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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研究】

跨界学习的课堂教学样态与策略

叶蓓蓓， 侯艳芳

（广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４）

【摘　 要】 跨界学习是学习者构建综合知识体系与生成灵活运用能力的重要方式。 跨界学习的课

堂主要着眼于教学目标的适切性、 立足于教学实践的主体性、 依托于教学内容的融通性与教学空间的

多维性。 教育者可从以下方面提升跨界教学的质量， 促进学习者能力的综合发展： 夯实教学知识， 关

注学习者发展； 拓宽教学视野， 加强知识融通； 整合教学资源， 延伸课堂教学； 引导深度思考， 发展

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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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强调发挥课堂作

为教学的主阵地作用， 鼓励开展综合化的学科课

程教学， 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人才［１］。 同时， 知

识的联系日益紧密也要求学习者具备整体性知识

和灵活运用知识的能力。 但研究发现， 我国课堂

教学仍以分科教学为主、 教学结构不合理， 教学

过程未能充分体现学习者的主体性与互动性， 不

利于学习者构建综合知识框架与综合运用知识，
影响学生核心素养的生成［２］。 而 “跨界学习” 的

提出， 有助于改变这一现状。 跨界学习能够将现

有的各种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立足不同领域、 不

同学习、 不同文化的交叉点迸发出非凡的创新思

维［３］， 强调学习者将知识相互贯通， 能够创造

性地综合运用。 由此可见， 跨界学习是促进学

习者综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研究者有必要进一

步深入研究跨界学习理论对课堂教学的适应性

实践， 以期促进学习者综合运用知识能力及核

心素养的生成。

一、 跨界学习的内涵本质

客观世界具有不可分割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关于世界的知识也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 从整

个历史发展来看， 知识是一个不断分化又不断综

合的过程。 而学习是学习者通过自身活动获得更

高层次的生产组合、 自我更正或者平衡化的自动

调节过程［４］。 显然， 在课堂场域中， 学习的发生

需要学习者具备持续主动地调节、 归纳、 整合、
运用已掌握的知识， 以寻求新旧知识的融合点来

发展认知能力， 这更是核心素养的要求。 囿于传

统知识观， 课堂教学异化为以浅层知识的积累为

主， 不利于知识运用与创新思维的生成［５］。 跨界

学习的课堂提供了学习者迁移与运用知识的空间，
是学习者发现自我优势的摇篮。 关于跨界学习，
不同学者有不同界定： 有研究者将跨界学习看作

打破不同学科、 不同文化的壁垒， 跨出边界寻求

多元素交叉的知识整合［６］。 而有研究者认为跨界

学习就是跨越边界的学习， 包括学习方式与学习

思路的创新［７］。 还有研究者认为跨界学习更包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