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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STEM 教育推动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深化，跨学科学习方式亟待关注。本文以活动理论为分析框

架，探讨了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构成要素，分析了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构建路径。其中，构成要素包

括异质学生为主的主体、不同学科课程作为客体、促进不同学科知识整合与创新的规则、创新性组合后群体性应

用的工具、面向项目式学习的协作分工和开放共享的混合式学习环境。构建途径包括在组合阶段判断能否存在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在适应阶段形成稳定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在发展阶段成为有效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在解

体阶段转化为新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文章指出，实施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共同体需要多方协同: 学校瞄准

跨学科学习趋势，规划落实跨学科共同体路径; 教师聚焦跨学科学习需求，提升跨学科教学能力; 学生面向真实

问题，增强跨学科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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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跨学科、综合性的教育模式，STEM 教育在

我国 不 断 发 展。国 家 发 布 相 关 规 划，积 极 推 动

STEM 教育发展。例如，2016 年，《教育信息化“十

三五”规划》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探索信息技术

在新教育模式上的应用;2018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

究院启动“STEM 教育 2029 计划”。2019 年，教育部

发布的《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提升工程 2． 0 的意见》提出，探索跨学科教学等

教育教学新模式，并把促进教师跨学科教学能力提

升作为主要措施之一。地方政府也积极推动 STEM
教育的开展。例如，2016 年，广东省教育研究院确

定 12 所学校为首批 TI 数学与科学跨学科综合实验

基地学校。2017 年，浙江省启动了中小学 STEM 教

育项目试点区。2019 年，陕西省遴选 STEM 教育领

航种子(实验)学校。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引起人们的关注。“跨

学科”强调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和应用，“跨学科学

习”要求学生学习不同科学知识，面向问题开展合

作与交流，并形成跨学科的创新方案。为促进跨学

科学习的开展，教育部科技司《关于做好 2019 年度

教育信息化教学应用实践共同体项目推荐遴选工作

的通知》指出:“构建跨学科学习(STEAM 教育)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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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共同体，以探索推进信息化教学应用的长效机制。
“共同体是帮助跨组织团体实现知识(或信息) 共享

与协作创新的多功能、高效性的组织形式。”( 周朴

雄等，2014)面向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可

以更好地支持学生整合不同学科知识，成为创新人

才培养的重要方式。

一、概念提出

互联网环境下，知识不再是线性的、集中的，而

是分散的、碎片化的。学生必须加强不同类型信息

的加工和不同学科知识的整合。STEM 教育跨学科

学习共同体回应了创新学习方式、营造学习文化以

及丰富学习理论的现实诉求。
( 一) 跨 学 科 学 习 共 同 体 可 以 促 进 学 习 方 式

变革

在教育方式不断革新的背景下，学生的学习方

式呈现多样化。按照学科类型和学习人员类型的不

同，人类学习方式可以分为四种类型(见图 1):群体

跨学科学习( 第一象限)、个体跨学科学习( 第二象

限)、个体单学科学习( 第三象限) 和群体单学科学

习(第四象限)。其中，在传统的个人单学科学习方

式中，同伴互动与知识交叉薄弱，难以支持学生的综

合发展。在个体跨学科学习中，学生即便具备扎实

的学科知识，也会因交流互动不足而难以深入。群

体单学科学习指在某学科课堂教学中，学生之间围

绕这一学科开展知识学习，但容易受学科规律影响

而形成思维定式，难以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和创新

应用。

图 1 基于学科特征和学习主体的学习方式分类

在学科融合的趋势下，群体跨学科学习成为学

习方式变革的方向。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是群体

跨学科学习的代表形式。通过跨学科学习，不同学

科学生在互动交流中形成分析问题的跨学科思维，

构建解决问题的跨学科方案。
( 二)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价值

面向 STEM 教育，学生、教师等群体开展跨学科

学习，相对个体单学科学习而言已经形成跨学科学习

文化。根据文化体现在器物、行为和制度三个层面的

观点，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分别体现在跨学科学习资源、
跨学科学习行为和跨学科学习理念三方面(见图 2)。

图 2 作为学习文化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首先，共同体共享跨学科学习资源。作为基础

性因素，跨学科学习资源是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物

质基础。丰富的跨学科学习资源可以为共同体提供

学习工具、学习内容和学习环境，为不同学科知识之

间的融合创新提供更多可能性。
其次，共同体优化跨学科学习行为。共同体规

则使成员之间的跨学科学习更高效，更好地支持学

生构建跨学科的知识结构和应用跨学科知识解决现

实问题。通过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学生可以拓宽跨

学科学习的广度与深度，融合多学科知识解决生活

中的问题;教师可以提升跨学科教学能力与综合课

程开发能力，引导学生强化所学不同学科知识与现

实生活、未来职业之间的联系( the Califomia Center
for College and Career，2019)。

再次，共同体升华学科学习理念。我国长期分

科教学的实际、不同学科类别之间的差异以及教师

跨学科教学经验的不足，均导致跨学科学习难以真

正实现。创造“共同体成员为了同一目标而努力”
的氛围是学习共同体质量的界定标准( 柳春艳等，

2006)。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赋予师生“自主自治”的

跨学科学习理念。此时，师生享有更多的跨学科学

习自主性，自由开展从问题分析、项目设计到合作探

究等跨学科学习活动，有助于实现跨学科学习目标。
( 三)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研究有待拓展

在由单学科到跨学科的教学改革趋势下，学者

们关注学习共同体的特点与潜在价值，并从本体论、
认知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进行了探讨。首先，在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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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论层面，学者们对学习共同体的内涵和特征的认

识较统一，认为杜威的“民主共同体”就蕴含学习共

同体的思想，指出学习共同体具有开放共享、协作探

究和自主自治等特征( 杨小玲等，2017)。其次，在

认知论层面，相关学者主要关注学习共同体的形成

与构建。比如，钟志贤(2005) 强调共同体知识建构

要在学习者与环境及教师之间的多层次互动中完

成。张红波等(2016) 基于社会网络的视角，探讨在

教学实践中让教师更好地构建学习共同体。在价值

论层面，相关学者提出利用学习共同体的特性，将其

应用对象扩展到教师、课程中。比如，孙元涛(2011)

分析了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基本理念、实践原则及

构建过程，讨论了教师跨学科协同教学模式等，支持

教师专业发展。张晓娟等(2018)基于学科的课堂学

习共同体，提出注重创建有共同愿景、真实情境和文

化氛围的课堂学习共同体，实现深度学习。
反思现有研究发现，学者多从知识建构层面探

究学习共同体，主体多是教师群体或课堂单学科教

学，缺乏面向 STEM 教育的群体跨学科学习研究。
鉴于此，本研究针对 STEM 教育的跨学科特点，讨论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要素及其关系，期待助力以跨

学科方式培养复合型人才。

二、构成要素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由不同特质的学

生组成，通过整合课程将单学科学习转变为多学科

学习;通过项目式分工引导学生将不同学科的知识

融汇贯通，从而形成资源开放、团队异质、成果共建

的共同体。参照活动系统“主体-客体-规则-工具-劳
动分工-共同体”的构成( 斯琴图亚，2006)，单学科

学习共同体与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差异见表一。

表一 单学科学习共同体与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比较

要素
类型

主体 客体 规则 工具 分工 环境

单学科
学习共同体

同质
学生

单一
课程

单学科
支持的

学习应用

符合学
科特点
的工具

拼图式
分工

主题场景

跨学科
学习共同体

异质
学生

整合
课程

跨学科支
持的整合

与生成

创新性组
合与群体

性应用

项目式
分工

混合
学习环境

( 一) 跨学科学习的主体: 异质学生为主，多学

科教师为辅

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中，师生为了解决问题而

开展跨学科群体学习。其中，异质学生需要有效合

作，而非任意合作;不同学科的教师则成为学生跨学

科学习的促进者和引导者。
一方面，异质学生作为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重

要主体，需要发挥跨学科学习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学生要建立共同愿景或聚焦感兴趣的问题，制定详

细的跨学科学习计划;寻找适合的跨学科学习方式，

提高跨学科学习的效果;围绕基本概念和学习内容，

讨论不同学科之间的关联并进行整合;注重团队精

神，在面向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中主动承担各自责任。
另一方面，不同学科教师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中的作用不容忽视。教师讨论跨学科学习大纲，设

计跨学科学习框架;将学术问题转化为生活中的真

实问题，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跨学科学习情境;给予学

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以跨学科的方式开展探究，提

升学生跨学科创新能力。
( 二) 跨学科学习的客体: 跨学科课程

STEM 教育跨学科课程必须协同整合、优化重

组，支持学生以跨课程的方式开展项目式学习。其

中，跨学科课程关注的重心不是某个学科或者学科

界限，而是融合不同学科的主题。例如，深圳市乐群

小学开展了“探·创春天”“喂鸟器产品发布会”“大

道无痕·行者无疆 － 粤之行”等二十多个主题的跨

学科课程，深受师生喜爱。然而，跨学科课程的主题

并非是将不同学科的相同主题知识简单拼凑到一

起。例如，针对“水”的主题课程中，语文教师从课

本中抽取与水有关的诗词、文章讲解，然后物理教师

介绍水的三态变化，接着生物教师讲解水对生物体

的巨大作用，最后地理教师介绍水在地球系统中的

重要作用(李佩宁，2017)。这只是不同学科知识在

形式上的线性组合，并没有从跨学科理念实现多学

科知识的创新融合。
跨学科课程要从生活问题融合多学科知识，支

持学生从熟悉的生活情境逐渐深入，不断丰富跨学

科的知识结构。因此，跨学科课程应具备以下特性:

面向学生兴趣、生活，尽可能多地包罗主要学科;反

映职业领域当下或历史的问题，从多学科视角分析;

为学生提供跨学科研究与调查的方向，给予跨学科

学习多元化的方法引导。跨学科课程应聚焦三个关

键词:一是“兼顾”，即以某门课为主，其他课程为

辅，将不同学科课程内容进行整合;二是“融合”，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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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学科知识与生活情境的联系，将不同学科知识

融合到主题中;三是“贯通”，以社会文化为背景，将

不同学科知识和项目学习结合起来。例如，围绕主

题“水的秘密”开展项目式学习，学生可以探究水是

如何产生的( 物理、化学视角分析其构成);水对生

命的重要性( 从生物视角分析水的微观形态，地理

视角分析水循环、水生态);水在生活中扮演什么角

色(净化、灌溉、水坝、发电);水与社会、经济的相互

作用(从历史的视角解读水与战争、社会变迁的联

系，从经济视角分析航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水与

文化的共生(从文化视角分析关于水的诗歌、风俗、
音乐等)(李佩宁，2017)。

( 三) 跨学科学习规则: 促进不同学科知识的整

合与创新

规则是组织需要制定的约束条件，以规范、协调

内部运作。跨学科学习共同体需要形成新的教学模

式作为规则，促进学生开展不同学科信息和知识的

学习和应用。因此，所采用的教学模式应能够支持

多学科知识的整合与生成。跨学科学习的规则要体

现在以下方面( the Califomia Center for College and
Career，2019):转变传统的教师主导的教学设计，支

持学生在跨学科学习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在识别未

被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基础上，开展特定的跨

学科交流活动;构建由多方参与的跨学科学习社区，

支持不同学习背景、学习水平的学生均能取得最大

程度的发展。例如，5EX 模型(EQ:进入情境与提出

问题活动;EM:探究学习与数学应用活动;ET:工程

设计与技术制作活动;EC:知识扩展与创意设计活

动;EＲ:多元评价与学习反思活动)从教师创设与生

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情境出发，引领学生由具体现象

提出问题假设，制定研究方案，在收集相关资料、数
据后，动手操作验证假设并反复修正，最后采用多种

方式评估学生学习情况(李克东等，2019)。
( 四) 跨学科学习工具: 创新性组合后的群体性

应用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需要关注技术对跨学科学习

的支持作用。教师和学生需要借助信息技术实现跨

学科学习的最优化，最大程度地支持跨学科学习的

开展。其中，跨学科学习离不开多功能网络平台的

支持。例如，通过“知识论坛”( knowledge forum)、
Moodle 平台等，师生可以发文、点评等，跨学科表达

观点、贡献思路与传播知识。
跨学科学习工具需要创新组合，用于支持群体

的学习活动。例如，绩效图可以帮助跨学科学习共

同体识别课程的重点主题、标准和绩效，不受文科或

理科学习特点的限制。首先，教师定期圈画学习主

题的范围，罗列主题间的顺序，确定课程纲要;然后，

学生根据课程目标勾勒出绩效图;最后，团队成员通

过绩效图分析成果，直观地观察跨学科学习的意义，

还可以对不同学科的联系进行头脑风暴。
( 五) 跨学科学习分工: 项目式学习的协作式

分工

即使组成跨学科学习的要素相同，但如果分工

方式不同，整体效果就有可能不同。合理的分工既

可以支持师生的跨学科学习活动，又能推动跨学科

学习共同体的开展。
一方面，学生应依据项目需要开展协作式分工。

例如，有的学生偏向理科思维，有的学生文科突出，

有的学生擅长提出质疑，有的学生善于思考解答等。
因此，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围绕问题进行分工时，不同

特质学生间应多形式开展协作，通过互补方式耦合

起来，带动或引导其他学生的发展。
另一方面，教师应依据项目主题优化不同学科

课程之间的关联，支持学生跨学科学习分工。跨学

科学习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多门组成课程，而且在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之间的关联方式。跨学科课程

分为主要学科与辅助学科，在保持学科特点的基础

上增强不同学科的知识关联;区分不同学科的核心

概念，明确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例如，在学习“圆

明园”主题时，语文教师的教学重点是对圆明园的

描写、情感的表达，而历史教师应重点讲解历史背景

和事件缘由等。
( 六) 跨学科学习环境: 开放共享的混合式学习

环境

跨学科学习环境要突出线上与线下学习相结

合、正式学习与非正式学习相结合;关注混合学习环

境的应用效果，而非混合的种类，进而营造开放、轻
松和有趣的跨学科学习氛围。例如，深圳南山实验

学校以美术知识为基础，将“教室-黑板”教学环境

转变为身临其境的真实场景，带领学生走进城市街

道、生活社区、博物馆等场所，丰富学生的跨学科学

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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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对跨学科学习作用的不同，可将其分

为正向环境、中性环境和反向环境。正向环境对跨

学科学习产生积极作用，反向环境对跨学科学习起

抑制或消极作用，中性环境对跨学科学习既无积极

作用也无消极作用。在建构跨学科学习环境时，教

师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将反向环境转化为正向环境

和中性环境。
概括而言，学生与教师、跨学科课程、跨学科学

习工具、跨学科学习规则、协作式分工和混合式环境

等共同构成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见图 3)。在混合式

学习环境中，学生和教师遵循跨学科规则( 跨学科

成员管理、跨学科课程设计、跨学科学习评价)，应

用跨学科学习工具，学习跨学科课程，形成跨学科学

习成果。其中，教师可采用项目式教学方法，引导学

生组合和应用跨学科学习工具，与学生共同设计跨

学科课程。学生可利用跨学科学习平台，及时查看

团队活动进度及学习分析报告，参与跨学科课程的

设计和实施。

图 3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要素及其关系

三、构建路径

根据共同体发展的一般特点，跨学科学习共同

体同样经历着识别、适应、发展、解体和形成新共同

体的循环过程(见图 4)。
( 一) 组合阶段:判断能否存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建立初期，学生与学生之

间、教师与学生之间、跨学科课程之间等相互组合，

图 4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构建路径

成员之间能否异质互补、协作学习、融洽交流，并形

成创新性结论，是判断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能否形成

的重要标准。为此，教师需要设计开放式的问题检

验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要素的适切性;学生需要反思

通过跨学科课程的学习，从中找到感兴趣的问题，并

为此开展有效的项目分工。

图 5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变量的内容与关系

依据教学设计的相关理论，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包含条件、方法和结果三方面变量(见图 5)。首先，

条件变量( 成员特点、跨学科课程、学习工具、学习

环境)是形成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前提。分析条件

变量有益于把握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属性和特点。
其中，如何把握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成员的风格和特

点，采用合适的跨学科学习工具，针对性地设计跨学

科课程，营造共享开放的跨学科学习环境是跨学科

学习共同体形成的重点。其次，方法变量( 教学管

理策略、内容讲授策略和学习组织策略) 是优化跨

学科学习共同体的主要方式。其中，教师如何设计

跨学科学习策略、学生如何选择跨学科学习组织策

略尤为重要。最后，结果变量(跨学科学习效果、学
习效率等)是检验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效果以及是否

需要调整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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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适应阶段: 形成稳定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并不能立即产生共生效应，而

是不断地在课程整合、合作学习、交流表达中调整。
这种调整既是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内部合作学习的相

互适应，又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形成关系的过程(钟启

泉，2006)。明确的分工使成员各司其职，互补互助，

逐渐提升成员对共同体的参与感、认同感与归属感。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在适应阶段需要明确成员角

色，合理分配任务。一般而言，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应

设有负责人、活动组织者、记录员和发言代表等。选

定恰当的学生作为负责人，有助于跨学科学习活动

的有序开展，其承担的责任有:监管跨学科学习的环

节、安排跨学科学习的重要事务、上传下达跨学科学

习的要求及所需材料、安排跨学科学习会议和参与

评估跨学科学习效果。
( 三) 发展阶段: 成为有效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在发展阶段，跨学科学习要素之间的融合程度

较强，逐渐成为有效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成员在

讨论、探索中将单学科核心概念转化为跨学科知识，

通过解决真实问题验证跨学科学习的“有效性”。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

整。为此，教师可以根据教学设计的一般模式，开展

跨学科学习的教学设计(见图 6)。其中，学习需求

分析体现跨学科学习的愿景，是跨学科教学设计的

起点;跨学科内容和成员特点分析为跨学科的学习

目标设计、教学策略选择和学习资源应用提供依据;

教学效果评价关注跨学科学习的质量，以便据此及

时修订相关教学活动。
( 四) 解体阶段: 转化为新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进入发展阶段后的跨学科学习共同体便逐渐

进入转变期，某些跨学科学习共同体将面临解体。
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个别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比较

迟缓，难以适应现实需要，跨学科学习效果不尽如

人意，进而导致跨学科学习共同体落后而面临解

体;二是，由于跨学科课程的多样性及成熟度存在

差异，有些课程的自我调整进度可能与 STEM 教育

发展不协调。发展较快或较慢的课程逐渐变得不

再适应原有的跨学科学习，导致相应的跨学科学

习共同体解体。至此，不同学科课程又开始新的

优化整合，师生重新组合，形成新的、更有活力的

跨学科学习共同体。

图 6 面向跨学科学习的教学设计流程

四、实施建议

为培养引领时代发展的综合型人才，教育者既

需要在理论层面剖析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规律，又

需要在实践层面探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的落实。
STEM 教育跨学科学习共同体需要学校、教师和学

生三个层面的建构。
( 一) 学校瞄准跨学科学习趋势，规划跨学科学

习共同体的发展路径

首先，学校应关注学科交叉的新发展，将跨学科

课程纳入课程体系。学校要反思单学科的传统课程

管理方式存在的问题，根据创新人才培养目标调整跨

学科课程的组合。例如，2019 年《河南省教育厅关于

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将人工智能教学纳

入信息技术、科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不增加教

师、学生负担的同时，融合推进。
其次，学校应与企业、教育机构建立合作，争取

跨学科学习所需的社会资源。例如，美国辛辛那提

市 2011 年形成的地区性 STEM 学习生态系统，汇集

了正规教育机构、大学、本地博物馆和科学项目的非

正规教育机构，以及对 STEM 感兴趣的商业合作伙

伴(刘亮亮等，2018)，为跨学科学习提供社会领域

的交流机会和资源支持。
最后，更新现有学生评价体系，增加 STEM 教育

跨学科学习评价:依据 STEM 教育跨学科育人理念，

综合采用形成性评价、总结性评价等多种评价方式;

汇集富有跨学科学习经验的专家小组检查学生的作

品，对学生跨学习学习成果进行指导和反馈。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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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关注学生个体跨学科学习的进步，更要重视跨

学科学习共同体的发展;既要评价跨学科学习的外

部成果，更要评价跨学科学习的团队氛围。
( 二) 教师聚焦跨学科学习需求，提升跨学科教

学能力

表二 教师跨学科教学有效性评价

程度

纬度
较差 较好

教学明确性
教学目标的设计偏向于拼凑，不能体现不同学科目标之间的
联系。 设计跨学科教学目标，体现不同学科特征。

教学多样性
不能使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到跨学科学习中;不
能为跨学科学习的开展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设计多元教学活动，让不同学科、不同年级的学生参与;为
跨学科学习的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

教学任务取向
小组学习效果很难达到跨学科教学目标，未能根据小组成员
特征设计跨学科教学任务。

紧密围绕跨学科教学目标安排教学任务，并不断反馈和调
整，保证跨学科教学目标不偏移。

教学投入程度
很少将跨学科学习主动权交给学生，未能定时与跨学科学习
学生交流。

在跨学科教学活动中，定时与学生交流，查看任务完成度，
调整教学进度。

班级管理情况
将选择权完全交给学生，不能妥善处理不同学科、不同年级
学生之间跨学科学习的管理问题。

与其他学科教师合理分配课堂空间，根据学生特点，采取项
目式活动，科学安排跨学科学习活动的负责人。

师生互动关系
较多将注意力集中在跨学科知识内容的讲解上，缺乏与学生
在跨学科学习效果方面的沟通。

经常与学生交流，了解和关注他们对跨学科学习任务、活动
和效果的看法和意见，并及时调整教学设计。

一方面，不同学科教师要加强交流和合作，组建

跨学科教师团队。遴选优秀的学科教师组建跨学科

教学共同体，研讨不同学科横向与纵向的整合方法

与策略;保持学科特色并充分发挥不同学科教师的

特长，为学生呈现有效整合的跨学科课程。例如，

2013 年以来，福建省福州市鼓山中学建立了由专家

学者、行政管理人员、学科教师共同组成的跨学科教

师团队，超越了年级和学科局限，打破了单学科教师

的传统管理模式(许京等，2017)。
另一方面，教师要不断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和跨学

科教学的意识与能力。开展 STEM 教育跨学科教学

时，教师需要具备多样化的学科知识背景，将不同学

科知识与生活和职业相联系;综合应用多种教学模式

与教学方法，高效实现跨学科学习的目标;从教学明

确性、教学多样性、教育任务取向、教学投入程度、班
级管理情况、师生互动关系等有效教学的多个方面，

开展跨学科教学的有效性评价(见表二)，从而不断

积累跨学科教学经验，提升跨学科教学能力。
( 三) 学生面向真实问题，增强跨学科学习的意

识与能力

为了基于现实问题开展跨学科学习，学生需要不

断摆脱单学科阅读 － 单学科思考 － 单学科实践的局

限，从“跨学科阅读 － 跨学科思考 － 跨学科实践”三

个维度(见图 7)，提升跨学科学习的意识与能力:

图 7 学生跨学科能力构成

首先，树立跨学科学习的观念，形成跨学科阅读

的意识。在跨学科学习中，学生围绕所关注的问题，

根据不同学科之间的互补关系，养成跨学科阅读的

习惯:既可以某个学生阅读不同学科的资料，又可以

阅读不同学科资料的学生开展跨学科交流。
其次，提升跨学科思考能力，形成跨学科认知结

构。学生要在跨学科思考的过程中整合不同学科的

信息，挖掘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联系，加强对不同学

科知识的深度学习，形成跨学科知识结构。
最后，建立成员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跨学科学习

实践中突出团队精神。在跨学科学习共同体中，每个

学生都有独特之处，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学生之

间应围绕问题互相帮助，加强彼此之间的跨学科交

流，积极分享个人的新见解，回应同伴的不同观点，不

断创新跨学科问题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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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umbrella of STEM education，the talent training model is continuously refining，and inter-
disciplinary learning requires more attention． This paper proposed a STEM-based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nity
that uses activity theory as the framework． The community has six components: the heterogeneous students as the sub-
ject，the courses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as the object，the rules for promoting knowledg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the
tools with the group application after innovative combination，the collaborative division that promoted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the open and sha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the interdis-
ciplinary learning community in different stages: determining whether there was a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
nity at identification stage; forming a stabl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nity at adaptation stage; becoming an
effectiv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nity at developing stage; rebuilding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
nity at disintegration stage． Implementing and optimizing the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community for STEM educa-
tion required collaboration: aiming at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trends，the school implements interdisciplinary com-
munity path; focusing on interdisciplinary learning needs and improve teachers＇ interdisciplinary teaching ability; fa-
cing the real problems，and strengthen student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consciousness and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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