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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用-创”项目式教学法的研究与实践 

韩东辉1  杨帆2  周冰1  曾军山1 

（1南山区大学城丽湖实验学校； 

2中科深圳先进院附属实验学校  广东深圳  518055） 

 

国家创新指数是反映一个国家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指

标。国家的创新指数提升关键在于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青少

年学生的培养。2018 年 PISA（国际学生评估项目）公布的

测试结果显示：“中国学生基础和能力测试”世界排名第 1

名，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18 年全球创

新指数》中，中国的创新指数却排第 17 位。可见，我国人

才的创新能力还是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笔者认为：改变我国创新能力靠后的现状，关键在于改

革基础教育以知识传授和反复训练为主的课堂模式，改变青

少年学生低效作业、机械刷题的做法。机械刷题，有利于提

高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熟练程度和整体平均分，让学校具备了

一个看起来“铁证如山”的数字报表，让教育管理者有了“面

子”。但是，知识传授为主的课堂并不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的课堂，这个过程不是在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教育是一个

系统工程，我们要从“教”与“学”的源头上下手，才可能

真正找到提升学生的创新与创造能力的办法。 

2019 年，国务院发布的文件《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到：优化教学方式，开展研

究型、项目化、合作式学习。随后多地组织省级 PBL 案例征

集活动。项目式学习从此有了指导性文件，项目式学习也开

始探索（当然不排除先行者早就如此前行）。例如对于初中

历史（人教版 2016 版）七年级上册第 12 课《汉武帝巩固大

一统王朝》的教学，教师可创设“穿越回西汉，我成了____”

的教学活动，这样可利用时新概念“穿越”把“学生”与“历

史”时空距离拉近，设计成一个关于“文化史观”的探究的

项目，引导学通过自主学习方式探究“汉武帝巩固大一统的

各方面措施”，然后用小组合作的方式概括形成学习成果（文

化创新），进而达到培养学生“史评”观念创新能力的目的。

人们常说，我国的创新能力从“1”到“100”很棒，但从“0”

到“1”严重不足，即从“无”到“有”的创新能力较差！

显然，项目式教学实际上是在填补我国学生缺乏自主学习、

创新能力相对较差的短板。 

项目式学习实际上是一个在老师指导下的学生自主探

究的过程。自主探究走的应该是一条主动设计、反复试错、

修正前行的道路，需要组织学生在主课堂上花大量时间和精

力自主去建立概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和归纳形成结论

等，但我们的教学过程中，很多老师不组织学生在这里花时

间，而是直接告诉学生“知识就是这样”、“结论就是如此”，

例题“照步念”，甚至还带领学生在书上“划杠杠”、“圈重

点”，这样“快”，“省事”，或者忙于让学生在记忆知识和解

题方法模板上反复操练，在训练学生“知识或技能的熟练程

度”下功夫，常此以往，学生变得机械、呆板，解决问题的

答案“生怕漏掉书上原文的一个字”，变通一下“万万使不

得”，使得学生在思想禁锢、思维方法局限，自主创新那块

地则人迹罕至。当然，这“忠实”课本的做法要与勇于追求

“真理”，以课标、课本为指引的行为区别开来，“尽信书不

如无书”，不是“不信书”，关键是不能“尽信书”。恰恰相

反，据报道，在美国中小学普遍采用“项目式”组织教学，

教学过程中，虽然学生的开始表现有点“不好看”、“东倒西

歪”，“不规范”云云……但是，他们经常自主探究，变得计

划能力强，自主学习力、动手能力、创造力、团队合作和领

导力均得到很好的培养。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恰恰是需要

这种人，而不是大脑中很多知识而不会主动探索发现、解决

问题的“书呆子”。2003 年 7 月，德国制定以行动为导向的

“项目教学法”，侧重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包括知识（专

业）能力、方法能力、学习能力、与人协作等方面的社会能

力，这也是当下中国教育改革方向的一个好的范例。 

从国外实践经验来看，我们要吸取其经验和教训，选择

并走好自己的路。搞“项目式”教学，教学环节就要经过“设

计、探究”过程，走“培养学生思维”的路，这样教学过程

本身就提供了“0”到“1”的“创新”、“创造”机会，因此，

走“项目式”教学的路子，对于培养学生的“创新力”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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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替代的作用。 

什么是“项目”？“项目”是指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必

须在特定的时间、预算、资源限定内，依据规范完成的一系

列独特、复杂且相互关联的活动。把整个学段的学习过程分

解为一个个具体的工程或事件，针对这一“工程”或“事件”，

设计成一系列独特的、复杂的并相互关联的活动，就是教学

的“项目”（教学工作构成）。这些活动一般来说必须在定点、

限时、有限教学资源内完成。例如对于初中地理（人教版 2013

版）八年级下册第九章《建设永续发展的美丽中国》的学习，

广东珠三角教师可利用假期组织部分学生开展“为乡村振兴

建言献策——以佛山顺德逢简村地理环境、生态与人文的调

查研究为例”的项目式学习，对广东某地乡村的生态、环境

与人文特征进行调查研究，带领学生从“文本地理”走到实

镜，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中观察现象、研究问题、完成

任务，从而发挥“实镜地理”的育人价值，培育学生的人地

协调观、区域认知和地理实践力等地理学科核心素养。可见，

所谓“项目式学习”就是一个基于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和发

现学习理论的通过持续参与一系列复杂探究任务（或者说活

动）来解决真实世界中的问题的系统化的深度学习模型，而

组织学生进行“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过程，就是“项目式教

学法”。 

项目式教学法的一般流程是：（1）收集信息，生发问题；

（2）明确目标，制定计划；（3）独立学习，小组合作；（4）

概括总结，检查评价。 

举个例子，人教版义务教育教科书《化学》（九年级上

册，2022-12）P.74 第四单元课题 2《水的净化》中有一幅“自

来水厂净化水过程示意图”，笔者以此为“触发材料”，设计

了一个关于“污水净化工艺流程”的项目教学方案。具体方

案如下： 

项目名称：“自来水净化工艺流程”的项目式学习 

项目式学习的具体流程： 

一、学生兴趣小组参观自来水厂的生产流程。生发问题：

自来水厂是怎么净化水的？每一步的目的是什么？ 

二、通过项目式学习，能说出“自来水净化工艺流程”

中各个步骤的具体内容并能理解其原理（或目的），会进行

过滤操作，能理解“活性炭吸附色素”的原因。 

具体计划如下： 

1.第一小组搜集资料，整理出污水处理的具体流程； 

2.第二小组准备介绍“絮凝剂”的有关资料； 

3.第三小组介绍“过滤”的实验操作； 

4.第四小组演示“活性炭吸附色素”的实验； 

5.第五小组讲解说明污水处理最后一步“投药消毒”的

化学原理。 

三、独立学习、小组合作 

1.学生自主阅读课文，查阅“水的净化流程”相关资料。 

2.小组合作具体如下：第二小组成员课前归纳整理“絮

凝剂”的有关资料（PPT），小组代表课上分享；第三小组一

成员介绍“过滤”的实验操作而另一同学做演示；第四小组

两代表上台演示“活性炭吸附色素”的实验；第五小组代表

讲解说明污水处理最后一步“投药消毒”的化学原理。 

3.教师归纳整理项目学习成果并作简要点评。 

四、师生共同检查、评估项目式学习的结果，指出优秀

之处和发现不足。 

从以上的实例不难可以看出：项目的形成一般来自于如

“自来水厂净水过程示意图”这一“触发材料”，另外，场

景、实物、数据、文章、视频等都可以作为组织学生进行项

目式学习的促发材料。对于整个项目式学习过程而言，主要

包括：问题驱动、持续探究、学生参与、学科融合、产品导

向、评价引领六个要素。这六个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如果我们把这个六要素看作一个立方体的六个不同侧面的

话，它们的关系可用下图表示出来。 

 

由图示可知，项目式教学不再把教师掌握的现成知识技

能传递给学生作为追求的目标，而整个学习过程是在教师的

指导下，以问题为驱动，学生主动选择某条路经，通过自主

的“持续研究”得到某个结果，在学习过程中，要讲究“学

科融合”和“产品导向”，最后就结果进行展示和评价。 

例如：初中物理学科学了光、热、电等知识，如果把这

些知识与相关技能聚焦到“汽车的后视镜”这个载体上，就

可以此为促发材料，设计项目式学习《关于汽车后视镜的“光

-热-电”等物理原理及其应用的探究》。具体教学程序如下： 

活动 1.提出如下几个问题： 

（1）后视镜相当于光学中的哪种镜面？（2）镜面上的

霜、露和雾在哪种环境下生成，又该如何除去？（3）消除

霜、露和雾需要多长时间？ 

活动 2.观察探究：后视镜的镜面为凸面镜还是凹面镜？ 

学生通过观察：后视镜的镜面为凸面镜，它类似于不锈

钢勺子的凸面，让两束平行光照到凸面镜上，反射的光线是

发散的。 

 

活动 3.学生交流： 

①凸面镜有何特点？ 

凸面镜的特点是物体被放大了，视野范围更广，能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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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员看清楚车辆旁边的行人等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状态。 

②相比平面镜，凸面镜有何优点？ 

相比平面镜，凸面镜的表面更凸出，使得镜面所成的像

比实际距离近一些，从而减少视觉上的距离误差，增加安全

性。 

活动 4.学生实验“模拟自然制霜”（“用”知识、“做”

实验） 

学生用了两种方法制作霜：①用镊子夹着干冰，发现夹

着干冰的镊子周围就有霜；②用易拉罐装入适量的盐和冰

块，不断搅拌，发现易拉罐的外底部也有霜。 

活动 5.学生交流：如何除霜？ 

既然是在降低温度下生成的霜，因此为除霜就要升高后

视镜的温度。 

活动 6.如何设计可加热后视镜的电路？（培养“创新”

能力） 

已知车载电源电压为 12V，电热丝电阻分别为 R1＝5Ω，

R2＝10Ω，R3＝15Ω，请利用题给元件为一款智能汽车的后

视镜设计一个电路。要求：①汽车的后视镜有防雾、除雨露、

除冰霜三种功能；②车主可通过旋钮开关实现功能切换，防

雾、除露、化霜。 

活动 7.学生设计汽车后视镜的加热电路（可以反复试

错），具体方案如下：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根据公式
R

U
P

2

 ，可引导学生计算出方案 1-5 中电路的总功率，如下表： 

 方案 1 方案 2 方案 3 方案 4 方案 5 
接入电路的电阻 R1＝5Ω与 R3＝15Ω串联 R1＝5Ω与 R2＝10Ω串联 R2＝10Ω R3＝15Ω R2＝10Ω与 R3＝15Ω并联

总电阻值 20Ω 15Ω 10Ω 15Ω 6Ω 
总功率 7.2W 9.6W 14.4W 9.6W 24W 

教师点评设计方案：由于驾驶员要通过旋钮开关实现防

雾、除露或化霜等功能的切换，方案五不可切换，故排除方

案 5。方案 3 旋转开关旋至“1”挡具防雾功能，方案 4 旋转

开关旋至“2”具除露功能，方案 1 旋转开关旋至“3”具有

化霜功能，故可选择方案 1、3 或 4。 

活动 8.师生交流：除去雾、露或霜需要多长时间？ 

小结交流结果：①获取后视镜玻璃的质量、比热容和温

度变化量，根据公式 Q=cm△t 计算出玻璃吸收的热量；②根

据开启防雾、除露和化霜功能时的加热效率 ，根据公式


Q

W ，算出开启防雾、除露和化霜功能时的消耗的电能；

③再根据 W=pt，即可计算出除雾、露或霜所用的时间
p

W
t 。 

可见，项目式教学的重点在于学习“过程”而不是“结

果”，尤其是学生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形成的各种能力：（1）

防雾、除露和化霜要有“用”知识的意识与能力；（2）设计

加热方案，要有创意、创新、新造的精神；（3）做实验时主

要训练的是学生的动手操作的技能。显而易见，开展项目式

教学的教学，能为学生“做”、“用”、“创”提供良好的学习

机会，在这期间，教师只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引导人、助力工

和监督者。 

综上所述，“项目式”教学法是学习者为中心的教学方

法，组织“项目式”教学的意义很多，不仅培养学生的创造

力，还可以促进学生多元学习体验，对于提升内在学习驱动

力、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训练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等

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只有采用“项目式”等利于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教学方法组织教学，才有利于缩小我国青少年创

新能力与发达国家学生的差距，相信不久的将来，经过全体

教育工作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我国的创新能力一定会成为世

界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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