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运
用，是当前教育改革中的一个重要趋势。这种教
学方式旨在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以下
是对义务教育阶段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
教学中运用的分析：

一、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用意义
1.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跨学科教学能够打破

学科壁垒，促进学科间的知识流动和融合，有助于
学生形成全面的知识体系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 增强学习兴趣：通过将语文、历史、劳动、心
理健康等学科的教学内容融入道德与法治课程，
可以使原本枯燥乏味的道德与法治课程变得生动
有趣，从而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3.培养批判性思维：跨学科教学鼓励学生从多个
角度思考问题，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二、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用方式
1. 教学内容整合：在教学设计中，教师可以将语

文、历史、劳动、心理健康等学科的教学内容与道德
与法治课程相结
合，开展主题式教
学活动。例如，以

“国家好 大家才会好”为主题，引导学生探讨国家与
个人的关系，培养学生的国家意识和责任感。

2. 教学方法创新：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
手段，如情境教学、项目式学习、合作学习等，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利用智慧课堂
技术辅助教学，提高教学效果。

3.实践活动设计：结合社会实际和学生生活经验，设
计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掌握道德与法治知识。

三、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用
案例分析

1. 单元整合促想象：以统编版二年级（下册）第
八单元“世界之初”为例，通过引发学生展开想象思
考和表达，融入道德与法治中的“坚持”要素，让学
生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进一步学习《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并讨论个人和企业在环境
保护方面的责任，达到单元整合课堂效果。

2. 语文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用：在
道德与法治课堂中引入语文知识，利用诗歌来表
达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例如，学习毛泽东的《沁

园春·雪》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其中蕴含的爱国
情怀和法治精神。可以举办一次以“法治与情感”
为主题的诗歌朗诵会，鼓励学生创作或选择与主
题相关的诗歌进行朗诵。

3.初中化学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

用：在讲解“违法行为及其后果”时，教师可以引入
化学反应的概念。例如，将违法行为比作一种“反
应物”，而法律制裁则是该行为的“产物”。通过这
种方式，学生可以更直观地理解违法行为必然导
致法律后果的道理。

4.初中历史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运

用：在讲解“社会生活讲道德”一课时，教师可以引入“季
布一诺”的历史典故。汉朝人季布以诚实守信著称，
当时甚至流传着“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的谚
语。让学生认识到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

5.劳动教育与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的融合：
通过实际的劳动经历，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和职
业道德。例如，在参与学校食堂的帮厨工作时，教

师可以强调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作为食品制
作者应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

四、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中的运用
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1. 教师专业素养提升：跨学科教学需要教师
具备更广泛的知识储备和更高的专业素养。因
此，学校应该加强对教师的专业培训和支持，提高
教师的跨学科教学能力。

2. 政策支持与制度保障：政府和教育部门应
该出台相关政策和制度，鼓励和支持跨学科教学
的实施和发展。同时，建立有效的评价机制和激
励机制，推动跨学科教学的深入开展。

3. 资源整合与共享：学校应该加大对教学资
源的投入力度，为教师提供多样化的教学资源和
工具。同时，教师也应该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教
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和形式。

综上所述，跨学科知识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的运
用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通过合理的教学内容整合、教
学方法创新以及实践活动的设计和应用，可以有效提升
学生的综合素养和学习兴趣。然而，跨学科教学也面临
着一些挑战和困难，需要教师、学校、政府和教育部门的共
同努力和支持。（庐江县冶父山镇魏岗学校张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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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部署进一步加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
笔者10月25日从教育部获悉，为加大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力度，传承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部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通知》，明确培

养学生掌握正确的书写坐姿和执笔姿势、培

养学生正确掌握规范汉字的字形和书写技

能、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汉字蕴含的历史文化

价值等目标。

通知提出八方面任务措施，包括：培养

良好书写习惯，助力预防和矫正学生“脊柱

侧弯”和“小眼镜”；提高规范书写水平，培

养学生逐步学会书写正楷字和规范、通行的

行楷字，不断提高书写质量和速度；传承优

秀汉字文化，培养学生感悟汉字的文化内

涵；统筹发挥一、二课堂作用，鼓励多种形式

加强规范汉字书写教育；规范校园用字，将

规范汉字书写教育融入校园文化建设；发挥

教师表率作用，倡导学校广泛开展“三笔字”

教师基本功比赛，将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纳入

教师培训；增强数字赋能，探索数字化技术

手段赋能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的新模式；建立

科学评价机制，鼓励将规范汉字书写纳入有

关考核评价内容等。

通知指出，当前中小学生书写姿势不标

准、笔画笔顺不规范、非纸笔化书写导致书写

能力弱化等现象较普遍。地方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要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在政策、经费、项目

等方面给予支持，指导支持中小学校根据学生

身体发育情况，确保桌椅、采光照明等符合有

关要求。各地各校要多措并举，逐步解决规范

汉字书写师资不足问题。

（胡梦雪）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中小学开展

劳动教育的重要节点。近日，江苏南京、无

锡等地学校和青岛市市南区总工会，就利

用秋天这个特殊时节开展劳动教育，或参

观现代农业产业园，让学生亲身体验收割

水稻的过程，或把劳模工匠请进校园，帮助

学生理解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

神。通过各项活动，学生的精神世界得到

洗礼，他们也切实感受到劳动最光荣、劳动

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开展中

小学劳动教育，金秋正当时。

在金秋时节应该怎样开展劳动教育

呢？目前，主要有“请进来”和“走出去”两

种形式。所谓“请进来”，就是邀请劳动教

育领域专家学者或者大国工匠、能工巧匠、

劳动模范进校园，向学生讲授劳动技能、弘

扬劳动精神。所谓“走出去”，就是把学生

带出校园，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或者劳动

教育基地，参观或者参与生产实践活动。

实践证明，这些方法、形式都是有效的，考

虑到秋天在农业生产中的特殊意义，学校

可以围绕农业生产做文章，提升金秋时节

劳动教育的时效性。在“请进来”时，可以

邀请农业专家、农业生产劳作能手进校园，

给学生分享农耕文明文化或农业生产技

能，使学生懂得农民生产劳作对国家发展

的重要意义。在“走出去”时，有条件的可

以带学生到农民秋收的现场，让学生近距

离观察农民秋收的过程，或者适度参与到

秋收中；也可以带学生到“生态农场”等耕

读教育基地，让学生体验传统农耕之美、劳

动之形；还可以带学生参观高科技现代农

场，让学生体验高新技术劳动带给农业产

业的助推作用，加深学生对高新技术劳动、

创造性劳动的认识。无论“请进来”还是

“走出去”，都要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

重劳动、热爱劳动，弘扬劳动精神，帮助学

生形成科学的劳动观。

当然，劳动教育也不必囿于农业生产劳

动，工厂劳动、家庭劳动、校园劳动、社会服

务皆可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 （李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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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数字化终身学习国际会

议在上海举行，全球数字化终身学习联

盟在会上正式成立。

本次会议以“开放、智能、创造”为核

心理念，聚焦人工智能、元宇宙等先进技

术在终身学习领域的融合应用，吸引来

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百位专家学

者和行业领军人物齐聚一堂，共谋教育

数字化转型大计。

会议期间，全球数字化终身学习联

盟正式启动，18家来自全球各地的联盟

单位将通过国际间的紧密合作与资源共

享，共同致力于推动开放教育与终身学

习的广泛应用与创新发展，为全球范围

内教育公平与包容性的提升贡献力量。

会上，上海开放大学发布了开放学

习元宇宙最新场景以及基于智能体的教

学应用AI助手。会议还围绕“人工智能

赋能终身学习的技术与实践”“融合数智

技术的创新创造教育”和“数字化赋能老

年教育”三大主题，开展平行会议高水平

研讨。数字化教学场景展与数字化终身

教育主题展同期举行。

本次会议由上海开放大学携手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教育信息技术研究所共

同主办。 （任朝霞）

全球数字化终身学习联盟在上海成立

近日，2024年北京市数字教育工作

推进会在京举行，《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

智能应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在会

上正式发布，明确人工智能在北京教育

领域应用规范，指导学校、师生稳妥有序

地开展应用实践。

根据北京市教委等四部门近日发布

的《北京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工作

方案》，2025年，北京将完成教育领域人

工智能试点应用场景建设，在大中小学

普遍开展人工智能场景应用；到 2027

年，全市教育领域人工智能规模化、系统

化、常态化应用的格局基本成型。

《指南》明确以“智”助教、以“智”助

学、以“智”助评、以“智”助育、以“智”助

研、以“智”助管等六大重点应用领域，全

面涵盖人工智能在学校教育中所有关键

应用层面的29个典型场景，以确保人工

智能技术在教学、管理、科研等各个环节

中充分发挥作用，为教育工作者提供明

确的操作框架。

《指南》还引导学校利用人工智能构

建面向师生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在智能

阅读、智能体育训练、个性化心理支持等

方面开展实践探索，积极构建新型智能

教研生态，实现多模态、全景式、动态化

的校园智能化管理。 （施剑松）

北京发布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指南

勤俭节约勤俭节约 从小做起从小做起

10月28日，在合肥

市庐阳区林店街道双

岗幼儿园教育集团逍

然居分园，老师正在带

领小朋友利用废旧物

品制作装饰品。当日，

林店街道联合幼儿园

开展“勤俭节约从小做

起”主题教育活动，引

导幼儿从小养成勤俭

节约的好习惯。

赵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