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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并设计
“基于真实情境的项目活动”

夏燕萍  江苏省无锡市第一中学

2018年1月公布的《普通高中信

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在提

到项目学习时，多次强调了“基于真

实情境”。“情境”对教师来说并不陌

生，在教学中创设情境也都力求真

实。在建构主义理论中，“情境”“协

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

境中的四大要素。“情境”是顺利建构

的基础。“协作”与“会话”是在一定的

“情境”中展开的，“意义建构”也是

在此“情境”中完成的。“情境”是成

功完成意义建构的前提和基础。那

么，如何理解课标中强调的“基于真

实情境的项目学习”呢？如何在教学

中创设“真实的项目学习情境”呢？这

是本文想探讨的两个问题。

● 怎样理解基于真实情境的

项目活动

如果说，真实的教学情境在以

前和未来都是教师追求的目标，那么

先比较一下指向任务驱动的情境和

指向项目学习的情境有何不同。

1.指向任务驱动的真实情境

创设，更多偏重技能，综合性不够

很多信息技术教师已经习惯了

任务驱动的真实情境创设，例如，收

集一些当地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

素材，创设一个需要做宣传海报、动画

或视频之类的任务情境，然后开展相

关的技能教学，最后要求学生提交一

个作品，适当做一些交流点评，就完成

了教学任务。而且，由于课时所限，教

师往往会提供一些半成品，让学生完

成其中的关键部分就行了。因此，活动

情境虽然真实，但任务通常比较简单，

素材或者半成品由教师提供，学生只

要掌握相关的操作技能，就能完成任

务。也就是说，真实情境中各种具体

的、复杂的、生动的要素，都已经被抽

象化、简单化了，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

作用。这样的教学对信息素养、计算

思维的提升都不够有效。

2.指向项目学习的真实情境设

计，强调综合能力，落实核心素养

《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

（2017年版）》中明确指出，“基于项目

的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发现

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开展方案设

计、新知学习、实践探索，具有创新特

质的学习活动。项目学习很大程度上

还原了学习的本质，这种基于真实情

境的学习能促进学生对信息问题的

敏感性、对知识学习的掌控力、对问

题求解的思考力的发展。”信息技术

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和工具性，这是大

家所公认的。实践性强的学习活动关

键就是将学习者置身于真实的生活

环境中，通过复杂情境中一系列的实

际问题激发学生思考、学习、训练、反

思，使其自主地建构起应对真实环境

的能力和素养。项目学习也是如此，

在活动中往往会遇到一个或多个开

放性问题，促使学生分工合作，多方

面检索信息和资源，甚至请教专业

人士，借助信息技术工具通过各种评

估、决策与调试过程，最终完成作品。

显然，通过基于真实情境的项目学

习，学生在信息素养、计算思维、数字

化学习与创新及信息社会责任方面

都能学有所获，真正落实核心素养。

笔者所在的学校每年都组织学

生完成一次真实的项目学习活动，设

计一个班级、小组或个人网站（自选

主题），这是针对高中选修模块“网

络技术应用”中的网站建设开展的。

学生负责网站规划、素材收集整理、

网页制作、网站发布和评价的整个流

程，教师只负责技术教学与指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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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项目学习的时间需要6周共12个课

时，比任务驱动型教学多花了几乎一

倍的课时。但据笔者观察，学生在整

个过程中的学习状态是非常积极投

入的。首先，学生的网站主题是自选

的，绝对是出于兴趣爱好，学生对自

己的作品充满期待，此时学技术是为

了用技术，他们的学习热情比较高，

技术掌握程度比较好，创造性思维

比较活跃，生成的作品也百花齐放、

各具特色，对照核心素养的四个要素

也都有所体现。

● 如何设计基于真实情境的

项目活动

1.创设真实情境的若干要点

基于对课程标准的深入学习，

笔者认为，设计真实情境的立足点应

该是提升学科核心素养，即能够促

进学生对信息问题的敏感性、对知

识技能学习的掌控力、对问题求解的

项目名称

为某社团活动室设计一个管理系统，要求社团成员登录并记录活动的

日期、时间、内容、使用器材和简单过程描述，可以进行社团成员的

添加和删除，活动记录的编辑和修改，可以按日期、成员、活动内容

进行分类查询和统计，为以后社团各项比赛、评优活动提供信息，如

能通过网络访问该系统则更佳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①能在项目的特定情境中，根据问题解决的需要，利用多种途径采集

与甄别数据（信息意识）

②能认识有效管理与分析数据对获取有价值信息、形成正确决策的作

用与意义，认识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对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影响（信

息意识）

③学生能够确定学习和生活中的业务数据问题，能提出解决方案，评价

其合理性、完整性以及分析方案优化或改进的可能性（计算思维）

④能按照特定数据管理的需求，使用数据库管理系统建立数据库，会

选用恰当的策略与方法，对数据进行管理（计算思维）

⑤会采用适当的方法提取数据，能正确选用数据分析方法和分析工具

分析并解释数据（计算思维）

⑥能根据需要主动选用数字化工具开展自主或协作学习，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数字化学习与创新）

⑦认识数据备份的重要性，能根据需要及时备份与还原数据，确保数

据安全（信息社会责任）

⑧正确认识现实社会身份、虚拟社会身份之间的关系，合理使用虚拟

社会身份开展信息活动（信息社会责任）

项目环节 活动内容 主要知识技能
学科核

心素养

范例展示

项目设计

教师展示项目范例作品，

学生欣赏作品，构思作品

小组讨论，通过文档或演示文稿，

形成项目设计方案

①②

③⑥

方案交流

可行性评价

学生汇报展示项目方案，

师生共同讨论可行性

在一定范围内展示交流方案，听

取意见并反思调整

①②③

⑤⑥

项目实施

小组分工合作实施项目，

教师提供数字化资源平

台，并提供个性化指导

建立关系数据模型，学会使用数据

库管理系统建立数据库，学会简单

的数据查询和统计，完成管理系统

③④⑤

⑥⑦

项目交

流评价

提交作品及相关文档（方

案、过程记录、开发小

结），组间交流评价，组

内互评

撰写需要提交的文档，认真参与

组间交流，发表意见，并在组内自

评和互评

⑦⑧

思考力的生活情境。设计真实情境的

切入点应该是学生喜闻乐见的、有挑

战性的实际情境，这样才能激发出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持久力和创造性。

设计真实情境的着眼点当然是学习

的具体内容，可以从教师所熟悉的知

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来综合考虑。按照新的课程

标准，也可以说是着眼于学生的关键

能力和必备品格。因此，在项目学习

活动中，真实的情境设置不应仅仅起

到“敲门砖”的作用，还应当在项目的

进一步开展中自始至终发挥一定的

导向作用。当然，考虑到课时有限，教

师也可以考虑删减一些无伤大雅的

活动细节，以节约宝贵的课时。

2.尝试设计“基于真实情境

的项目活动” 

参考以上要点及课程标准，笔

者设计了一个项目活动（如左表），用

以抛砖引玉。

总之，基于真实情境的项目活动

需要有一定的真实性、实践性、综合

性、挑战性，能够通过将核心素养贯

穿到整个项目活动过程中，培养合格

的数字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