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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junior high school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from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Firstly, the design principles of integrated teaching were proposed, including basing on the disciplinary 
foundation, emphasizing the connection of knowledg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differences among students. Secondly, the practical 
paths of integrated teaching are expounded, including achieving the integration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hrough concept 
infiltration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students.	By	leveraging	model	construction	and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d	deduction,	it	helps	
students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And through application expansion,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of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This practical exploration aims to cultivate students’ interdisciplinary thinking and innovation ability,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ir futur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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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视角下初中数学与物理整合教学的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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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探讨了跨学科视角下初中数学与物理整合教学的实践探索。首先，提出了整合教学的设计原则，包括立足学科基础、
强调知识关联以及注重学生差异。其次，阐述了整合教学的实践路径，包括通过概念渗透实现数理相融，为学生打下坚实
基础；利用模型构建与数算推演，助力学生深入理解；以及通过应用拓展，促进数学与物理的协同创新。这一实践探索旨
在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与创新能力，为未来的学习与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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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科教学越来越注重培养学

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思维。数学与物理作为自然科学的基础

学科，在培养学生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然而，传统的教学方式往往将数学与物理分割开

来，使得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形成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因 

此，探索初中数学与物理的整合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初中数学与物理整合教学的设计原则

2.1 立足学科基础
跨学科教学设计是现代教育领域中一种创新且富有成

效的教学模式，它强调不同学科之间的融合与渗透，旨在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和跨学科思维能力。然而，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必须首先确保数学和物理这两门核心学科知识的准确

传达与深刻理解。数学作为一门基础学科，其严谨的逻辑体

系、精确的计算方法和广泛的应用领域，为学生提供了理性

思维和问题解决的重要工具。而物理学则通过揭示自然界的

规律，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实验能力和科学探究精神。这

两门学科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上既相互独立又

紧密相连，共同构成了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1]。在

跨学科教学设计中，只有当学生对数学和物理的基本概念、

原理和公式有了充分掌握，才能在整合教学中找到两学科之

间的联系点，形成知识的有机融合与综合运用。例如，在探

讨物理现象时，学生需要运用数学知识进行建模和计算；在

解决数学问题时，学生也可以借助物理学的直观性和实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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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寻找解题思路。

2.2 强调知识关联
在设计整合教学的实践过程中，知识的整体性、进阶

性与关联性应当被置于核心地位。教师不能仅仅满足于对孤

立知识点的传授，而应致力于构建一个系统化、层次化的知

识网络，将各个知识点有机地融入其中。这样的设计理念，

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点的内在逻辑，更能有效促

进他们综合思维能力的发展。以物理学科中的运动学为例，

这一领域涉及位移、速度、加速度等核心概念，以及它们随

时间的变化规律 [2]。如果单纯地讲解这些概念，学生可能会

感到抽象和难以理解。然而，当教师将其与数学学科中的函

数、图像等知识相结合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通过函数的

解析式，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位移、速度和加速度与时间之

间的定量关系；而通过绘制图像，他们又能直观地感受到这

些物理量随时间变化的趋势和特征。这种跨学科的教学设

计，不仅使学生能够从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去理解和掌握知

识，更重要的是，它培养了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和问题解决

能力。学生学会了如何运用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去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这种能力对于他们未来的学习和工作都是至

关重要的。

2.3 注重学生差异
教师在开展跨学科教学设计的过程中，需要时刻以学

生为中心，将学生的学习基础与兴趣差异作为重要的考量因

素。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拥有不同的知识储

备、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因此，教师在设计教学活动时，

应避免采用“一刀切”的方式，而是要为学生提供多样化的

学习路径和开放性的作业形式。开放性的作业设计，不仅能

够满足不同学习水平学生的需求，还能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探

索空间，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例如，对于那些对

音乐有着浓厚兴趣的学生，教师可以设计一项富有挑战性的

作业，让他们深入探究声音在不同乐器中的传播特点。这一

任务不仅涉及物理学科中的声学知识，如声音的产生、传播

和接收等，还需要学生运用数学学科中的函数等知识，对声

音的频率、振幅等参数进行分析和建模。通过这样的跨学科

作业，学生不仅能够加深对物理和数学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还能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观察力、分析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同时，这种作业形式也符合学生的兴趣点，能够让他们

在享受音乐之美的同时，感受到科学知识的魅力和价值。

3 初中数学与物理整合教学的实践路径

3.1 概念渗透，数理相融筑根基
在数学与物理整合教学的实践探索中，概念渗透无疑

占据着首要且关键的地位。数学与物理作为自然科学领域中

两门基础且重要的学科，其概念体系并非孤立存在，而是相

互交织、彼此渗透的。深入挖掘并有效整合这两门学科的概

念，能够为学生构建起坚实且连贯的知识大厦，为他们的后

续学习奠定稳固的根基。

数学作为一门研究数量、结构、变化以及空间模型等

概念的学科，其丰富而严谨的概念体系为物理学科提供了强

大的思维工具和理论支撑。函数作为数学中的核心概念之

一，是描述变量之间依赖关系的重要数学模型。在物理学的

运动学领域，匀速直线运动速度公式 v=s/t 便是函数关系在

物理情境中的生动体现。其中，速度 v 是位移 s 与时间 t 的

函数，当时间 t 变化时，位移 s 随之变化，进而导致速度 v

的改变。通过引入函数的视角来理解这一物理公式，学生能

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速度、位移和时间之间的内在联系，把

握物理量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提升对物理现象的抽象概括能

力。几何图形同样是数学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物理学科

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三角函数作为几何与代数相结合的产

物，在物理力学分析斜面受力以及光学分析光的折射等问题

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斜面受力分析中，学生需要运

用三角函数来计算物体所受重力沿斜面方向和垂直斜面方

向的分力，从而准确分析物体的运动状态和受力情况。在光

的折射现象中，三角函数则用于描述入射角、折射角以及两

种介质的折射率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光的传播规

律。通过将三角函数知识融入物理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学生

不仅能够加深对三角函数概念的理解和运用，还能体会到数

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强大威力 [3]。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

充分发挥引导作用，积极搭建数学与物理概念之间的桥梁。

在讲解物理概念时，要有意识地融入数学思维，引导学生从

数学的角度去分析和理解物理现象。例如，在讲解物理中的

加速度概念时，可以结合数学中的导数概念，让学生明白加

速度是速度对时间的导数，从而更深入地理解加速度的物理

意义。同时，在数学概念教学中，也应适时引入物理实例，

使抽象的数学概念变得更加生动形象、易于理解。比如，在

讲解二次函数时，可以以物理中的抛体运动为例，让学生根

据抛体运动的初速度和加速度，建立二次函数模型来描述物

体的运动轨迹，这样既能让学生掌握二次函数的性质和应

用，又能让他们体会到数学与物理的紧密联系。

3.2 模型构建，数算推演助理解
在物理学科的教学与研究中，构建物理模型是解决复

杂物理问题、揭示物理规律的核心策略之一。物理模型是对

实际物理现象或系统的抽象与简化，其通过忽略次要因素，

突出主要矛盾，将复杂的物理世界转化为可研究、可分析的

理想化模型，从而为深入理解物理本质提供了清晰的框架。

而数学计算作为科学研究的通用语言和有力工具，在物理模

型的分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借助数学计算，教

师能够对物理模型进行精确的定量描述和预测，挖掘物理现

象背后的深层次规律，实现从定性分析到定量研究的跨越。

以电路问题为例，实际电路往往包含众多复杂的元件

和连接方式，直接对其进行分析和计算难度极大。为了简化

问题，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将实际电路简化为等效电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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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串联电路和并联电路是最为常见的两种基本模型。在串

联电路中，各元件依次首尾相连，电流处处相等；在并联电

路中，各元件两端分别连接在相同的两点之间，各支路电压

相等。这些等效电路模型将实际电路中的复杂连接关系进行

了高度概括和简化，使学生能够更加专注于电路中电流、电

压、电阻等关键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在构建好等效电路模型

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运用数学方法对模型进行深入分析。

欧姆定律 I=U/R 作为电路分析的基本定律，揭示了电流、

电压和电阻之间的定量关系。结合数学中的方程思想，教师

可以根据电路的连接方式和元件参数，指导学生列出电路中

的电流、电压、电阻关系方程。例如，在一个包含多个电阻

的复杂串联电路中，根据串联电路的特点和欧姆定律，教师

可以引导学生列出总电压等于各电阻上电压之和的方程，同

时结合各电阻的阻值，进一步得到关于总电流的方程 [4]。对

于并联电路，同样可以根据并联电路的特点和欧姆定律列出

相应的方程组。数学运算在求解这些方程过程中起着关键作

用。通过运用代数运算、方程求解等数学方法，教师可以帮

助学生精确地计算出电路中各物理量的数值。这些数值不仅

代表了电路在特定条件下的工作状态，更重要的是，它们为

学生理解电路的工作原理和特性提供了直接依据。例如，通

过计算串联电路中的总电阻和总电流，学生可以直观地看到

电阻的串联对电路电流的阻碍作用；通过计算并联电路中各

支路的电流分配情况，学生可以深入理解并联电路的分流特

性。这种模型构建与数算推演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

的学习和成长具有深远意义。它引导学生从抽象的物理现象

中提炼出数学模型，使学生学会运用数学语言对物理问题进

行准确描述和表达。在构建模型的过程中，学生需要抓住物

理现象的本质特征，忽略次要因素，这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抽

象思维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而在进行数算推演时，学生需

要运用所学的数学知识对物理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和计算，这

不仅加深了他们对数学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还使他们深

刻体会到数学在解决实际问题中的强大威力。

3.3 应用拓展，数物协同促创新
学习的真谛，在于将知识转化为实践，进而催生创新。

在数学与物理的整合教学进程中，教师肩负着引导学生跨越

知识界限，将二者深度融合并应用于实际生活的重任。这一

过程，不仅是知识的巩固与深化，更是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

的培育 [5]。

在建筑设计的广阔天地里，数学与物理的协同作用展

现得淋漓尽致。数学中的几何知识，如同建筑师的魔法棒，

能够勾勒出建筑结构的精妙轮廓。从简单的直线、曲线到复

杂的三维空间结构，几何学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无限可能。然

而，仅有精美的外观是远远不够的，建筑物的稳定性与承重

能力，才是衡量其优劣的关键指标。这时，物理中的力学原

理便如同一把精准的尺子，为建筑师提供了衡量与优化的依

据。通过力学分析，可以精确计算出建筑物在不同条件下的

受力情况，进而调整结构布局，增强其稳定性与承重能力。

这种数学与物理的紧密结合，使得建筑设计既美观又实用，

既富有创意又安全可靠。能源领域，作为现代社会的血脉，

同样离不开数学与物理的协同支撑。在能源消耗日益增长的

今天，如何有效利用能源、减少浪费，成为了亟待解决的问

题。数学模型，作为数据分析的得力助手，能够从海量的能

源消耗数据中提炼出有价值的信息，揭示能源消耗的规律与

趋势。而物理中的能量转化原理，则如同一位智慧的导师，

指引着人们探索节能减排的新途径。通过数学模型与物理原

理的有机结合，可以精准预测能源消耗的变化趋势，为节能

减排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可以利用物理原理开发出更加

高效、环保的能源利用技术，推动能源领域的可持续发展。

在应用拓展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巩固了所学的数学与物理知

识，更深刻体会到了数理知识的实用价值。

4 结语

跨学科视角下初中数学与物理的整合教学，是培养学

生综合素养与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通过立足学科基础、强

调知识关联、注重学生差异的设计原则，以及概念渗透、模

型构建、应用拓展的实践路径，不仅夯实了学生的数理基础，

更促进了其跨学科思维的发展。这种整合教学让学生学会从

多角度审视问题，激发了创新思维，为未来的学习与发展铺

设了坚实的道路，值得进一步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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