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于项目学习的
教与学方式变革

桑国元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传
统
教
育



古今中外

⚫ 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 夸美纽斯：“找寻一种教育方法，

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学生因此可

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

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

乐及坚实的进步”。
Give the pupils something to do, not something 
to learn; and the doing is of such a nature as to 

demand thinking; learning naturally results. 

(Dewey, 1916, p. 181,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中国教育之困

⚫ 国际PISA测试，我国到目前为止参与了四次，三次成绩位居第一，

中国学生在数学和科学方面尤其遥遥领先；

⚫ PISA是一项针对即将完成义务教育的平均年龄在15岁左右学生的

阅读能力、数学能力和科学能力的纸笔测验。遥遥领先的成绩背

后，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和隐忧，需要引起重视；

⚫ 我们的孩子们被迫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学习，虽然学业成绩表现不

错，但从个体的一生成长和从国家的长远发展来看，我们的教育

不尽如人意。



反思

⚫ 是否存在一种孔子、陶行知、夸美纽斯、杜威等教育家

所找寻的教学方法？这种方法能够更加容易地实现学思

合一、知行合一、教学合一？

⚫ 项目学习是否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至少是之一？



01
为何需要项目学习？

02
何谓项目学习？

03
如何基于项目学习
变革教与学方式？



我们为何需要
项目学习？

一

（一）国家政策引领

（二）课程标准规定

（三）专家学者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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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 三、强化课堂主阵地作用，切实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

• 8.优化教学方式。坚持教学相长，注重启发式、
互动式、探究式教学，教师课前要指导学生做
好预习，课上要讲清重点难点、知识体系，引
导学生主动思考、积极提问、自主探究。融合
运用传统与现代技术手段，重视情境教学；探
索基于学科的课程综合化教学，开展研究型、
项目化、合作式学习。精准分析学情，重视差
异化教学和个别化指导。各地要定期开展聚焦
课堂教学质量的主题活动，注重培育、遴选和
推广优秀教学模式、教学案例。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
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

• （十）深化课堂教学改革。按照教学计划循序
渐进开展教学，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培养学生
学习能力，促进学生系统掌握各学科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基本方法，培养适应终身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键
能力。积极探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互动式、
启发式、探究式、体验式等课堂教学，注重加
强课题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性学习等跨学科
综合性教学，认真开展验证性实验和探究性实
验教学。提高作业设计质量，精心设计基础性
作业，适当增加探究性、实践性、综合性作业。
积极推广应用优秀教学成果，推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加强教学研究和指导。

国家政策引领



➢ 上海巿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

• 为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中共

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20〕3号）等要求，推进义务教育教与

学方式变革，着力培养学生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

义务教育质量，在开展“儿童学习基础素养”项目实践和研究的

基础上，深化项目化学习的实践和探索，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国家政策引领下的区域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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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 4. 大力推进教学改革

• 深入理解普通高中课程改革要求，准
确把握课程标准和教材，围绕核心素
养开展教学与评价。关注学生学习过
程，创设与生活关联的、任务导向
的真实情境，促进学生自主、合作、
探究地学习，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
评价，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合理
应用，提高课程实施水平。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 六、实施建议

• 3. 创设综合性学习情境，开展自主、合作、探
究学习

• 可通过多样的语文实践活动，融合听说读写，
跨越古今中外，打通语文学科和其他学科、语
文学习和学生的生活世界，运用优质的素材和
范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提高语言
文字运用能力。加强课程实施的整合，通过主
题阅读、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
式，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的整合，整体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 （2017年版2020年修订）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 四、课程标准编制与教材编写

• 1. 课程标准编制

• 坚持素养导向，体现育人为本。落实党的教
育方针，依据义务教育培养目标，凝练课程
所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体现课程独特育人价
值和共通性育人要求，形成清晰、有序、可
评的课程目标。基于核心素养培养要求，明
确课程内容选什么、选多少，注重与学生经
验、社会生活的关联，加强课程内容的内在
联系，突出课程内容结构化，探索主题、项
目、任务等内容组织方式。

• 五、课程实施

• 2. 深化教学改革

• 推进综合学习。整体理解与把握学习目标，
注重知识学习与价值教育有机融合，发挥
每一个教学活动多方面的育人价值。探索
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
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举一
反三、融会贯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
促进知识结构化。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

• 四、课程内容

•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计与概率以数
学核心内容和基本思想为主线循序渐进，
每个学段的主题有所不同。综合与实践以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为目标，根据不同学段学生
特点，以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主，适当采用
主题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的方式，设计情
境真实、较为复杂的问题，引导学生综合
运用数学学科和跨学科的知识与方法解决
问题；

• 综合与实践主要包括主题活动和项目学习
等。第一、第二、第三学段主要采用主题
式学习，第三学段可适当采用项目式学习。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2022年版）

• 三、课程目标

• 在项目学习中，综合运用数学和其他学
科知识与方法解决问题，积累数学活动经
验，发展核心素养。

• 一



我们为何需要
项目学习？

一

（一）国家政策引领

（二）课程标准规定

（三）专家学者呼吁



“在科技发达、信息万变的

当今时代，项目学习是当代

乃至未来一个十分重要的学

习方式……项目学习在培养

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

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顾明远，2017）

“项目学习是推动课程改革和

教育改革的抓手。”“项目学习

不仅可提高学生学习成绩，而

且对思维能力、深度学习、跨

学科学习能力、可持续发展能

力等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

（朱永新，2021）

“教师要具备开放心态、敏捷

思维、灵活性、知识渊博、好

奇心等品质和特性，从而提出

高质量驱动问题，设计高质量

项目学习活动，变革高质量学

校，培养高质量学生。”

(Thom Markham, 2021)



被“项目”包围的时代





➢ 学习金字塔

⚫ 美国缅因州的国家训练实验室研

究发现，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

学习者在两周以后还能记住的内

容（平均学习留存率），如图。

⚫ 学生：主动求知，享受学习带给

你的快乐；

⚫ 老师：还课堂给学生，享受教学

的乐趣；

⚫ 平庸的老师只是叙述，较好的老

师是讲解，优秀的老师是示范，

伟大的老师是启发。“满堂灌”

的课是糟糕的课。



何谓项目学习？二

（一）项目学习的定义

（二）相似概念的辨析

（三）项目学习的特征



项目学习的定义

⚫ 项目学习（PBL）就是通过做项目来开展教和学的活动；

⚫ 其目的是让学习者能够针对真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利用所学知识和技

能，开展合作、探究，尝试解决问题，完成项目产品；

⚫ 其焦点在于过程中的“学习”和结果中的“发展”。

是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 探究复杂、真实问题的解决方案

关注创新思维、设计思维 模拟、真实产品为导向



相似概念辨析

综合实践活动 研究性学习 探究性学习 主题式学习

问题式学习
（PBL）

研学旅行
STEM

（STEAM）

共性：问题导向，学生中心，过程体验



项目学习的独特性

产生可见

的成果

注重学生间
的合作

关注现实生

活中的真实

问题

核心素养

的培育

向公众展示

PBL项目学习



项目学习“六度”特征

© 版权 桑国元，2022

知识度

感知度 真实度

参与度 实践度

协作度

深度
学习



如何基于项目学习
变革教与学方式？

三

（一）项目学习的流程

（二）自行车模型与PBL生态

（三）基于PBL的教与学方式变革



项目
计划

项目
执行

项目
终结

项目
启动

项目
控制

• 入项活动
• 分解问题
• 团队建设
• 建立规则

• 明确目标
• 规划进程
• 定义产品

• 成果展示

• 成果评价

• 项目复盘

• 庆祝活动

• 定期项目会议

• 过程性评价

• 搭建支架

• 记录过程

• 管理突发事件

1 2 43

项目学习四阶段



项目学习八步骤

产生
主题

1

形成
小组

2

制定
计划

4

分析
制作

6

多元
评价

8

成果
展示

7

明确
任务

3

开展
探究

5

师生共同构思项目，
产生探究主题

形成项目学习小组

选择探究主题，
明确探究任务

制定主题探究计划

收集资料， 开展主题探究

分析、 总结资料，制作作品

预定展示作品的时间，
进行成果展示

师评，生评



项目学习设计六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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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素养

03

04

05

06

01

02

问题
驱动

持续
探究 学生

参与

学科
融合

产品
导向

评价
引领



➢ 案例：“我的班级我做主”项目学习流程

提出问题 组建团队 知识准备项目启动

解决问题，产出成果成果展示回顾与评价

项 目 管 理

形 成 性 评 价

如何打造班
级文化？

主题班会：
我的班级我
做主

项目评价、
反思与总结

在线学习：
班级文化的内
涵与外延

班级文化建设
涉及的学科知

识

10个小组，
每组4-5人

调研班级文化
建设方案

设计班级物
质文化、理
念文化

制作班级文化
产品

测试，修改，
完善

在线家长会：
向老师、家长
展示项目成果



PBL进程：自行车模型

⚫ 定义

⚫ 计划

⚫ 实施

⚫ 回顾

⚫ 管理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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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进程：自行车模型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PBL生态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Oracle Education Foundation, 2003)

PBL生态



基于PBL的教与学方式变革

⚫ 践行学生中心：实施“眼中有人”的教育

⚫ 聚焦核心素养：从理念到行动

⚫ 注重学科实践：走出教材、学校的围墙

⚫ 加强跨学科整合：打通学科壁垒

⚫ 落实“双减”任务：从作业到项目



➢ 案例：语文+（诗词项目学习）

⚫ 核心驱动问题

“杜若”诗社为了进一步营造诗意校园的氛围，激发广大同学学诗

用诗的热情，现打算投拍一部以唐诗宋词为主题的文化宣传片，欲从

李白、杜甫、苏轼、柳永中择取一位作为影片主角，现面向全校征集

最优剧本。如果你是制片方，你会选择哪位作家的故事开拍？你将从

怎样的角度开拍？请成立制片公司，完成开拍方案书，最终将进行

PPT现场答辩展示，并由“杜若”诗社社员投票选出最佳方案。

⚫ 班级递交方案

1.《跟着李白去旅游》 2.《跟着杜甫体验民生百态》

3.《跟着东坡品美食》 4.《跟着柳永感受都市风情》



➢ 案例：化学+



➢ 案例：语文+（《西游记》整本书阅读）

⚫ 驱动问题

如何编演一场皮影剧《 西游记之“三打

白骨精” 》？

⚫ 核心任务

阅读经典名著《西游记》，节选其中的

“三打白骨精”，尝试创编剧本。然后通过

观看演出、调查与访问、交流与讨论、共同

制作、合作表演等多种活动，了解皮影戏的

历史起源及特点、学习皮影的制作方法，最

后制作皮影玩偶，表演《西游记之“三打白

骨精”》皮影剧，并与同学、朋友分享。



项目成果/产品类型

绘画作品

研究报告

手绘海报

思维导图

表演

手工制品

创意模型

倡议书

……



01
汇报演讲

02
辩论比赛

03
画廊漫步

04
教育戏剧

05
数字故事

成果展示方式



✓ PBL通识讲座

✓ PBL通识工作坊

✓ PBL初阶工作坊

✓ PBL进阶工作坊

✓ PBL课程设计工作坊

✓ PBL教师学院

入门级课程 进阶课程
教师
发展

学校
变革

特色课程设计

学校整体方案

区域系统规划

PBL
联盟

资源中心

研讨交流

优质课程

指向教与学变革的PBL生态建设



项目学习实施六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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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
育人

02

03

0405

06

01

聚焦课标 建构文化

项目
管理

搭建支架评估学习

复盘
反思



结语



“ 闻—见—知—行 ”

➢《荀子·儒效》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

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

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行之，明也。”

“



教为不教。
教师应努力把“教”减到最少，

把“学”放到最大！



谢谢！
PBL, Act or Out!
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前行！

桑国元 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师教育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