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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体育与健

康课程综合化程度的新路径。运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等方法，以多模态理论为视角探讨了“体育与健

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推进”这一重要命题。研究认为，多模态理论视域下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具有三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以虚实情境转换形塑学习方式，实现促“学”；二是，以教学方法整合形塑

教学表达，实现提“质”；三是，以多模态理论形塑课程理念，实现优“课”。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的推进策略是：①立足体育核心素养明确多模态教学目标；②着眼新课标教学理念设计多模态教学活

动；③基于教学主题创设多模态教学情境；④聚焦多模态教学资源增强学生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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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明确提出“要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大力发展素质教育，促进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

劳动教育有机融合”的新理念、新要求。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五育融合的重大决策

部署，《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

（以下简称《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新增设了跨

学科主题学习板块，这既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时代之需，也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内在要求，意在打破学科藩篱，加强学科知识的综合

融通，以强化课程综合性和实践性，着力发展学生核

心素养［1］，为今后积极推进五育并举，探索新型教学

模式提供了新范式。体育教师需要立足于《课程标

准（2022年版）》跨学科主题学习部分所提出的新要

求开展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并以学科价值

为基本准则筛选具有独特教育意义的学科内容进入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践场域，进而为党

和国家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提供新支撑。当前，关于如何推进体育与

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讨论

与补缺。因此，提出一套可供中小学体育教师选择

且行之有效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策略是必

要的，也是提升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质量和成效的

重要一环。新发展阶段，新内容需要新的理念与新

的策略［2］。同样，跨学科主题学习这一新增课程内

容也需要新的教学策略与之适配。基于此，研究以

多模态理论为基础，探讨了如何在体育与健康跨学

科主题教学活动中发挥课程优势，以及采用什么样

的教学策略才能顺利推进体育与健康跨学科教学的

开展等问题，并进行了及时回应，以期为广大体育教

师后续开展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提供理论参考。

1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成立：基于多

模态理论的追问

1.1　多模态理论

多模态研究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其在理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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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形成了多模态理论，而要厘清“多模态理论”的概

念内涵，需要对“多模态”这一概念进行界定。有学

者［3］认为，多模态是指在交流过程中所包含的不同

的符号模态如图像、文本、动作、声音等可以用于构

建意义和互动的符号资源。也有学者［4］认为，多模

态是人类用于交际互动的各种感官模态如视觉模

态、听觉模态、触觉模态等。除此之外，还有学者［5］

指出，多模态是指人类运用感官模态和符号资源之

间进行沟通与交流的活动。可见，多模态的概念界

定不应只局限于单独的感官模态或单一的符号模

态，而应以感官模态与符号模态的混合研究为基本

逻辑，即多模态是指人类在社会交往中通过多种感

官与外部环境（如人、机器、物件、动物等）之间进行

互动，从而获取信息的方式［6］。当前，囿于学者们

研究领域与视角的不同，关于“多模态理论”的阐

释，主要有两种比较系统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视

角：一是，以Gunther Kress 为代表的“多模态理论

研究”［7］，以社会符号学为指导，确立了多模态话

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和分析的对象及范畴；二是，以

Norris［8］为代表的“多模态理论的应用研究”，注重

音乐、色彩、身体动作等不同模态的运用，并以各种

形式的符号模态为中介从外界获取信息，从而与外

部环境之间进行沟通、交流。基于上述对于“多模

态”与“多模态理论”的分析，研究认为，多模态理论

是指一种以多模态表示、多模态信息处理和多模态

交互为基础的理论（图1），主要涵盖图像、语言、文

本、动作等多种符号模态与视觉、听觉、触觉等不同

类型的感官模态，适用于教育学、语言学、计算机系

统设计等多个领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习者

更好地理解多模态信息的处理和交互，进而提高信

息传递的效率和质量，以此优化课堂教学增强教学

效果。

图1　多模态理论分析框架

Fig.1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modal theory

1.2　多模态理论之于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研究的适切性

多模态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与“开放

性”，研究上可以与不同学科、不同领域进行融合。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多模态理论与跨学科教学之间

有着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内在逻辑关联，是多模态

理论在教育领域的重要实践。而体育与健康课程是

一门涵盖体育运动、生理卫生、健康教育等多学科内

容的综合性理论与方法课程，其本身就具有跨学科

性质［9］，这也就要求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与健康跨

学科主题教学活动时要将关注多种感官模态与符号

资源的运用作为其应然追求，并结合其自身特质发

挥课程优势，以充分彰显《课程标准（2022年版）》培

根铸魂和启智增慧的教育价值［10］。总而言之，多模

态理论之于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综合研

究，是探索多元化体育教学方式与培养学生多元学

习能力的重要途径，不仅适用于体育与健康课程教

学改革发展的需要，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教学理

论与教学实践相脱节的问题。因此，体育教师亟须

在多模态理论的指导下遴选教学内容、探索教学方

式、完善教学评价，助推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活动的顺利开展。

1.2.1　教学内容的多模态化

教学内容是学与教相互作用过程中有意传递

的关键信息，主要涵盖了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涉及

的具体知识、技能、理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内容。对



张文鹏，陈红，栗千惠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推进？——基于多模态理论的分析

·65·

此，《课程标准（2022年版）》明确强调，体育教师在

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要认真分析、选择和设计教学内

容……以培养学生在真实活动或比赛情境中运用

知识与技能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这要求体

育教师在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要精心

选择与设计教学内容，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以增强

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进而对其思想和行为产生

深刻的影响。但囿于学校教学时间、空间等资源的

限制，导致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流于形

式，陷于“如水投石”般的实施困境中［11］。譬如，体

育教师通常习惯于依据教学大纲来选择和确定体育

教学内容，且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也未能构建一个

真实的生活场域，以致学生难以有效地将所学知识

进行内化与应用。因此，将教学内容与多种模态资

源进行多模态化的整合对优化学生课堂学习体验尤

为重要。具体而言，教学内容的多模态化是指教师

充分利用各种模态资源，为学生创设多模态信息交

流情境与学生共同构建由文字、图像、声音、动作等

符号资源所创生的社会意义［12］。即在体育与健康

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体育教师应重点开发与利

用图片、音频、影像等教学资源，使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教学内容多模态化，并从视觉、听觉、触觉等多个

维度激发学生的学习灵感，让学生能够更加积极主

动地参与体育与健康的教育教学活动，从而实现体

育教学方式的转变，推动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

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1.2.2　教学方式的多模态化

2023年5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基础教育课程

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在“教学方式变革行动”中明确强调要落实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全面推进教学方式变革，并通过实验

区实验校试点先行和示范引领，着力解决重难点问

题。可见，“教学方式变革行动”作为《行动方案》中

的一个改革重点，进一步明确了教学改革攻坚的方

向，这不仅是推动教学方式改革创新的关键，还是发

挥课程优势和促进优质课程建设的重要举措。但从

当前的体育教学实践来看，体育教学方式运用欠妥

所导致的教学情境僵化以及体育教学方式套用引发

的知识系统性不足等问题依旧较为突显［13］。究其

缘由，主要是由于大多数体育教师都习惯于在课堂

教学中采用讲授式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方式缺乏

趣味性，既不能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也不利于学生

接受新的知识与内容。简言之，不同的教学内容对

教学有着不同的要求，即在教学的设计与组织上要

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式。对此，陆吉健等［14］探

讨了基于多模态教学理论指导下的多模态教学方

式，认为该方式能够更好地激发并培养学生的创新

性思维与动手能力，以及拓宽学生的学习范围和获

取知识的渠道，从而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动态的信

息交流。因此，体育教师在开展体育与健康跨学科

主题教学活动时需增强多模态教学意识，综合运用

各种感官模态将多学科教学中复杂的知识体系转化

为生活中生动形象的符号模态，进而为学生创设多

模态教学情境，以实现教学方式的多模态化，让学生

能够启动多感官同步从而实现信息交互，这既是推

进体育与健康教学方式变革的着力点，也是深化体

育与健康课程改革的应然之举。

1.2.3　教学评价的多模态化

教学评价作为我国深化教育改革和推动教育

事业发展的“指挥棒”，对义务教育质量的提升具有

重要的引领作用［15］。有效的教学评价是基于教师

的“教”与学生的“学”，并着眼于提升教师教育教学

能力、改善课程教学质量而进行的对教师课程教学

的设计、过程及结果的评价，是精准采集有关数据为

改进教学所提供决策的过程［16］。可见，教学评价受

制于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又反作用于教学内容的

习得与教学方式的选择。对此，《课程标准（2022年

版）》中明确指出：“体育与健康课程应重视教学评

价的激励和反馈功能，构建评价内容多维、评价方法

多样、评价主体多元的评价体系。”然而，纵观我国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评价建设与实施状况发现，在当

前的体育教学评价中仍然存在着评价主体协同不

足、评价方法工具化泛滥、评价内容单一化倾向等诸

多困境［17］。因此，突破体育教学评价的困境，需要

通过运用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传感器、视频、音频等

智能设备）对教师的教学过程与学生的学习过程进

行全方位地观察、记录与分析，形成以文本数据、图

像数据、音频数据、生理数据等为支撑的可视化的多

模态数据库，从而为体育教师调整教学进度、创设多

模态教学情境以及设置个性化的培养方案等提供数

据支撑。整体而言，以多模态数据为支撑的教学评

价是不断完善体育与健康课程建设的重要环节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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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途径，这也就要求体育教师在跨学科主题教学活

动中要熟练掌握多样化的技术手段，以提高自身的

课程信息处理效率，使跨学科主题教学评价可视、可

观、可描述［18］，进而有效提升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

题教学活动的实践成效。

2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可能：基于多

模态理论的思考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有效开展，需立

足于体育学科理论与教学实践之间的联系，并要求

体育教师根据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法与

课程的教学理念等进行综合考量［19］。为此，重点围

绕“多模态理论与跨学科主题教学之间的联系”展

开讨论，研究认为多模态研究与跨学科主题教学二

者是高度耦合的。首先，从多模态的研究现状与发

展看，有关多模态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仍是目

前多模态研究的主流，且囿于研究中涉及多种领域

的知识，使得多模态研究具有“天然的跨学科性”。

其次，从跨学科主题教学的研究现状与发展看，跨

学科主题教学基于兼顾教学视角的“跨学科性”与

教学流程的“主题统筹性”［15］，再加之国家政策的引

导，已成为近年来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在大

多数研究中尤其是涉及体育学科的“跨学科主题教

学”研究相对较少，将教育理论与教学实践相联系

的研究成果则更为罕见。为此，引入新理论、新方

法，探索教育理论与跨学科主题教学实践之间的联

系，俨然成为当前拓展教育教学研究的新路径。基

于此，研究结合多模态理论并从体育学科的视角出

发，探讨如何在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实现其教学

价值，不仅适应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与

发展的现实之需，也与21世纪以来我国基础教育体

育与健康课程改革与发展始终所秉承的“以学生发

展为中心”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2.1　以虚实情境的转换形塑学习方式，进而实现促

“学”

《课程方案（2022年版）》中明确提出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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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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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基于学生学习兴趣、生

活体验和既有学习经验，建构回归生活场景和真实

情境的“原体验教育”既是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

学习课程的正确指引［20］，也是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

题多模态教学得以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新

兴虚拟现实技术的勃兴与不断更新，为学生构建了

一种虚拟认知的空间（即依托虚拟构想的场景来表

现真实的知识内核），其中涉及的场景和形式均属于

多模态的范畴［21］，不仅能让学生具身体验到不同的

教学情境，还能根据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学生提议

等教学需要生成不同的教学流程，从而打破学生学

习的时空壁垒，进行虚与实的多种教学情境转换，以

促使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型与优化。从多模态的视角

看，具身情感性、多情境转换是多模态教学的重要特

征［22］。即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体育与健康跨

学科主题教学也具有虚实结合的混合性特点，不再

拘泥于课程标准的设定之中，而是根据学生自身的

特点、教师的特长以及教材的性质来进行选择，再由

学习者通过调动多种感官共同作用，并将知识进行

内化与迁移，以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基于此，

研究认为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体育与健康跨学

科主题教学能够在学生层面以虚实情境的转换形塑

学生的学习方式，进而促进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

教学的高质量发展。

2.2　以教学方法的整合形塑教学表达，进而实现

提“质”

达尼洛夫和叶希波夫在《教学论》中将教学方

法定义为“教师的工作方式和由教师领导学生的工

作方式”［23］，作为课程教学基本因素的教学方法，

其方法的选择是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效

统一，从而达成一定的课程目标、改善师生互动，以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课程标准（2022年版）》在

教学建议部分也明确提出“教师要广泛运用各种资

源，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以大幅度提升学生的综

合素质与实践能力”，这表明体育教师在教学方法

的选取上要以培养学生运用体育与健康知识解决真

实情境中现实问题的能力为立足点，整合有助于学

生体育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方法，进而形塑清晰、流

畅的教学表达。但囿于长期以来“教受”范式的束

缚，体育教师在教学方法的选取上始终未能突破传

统教学思想的阻碍，以致体育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难

以形成清晰、流畅的教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学生对于体育知识与运动技能的掌握。而从教学维

度看，多模态是增强教学符号系统、增强教学表现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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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学生将所学的知识进行内

化，还有利于教师把握整体的教学节奏，活跃课堂教

学气氛促进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24］。总之，在多

模态理论的指导下，体育教师对于教学方法的选取

应不再局限于“教受”范式的束缚，而是可以通过在

教学实践中整合多种教学方法，形塑多模态教学表

达，从而充分调动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等各

种感官与外部环境之间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以此

增强学生对于体育知识的理解与熟练掌握运动技

能。以“最美消防员”为例，针对其跨学科主题教学

活动的特殊性，体育教师在教学表达上可以侧重于

消防宣传片这一符号模态的运用。首先，体育教师

可以先对消防宣传片进行简单剪辑，将符合教学主

题的内容集中体现；其次，在观看过程中体育教师

需要适当对学生进行提问，引导学生理解宣传片的

主旨大意；最后，在教学环节体育教师可通过播放

警笛声来锻炼学生的反应能力与加速跑能力，并在

奔跑路线中放置水枪、水管及水管卡扣等消防器具，

让学生在规定时间内根据宣传片中所提到的拼接方

法将消防用具组装完成，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并

让学生切身体会到消防工作的艰辛。具体而言，“最

美消防员”这一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实现了感官模

态与符号资源（视频、水管、水枪等）间的有效联动，

是有效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的关键。因此，研究认为

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

学能够在教学层面有效整合教学方法，进而形塑体

育与健康多模态教学表达以提高教学质量，并营造

良好的体育与健康教育新生态。

2.3　以多模态理论形塑课程理念，进而实现优“课”

课程理念是人们基于对课程的认识所形成的

观念体系［25］，对学科课程的改革起着确定起点和引

领方向的作用［26］。从课程标准的历史演进看，早在

2001年我国进行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就倡

导要树立起“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理念［27］，《课程

标准（2022年版）》的课程理念则需要在“以学生发

展为本”的教学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考虑体育与健康

学科面临哪些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怎样才能满足

社会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对此，《课程标准（2022

年版）》在课程理念部分明确强调，体育与健康课程

应聚焦培养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专注于学生的个

体差异与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以突显学生的主体地

位，这为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的开展提

供了根本遵循与方向指引。但在当前的体育与健康

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由于体育教师对如何落实

新课程理念的认识不足以及对教材钻研不到位，以

致在课堂导入部分不能有效地突出体育与健康课程

的课程性质，也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调

动其学习积极性，导致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陷入传统体育教学的桎梏，难以有效调动学生的各

种感官参与教学。而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跨学

科主题教学则为体育教师摒弃“说教式”“讲解式”

传统教学提供了更多可能。具体而言，以多模态理

论作为支撑的课程理念强调体育教师要在教学实践

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调用多种感官

模态来形塑良好的课堂氛围，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以促进其在知识符号化的传递过程中进行有

意义的经验改造与经验累积，与《课程标准（2022年

版）》的课程理念不谋而合，二者都强调对学生学习

能力的培养以及高效课堂的塑造。因此，研究认为

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

学在课程理念的层面回应了时代与社会的需求，这

既是体育与健康教育教学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推

进《课程标准（2022年版）》落地生根的重要举措。

3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推进：基于多

模态理论的探索

《行动方案》在“重点任务”部分提出了要落实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全面推进教学方式变革，通过

精品课遴选、教学成果推广应用带动各地各校广泛

参与，不断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而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作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中的创新举措，优化其教学方式也是“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

环节，在促进学生的核心素养、跨学科思维的形成、

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性能力提升等方面发挥着积极

作用［28］。跨学科主题教学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必然

选择，与我国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密切相关，体育与健康

跨学科主题教学势必要将落实新课标理念作为教

学的逻辑起点，将综合实践活动作为教学的主要载

体，以此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当前，伴随着《课程

标准（2022年版）》的落地实施，教育行政部门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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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学校也陆续对跨学科主题教学进行了尝试与探

索，但已有的跨学科主题教学大多是简单地将各学

科知识与内容进行一味地“拼盘”，继而催生出一系

列“为跨而跨”的表象式教学活动［29］，且存在着教学

目标不明确、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教学情境难以创设

以及教学资源匮乏等诸多实施难点。鉴于此，研究

以多模态理论为基础，尝试构建了多模态理论视域

下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流程（图2），主要

包括了制定多模态教学目标，设计多模态教学活动，

创设多模态教学情境与聚焦多模态教学资源四个教

学步骤，这既是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优势的关键，也

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应然之举。

图2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流程

Fig.2　Process of teach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mes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3.1　立足体育核心素养明确多模态教学目标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根本性问题作

出了新概括、新论断，这既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

基所在，也是建设教育强国和发展教育事业的关键

所在。本质而言，关注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就是深

刻回答未来教育“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根本性问题。自2013年起，我国就

致力于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素养框架，核心素

养被定义为“个人为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要求所必

备的品格和关键能力”［30］。体育核心素养作为核心

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进一步丰富了核心素养的内

涵，且对实现人的核心素养培育起到了重要的支撑

作用［31］。对此，《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也明确指

出“体育核心素养是指学生通过体育与健康课程学

习而逐步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包括运动能力、健康行为和体育品德等方面”，这对

于引导学生明确人生发展方向，成长为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

义。可见，体育核心素养的培育成为当前我国学校

体育教学的核心主题［32］，是高质量完成跨学科主题

教学的关键。现阶段，我国开展的体育与健康跨学

科主题教学在教学目标的设计上关于体育核心素养

的表述都较为模糊，且教学目标的设计也过于宽泛

不具有针对性，致使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

动的教学价值难以得到真正的突显。这一现象的

实质不仅是对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冷

落和忽视，也从根本上阻碍了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

题教学目标的达成与实现［33］，而多模态作为一种教

学理论，则为体育教师破解这一实施难点提供了可

能。简言之，体育教学的多模态是基于身体符号的

多感官协同教学，即体育教师在跨学科主题教学活

动中通过对各种感官模态与符号模态的关注来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让学生能够更加

真实地感知和体悟各种动作技能的学习，以有效提

升学生体育核心素养与培养学生跨学科综合实践



张文鹏，陈红，栗千惠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何以推进？——基于多模态理论的分析

·69·

能力［34］。体育教师在制定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

教学目标时应立足于学生的体育核心素养，突出体

育与健康课程的性质，着重开发图片、音频、影像等

多模态教学资源，并在此基础上制作与课程相关的

PPT、教学视频等，以引导学生对体育与健康跨学科

主题教学活动中所存在的信息进行感知，进而推动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3.2　着眼新课标的教学理念设计多模态教学活动

教学理念是教师在开展教学活动时所遵循的

原则与思想，直接影响着课堂的教学效果与整体的

教学趋势。长期以来，传统的教学理念一直潜移默

化地影响着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尽管素质教育

是目前教育的核心内容，但囿于传统教学理念的影

响，以学生为根本的教学并未能够在现实教学中得

到足够的重视［35］，这无疑为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

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增加了难度。究其原因，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在当前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

活动中，大多数体育教师对新课标中所提及的教学

理念重视不够和理解不到位，导致其在开展跨学科

主题教学时容易出现与国家课程标准背道而驰的现

象［36］。因此，为保障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

顺利实施，体育教师需要着眼于新课标教学理念来

设计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首先，在理

论层面体育教师要认真钻研新课标理念，以新课标

教学理念为指导转变教学思路，改进教学行为，设计

符合教学主题的多模态教学活动，有效提升体育与

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实施成效。其次，在操作层

面体育教师除了要加强对语言、姿态、动作等符号模

态的运用，还需要将图片、视频、音频、板书等多模态

的输入形式融入日常教学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自

主学习能力，从而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改进与提升

整体的教学质量。最后，在学科层面，体育教师要在

教学理念的指导下，综合运用多种符号资源增强体

育学科内容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打造以多模态融合

为主要特征的课堂教学，进而推动体育教学与社会

需求相适应。

3.3　基于教学主题创设多模态教学情境

《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要求教师要在

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中设计丰富多样的主题活

动，创设与学生体育学练、健康成长等相关的情境，

以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知识技能，进而提高解决体

育与健康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可见，明晰教学主

题是创设教学情境的先决条件，教学情境的创设又

关乎体育与健康教学质量的高低。当前，大多数体

育教师在创设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情境的过

程中往往会偏离教学主题，以致难以保证体育与健

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从而影响了

整体的教学效果。而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多模

态教学可以营造一种轻松、愉悦和科技氛围浓郁的

教学情境，这种教学情境也恰好与体育与健康跨学

科主题教学中的教学主题相契合。简言之，在特定

教学主题的基础上创设多样化的教学情境，既是跨

学科主题教学活动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也是

多模态理论指导体育与健康教学实践的重要体现。

基于此，研究认为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

的开展应基于教学主题创设多模态教学情境，即体

育教师在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应合理

地、有计划地选取与听觉、视觉以及触觉等多种感官

模态相关的教学材料，并适当融入图片、动画、音乐

等多模态教学素材对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

动进行辅助，进一步加深学生对于教学主题的理解

和掌握，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优势，促进学生的全面

发展。例如，以“吹响劳动的号角”这一跨学科学习

主题的设计为例，体育教师可以通过播放“劳动者

之歌”“劳动号子”“丰收歌”等劳动歌曲刺激学生

的听觉模态，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矿泉水瓶、

纸壳、气球等符号资源制作简易的劳动器材，以及设

置与农民劳作相关的体能训练，模拟农民种植庄稼

的全过程，以营造良好的多模态教学情境来服务于

“劳动最光荣”这一跨学科主题的教学，从而推动体

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

3.4　聚焦多模态教学资源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前

提，也是丰富学生学习内容的重要手段。对此，《课

程标准（2022年版）》中明确提到：“体育教师在开展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时要充分开发与利

用体育教学资源，提高体育与健康课程的教学质量，

形成体育与健康课程特色，增强课程实施成效。”实

践中，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由于教学资源的

匮乏，体育教师所能用到的教学资源较为有限，教学

范围也仅局限于操场以及球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的实施成效。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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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态教学资源主要是指由语言、图像、声音、色彩等

多种符号模态构建起来的教学资源，其在教育教学

活动中的有效利用能够切实提升学生的综合学习能

力，加深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从而取得更好的学习

效果。可见，从资源利用的维度看，体育与健康课程

教学资源的使用不仅要注重教学效果的达成，还需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感官学习体验。总之，学生感官

学习体验的丰富，离不开体育教师在体育与健康教

学实践活动中对于多模态教学资源的有效利用。以

“钢铁战士”这一跨学科学习主题的设计为例，体育

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应加强对各种多模态教学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遴选出大多数学生都感兴趣且关注度

较高的电影、视频等影像来进行观摩学习，帮助学生

加强对历史、地理、语文等学科知识的理解，并在此

基础上结合不同教学模式的特点来形成自身独有的

多模态教学方式，指导学生最大化地使用多模态资

源来进行自主学习，进而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4　结语

基于多模态理论指导下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

题教学对体育与健康教学资源进行了有效利用，并

将学习者的多种感官模态与学习内容进行了紧密结

合，这既是新征程上义务教育阶段体育与健康教学

改革的实然指向，也是发展学生体育核心素养的必

然要求，还是助推《课程标准（2022年版）》落地生根

的重要举措。因此，为解决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

教学活动中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活动难以开展、教

学情境难以创设以及教学资源匮乏等诸多实施难

点，进一步提升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的

实施成效，亟须在今后实际的体育与健康教学活动

中立足于体育核心素养明确多模态教学目标，着眼

于新课标的教学理念来设计体育与健康的多模态教

学活动，着力于教学主题创设多模态体育与健康教

学情境以及聚焦多模态教学资源来增强学生体育与

健康课程的学习体验，以此发挥体育与健康课程的

优势，并为后续的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的顺

利开展提供切实指引。总体而言，多模态教学理论

在体育与健康跨学科主题教学活动中的运用，需要

教师们在体育与健康教学工作中不断地总结与完

善，进而形成更加翔实的操作指导及典型案例，从而

实现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双向奔赴和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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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initiative to pro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oral grounding，intellectual ability，physical vigor，aesthetic sensibility，and work skills，
as well as a new path to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ness i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Using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we explored the important proposition of "how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modal theory.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multimodal theory has thre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irst，it shapes the learning mode with the conversion of virtual and real contexts to promote "learning"； second，it shapes the 
expression of teaching with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to improve "quality"； thirdly，the multimodal theory is used 
to shape the curriculum concept to realize the excellent "teaching". The promotion strateg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are：(1) clarify multimodal teaching objectives based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physical education；(2) design multimodal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teaching philosophy； 
(3) create multimodal teaching scenarios based on teaching themes； (4) focus on multimodal teaching resources to enhance the 
student's learning experience. 
Key words：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matic teaching in physical 
and health education； teaching strategies； multimod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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