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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双减”政策下小学科学低年段项目式学习创意物化的
实践研究

杨颖仪

（广州市越秀区八旗二马路小学，广州 越秀 510000）

摘要：在“双减”政策要求的背景下，在低年段科学课上开发适合学生的项目式学习内容，在课内外开展符合学生认知发展规律的

项目式活动，除了是响应国家政策的要求以外，更是针对如何有效提高低年段学生学习科学的能力及科学素养而开展的研究。项目式学

习的最终目标是解决项目中的问题，培养学生在活动中开发创新思维和动手操作能力，让学生的创意以物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学生通过

科学课上开展的项目式学习，再融合综合实践科大纲的要求，达成创意物化的教学效果，从而达到培养学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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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式学习是现在最热门的学习方式，也是最值得提倡的一

种学习方式。在项目式学习中，更多的是在中、高年段实施和开展，

对于小学低年段的开展还不是很多。因为项目式学习的学习方法

是在学习中为学生营造一个环境，为解决一个项目而学习的。而

低年段学生无法像中高年段学生那样会自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并最终应用于实际生活中的。低年段的学生还不完全

具备项目式学习的能力。是不是就不能在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

呢？既然学生不具备能力，那又应该如何在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

习呢？培养目标又是什么呢？

一、在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的目的和意义

（一）加强学段衔接，符合课标最新要求。

在最新修订的 2022 年《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最新

课标）中，在最新变化中的第五点就明确提出要加强学段的衔接。

而在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是符合课标的最新要求。能力从来

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从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为学生设计出适

合他们学习、活动的内容后，在学生参与活动中时，就是为学生

奠定以后在项目式学习中需要培养的能力基础。这完全符合最新

课标的要求。同时也充分地体现出不同学段学生的能力培养要求

和水平不同，更好地让学生的能力有一个连续性和进阶性的发展。

低年段，在这里是指 1 至 3 年级的学生。把 3 年级的学生也

纳入到低年段来，是想让 1、2 年级的学生与 3 年级学生学习要求

进行一个衔接。更好地理顺项目式学习的操作方法和注意点。所

以在进行项目式学习活动时，会以 1、2 年级跟 3 年级的进行对比，

制定更合适的目标要求。

（二）是培养科学学习思维能力的要求。

知识是一种外在物体，是需要通过主动对知识这个外在物体

进行感知与协调来获取的。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里就提出过，

人的认识就是人用他独特的认识结构去同化外物。 这个“独特的

认识结构”就是思维。每一个阶段的知识和能力都是前一阶段知

识和能力的延伸，并被后者所取代。项目式学习中需要学生具备

有一定的思维能力，是一种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思维能力。而对

于低年段的学生来说这种思维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那就要从

小培养，让每一次学习或掌握到的知识和能力去替代前面的能力，

取得阶段性的提升，才能最后满足于项目式学习的要求。所以在

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逐步开展活动是很有必要性的，是达到

培养学生科学学习思维能力的要求。

（三）是培养动手能力的要求。

在杜威的实用主义观点中就提到过：“一个概念应被它的实

践效果来检验。” 开展项目式学习活动就是一个以实践经验建立

概念的一种教学方法。同时，实用主义的科学方法论就是利用科

学探究方法进行研究。同时，对于低年段的学生，并没有太多的

实践经验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动手实践活动。经过对低年段学

生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有一部分学生不太喜欢上科学课的其中

一个原因是：要动手制作物品，或动手操作实验。问卷中这部分

同学占 11%。他们对动手制作或操作感到焦虑。而这并不利于学

生对科学概念的构建。同时，也说明低年段学生需要培养初步的

动手能力，让学生不怕动手做，敢动手做。

在一年级的教学中，有一项目是制作纸尺，需要用来剪刀沿

虚线剪纸。但在教学过程中，发现有 30% 以上的同学没有拿过剪刀，

60% 以上的同学不能沿虚线剪直线。这样导致到同学们做出来的

纸尺不但不美观，还影响测量效果。所以在低年级要帮助学生学

会掌握基本工具的使用，锻炼制作的能力，是提升作品成功率的

重要保证，同时也是为以后更高要求的制作做好动手能力的准备，

从而达到培养动手能力的要求。

（四）是培养正确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

最新课标中明确指出，要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

感。要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之余，能包容不同的观点；能善于与他

人合作之余，也能大胆质疑，并能作出正确判断。项目式活动就

是一项需要同学共同合作，互相沟通好才能完成的一项活动。

低年段学生的心理特点是需要陪伴、依赖，同学间相互合作

会带给他们一种心理安慰，所以当他们需要完成一项任务时更需

要依赖和帮忙。依赖的对象可以是老师、家长，也可以是同伴。

在低年级开展项目式学习时，老师会有意让学生组成小组开展活

动，这时把学生的依赖对象换成了小组中的同学，这样更有利于

培养小组间的合作互动，也更容易让学生在学习中学会沟通与交

流，达到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的要求。

二、在项目式学习创意物化的教学流程

低年段在项目式学习活动的教学流程其实跟中高年段的教学

流程基本是一样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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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开始

创设情境，引入活动内容

在老师引导下提出研究问题

师生共同定下探究问题

师生共同设计简单的探究方案

老师引导下对方案进行点评、判断、修改

学生共同完成制作

呈现作品

老师指引下点评、判断、修改作品

结束

（这个教学流程在本文不作详细述说，详细见后续低年段项

目式学习创意物化实践研究教学策略）

只是，因为低年段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习能力等因素跟中高

年段学生不一样，所以在每个教学流程中需要注意些地方。那要

注意哪些地方呢？

三、在项目式学习创意物化的教学注意点

（一）根据课标，定好目标，降低难度

在最新课标中明确说明，低年级学生需要培养提问题、制定

计划、分析与评价等科学探究一系列能力的“意识”。也就是说，

低年段的学生并没有具备探究问题的具体能力，但需要从低年段

开始培养这种意识。所以在低年段开展项目式学习时，要根据课

标的要求，制定好适合的教学目标，有必要时会降低要求与难度。

如在一年级开展《制作一张纸》的活动中，在中高年级开展

活动的话，是让学生提出制作纸的一系列问题。如：制作方法，

制作材料，制作过程，注意事项等等。但是在低年段的学生，很

多同学并不能提出对应的问题。在提出进行一张纸的制作时，我

问学生：“对于制作一张纸你们有什么想问的吗？”这时只有很

少的同学会提出来，“我想知道这纸怎么做啊？”然后就没了。

很多同学是不知道要提些什么问题。这时，要把提问题的要求降

低些。在第二个班的教学中就改成问：“你想做一张纸吗？”“我

们要不要准备些什么？”“我们要不要知道它的制作方法？”“我

们在制作的过程中要不要注意些什么？”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

这时，在老师问题的指引下，学生慢慢地会提出了一些相关的内容。

这样帮助低年段的同学慢慢学会思考，慢慢地向自主提出问题过

渡。到了三年级或中年段的学生才会具备根据具体现象提出探究

问题的能力。

（二）指引需更细致具体

低年段的学生对于事物的认知很多还是会停留在具体事物上，

或者是已知的事物上。对于没见过的，或者不了解的事物，他们

不会有任何的想法。这是学生认知规律的特点。而项目式学习的

活动就不能忽略这个认知特点。而教师在设计教学前，必须对学

生的前知做好了解和掌握，才能设计出符合学生认知学习的场景

来。如一年级的《制作叶子画》之前，对学生做好了一系列的学

习铺垫，通过为学生介绍叶子画，引导学生认识画中代表不同物

品植物叶子的形状，还介绍植物名称，让学生了解更多的植物后，

再问学生愿不愿意做一副自己设计的叶子画。再引导学生思考：

如果用叶子来画画，需要准备些什么形状的叶子？让学生充分关

注到自己的画与叶子形状相互间的联系。学生在做自己的画时，

自然就想到了哪种形状要用哪种叶子可以代替，然后再根据自己

的画找对应形状的叶子。所以在同学们交上来的叶子画里，许多

同学都能找到适合的叶子来画画。有些同学的叶子画没有增加线

条画来辅助图案，都是纯叶子贴出来的。这说明，老师指引细致

具体了，学生是能完成得很好。

（三）创意物化使学习具象化，并具可操作性

创意都是在恰当的环境下，引发出来不一样的想法。低年段

的学生创意不可能凭空想象。所以在项目式学习中，想让学生们

创造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那就先让他们有足够的直观体验，然

后在模仿中变化、创新。

如一年级的《叶子画》就是让这份创意具象化的结果。每个

学生搜集到的叶子形状都不一样，他们的设计都有不同。在教学时，

多展示以前历届学生的作品，给一年级同学产生直观性认知。在

得到提示后，同学们才有了可模仿对象，进而才有了自己的创新。

并且这样的创新，是自己也能做到的。同时还发现，能很好完成

叶子画的同学，对叶子的形状一定会有深刻的认知，这让学习也

达到了良好的效果，也可作为评价学习效果的一种方式。因为可

操作性增强了，所以才达到培养学生创意物化的目的。

（四）相信学生，给予时间

时间会让知识沉淀，时间也可以解决许多问题，这个在学习

中更是这样。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随着学习活动的不断推进，

都会遇到不同的问题，都需要学生学会思考，并且找到解决问题

的方法，最终完成活动的目标。而这个过程需要的就是时间。在

二年级进行制作《指南针》的活动中，上了三节课。第一节课，

学习制作指南针的方法，然后回家进行制作。第二节课，介绍制

作好的指南针，并点评、提意见，提问题，老师帮忙提出解决的

方法，然后回家再修改。第三节课，对修改好的作品再次进行点

评和展示。经过了三节课的时间，同学们慢慢产生了自己的想法，

在不断地修改中，创设出了与第一次或第二次都不一样的作品。

并且作品改进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给学生有充足思考的时间，才

会有不一样的创意出现。

同时，老师对学生们的鼓励与支持也是必需的。有足够的时间，

多提醒学生，多思考，最后就会有不一样的创意之花绽放了。

四、小结

在“双减”政策下，国家对于学生在家里的作业安排要求很

明确，而开展项目式学习的内容是符合“双减”政策的要求。所

以充分让低年段的学生把在学校开展的项目学习活动内容，在家

里继续探究下去，也是很好的一种学习方法。

通过在学校，老师创设出活动的真实情境后，以培养学生解

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为目的，以主题活动为抓手，老师做好细致具

体的引导后，让低年段学生积极参与项目式学习的全过程，才能

达到培养学生运用知识技能解决自然和生活中科学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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