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10　 　 中学历史、地理教与学
HIGH SCHOOL EDUCATION:HISTORY AND GEOGRAPHY TEACHING AND LEARNING

　 　 　

基于跨学科主题学习的
初中历史命题探析

吴若盘

　 　 【摘　 要】文章以个人原创试题为例,探讨如何命制以初中历史学科为主体的跨学科试题,强调跨学科试题

要以历史学科为主体,指向多学科有机融合;应关注现实情境,探究真实问题。
　 　 【关键词】跨学科主题学习;命题研究;现实情境

　 　 《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新增“跨
学科主题学习”,并指明了其涉及的内容、设计原则

及参考示例。 虽然对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评价以表现

性、形成性评价为主,但考试也是检验学习效果的重

要手段,值得一线教师不断探索。 2019 年,教育部发

布的《关于加强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命题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要“结合不同学科特点,合理设置试题结

构,减少机械记忆试题和客观性试题比例,提高探究

性、开放性、综合性试题比例,积极探索跨学科命

题”。 那么,如何命制以初中历史学科为主体的跨学

科试题,笔者试以个人原创试题为例分析,求教于

方家。
一、跨学科试题要以历史学科为主体,指向多学

科有机融合

跨学科试题的命制要以本学科的课程内容、思维

方式和核心素养为本位,立足于历史学科的主体地

位,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六大板块中选取一个主

题,围绕该主题,在“领域上横通”,“借助不同课程所

学的知识和方法,培养学生多角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杜芳教授认为:“在跨学科主题学习活

动的设计中,应针对历史学科的核心内容与关键概

念,利用其他学科的知识、方法、思维等要素,解决历

史学习中的现实问题” (杜芳《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

准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内容解读》)。 由此可见,跨
学科试题的命制既要围绕历史学科核心概念进行问

题引领,又要体现学科之间的互动与融合,建构不同

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引导学生形成跨学科理解,体
现综合育人的理念。 以“从水陆交通看统一多民族

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一题为例加以说明:
【题 1】某校“历史研习社”开展关于“从水陆交

通看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跨学科主题学

习,设计活动如下:
1. 活动一:文献研读。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①(秦)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

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 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

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 (班固《汉书·南山传》)
②万艘龙舸绿丝间,载到扬州尽不还。 应是天教

开汴水,一千余里地无山。 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

里赖通波。 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
③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

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 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

氏、安息。 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
北道。 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班固《汉书·西域传上》)

④(郑和船队)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自福

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

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有不服者则以兵慑

之。 (夏燮《明通鉴》[卷十])
问题:(1)按古代水陆交通出现的时间先后,将

上述材料排序,正确的是

A. ①②③④　 　 　 　 　 B. ①③②④
C. ③①④② D. ③②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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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记载材料②这一交通的诗文是

A. 胡曾《咏史诗·汴水》
B. 李敬方《汴河直进船》
C. 皮日休《汴河怀古》
D. 白居易《长相思·汴水流》
(3)从上述材料中找出能说明以下主题的水陆

交通。 (写序号)
古代的陆路交通:
沟通中外的交通:
人工开凿的河流:
(4)结合上述材料①②和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交

通建设起到的历史作用。
2. 活动二:地图研习。 观察《宋元时期的中外交

通地图》(《中国历史填充图册·七年级下册》),概括

这一时期中外交通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

出现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
3. 活动三:主题研究。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

哥达嘉马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嘉马。 而我则郑和

以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嘻,是岂郑君之罪也。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材料二　 在全球化贸易浪潮频频袭来之际,大明

王朝的统治者依然沿袭着开国皇帝朱元璋制定的海

禁政策,禁止人民私自出海与外国商人贸易。 在巨大

的利益诱惑下,贸易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冲击这条禁

令,东南沿海走私贸易非常兴旺。
———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结合所学知识,从上述材料中提取信息,自拟一

个论题并展开论述。 (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

证充分,价值观正确)
参考答案:
1. (1)B;(2)C;(3)①③、③④、②;(4)加强了中

央集权,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不同地区经济、文化

交流。
2. 发展状况:宋元时期中外交通有了很大发展,

陆路和海路交通范围进一步扩大。 修建了覆盖全国

的陆路交通网,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驿站。 海路交通发

达,海上贸易频繁。 主要原因:对外开放的政策,商业

繁荣,驿站发达,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等。
评分说明:本题采用 PTA 量表法,评分量表如下。

表 1

评价要求 评价要点 分值

论点
观点正确,紧扣主题 2

观点模糊,或脱离主题 0-1

论证

观点正确。 能从材料中提取信息并与

所学知识建立联系,列举 2 个或 2 个以

上具体史实进行论证;史实准确,逻辑

清晰,语言流畅

3-4

观点正确。 仅从材料中提取信息或仅

根据所学知识列举 1 个史实进行论证;

史实准确,逻辑基本清晰,语言较流畅

1-2

结论
结论明确,有升华 2

重复观点或稍做改变 0-1

　 　 解析说明:该题涉及主题来自课程标准给出的跨

学科主题学习活动设计参考示例。 立足于中国古代

史板块内容,涉及秦弛道、丝绸之路、隋朝大运河、宋
元交通、郑和下西洋、明朝私人海上贸易等知识点,结
合语文、地理、道德与法治等学科知识与技能,引导学

生梳理、概括我国古代不同时期水陆交通的建设与成

就,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 活动一

中四个设问由浅入深,层次分明。 设问(1)考查学生

对古代水陆交通时序的掌握情况,落实时空观念素

养;设问(2)“诗史互证”,推助历史与语文之互动;设
问(3)看似简单,实则是对学生历史理解的深度考

查;设问(4)要求学生通过对相关文献材料的正确解

读得出史学结论,主要考查学生阅读理解、归纳表述

能力。 地理区域的历史演变过程能反映人类活动的

历史发展过程。 活动二借助地图资料,引导学生了解

宋元时期中外交通的发展状况及其成因,探究人类社

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和规律。 文献研读与地图研习活

动,体现了历史学科的主体地位,实现了历史学习和

语文、地理、道德与法治学习方法的综合,突出了跨学

科主题学习的优势,具有学科互动融合,素养指向明

确的特点。 活动三是开放性设问,进一步升华了该学

习主题。 凡基于材料信息,论从史出、史论结合者,即
可酌情赋分。 评分采用了 PTA 量表法,既分类评价

又分层评价,将学生的表现分为论点、论证和结论三

个基本评价要素,每个评价要素分为两个水平等级,
为学生通过答题所表现的核心素养和跨学科理解达

成度提供了量规和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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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反作用

于社会存在。 文艺作品是对历史与现实的观照,再以

“中华经典名曲中的时代价值”一题为例加以说明:
【题 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北京的金山上》是由藏族民歌曲调重新填词后

流行开来的歌曲。 西藏和平解放,废除农奴制度后,
西藏各族人民过上了社会主义幸福生活。 歌中唱道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泽东思想哺育我们成

长,翻身农奴斗志昂扬,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西藏。 颂

歌献给毛主席,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歌颂中国共

产党领导,歌颂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和西藏各族人民

焕发的新精神风貌。 这类反映时代发展的歌曲,经受

历史发展的沉淀和检验,是中华经典名曲的组成

部分。
结合历史课程和音乐课程所学知识,说出一首你

熟悉的创作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华经典名曲歌名,引
用歌曲中一两句歌词,介绍该歌曲创作的历史背景,
指出其时代价值。 (仿示例完成,答案不包含《北京

的金山上》《我的祖国》)
示例

歌名:《我的祖国》。
歌词: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

的有猎枪。
历史背景: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威胁中国安全,中

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时代价值:《我的祖国》深切地表达了浓烈的爱

国主义思想,尽情地抒发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对祖

国、对家乡的无限热爱之情和英雄主义的气概,反映

了中国人民愿意热情地同世界各国人民友好交往,以
及对列强侵略坚决反击的决心。

评分说明:本题采用 SOLO 分类评价法,评分量

表如表 2 所示。
解析说明:该题是对历史学科“史料实证”“家国

情怀”素养和艺术学科“文化理解”素养的深度考查,
蕴含了鲜明的价值导向,其主题整合了历史课程与音

乐课程内容,时空限定在中国现代史,具有综合性、开
放性和探究性的特点。 学生不仅要熟记中华经典名

曲的歌名、歌词,还要掌握歌曲创作的时间、背景、内
涵和时代价值。 从测评结果来看,学生的跨学科素养

明显不足,出错的情况五花八门, 可以看出学生以往

表 2

等级 等级描述 分值

水平 5

抽象拓展层次

名曲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歌名、歌词正确,历史背景、时

代价值阐述充分,表达清晰、论证

严密

6-8

水平 4

关联结构层次

名曲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歌名、歌词基本正确,历史背

景、时代价值阐述较充分,表达较

清晰

4-6

水平 3

多点结构层次

名曲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歌名、歌词、历史背景和时代价

值部分正确或部分关联正确

2-4

水平 2

单点结构层次

名曲不是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歌名、歌词、历史背景和时

代价值部分正确或部分关联正确

1-2

水平 1

前结构层次

没有应答;应答与“中华经典名曲

与时代价值” 主题无关;仅抄写

材料

0

的历史学科和音乐学科的学习是割裂的。 究其原因,
在音乐学科教学中,教师通常只注重对歌曲乐理知识

和演唱技能的培养,疏于对歌曲创作背景、主题内涵

和时代价值的充分解读;历史教师往往只是将歌曲作

为相关课程内容的导入、说明或补充的材料。 该题是

一道成功的跨学科试题,能充分发挥历史课程、音乐

课程的综合育人功能,增进学生的文化理解、家国情

怀。 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试题的命制以主题为统领,以
情境为载体,以素养为锚点,构建两门学科的内在联

系,体现了学科之间的融合。 该题评分采用了 SOLO
分层评价法,可以准确测量个性发展倾向与水平的对

应,能对学生根据自己的知识掌握程度、对试题的理

解水平、对问题的解决能力与核心素养的达成度给出

的答案进行恰当的评判。
二、跨学科试题应关注现实情境,探究真实问题

相对于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六大板块内容,跨学

科主题学习更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和综合探究

能力的提升,学习活动要“注重历史与现实的关系,
以学生的自主性、合作性、探究性学习为主,促使学生

将学科知识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联系起来”;探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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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具有一定开放性和延伸性,提倡深度学习、项目

式学习和课题式学习”;活动情境的设计要“关注现

实情境,从身边入手,从现实入手,探究真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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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
芳《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中的跨学科主题学习内

容解读》)。 跨学科试题的命制基于跨学科主题学

习,应取材生活、回归生活,创设历史语境,还原历

史真实。 以“鹏城古迹·深圳家谱”项目式学习为

例加以说明:
【题 3】珠江潮起正当时,湾区建设敢为先。 深圳

某中学历史社团开展“鹏城古迹·深圳家谱”项目式

学习活动。
材料 　 大鹏营勇士抗击外辱,赤湾炮台守御海

疆,中英街时刻警醒:勿忘国耻;中共宝安一大点燃革

命火种,东纵将士抗日救亡;蛇口一声炮响,深圳开启

新征程;地王大厦展现深圳速度,莲花山顶缅怀伟人;
南岭奇迹,蛇口拓荒;大湾区宏伟蓝图,尽在大潮起

珠江。
　 　 表 3

①大鹏所城

(大鹏新区)

②蛇口博物馆

(南山区)

③东江纵队纪念馆

(坪山区)

④莲花山公园

(福田区)

始建于明朝,是保存较为完整

的明清海防卫所。 大鹏营在

鸦片战争中英勇抗 击 英 军

侵略

以“高举一面旗,闯出一条路”

这条展览线索,展现蛇口解放

思想、改革开放 40 年发展历程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

队,是抗日战争时期开辟华南

战场,坚持华南抗战的主力部

队之一

主峰之巅矗立着邓小平铜像,

见证了深圳的巨大变化,是中

华民族改革开放的精神图腾

⑤甘坑客家小镇

(龙岗区)

⑥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龙华区)

⑦观澜版画村

(龙华区)

⑧赤湾左炮台

(南山区)

客家古村落,起源于明清时

期。 围屋、土楼古香古色,市

集庙会,民俗街区,百货聚集,

美轮美奂

以建立抗日武装队伍、文化精

英香江蒙难、深入敌后秘密营

救、安全护送到后方等篇章展

现中华文化名人大营救事件

这里有碉楼古井、水塘宗祠、

客家排屋、农田花海、版画工

坊。 客家文化源远流长

赤湾鹰嘴山上,一座古炮台伫

立其上,雄视着珠江口,是鸦

片战争时期主要的海上屏障

　 　 搜集资料,规划路线

(1)依据材料和所学知识,将表 3 中的八个考察地

点,填入以下深圳政区分布示意图中的相应政区内。

深圳政区分布示意图

实地考察,主题研究

(2)从以下主题中任选一个,并选取两个相关考

察地点,分别说明考察地点与主题的关系。 (仿照示

例完成)
主题 1:民俗文化;主题 2:抗日救亡;主题 3:思想

解放。

示例

表 4

主题 考察地点 关系说明

近代

早期

民族

抗争

①

大鹏营在鸦片战争中英勇抗击英军侵略,

见证了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 礼敬英雄

人物,古城镇海疆,我辈续华章

⑧

锈迹斑斑的炮管是反英斗争的印迹,承载

中华民族那段屈辱历史的左炮台,时刻警

醒国人,勿忘历史,振兴中华

　 　 感悟文化,推广宣传

(3)依据材料和考察内容,任选一处考察地点,
设计一个 LOGO(徽标),并阐明其中的历史价值和文

化内涵。
调查分析,提升认识

文化资源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 为开展探究,
该历史社团设计了《深圳历史文化古迹宣传与保护情

况调查表》(下页表 5),并组织了一次社会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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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序号 调查题目

调查结果

是

(了解)

否

(不清楚)

①
您是否深入了解过深圳部分文化

古迹的历史背景、主题内容
23. 89% 76. 11%

②
深圳对历史文化景点的宣传是否

吸引您和身边的人前往参观
41. 10% 58. 90%

③
您是否有过在历史文化景区乱丢

垃圾或乱涂乱画的不当行为
74. 12% 25. 88%

④
您是否会及时制止或举报身边破

坏历史遗址遗迹的行为
11. 43% 88. 57%

⑤
您是否通过朋友圈、转发新闻等方

式介绍过深圳文化景点
37. 12% 62. 88%

⑥
您是否会以深圳乡土文化为主题

进行文学、绘画等形式的创作
28. 44% 71. 56%

⑦
您了解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开发

相关的法律法规吗
9. 76% 90. 24%

⑧

　 　 (4)请你在表 5 中的⑧处再设计一道调查题目。
该社团同学对调查结果进行分类,分析深圳历史文化

古迹宣传与保护的现状。 请写出其中两条结论填在

下表中。 (温馨提示:可以按照问题分类—数据分

析—得出结论的方法来思考)
表 6

调查内容(填序号) 相关结论

示例 ③ 历史文化古迹保护意识淡薄

1

2

　 　 解析说明:此题以“鹏城古迹·深圳家谱”为主

题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的独特价值和突出优势,深植家国情怀。 以学生

耳熟能详的深圳本土文化古迹、历史遗址遗迹、博物

馆、纪念馆等创设情境,明确“规划路线”“主题研究”
“推广宣传”“调查分析”等具体任务,提出相应的序

列化探究问题,构建学科间的有机联系,旨在引导学

生学会搜集、整理、分析、综合材料,形成自己的看法,
运用史料解释历史。 该题注重了学科知识与生活实

际的联系,营造基于历史学科又主动跨界的学习情

境,考查学生综合运用地理、历史、艺术、道德与法治

等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对自己身边的历史遗存或调查

信息进行综合探究,感受社会生活的历史变迁,解决

生活实际问题,形成共通性素养。 设问(1)以匹配的

形式考查历史学科的“时空观念”素养和地理学科的

“区域认知”素养,有助于学生通过地理空间观念来

增强历史时空感,推动学习与生活的互动。 设问(2)
对学生“史料实证” “历史解释”进行中度考查,学生

要在真正学会提取、处理材料信息的基础上,形成重

证据的意识。 设问(3)考查的是历史学科“历史解

释”素养与艺术学科“艺术表现”“创意实践”“文化理

解”素养,这些素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文创作品式

的设问虽然大大提高了教师批阅的难度,但其跨学科

的灵动形式非常契合开放性考试理念。 设问(4)以

深圳历史文化古迹的宣传与保护作为切入点,将知识

学习与社会调查有机结合起来,考查学生社会调查的

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探究性任务驱动学生从公民个

人与国家政府的角度思考问题,通过“分类整理数

据—分析数据—得出结论”的思维过程来掌握问卷

调查的社会研究方法;此问考查历史学科“家国情

怀”素养和道德与法治学科“政治认同” “责任意识”
“道德修养”素养,有助于增强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祖

国的情感,强化文化认同。 总之,这道试题情境取材

来自学生真实的生活,基于考察和探究活动,考查学

生研究历史的技能与跨学科的理解。
在稳步落实新课程、新课标的背景下,义务教育

阶段历史学科跨学科主题学习无论是活动设计还是

试题命制,都要以主题为统领,立足历史学科本位,注
重学科融合,以现实情境为载体,探究真实问题,指向

核心素养。 时代对教育教学提出新要求,一线教师或

可大有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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