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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下的跨学科教学指的是将某一学科作为核心学科，在对该学科的教

学中融入其他学科中与之相关联的内容，综合不同学科的内容来开展教学，实
现学科与学科之间的贯通。 与传统的单学科教学相比，跨学科教学有着更强的

综合性，教师可以通过开展跨学科教学来引导学生展开对某一特定知识主题的

多角度思考。 站在这一视角，跨学科教学之于全面发展型人才培养能产生的积

极影响也更多地展现了出来。 本文主要围绕新课标下高中历史跨学科教学展

开，分别以思辨、变迁和文化作为立足点，对高中历史与政治、地理、语文学科的

跨学科教学进行探究。
一、以思辨为立足点，推进高中历史与政治的跨学科教学

在对历史学科的研究中，对政治层面历史变迁的研究是主要内容之一。 历

史学科与政治学科之间有着“政史不分家”的说法，尤其在高中阶段，高中历史

与高中思想政治的共通点主要存在于理论思想层面。 那么，高中历史教师在推

进高中历史与高中思想政治的跨学科教学时，就需要以思辨为立足点，先立足

理论思想来设计合适的思辨主题，再导入与之相关的史料来帮助学生完成对思

辨主题的深度解析。
以统编版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下）》第五单元《工业革命与马克思主

义的诞生》的教学为例。 这一单元主要探究的是工业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其中

工业革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节点，关联着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

变革，马克思主义则是思想政治学科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关联着哲学、政治、经
济等多个领域。 所以，在高中历史与高中思想政治的跨学科教学中，教师就可

以为学生设计思辨主题：是工业革命的兴起带来了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的诞生带来了工业革命？ 在设计好了思辨主题后，教师就可以让学生以小组为

单位，结合相关的历史材料来确立并说明自己的观点与看法。 学生在此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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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阶级格局的变化与理论思想体系的诞生之间存在何种关系”这一问题

展开探究时，不仅能够更好地把握历史层面上工业革命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造成

的影响，还能够更好地理解思想政治层面上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体系的形成对

社会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二、以变迁为立足点，推进高中历史与地理的跨学科教学

高中历史学科教学主要涵盖两部内容，一个是中国史，另一个是世界史，而
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划分主要是以地理位置为依据。 中国史探究的是从古至今

在中国这一地域范围内的历史发展，世界史探究的是中国以外的世界整体的历

史发展。 因此，历史学科与地理学科也从来都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 而在高中

历史与高中地理的跨学科教学中，教师就需要以变迁作为立足点，基于对学生

历史时空观念的培养，结合不同历史时期各个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在历史发

展过程中各个国家地理疆域的变化来设计教学内容，让学生能够结合中国及世

界的版图来更好地把握一些关键历史事件的前因和后果。
三、以文化为立足点，推进高中历史与语文的跨学科教学

语文是一门人文学科，高中语文学科涵盖了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学作品，而
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不仅有着极高的文学研究价值，也有着极高的历史研究价

值，这就为高中历史学科与高中语文学科的跨学科教学提供了便利。 而在新课

标下推进高中历史与高中语文的跨学科教学时，教师就需要以文化作为立足

点，一方面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制度和经济发展来探究文学创作的高峰期

和低谷期，另一方面结合一个时期内的文学作品在内容与情感基调上的共性来

印证这一历史时期的社会现象。 除此以外，部分文学作品实际上也被纳入了史

料的范畴，那么在历史与语文的跨学科教学中教师就可以站在史料的角度，结
合语文课文来引导学生展开更全面的历史探究。

四、结语

总而言之，基于跨学科教学理念将高中历史学科与其他基础学科进行有机

融合，既能够满足新课标下课堂教学改革的实际需要，又能够满足新时代下学

生全面发展的实际需要，是教师落实复合型人才培养的一条有效路径。 而在高

中历史课堂上的跨学科教学实践中，教师还需要从历史学科的基础特征出发，
在历史学科与政治、地理、语文等关联学科之间建立起一种更为密切的联系，同
时再从其他关联学科的基础特征出发，为高中历史与各关联学科建构适配性更

高的跨学科教学方法，助力学生实现综合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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