basedontheabilityofhistorysubject.
Itfollowsagenerativelogic,whichtakesthecognitivestructureofthehistorysubjectastheorigin,
establishesconnectionsbetweenmultidisciplinaryinformationasthelearningmethod,andtargetsthe
interdisciplinarycognitivestructureofhistory.Itisdividedintofivesub-competences:interdisciplinar-
ysituationalawarenessandproblemlocating,interdisciplinarydivergentthinkingandhypothesisfor-
mulation,interdisciplinaryknowledgeintegrationandhypothesisproof,interdisciplinary method
transferandproblem asserting,interdisciplinarylearningreflectionandexperiencesummarizing.
Therearevarioustypesofquestionsinthecolumnof“After-schoolActivities”inhistorytextbooksof
juniormiddleschool,involvingknowledgeandskilltestsfrommultiplesubjects.Besides,theypossess
anessentialinterdisciplinaryattribute,whichcanprovidepracticepathsforcultivatingtheInterdisci-
plinaryCompetenceinHistory,includingsituationlearning,hypothesisdeduction,reasoningandargu-
mentation,cooperativeinquiry,andreflectivelearning.
Keywords:interdisciplinarycompetenceinhistory;historyinjuniormiddleschool;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learning;historytextbooks;“After-school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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