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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盲盒漂流记 项目学习效果佳 
——一次项目式学习的探索和尝试 

杨超  陈洁萍 

（深圳市福田区荔园小学众孚校区） 

 
教育学家杜威强调，“如果我们用过去的方式教育现在的学生，

那么我们便会掠夺他们的未来。”《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指出，“义务教育数学课程应使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形成和
发展面向未来社会和个人发展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是在数
学学习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课程目标以学生发展为本，以核
心素养为导向，进一步强调使学生获得数学基础知识、基本技能、
基本思想和基本活动经验（简称“四基”）的获得与发展，发展运
用数学知识与方法发现、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简称“四
能”），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学生学习应当是一个生动
活泼、主动的和富有个性的过程。除接受学习外，动手实践、自主
探索和合作交流同样是学习数学的重要方式。学生应当有足够的时
间和空间经历观察、实验、猜测、计算、推理、验证等活动过程。 

项目式的学习是一种新型的教学模式，是一种以项目为主线，
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强调的是以学生为
中心，强调小组合作学习，要求学生对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性问题进
行探究，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结合。项目式学习能很好地改变传统教
学中老师单一地讲授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局面，让学生更热情、
更主动、更富有创造性地投入到学习探索中，不仅让学生获得数学
知识与数学经验，更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合作交流的能力，还创造
条件让学生不断迸发思维火花产生精彩观念，让学生热情而富于创
造性地灵动地学习生活。 

为此，我们尝试在教学活动引入项目式学习。我们发现在讲授
长方体的有关概念的时候，学生常常被动地接受长方体的知识.在他
们而言，思考点线面的关系仅是学习的内容，研究表面积的计算只
是学习的任务，探寻如何包装最节约不过是学习的要求。既没有兴
趣的激发，又没有目标的追寻，也没有内在驱动力的推动，学习颇
为无趣形式化。为了激发他们的内在驱动力，我们便尝试在学习长
方体的知识开展项目式学习----“惊喜盲盒漂流记”。 

本项目基于北师版教材中的第二单元《认识长方体》和《数学
好玩》里面的包装的学问，以利用小棒和卡纸进行盲盒的制作的驱
动型项目引发学生主动探究握长方体面、棱、顶点的基本特征，认
识长方体的长、宽、高，体会长方体棱面之间的关系；以将四个盲
盒包装起来最节约包装纸这一驱动性项目，初步认识长方体每个面
的长、宽和长方体长、宽、高的关系，引发思考推导长方体的表面
积公式,从而找出最节约包装纸的组合方式。 

任务一 “做”——巧手设计做盲盒 
一、任务目标 
学生在“搭建一个盲盒框架”的问题驱动下，主动探究长方体

面、棱、顶点的基本特征；体会长方体棱面之间的关系；初步认识
长方体每个面的长、宽和长方体长、宽、高的关系。 

二、任务设计 
教师：盲盒的魅力在于惊喜的未知，我们年级将组织惊喜盲盒

漂流活动。同学们将制作惊喜盲盒，并在我们年级随机漂流，你将
收到来自其他同学制作的盲盒，期待这份未知的惊喜吧！ 

教师给每个学生提供 12 根小棒和 8 个转接口。请学生思考，
讨论并动手拼出长方体框架，同时填写一下学习单。 

1.写一写：将你能为他人准备的惊喜写在卡片上并写上自己的
班级姓名，会有一位同学收到你的盲盒，期待你的幸运儿来找你兑
换惊喜吧！ 

2.搭一搭：用这些连接头和不同长度的小棒搭出长方体框架。 
u 我用了______个连接头。 
u 我用了______根小棒，这些小棒的长度有何特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 相 同 长 度 的 小 棒 摆 放 位 置 有 何 特 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剪一剪：剪一些长方形纸板，能恰好密封住搭好的长方体框

架。 
u 如 何 确 定 长 方 形 纸 板 的 尺 寸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u 我 剪 了 _______ 张 纸 板 ， 它 们 的 大 小 有 何 特 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粘一粘：将剪好的纸片粘在搭好的框架上，封口前将惊喜卡

片放进去。 
u 相 同 大 小 的 纸 片 粘 贴 的 位 置 有 何 特 点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根据以上这些发现，说一说你对长方体的认识。 
三、评价标准 

对项目感兴趣 

能主动完成任务 

能克服其中的困难 

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能发现总结其中的奥秘 

四、学生完成任务情况实例 
制作惊喜盲盒这一项目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他们主动积

极地利用下发的材料进行框架的搭建、长方体六个面的创造。在动
手过程中，学生从链接三通管感受到了顶点的个数，从搭建中同一
颜色同一尺寸的小棒摆放的位置认识到了每组小棒的个数以及同
一组小棒之间的关系，从制作长方体六个面的经历体会了各个面与
长宽高的联系。他们不仅动手完成了盲盒，还精心又富有创意地设
计了盲盒的六个面，倾注心血创造着一个艺术品。 

 

 
任务二 “摆”——大胆尝试摆位置 
一、任务目标：摆一摆画一画，如何把四个盲盒包装起来？ 
学生在问题“可以怎样摆”的问题的驱动下，思考多种包装纸

的组合方式，培养了主动探究的行为，发展了发散性思维，发挥了
动手实践的能力。 

二、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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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同学们已经精心制作了惊喜盲盒，并且也期待着来自其他
同学制作的盲盒。为了盲盒更顺利地漂流，同学们需要把四个盲盒
包装在一起。 

1.你能想出多少种包装方法？小组内摆一摆，画一画。 
四人小组进行活动，尝试不同的摆法，并把摆法画下来。 
2.猜一猜：哪种最节约包装纸并说明原因。 
四人小组讨论，以上摆法中哪种摆法可能最节约包装纸，为什

么？ 
三、评价标准 

能积极参与主动承担  

能大胆提出自己见解  

能合作交流理解尊重  

能不惧困难勇于克服  

能大胆猜想探索奥秘  

四、任务完成情况实例 
在四人小组合作的时候，同学们不断地进行尝试、调整，排除

重复的摆法，发现遗漏的摆法，思考讨论如何有序地进行组合包装。
大家各抒己见同时耐心倾听，大家积极探讨同时合作协商。最后，
纷纷进行了大胆地猜测，猜测哪种包装方法最节约包装纸。 

 
任务三 “算”——精确计算得最佳 
一、任务目标：算一算，制定最节约包装纸的包装方案 
学生在问题“如何最节约包装纸”的驱动下，主动思考推导运

用长方体的表面积公式，从而找出最节约包装纸的组合方式。活动
成功地培养了主动探究的行为，培养了互帮互助的习惯，还培养了
反思质疑的意识。 

二、任务设计 
师：上次我们摆出了四个盲盒包装起来的不同方法，也猜测了

哪个方案最节约包装纸，现在我们来算一算验证一下。 
四人小组共同探讨不同摆法形成的新的长方体的长宽高，然后

分配计算任务，进行验证。 
三、评价标准 

能大胆提出自己见解  

能合作交流理解尊重  

能不惧困难勇于克服  

能发现奥秘总结规律  

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四、任务完成情况实例  
各组同学分工合作，各自认领任务进行计算后，互相检查纠正，

最后检验上一次的猜测的正确性。 

 

任务四 “包”——五彩缤纷出奇思 
一、任务目标： 
学生在“如何最节约包装纸”的问题的驱动下，找出最节约包

装纸的组合方式后按照这个组合方式进行包装。活动让学生体会到
了理论联系实际的作用，更感受到数学来源于生活最后运用于生活
的乐趣。 

二、任务设计 
四人小组利用透明胶纸、包装纸按照最节约包装纸的方案进行

包装。 

 
三、评价标准 

能感受任务的有趣性  

能主动承担合作交流  

能不惧困难勇于克服  

能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能切实感受数学价值  

四、任务完成情况实例 
成果展示  “乐”——盲盒漂流共欢乐 
课程的最后是孩子们集中在一起进行盲盒的漂流嘉年华活动，

大家共同分享自己在课堂中制作盲盒中的快乐和在课堂中获得的
知识。 

 
在这个项目式学习中，学生学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的世界，

通过动手操作长方体，发现了长方体的特征，设计精美的盲盒，发
展了创新思维。学生还学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实世界，大胆地猜
想怎么包装最节约包装纸。同时学生学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
界，严谨地推导表面积的计算公式，经历了数学的“再发现”过程。 

在本次项目式学习中，我们惊喜的发现孩子们成为了学习的主
角，他们在教学过程中一改以前的被动地位，不再是老师填鸭式教
育的刻板对象，他们积极动手，主动思考，善于发现并思考问题，
能够在积极的探索和讨论中寻求问题最佳的答案，他们立足于书
本，又不仅仅囿于书本，他们不仅仅向老师获得知识和答案，还用
自己的奇思妙想开拓和提升了老师的思路。惊喜盲盒漂流记作为一
次项目式学习的探索和尝试，让学生学有所乐，学有所得，学有所
悟，让我们有了继续新的项目式学习的激情和动力。 

注：本文系深圳市福田区规划课题“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小学数
学概念教学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FTJY19073）的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