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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新课标背景，结合CiteSpace软件对跨学科主题研究的前沿热点、发展进程、研究群体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研究热点缺少新课标新理念视角；发展进程可划分为萌芽、发展、成熟三个阶段；尚未形成一

个相关领域核心研究者，研究机构缺少协同合作，呈“广且向东、中部集中”的分布模式。最后基于上

述分析，从研究者角度提出跨学科主题学习研究的建议：研读新课标，把握跨学科主题学习本质；践行

新理念，转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开发新资源，深化跨学科主题学习协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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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rontier hot 
spots,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research group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research based on Ci-
teSpace softwa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hotspots lack the perspective of new cur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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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um standards and new concept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germination, development and maturity; a core researcher in a related field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lack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showing a distribution pat-
tern of “broad and concentrated to the east and center”.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sug-
gestio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learning research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ers: study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grasp the essence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e 
learning; implement new concepts and transform learning outcomes on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develop new resources to deepe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o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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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跨学科主题研究的背景与意义 

跨学科的研究与实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跨学科主题学习有助于帮助学生获取和创造知识，

同时培养其批判和应用知识的能力，提升创新能力，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另外，《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也要求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社会生活的联系，强化学科内知识整

合，统筹设计综合课程和跨学科主题学习 [1]。在课时安排上，新课标要求每门学科不少于 10%课时的跨

学科主题学习，综合实践活动中需设置跨学科研究性学习 [1]。其目的在于加强综合课程建设，完善综合

课程科目设置，注重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综合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跨学科主题教学中强化课

程协同育人功能。 
时代层面，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也引发了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面对信息技术时代日新月

异的海量知识，更突显跨学科科学家、多样化人才的需求。跨学科主题学习的开展，是各国人才培养的

战略选择。因此，基于新课标新理念对跨学科主题学习的研究恰逢其时，且意义深远。 

2. 新课标背景下跨学科主题学习内涵 

跨学科主题学习是《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 [1]提出的新内容。从定义来看，主

要是指基于学生的素养发展需求，围绕某一研究主题，以本学科课程内容为主干，运用并整合其他学科

的知识与方法，开展综合学习的一种方式 [2]  [3]。新课标强调协同育人价值，改变学习方式，促进全面发

展。“跨学科”应当重视加强学科联系，侧重资源整合、认知升级，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提升

综合能力，培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3. 跨学科主题学习现状研究 

基于 CiteSpace 软件 [4]进行信息可视化分析，针对“跨学科”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突现词、作者、

研究机构等进行图谱分析，研究其热点、发展进程与研究群体。研究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

采取高级检索的形式以“跨学科”为主题，相似主题如“学科交叉”“学科融合”“课程统整”不予选

择，选择中等教育学科领域，来源于 SCI、EI、北大核心、CSSCI、CSCD、AMI 等影响因子较大的学术

期刊 406 篇，学位论文 485 篇，共计 891 篇(1994 年 1 月~2023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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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热点缺少新课标新理念视角 

首先，对关键词进行分析。近年来，跨学科的研究进程不断演化。为了进一步分析和把握跨学科研

究热点的发展进程，结合关键词是论文研究主题的高度凝练与代表的功能，利用 CiteSpace 信息分析软件

选择 Node Types 中的 Keyword，Time Slicing 为 1994~2023，使用 Clustering 功能对关键词进行聚类。聚

类结果见图 1，模块值 Modularity Q 为 0.7151 > 0.3，表明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其值越大结构越显著；

平均轮廓值 S = 0.9079 > 0.5，表明聚类效果合理。同时，绘制 Timelines 视图(见图 1)，该视图将跨学科研

究的相同聚类的文献置于同一水平线之下，可以清晰显示各个聚类之间的关系和聚类中文献的时间跨度。 
 

 

 
Figure 1. Keyword clustering results and Timelines view 
图 1. 关键词聚类结果及 Timelines 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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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相关文献的关键词的 11 个聚类分别为：跨学科、核心素养、教学设计、学科课程、学科

教学、中小学、比较研究、学科知识、社会科、高中历史、综合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当前研究

的热点与中心问题。一是跨学科与核心素养、教学设计、中小学、比较研究联系较紧密，体现当前中学

教育针对跨学科研究重点关注的层面在于核心素养的培养，重视教学设计创新，以及通过比较研究汲取

中外跨学科教育的良好经验；二是社会科体现跨学科向社会学科、新兴学科交叉转移的倾向；三是高中

历史，说明当前高中历史科目对跨学科的研究，较其他学科发展超前，体系较完善；四是学科教学、学

科知识、综合能力聚类体现当前研究也关注的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致力于通过跨学科教育培养综合

能力，贯彻“以人为本”的新理念，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全面发展”，契合国家对创新型人才、综

合型人才、多样化人才培养的需要，有助于推动现代化教育强国的建设。上述聚类中，跨学科研究热点

重点包含了课程标准强调的核心素养的培养，体现育人理念的贯彻与渗透，但并未显示新课标或新理念

的聚类，说明当前跨学科主题研究缺乏新课标、新理念视角。通过中国知网同时以“跨学科”和“新课

标”为主题进行检索，零星的检索结果也验证此观点的可靠性。跨学科主题研究作为新的探索内容，紧

紧围绕新课标要求，贯彻新理念才能把握跨学科主题学习与教学的本质，以免研究误入歧途、走向形式

化。 

3.2. 发展进程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 

 
Figure 2. Results of emergent word analysis 
图 2. 突现词分析结果 

 

对突现词进行分析。突变词是指在短期内频次发生显著变化的关键词，突变词分析可以判定某一领

域研究的发展趋势，可以分析研究的阶段跌进以及每个阶段研究的热点问题。利用 CiteSpace 软件可以得

出跨学科关键词突现情况信息(见图 2)：关键词“跨学科”突现强度最大，为 6.26，其次为“课程建设”、

“美国”与“新工科”，强度分别为 3.59、3.29、3.16。它们的突现年份分别始于 2020、2008、2021 年，

随后呈不断上升的发展趋势。从突现词出现的时间来看，研究热度主要集中于近三年，跨学科的研究与

国家政策精神保持高度一致，课程标准对跨学科学习的明确要求，吸引众多学者积极投入思考与研究，

体现课程标准的导向作用。从突现词的内容来看，跨学科重视课程建设、重视借鉴学习美国先进思想与

模式，且有转向新文科、新工科发展的趋势，课程体系建设也是近年的热点。 
结合突现词与关键词聚类 Timelines 视图呈现的脉络，可以将跨学科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萌芽阶段

(1994~2008 年)。中等教育学科最早思考跨学科主题的学者可追溯至 1994 年，华东师范大学课程教材教

法研究所的张孔义面向 21 世纪人才培养的需要，提出发展与跨学科学校模式，以教学思想转变和跨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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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为显著特征 [5]。此后陆续有学者在中学教育学科开展相关研究，虽然未成规模与气候，但是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发展阶段(2008~2020 年)。跨学科的重要性开始被重视，针对中外跨学科的比较研究逐渐产

生，以借鉴美国中小学跨学科课程及模式居多，聚类 0 跨学科相关研究的文章数量迎来飞跃，此后随着

跨学科成为热点话题，相关研究日益增多，研究质量逐渐提高。成熟阶段(2020~2023 年)。社会形势的变

化、复合型人才的需要、国家政策促使跨学科研究广泛、迅速、全面地开展。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

数学课程标准(2017 版)》在学业质量水平三、逻辑推理核心素养水平三中均明确提出要求“能够合理地

运用数学语言和思维进行跨学科的表达与交流”。2022 年 4 月《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发行，

对跨学科主题教学提出具体课时要求、主题学习要求、综合实践活动要求，未来相关研究势必将继续深

入，迎来新的研究高峰。 

3.3. 研究主题分散 

对文献作者进行分析发现，研究主题分散，未形成跨学科主题核心研究者(见图 3)。文献中文献数量

最多的作者为王树宏，有四篇文献，其次是徐斌艳、占小红、唐晓勇、李健、李春密各有三篇文献。来

自小学、华东师范大学、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以上作者可代表各级各类教

育研究者在新课标、新理念导向下对跨学科主题的广泛探讨，对跨学科主题重要性的共识，对跨学科研

究的积极响应。另外有 40 位作者有两篇相关文献，只有一篇文献的作者占 65%，研究者范围广泛，但相

互之间关联性不强，缺乏合作，领域核心研究者暂不够突出，说明缺少较为稳定成熟的研究者群体。 
 

 
Figure 3. View of literature authorship analysis 
图 3. 文献作者分析视图 

3.4. 研究机构呈“广且向东、中部集中”的分布模式 

对研究机构进行分析(见图 4)。圆圈的大小表示文章频次，高等院校对跨学科主题关注度较高，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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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尤其是部属师范院校的研究结果较瞩目。众多一线教师也积极参与研究，从真实课堂情境出

发提出真知灼见，反馈师生共同新生，指明跨学科教学误区与实施困境。在分布上，研究机构总体分布

广阔，东西南北中的高校均参与研究，但是中部与东部地区的相关研究成果集中，这也与我国教育资源

的分布有关。在教育资源较发达地区，学者对前沿问题、热点问题更为敏感，更有精力，先行研究有利

于带动整体范围的研究。但是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缺乏合作的情况，即使地理位置处于同城市同区域、或

同一高校的不同研究机构间，缺乏沟通，应当重视资源整合，协同地域优势、空间优势群策群力共同开

发，提高研究的数量与质量、深度与广度。 
 

 
Figure 4. View of research institution analysis 
图 4. 研究机构分析视图 

4. 新课标背景下跨学科主题学习研究建议 

维果茨基提出教学要走在发展前面，关注学生潜在的、通过自身努力后可达到的发展水平，而非当

前发展水平。对于研究者的教研能力的“最近发展区”，即为现有的教研能力水平与可能的教研能力水

平之间的差异，应当激励教育研究者主动、积极提升教研能力达到潜在水平。教研能力影响教学深度与

教学水准，教研应当走在教学前面，再在教学实施中接收反馈，二者相辅相成。因此，基于此观点与新

课标背景，结合跨学科主题学习现状对教育研究者提出以下教研建议： 
1) 研读新课标，把握跨学科主题学习本质。当前跨学科主题学习研究开展地如火如荼，中等教育领

域开展的相关研究关注核心素养重视教学设计，但缺乏面向新课标的研究视角，存在本质理解把握不精

准，研究浮于表面化形式化等问题 [6]。为了规避误区，全体教育研究者应当对新课标进行准确、深入、

细致的研读，教研员通过讲座分享、线上视频等方式对课程标准进行解读，同一线教师、高校学者、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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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生对新课标的理解、困惑融合，形成整体研读新课标的氛围，把握新课标的育人导向、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设置目标、发展水平要求，把握跨学科主题研究本质。 
2) 践行新理念，转化跨学科主题学习成果。课程理念始终坚持“以人为本”，以“促进学生发展，

培养社会主义人才”为宗旨。针对跨学科研究热点集中于理论成果、欠缺实证研究的问题，应当关注新

理念的践行，把跨学科主题学习落到实处，搭建好跨学科主题学习的课程框架、教学模式，实现研究成

果从理论上到实践上、从书本上到课堂上的转化，使其在真实课堂情境中“落地生根”，让学生能够感

悟学科间的普遍联系，不被学科壁垒束缚思维与创新。同时教育研究者要重视跨学科主题学习研究的评

价，以生为本，结合新课标要求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反馈教研的功能。 
3) 开发新资源，深化跨学科主题学习协作研究。教育研究者应整合资源，开发新课标之外的跨学科

资源，加强中外跨学科比较研究，从中汲取良好经验，学习资源开发策略。针对研究缺乏合作交流的现

状，应当加强大中小学一体化研究，深化协作研究。高校走在研究前沿，开拓理论上的创新，一线教师

具备实验条件与能力，二者有机结合才能促进教学研融合，实现跨学科主题学习设置的育人初衷。地方

教研部门应加强组织建设，统筹和规划区域教研活动，协调各方资源，优化组织形式，促进分享交流，

最大化实现跨学科资源的开发。 
总之，对跨学科的研究也不应只停留在应用研究上，对跨学科能力评估机制、实践评价、成果转化

等的研究，还有着广阔的前景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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