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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摘要

摘要

当下，项目式学习正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对国内外 

项目式学习理念及教学实践的研究与调研，围绕学生在校内外所面临的真实问 

题，设计实施《画说校园》和《疫情防护服》两个教学项目，分析项目式学习在 

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可行性及设计实施策略。

本文历经查阅文献、案例分析、调查访谈、教学实践等过程，全文分为四个 

部分：第一部分，阐述项目式学习的概念界定及理论依据，分析国内外项目式学 

习研究现状；第二部分，通过问卷调查法与深度访谈法，分析小学美术教学中项 

目式学习现状，根据项目式学习设计标准及国内外经典案例，探索项目式学习在 

小学美术教学中实施途径;第三部分，笔者围绕学生在校内外所面临的真实问题, 

开展《画说校园》与《疫情防护服》两个项目的教学设计与实践；第四部分，从 

项目选题、驱动性问题、项目评价、项目任务及教师定位等角度，提出项目式学 

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设计实施建议与策略。

在笔者实践的两个项目案例中，学生经历了从项目启动、知识与能力建构， 

到探索与形成成果、评价与修订、公开成果、反思与迁移等完整的学习过程，学 

生所收获的知识和能力都是自主建构的，并且需要不断自我反省和批判性思考， 

学生与同学、老师、校园以及社会的联系变得更紧密。同时，项目式学习也对教 

师的定位与综合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教师要成为“引导者”而非“灌输者”。 

尽管教学中遇到不少难题，但学生自信的课堂表现、丰硕的项目成果及家长积极 

的反馈亦给予笔者莫大鼓励。本文作为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应用初 

探，有许多值得提升的地方，同时也期待项目式学习与小学美术教学相融合的更 

多探索。

关键词：项目式学习；小学美术；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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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project-based learning is becoming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ore literacy. Based on the research and investig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teaching practice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uthor designs 

and implements two teaching projects of "painting on campus" and "epidemic 

protective clothing" around the real problems faced by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and analyzes the feasibility and suggested strategie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the art teaching of primary school.

After consulting literature, case analysis, investigation, teaching practice,and 

interview, the paper is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describes the definition 

and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the second part,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depth interview,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art teaching in primary schools,according to the 

project-based learning design standards and Classic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expl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art teaching; the third 

part, the author focuses on the real problems faced by students inside and outside the 

school, carrying out the teaching design and practice of "painting on campus" and 

"epidemic protective clothing"; the fourth par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ject 

selection, driving issues, project evaluation, project tasks and teacher positioning, Put 

forward the feasibility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art teaching and 

design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In the two project cases that I have practiced, students have experienced a 

complete learning process from project initiation, knowledge and ability construction, 

to exploration and formation of results, evaluation and revision, disclosure of results, 

reflection and migration. The knowledge and ability construction that students gain is 

naturally generated, and needs constant self reflection and critical thinking. Students 

and classmates, teachers and campus And the social connections become closer. At the 

same time, project-based learning also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positioning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Teachers should become "guides" rather than 

"inculcators". In spite of many difficulties in teaching, the author is greatly 

encouraged by the students' confident classroom performance, rich project 

achievements and positive feedback from their parents. As the applic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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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art teaching, this paper has many areas 

worthy of improvement, and also looks forward to more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primary school art teaching.

Key words: Project based learning； Primary school； Teaching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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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研究背景

21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和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越来越需要 

具备综合素质能力的人才，因此为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和实践综合解决问题能力的 

培养环境越来越重要。而高质量的项目式学习，被认为是素养时代最为重要的一 

种学习方式，它指向学习的本质，能够把跨学科的内容融合到项目中，帮助学生 

掌握在未来社会中应具备的素质能力。1项目式学习的发展越来越成熟，在国外 

的中小学教学中已被广泛应用，在美国部分学校，课程不采用分科制，全部运用 

主题式和项目式学习的形式教学。

笔者通过整理研究相关文献调查访谈和实践得知，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课程能 

极大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促进积极思考，动 

手实践，学生的沟通表达、团队协作、批判思维的能力都会得到提高。《义务教 

育美术课程标准》(2011年版)的“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目标中也提出“加 

强美术各个学习领域、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美术与自然、生活、文化和科技 

之间的联系，围绕社会议题，提出问题，进行探究性的活动，运用各个学科的概 

念和知识解决问题，并用各种形式发表学习成果，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 2由 

此可以看出将项目式学习和美术学科相结合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提 

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这也为本课题的研究起到了强大的支撑作用。

然而在体制内学校开展项目式学习会遇到很多限制性条件，比如在时间方 

面，小学生每课时仅有35分钟，时间非常紧张，而小组讨论是项目式学习中常 

有的环节，教师需要严格把控好学生在课上小组讨论的时间。因此，要将项目式 

学习法运用到美术教学中，找到最适合我国中小学开展的项目式学习，是一项漫

1夏雪梅.2019基础教育风向标:项目化学习[N].中国教育报,2019-01-02(005).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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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且具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一线教师不断去实践和探索。笔者在本论文中根据 

自身教学实践探索提出了一些项目式学习融合在小学美术中的实施策略与建议。

二'研究意义

在常规美术教学中，教师按照一般教学流程上课，即使是单元课程，每课时 

之间也相对孤立，教学内容着重知识技能讲解，对学生实际生活没有关联性，知 

识与技能的实际意义不大。整个学习过程对学生来说是比较被动的，很难有持久 

的吸引力。当下社会已经不缺少有高超绘画技能或掌握专业理论知识的人，普通 

美术学科的本质是育人，因此在美术学科中融入项目式学习的方法意义在于：第 

一，项目式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关注真实的世界，在真实世界中发现和提出问题， 

从而解决问题。与真实的人沟通、有真实的展示和评估，甚至能够产生真实的影 

响，是项目式学习的重要特征之一。3第二，项目式学习是边做边学，自主建构 

那些完成项目所需的知识与技能，而不是先学后做，充分体现了学生的自主性。 

第三，跨学科学习。项目式学习融入美术教学后，学生的项目成果能够通过艺术 

的形式可视化地展现出来，同时在完成成果过程中还会学到很多其他学科的知 

识。比如美术创作的内容来源于你的生活，你周围的人，你需要去采访和沟通获 

取你要的信息，这时你就需要掌握采访和故事剧本写作技能。有利于培养学生终 

身受用的批判性思维、沟通表达能力、团队协作、解决问题等能力。

因此，本研究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提升项目式学习与美术教学融合的可行性， 

拓展与丰富了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的应用研究内容，为一线教师在开展项 

目时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分析

1918 年，在克伯屈的文章《The Project Method: Use of Purposeful Act in the

3叶明明.项目式学习法在美术教学中的价值探析[J].美术教育研究,2018(06):138+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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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ve Process))中，首次提出了 “项目式学习”这一概念。4美国巴克教育研 

究所认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系统的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在真实的社会背景下， 

教师遵循课程标准进行课程设计，引导学生围绕项目目标，深入了解相关学科知 

识，涉及哪门学科的问题，就用这门学科的知识去探究和解决。学生在完成项目 

的过程中，自主建构相关学科的核心概念、知识与技能。它使学生的学习变得更 

加系统，而不是孤立单一的，更有利于学生对知识的内化和理解。5马克汉姆认 

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帮助学生建构有意义的知识并且提高自身能力的探究型活 

动，同时又是一种教学模式，有规范的教学流程，教师在其中是作为项目活动设 

计者和项目实施引导者的。4 5 6 *1922年帕克斯在《项目学习法：小学生的实践活动 

计划》中把项目式学习定义为：学生对行动的兴趣和计划列为项目方法的核心， 

他认为项目是由学生计划的实践活动单元。

4 Sally Berman,多元智能与项目学习一一活动设计指导，译者序,夏慧贤等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4. 06

5 [美]巴克教育研究所.项目学习教师指南一一21世纪的中学教学法第2版.任伟译，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09

6 Thom Markham. Project based learning handbook:a guide to standards-focu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M]. America: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2003.

'Harris, Matthew James, project-based learning approach to teaching physics for pre-service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students [J].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oquest Dissertations 

Publishing, 2014.

8 Regina E, Toolin.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Innovation and Standards:A Study of teachers 

Implementing Project-Based Approaches to Teaching Science [J]. Journal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2004.

9 Hugerat, Muhamad. The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middle 

schools[J]. Learning Environments Research Dordrecht, 2016, 19(3): 383-395.

在国外，项目式学习非常流行并被广泛应用在课堂中，因此对于项目式学习 

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都比较成熟。国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项目式学习的设计、 

应用、评价、对学生的影响以及对教师发展的作用研究这些方面o Harris, Matthew 

James较为明确地阐述了在对师范生的培养教育过程中如何运用项目式学习，也 

说明了项目式学习是很真实且有针对性的展开于不同对象，与职业教育开始融 

合。7ReginaE,Toolin在他的文章中明确指出项目式学习在设计实施时会经过哪些 

阶段，以及应用时需要注意的地方。8 9Hugerat, Muhamad通过实践案例向我们说 

明了项目式学习在实际教学中会遇到的问题以及针对性的解决策略和教学建议。 

9STEAM项目中虽包含Art,并且也在不断突出“Art”的重要性，但专门针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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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课程中如何运用项目学习法的理论研究很少。

我国对项目式学习的研究与实践尚属起步阶段，江西师范大学刘景福学者的 

习模式(PBL)研究》中阐述了项目式学习的理论知识，即教学理念、组成因素、实 

施过程等。】°柯清超《超越与变革：翻转课堂与项目学习》、徐锦生《项目学习 

一一探索综合化教学模式》等人的著作中也分别用自己语言阐明了他们对项目式 

学习的理解、操作过程、价值意义等。刘景福、钟志贤认为：项目式学习的本质 

就是一种新型的探究性学习模式，它围绕相关学科的课程标准与核心概念，针对 

提出的真实情境的问题，开展一系列探究活动，边学习知识边应用知识去解决问 

题，最终成果会对真实世界产生一定影响。在我国常规的小学美术教学中，教师 

与学生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与技能，课程设置也围绕提高技法和理论知识展 

开，学生对美术能力的认知仅停留在将物体画得更“像”、更逼真的层次上，学 

生的创新能力与思考能力相对较弱，时间长了，一些没有美术天赋的学生就会对 

美术学习失去兴趣。10 11 *

10刘景福，钟志贤.基■于项目的学习(PBL)模式研究[J].外国教育研究，2002,29(11).

11徐锦生.项目学习一一探索综合化教学模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

n付佳尧.论项目学习法在小学美术课程中的应用探索[D].陕西师范大学,2018.

13姚育晓.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一一以湘美版小学美术四年级下册为例[J].福建基础教育研

究,2018(09):119-120.

值得欣喜的是，我国亦有部分中小学与校外机构教师开始积极探索项目式学 

习的“中国特色”教学实践，许多美术学科教师也开始尝试将项目式学习融入教 

学，他们的实践为笔者研究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课程中的应用提供了宝贵的参 

考经验。陕西师范大学的付佳尧在《论项目学习法在小学美术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中通过实践证明了项目式学习法应用于小学美术课程的可行性和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局限性"，为笔者在实践过程中提供很大的启发和帮助。姚育晓在《项目式 

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一一以湘美版小学美术四年级下册为例》中提出了 

以教材为基础，将有内在关联的课时进行整合，开展小型项目式学习的方法。13 

李志河、张丽梅在《近十年我国项目式学习研究综述》中提出，众多学者对基于 

教学模式理论的项目式学习有大量研究，研究最少的是项目式学习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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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学设计研究以及问题与对策研究。“笔者同样发现，国内许多名为“实践研究” 

的文献中往往缺少真正实践过的案例，仅是设计方案的呈现。在有实践案例的文 

献中，笔者亦发现其对教学实施过程的研究不够深入细化，较少关注到每一个具 

体环节对教学互动的细致研究。

综上所述，项目式学习融入学科教学，能够培养学生的能力与素养，改变传 

统的教学模式和学习模式，但是相关实践研究较少，与美术学科相融合的理论与 

实践研究更是缺乏。因此，对于如何将项目式学习法融入美术教学中，还需要我 

们不断去摸索和探究。

四'研究重点及创新点

本文重点是将项目式学习和美术教学相结合，基于校内外不同问题背景，按 

照项目启动、知识与能力建构、探索与形成成果、评估与修订成果、公开展示作 

品、反思与迁移等项目式学习的实施流程在小学美术教学中进行初步探索，设计 

实施了《“画说校园”展览》项目与《疫情防护服》项目，总结梳理项目式学习 

的课程设计与实施策略，尝试推进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发展。

本文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点：教学案例具有对比意义、研究成果具有社会意 

义、研究方法具有针对性、评价方法具有创新性、学生学习过程具有导向性。笔 

者在前人研究结论的基础上，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案例还比较少的现状下，对项 

目式学习进行完整的尝试，项目及研究成果获得《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体现 

了项目式学习在社会层面的意义与影响力。根据每一个项目阶段制定一系列的学 

习单、任务指南以及相关评价量规，包括项目须知清单、阅读书籍学习单、团队 

任务清单、个人任务清单、团队采访准备清单、个人采访准备清单、头脑风暴指 

南、想法探讨指南等等，帮助学生进行有效学习和讨论，并针对学生的阶段性成 

果、最终成果以及学生综合能力进行评价，从而得出更加具体有效的项目式学习 

课程设计与实施策略，为提高小学美术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质量和评价体系的制定

李志河，张丽梅.近十年我国项目式学习研究综述[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7(16):5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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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支持。

五'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采用了文献研究法、实践研究法、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具 

体操作内容如下：

文献研究法：通过在中国知网以“项目学习”、“项目制学习”、“项目式 

学习”、“项目化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查找并对 

有关项目式学习的国内外文献进行整理，梳理出对自己论文撰写有帮助的资料， 

对于在国内外的项目式学习实践案例做重点分析研究。在查阅文献的同时，购买 

《项目教学指南》等指导性书籍进行深入阅读，将学到的理论知识和概念运用在 

教学实践中。

实践研究法：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专业，将美术学科和项目式学 

习相结合，针对沪杭两所小学的校情与学情，以及校内外真实问题背景，根据项 

目式学习的教学流程设计与学生生活相关的驱动性问题，设计出了完整的项目式 

学习课程。在学生进行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及时拍照记录，做好教学反思，根 

据学生的阶段性成果来调整后面的课程进度和具体内容，探索美术与项目式学习 

相结合的高质量的项目式学习的落地策略。

深度访谈法：对沪杭两所小学的美术老师进行访谈，访谈具体内容包括：学 

习美术最终目的、对项目式学习的了解程度、美术教学中是否有必要进行项目式 

学习、在实施项目式学习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美术教学中实施项目式学习 

的建议和策略等。另外，在项目开展之前对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学生对美术学习 

的兴趣、学校美术课内容、学生已有知识与技能等等。在项目开展过程中观察学 

生在团队协作、实际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课下对学生进行访谈，了解其真实的想 

法及出现问题的原因。

问卷调查法：为了更好地了解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施现状，以 

及家长对学生美术学习的理解和重视程度，笔者设计了调查问卷作为前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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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项目实施之后，也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问卷反馈，前后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 

于了解项目式学习给学生带去什么，比如在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和知识掌握程度 

等方面，还有家长和老师对项目式学习的接受程度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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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项目式学习的理论基础及核心要素

第一节 项目式学习的理论基础

一、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四大要素是“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 

构”。15在项目式学习中，强调真实问题情境、团队协作、自主建构知识和意义, 

正是在皮亚杰的建构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发展而来。首先，情境多指学习环境，例 

如播放音乐、视频，展示实物道具、布置教室氛围、联系现实生活与学生互动等 

都是课堂中创设的有效学习情境，在项目启动时创设良好开放的学习情境有利于 

激发学生兴趣以及更好地理解学习内容。第二，协作是项目式学习中不可缺少的, 

不仅是同学与同学之间会产生协作，学生和教师之间也是在互相协作的。具体体 

现在收集、讨论、分析学习资料和信息；帮助和尊重合作伙伴；学习过程中的同 

伴评估和反馈等环节中。第三是会话，即讨论和协商。在协作过程中必然会产生 

会话，学生之间需要制定和遵守团队协作的规则，尊重和听取他人意见，更需要 

有效表达自己的想法，并在他人给予意见后给出一定反馈。最后是意义建构，这 

个意义是指学生的学习内容的性质、内在规律以及学习内容之间的联系。】6在项 

目式学习过程中，学生自主建构意义，对相关学习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解，是 

教与学过程最终要达到的目标。

二、 杜威的实用主义学习理论

结合项目式学习，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学习理论体系概括为三点：第一，以经 

验为中心。杜威非常强调人的经验，并认为“一切知识来自于经验”。】7在项目 

式学习的过程中，最关键的是一个真实的情境和真实的问题，在这个真实的情境 

®何克抗.建构主义一一革新传统教学的理论依据[J].电化教育研究，1997,(4). 56.

16李小辉.基于元认知策略的项目驱动教学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J].黑龙江生态工程职业学院学

报,2011,24(05):111-112.

”约翰•杜威.我的教育信条一一什么是教育[J].小学教学研究,2015(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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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中学习和探索，最终获取自己的经验。对学生来说，这样的经验不是教师 

将自己的经验灌输给他们而来的，是自己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得来的。第二，以 

儿童为中心。实用主义主张理解和尊重儿童自身的特点和发展规律，项目式学习 

则是以儿童为出发点，学生有充分的自主权，教师起到帮助者的角色，给予学生 

充分的空间和时间，去探索这个世界。第三，以活动为中心。杜威教育思想的 

核心是“做中学”，边做边学，边玩边学。项目式学习的上课地点不局限于教室, 

甚至与社会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上各类职业的人群，并且 

像艺术家、策展人、小记者、摄影师那样去学习思考和工作，从而培养学生在现 

实生活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认为，学生应该成为一个“发现者”，亲自去发现问 

题，并利用已有材料或自己寻找材料，尝试解决它们。在该理论的指导下，项目 

式学习强调学生自主发现和探究的过程。发现学习法主要有四个环节：提出问题、 

创设问题情境、提出假设并检验、得出结论。I’项目式学习正是一种发现探究式 

学习，学生在真实生活中发现问题，然后同伴之间思考和讨论解决问题需要了解 

和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然后在建构知识的过程中不断提出问题，尝试提出解决问 

题的假设，通过各种探究活动和团队协作去进行验证所得出的假设，最后得出结 

论来解决问题。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仅关注学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 

更是能够培养学生的敏锐力、创造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项目式学习是融合与发展了建构主义理论、实用主义理论、发现 

学习理论而提出的一种提升学生多元能力的教学模式，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发现”、“运用”和“自主建构”的过程和能力。学生在生活中发现问题，自 

主建构知识与技能，直接将学到的东西运用到生活中，从而解决真实问题，让学

18尹少淳.谈美术教育.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

19王策三.教学论稿[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93.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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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在真实生活中产生。

第二节项目式学习与其他学习模式的比较研究

一、 项目式学习与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与项目式学习模式在课程设计与实施上主要有以下区 

别：首先，二者的教学内容与问题情境不同。与项目式学习中的驱动性问题不同， 

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中提出的问题，大多是针对某个学科内的教学内容，而不涉 

及多个学科的知识技能，并且这个问题也许只是一个虚拟情境下的问题；项目式 

学习的驱动性问题是建立在真实背景下提出的，并且涉及多个学科。其次，学习 

成果内容与成果影响范围不同。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把所学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 

现实生活中，加强与实际场景的互动，学习成果主要是以解决问题的方案或实践 

过程为主，而在项目式学习中，最后的成果是需要公开展示的，多以具体的实物 

作品为主，并会对社会他人产生一定影响。

总结以上，项目式学习与基于问题的学习模式主要不同在于教学内容、学习 

成果以及情境方面。相同点也有很多，例如二者都需要教师提出一个有意义的问 

题，能够帮助学生持续性思考；都需要对提出的问题进行拓展，每个任务都可以 

扩展出几个核心问题，每一个小问题都指向学科内的某个重点知识或技能；提出 

的问题都是开放性问题；都以分小组讨论的形式解决各个问题的方案，在自主学 

习的过程中形成相应的知识体系与应用知识的能力；同样强调将知识运用到生活 

中去；同样以学生为主导，老师起到引导者与帮助者的作用等等。

二、 项目式学习与综合•探索学习领域课程

在课程标准中美术学科综合探索领域的具体内容为：“加强美术各个学习领 

域、美术与其他学科之间以及美术与自然、生活、文化和科技之间的联系，围绕 

社会议题，提出问题，进行探究性的活动，运用各个学科的概念和知识解决问题,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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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用各种形式发表学习成果，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2。以浙美版美术教材为例， 

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课程一般每一册都会有1-2个课题，每个课题预设2个课 

时左右完成。以五年级上册第一课《悠悠老街》为例，本课为教材必修课程，没 

有驱动性问题，整个上课的流程大致如下：首先，学生欣赏老街图片或视频，感 

受老街上的自然风光，回忆自己与老街的故事。其次，从各个角度观察老街，近 

距离观察老街上的建筑与当地的传统习俗。第三，欣赏描绘老街的优秀艺术作品， 

教师讲解示范老街建筑的写生与创作方法步骤，并欣赏同龄人作品。最后，教师 

布置创作要求，学生开始创作，创作完后简要点评。

项目式学习的基本流程如下：首先，在项目启动阶段，学生和老师一起思考 

完成这个项目需要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制定项目清单，规划项目墙。其次，在 

项目实施阶段，学生通过各种渠道自主学习整理相关学科核心知识点，寻找老师 

同学帮助，边做边学，探索形成项目成果，并及时记录过程笔记和感悟。接着， 

同伴之间进行评估，完善和优化项目作品。最后，对项目完成过程中的收获以及 

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反思，对自己进行评价。20 21

20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的理论与实践[J].中国美术教育,2002(05):2-7+19.

21胡佳怡.项目式学习的本质、模式与策略研究[J].今日教育,2016(04):47-49.

从上述教学流程可以得出，项目式学习与综合•探索学习领域课程的不同之 

处主要体现在课程性质、学生的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情境上。相同点：学科知识之 

间具有综合性与探究性，都以提高学生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为目标；学生学习成 

果形式多样等等。

第三节 项目式学习的定义及核心要素

一、项目式学习的定义

项目式学习，英文称为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教学方 

法，具体指学生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真实并且复杂的问题进行探究，在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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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合作去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与技能，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 

项目式学习主要包括项目启动、知识与能力建构、探索与形成成果、评价与修订、 

公开成果、反思与迁移六大环节，一系列的项目活动和任务需要学生进行团队协 

作、沟通交流、创造性思考与批判性思考。

对项目式学习的界定有不同观点，笔者针对一些国内外学者的观点进行理论 

的梳理如下：

表1-1:项目式学习的界定

国外 国内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帮助学生建构有意义的

马

知识并且提高自身能力的探究型活动，同 刘

项目式学习更是一种教学模式，学习目

克

时又是1种教学模式，有规范的教学流程， 景

标是制作最终的作品，学习的任务是解

汉

教师在其中是作为项目活动设计者和项目 福

决问题，学习内容就是相关学科的知识

姆

实施引导者。22

和概念。

帕 项目式学习是以学生为主导和计划的实践 宫 项目式学习的特征在于学生通过一个

克 活动单元，学生对行动的兴趣和计划是项 守 最终的"产品"或"报告”反映出他们

斯 目式学习的核心。23 坤 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24

项目式学习是一套围绕教师围绕学科

核心知识与概念，设计并指导学生对真

克

项目式学习是让学生通过实际活动去学

徐

实问题进行探究，以完成项目作品为目

伯

习，知识只有通过行动才能获得。

锦

的，具有明确导向性的课程活动，并且

屈 生

项目成果将会公开展示并对他人产生

影响。

22 Thom Markham. Project based learning handbook:a guide to standards-focu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for middle and high school teachers[M]. America: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2003.

23楼馨煜.中美小学美术教育的比较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0.

24宫守坤.基于学生项目学习的美术校本课程开发于实施的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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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国内外对项目式学习的不同定义的比较和分析来看，尽管不同学者对项 

目式学习的界定和观点各有不同，但仍具有共通之处。总的来说，项目式学习就 

是一种把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引导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发现问题，围绕学科核心 

概念和知识，以团队协作的形式开展一系列探究型的任务和活动，采用多种形式 

公开展示项目成果，最终达到自主建构知识和能力的目的的真实有效的教学策 

略。它指引教师和学生走向教学的最终目的，让学习在生活中自然发生。最终的 

成果固然重要，但项目式学习更看重的是学生学习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不断探究和认识世界的过程。比如制作一本书，这本书的价值与学 

生在制作书的过程中得到经验的价值相比，已经微不足道了，书仅仅作为载体， 

它代表了真实的努力方向。

二、项目式学习的核心要素

对于项目式学习的核心要素，笔者也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内容如下表：

表1-2：项目式学习的核心要素

柯清超、吕晓红 周春江 胡红杏

围绕特定主题或任务开展； 以学生为中心；以课程标准 学习的问题性；学习的合作

团队协作完成任务；多学科 为中心；有一个教学主题； 性；学习的探究性；学习的

深度融合；多样化的评价方 有一个（一系列）驱动性问 真实性；评价的过程性和结

式。 题；有最终的项目作品；真

实性；教与学为一体的完整

的教学模式。25

果性。

25周春江.项目式学习在初中地理教学中的实施研究[D].河南大学2018.

根据不同学者对项目式学习核心要素的观点，笔者将项目式学习的核心要素 

总结如下：学科的核心知识与技能；具有挑战性的问题；真实的环境、角色和数 

据；学生拥有真正的主动权；具有持续探究的过程；团队讨论、反思与改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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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成果展示的学习过程。26具体内容如下：

（一） 学科的核心知识与技能

项目中涉及到的学科的核心知识和技能，应该根据这一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设 

定，因为课程标准是对某一学科中最重要内容的全面概括。项目式学习中涉及的 

任务和活动都是围绕学科核心概念和知识来设计的，不是常规课程的附属品。

（二） 具有挑战性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没有具体答案的开放性问题，与学生生活相关，值得学生深入思 

考，且有一定挑战性，能够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究兴趣。

（三） 真实的环境、角色和数据

项目式学习的真实性包括解决社会的真实问题或是具有真实的情境，都会对 

社会带去真实的影响和意义；27通过专业的探究过程，学生将运用自己收集的资 

料、照片和数据，创造学习成果。项目式学习的探究问题源于生活，是真实存在 

的，并非假设出来的问题，更没有唯一的答案。26 27 28

26余瑶.项目学习的特征及教学价值[J].教师教育论坛,2017,30（10）:55-58.

27夏雪梅编著.项目化学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的国际与本土实践[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8.

28尹少淳.基础美术教育正在发生什么变化[J].美术观察,2002（06）:13-14.

（四） 学生拥有真正的主动权

学生可以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主动寻找并学会筛选有价值的信息。 

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自主构建知识和能力，建构内容可能来源于各个学 

科的核心知识与技能，与此同时还会潜移默化地生成一些实际的生活经验，并在 

探索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这些人生经验可能与学 

科知识关联性不大，但却是非常重要的。

（五） 持续探究的过程

项目式学习是需要不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不是一个单独的任务或 

完成一个作业，学生需要经历持续性的探究才能收获学习经验。

（六） 团队讨论、反思与改进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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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实施过程中必然需要团队合作，根据学生的长项分工明确，在团队中合 

作并独立完成任务；在项目完成的不同时段，阶段性提供学生自评互评的机会， 

邀请其他班级同学、老师，甚至专家对他们的学习过程和成果进行评估，学生能 

够根据反馈来改进作品；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很多环节需要通过团队合作形式 

完成，包括头脑风暴、产品设计制作、获取同伴建议、及时修正等等，有利于培 

养学生团队合作能力。

（七）公开成果展示

在最终的成果展示活动中，展示成果的形式多样，学生的作品将面向学校、 

社会上各类职业的成年人，在观众面前大胆阐释整个学习的过程和感悟。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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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推行现状

第一节 项目式学习与美术教学相关的调研结果与分析

—、调研对象基本信息

本次问卷对象为上海市、杭州市民办与公办小学学生，涵盖一到六年级。二 

年级、三年级和五年级居多。问卷分发数量共计120份，有效收回103份。深度 

访谈对象为上海市、杭州市小学的一线美术老师。

二、问卷具体内容与结果分析

（一）学生对美术课的感兴趣程度

A.车常感兴趣 ■ 感兴建 C. -K ■ D.左是很®兴建

图2-1： 一到六年级对美术课的感兴趣程度

根据上表信息可以看出，在小学中低年级的学生更喜欢上美术课，而到了四 

年级以上，随着学业任务加重，学生美术学习特征分化突显，部分学生对美术课 

的兴趣也逐渐降低。

（二）美术课带给学生的成就感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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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有很大成就感 ■ B.有比较大的成就感 C.有一，京成就感 ■ D.基本能什么成就感

图2-2：美术课带给学生的成就感调查表

美术课带给学生的成就感与学生对美术课的学习兴趣基本成正比，低年级的 

学生在美术课上有比较大的成就感，而高年龄段的学生认为美术学习所带来的成 

就感较小。

（三）学生最喜欢的美术内容类型

3.75

绘画姿 手工^ 成疆 探孵 设计类

2.25

图2-3：学生最喜欢的美术内容类型

在绘画、手工、欣赏、设计、探究五种类型的美术内容中，低年级学生对绘 

画、手工类比较偏爱，高年级则是更倾向于欣赏、设计和探究类，对手工类兴趣 

不大。

（四）学校对美术课的重视程度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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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不太或:22.33%

完全不重视；2.91%

< A、非常重视:2039%

B、比较重视:54.37%

图2-4:学生眼里学校对美术课的重视程度

此表显示的是学生眼里学校对美术课的重视程度，可以看出，认为学校非常 

重视和比较重视美术课的占总数的四分之三，然而也有四分之一的学生认为学校 

不太重视甚至完全不重视美术课。

（五）影响学生学习动力的因素

B,学习内客是否和百己生活有关
D、昌否需要团队静 ■ E、考试成镂的高低

■ A,老;而、家任的轰屈）和肯定

. C.老后是否亲切印善好相处

■ F 一其他

图2-5：影响学生学习动力的因素

此表说明了 “老师、家长的鼓励和肯定”、“学习内容和自己生活相关”， 

以及老师自身的为人带给学生的感觉，都会很大程度的影响学生的学习动力。在 

小学高年级，考试成绩也会让影响学习动力，一门课考的越好，会越有动力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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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图2-6：学生对项目式学习的了解程度

通过柱状图可以很明显看到，占总数一半的小学生对于项目式学习还比较陌 

生，非常了解项目式学习的人数为零。

（七）学生对团队合作的意愿

A、

艮二^

Q三供

D、 四勰

E、 五年级

F、 7x^6

46.67% 20% 26.67%; 购幽

' 25%" 25% 43.75%

18.75%

映％ 59.09%

12.5% 31.25%

4佥筮31.82%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 A、不愿章 ■ B.可以尝试 C.愿意 ■ D、非常愿意

图2-7：学生对团队合作的意愿

在项目式学习中最需要的学习形式就是团队合作，每个年级都对团队合作抱 

有补贴的态度，但从图表中可以看出，低年级较之高年级来说，更愿意参与团队 

合作，愿意和小伙伴共同完成一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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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学生对学校里学所的知识与技能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程度的观点

图2-8：学生对学校里学所的知识与技能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程度的观点

根据柱状图可以清晰看到，四成以上的学生认为现在学校里学习的知识与技 

能在实际生活中可以用到1-30%左右，能用上60-100%的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 

最值得关注和反思的是，有14.56%的学生认为这些知识和技能在实际生活中基 

本用不上。我们到底要学多少生活中用不上的东西？

（九）学生在完成任务后进行反思总结的情况

每农都会：9.71%

经常会:28.16%

基本不会：22.33%

隅尔会：39.31%

图2-9：学生在完成任务后进行反思总结的情况

随着生活的节奏越来越快，学习的东西也越来越复杂和碎片化，反思总结能 

20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推行现状

帮助我们深入思考自己的优势和不足。根据饼状图可以清楚看到，四成的学生偶 

尔会进行反思总结，每次都会进行反思的占比很小，基本不会反思总结的学生却 

占了两成以上。

三、访谈具体内容与结果分析

笔者对沪杭两所小学的美术老师进行了访谈，访谈具体内容包括：学习美术 

最终目的、对项目式学习的了解程度、美术教学中是否有必要进行项目式学习、 

在实施项目式学习教学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美术教学中实施项目式学习的建议 

和策略等。访谈记录如下：

上海民办斌心学校美术老师：我想美术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学生的审美能 

力，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思维，能够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在实际生活中。考虑到自身 

经验不足、学生能力欠缺以及教学条件限制等因素，我们学校暂时还没有开展项 

目式学习，但是项目式学习一定是未来的趋势，我们老教师也应该不断学习和充 

电，学习国内外优秀的教学理念。对于实施项目式学习的建议这方面，因为我们 

还没有开展，所以暂时还没有，但是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项目的主题要与学 

生的生活相关。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美术老师：我们学校目前正在积极开展项 

目式学习，项目中会涉及各个学科的知识，提升学生文字表达、阅读思考等综合 

能力。项目式学习是一种非常好的教学方式，能够让学生在真实的环境下深度思 

考，与美术教学融合也是非常必要的，在实际开展项目时当然会遇到很多困难， 

这对美术老师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需要与其他学科老师相互配合。在实施过程 

中，教师需要准备好适时发放的学习单和评价表，项目成果可以邀请家长或其他 

人参与，还要重视学生的反思总结。

根据访谈结果来看，项目式学习在中小学的运用越来越广泛，越来越被教师 

接受和认可，是未来教学的主要趋势。虽然一线教师都认为项目式学习是真正利 

于学生成长的，但是在体制内的一些客观教学条件限制下，教师开展项目式学习 

还比较困难，老师们都认为可以将项目式学习中的一些方法和策略用在常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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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然后逐步推进，先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再开展完整的项目式学习。

四、总结

通过对学生的问卷调查和美术教师的访谈，可以明确的是：从项目式学习在 

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施现状方面来看，目前一些学校对教师开展项目式学习是十 

分支持的，学校的支持对于开展项目式学习非常关键。但是由于教师素质和教学 

条件不允许，开展项目式学习的学校还不是很多。从项目式学习结合美术教学的 

建议与策略方面来看，美术教师普遍认为项目式学习的有效开展能够激发学生学 

习美术的动力，提升团队协作能力等综合能力，在美术教学上有很多地方和项目 

式学习不谋而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点来提出问题，并与其他学科老师合作开 

展项目式学习。从项目式学习实施中遇到的困难和挑战来看，教师受到了种种教 

学条件的限制，很大一部分的学生也对项目式学习的概念还比较模糊甚至不熟 

悉，项目式学习的开展还需要一线教师不断实践和总结经验。

第二节 项目式学习美术教学案例分析

一、国内项目式学习教学案例分析

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开展了以美术学科为主的项目学习课程《为西安的车辆 

寻找一个“家”》，项目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阶段：学生明确任务后，教师对班级同学进行分组，以小组为单位完成 

项目计划书。第二阶段，小组内根据个人长处进行分工，开始为实地考察做准备, 

包括设计调查问卷、初步调查、分析调查结果等任务。第三阶段，根据调查结果 

分析，分析停车难的原因，针对原因提出假设，班级共同讨论寻找解决方案，思 

考项目成果形式以及展示汇报方式，项目成果形式多样，包括新型停车场设计图 

和制作模型、汽车设计图和制作模型、停车app等。第四阶段，评价与反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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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在实施项目过程的收获，反思总结自己的不足。29

该项目是以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学生大胆想象解决停车难这一问题的方 

法，项目成果形式多样，每一种项目作品都能充分体现学生思考、讨论、探究的 

过程，满足不同学习风格和水平的学生的实际需求，是值得借鉴学习之处。从另 

一个角度看，该项目有很大部分时间学生都在外实地考察，教师也需要充分保障 

学生的安全，做好教师配备工作。另外还需要思考的是：本次项目的成果是否离 

解决停车难的问题还有一定距离？如何让学生的项目成果能够让更多的人了 

解？或是让大家意识到绿色出行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这些都是后续需要思考的 

问题。

二、国外项目式学习教学案例分析

美国爱达荷州一所幼儿园策划实施的项目式学习课程的名称是《关于蚯蚓的 

儿童字母绘本》3。，完成此次项目的是幼儿园的18位小朋友，他们用了三个月 

的时间，观察、研究了一种巨型蚯蚓的习性、生存环境；请教了蚯蚓专家与设计 

师；学习了英文字母、单词和句子；最终创意拼贴制作成一本字母绘本，在当地 

的书店展览销售。这本绘本也就是他们的项目式学习成果。项目实施过程如下：

项目启动：进入大自然，吸引学生对蚯蚓感兴趣；绘本同类项目展示；驱动 

性I可题头脑风暴。

知识与能力建构：养殖箱的制作；饲养蚯蚓；观察并描绘蚯蚓；素材收集、 

研究资料、统计数据；请教语言专家；开设讲座等。

探索与形成成果：确定组员分工；每位同学负责一个字母；查找英文字典与 

词典；请教语言专家；分析插画家作品；请教平面设计师；制定绘本制作标准； 

绘本制作；拍摄作品照片；绘本印制。

29胡红杏.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课堂教学活动［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7,45(06):165-172.

30 https://mp.weixin.qq.eom/s/-tTix4bUZzXgvjOFI9zx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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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展示成果：请教策展专家；邀请老师、同学及社会人士参加。

下表是班级每个小组的任务分工内容，一共分为四个小组：

表2-1：班级每小组任务分工

组别 主要负责内容 具体任务

第一组

了解记录蚯蚓的

生活习性

饲养蚯蚓；寻找蚯蚓适合的生活环境；了解蚯蚓的生活习性； 

观察蚯蚓的繁殖；翻阅资料了解蚯蚓的组织结构；寻找蚯蚓 

相关内容的专家（爱达荷大学的蚯蚓专家）

第二组

形成清晰的描述

性语言

找到英文字典和书籍；寻求语言专家的帮助与指导；查找相 

应词汇；把词汇（字母）组成描述性的语句；修正

第三组

了解绘本的构成

与拼贴作品技法

寻找各种材料进行拼贴创作；浏览著名的童书插画家的作品，

分析其构成要素；了解构图、色调与排版的相关知识

第四组 确定书籍的出版

讨论这本书的价格设定并确定价目；寻找出版社讨论确定版 

权；寻找平面设计师与书籍装帧设计师；寻找摄影师拍摄美 

图；寻找并确定合作书店；对签售活动的实地考察与策划； 

邀请函制作

这样一个项目式学习，值得我们学习和肯定的地方非常多：首先，这是一个

能够持续探究的学习过程，学生从做养殖箱亲自饲养蚯蚓开始，经过收集数据、 

请教专家、翻阅词典、绘本制作等等一系列的探究学习过程，最终完成产品。其 

次，这个项目具有真实性，具体体现在：学生在持续性探究的过程中，像艺术家、 

科学家和作家一样思考和工作，整个学习过程是真实的；最终制作完成的绘本是 

能够在书店展览进行真实售卖的，并且是一本在实际生活中给他人带来真实影响 

的图书；第三，项目式学习本身会运用到各个学科的知识，提高学生综合性解决 

问题的能力，在这个项目中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跨学科”这一点，并且美术学科 

的核心知识与技能是最突出和最主要的。但是这个项目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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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对象是幼儿园小朋友，是否年纪偏小，有不小一部分的实施环节需要教师或专 

家协助完成。笔者认为，在项目式学习中，学生对知识与能力的建构应是在已经 

获取的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学生需要到达一定的年龄阶段，具有相应的接受能 

力和内化能力，才能更有效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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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课程设计

第一节项目式学习与美术教学的关联性

在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的综合•探索领域学习目标中，提倡教师将“造 

型•表现”、“欣赏•评述”、“设计•应用”联系起来，并将美术与其他学科 

相融合，选择学生感兴趣的议题并以议题为中心设计学习活动，增强学生综合解 

决问题的能力。美术课程还要了解美术与人类生存环境、传统文化、多元文化之 

间的关系，并用美术手段进行记录、规划、创作与展示作品。

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总结了项目设计的七大核心要素：具有挑战性的驱动性 

问题、持续探究的学习过程、真实的情境、自主合作学习、批评与修改、评估与 

反思、成果公开展示。31而在美术课程中，最与项目式学习相似的要素就是“批 

评与修改、评估与反思以及成果公开展示”。批评与修改环节，学生在美术创作 

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安排一定时间引导学生对其阶段性成果进行评价，包括自评、 

互评以及教师点评，学生能够根据这些评价和建议不断完善自己的作品。评估与 

反思环节，是针对最终的成果进行评估与反思，学生阐述自己的创作思路与意图， 

同学之间进行点评，发现对方作品中的亮点等等，这也是美术课堂上必不可少的 

一个环节。成果公开展示环节，是美术课程最重要的环节。每位学生的美术学习 

档案袋里都包括美术作品、创作草稿等等，这些都属于成果的一部分，学校在定 

期会对学生美术作品进行橱窗公开展示，学生的作品也常会被用作装饰校园，展 

示在教室内、老师办公室或是教学楼的走廊。另外，项目式学习中“具有挑战性 

的驱动性问题、可持续探究的学习、真实性、自主合作学习”这四个核心要素， 

在美术课程中也有所体现。32第一，在美术课程中，仅从美术创作方面便可分为 

技法、思想情感、观念表达等角度，每种角度都会有各自具有挑战性的驱动性问 

31 ［美］马卡姆•汤姆著，夏慧贤等译.基于项目学习的指南［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

32夏雪梅.在学科中进行项目化学习:学生视角［J］.全球教育展望,2019,48(02):8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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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例如，“如何创作一幅具有运动感的陆地景观作品？”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学生不仅需要思考自己想画的内容以及画这个内容的原因，还要思考形式方面的 

问题，如何去组织画面，选择哪种材料和工具表现等等。第二，对于持续探究的 

过程来说，美术教学与项目式学习也有相似之处。假设驱动性问题还是“如何创 

作一幅具有运动感的陆地景观作品？ ”，一般来说学生需要经过以下探究过程： 

自我提问一：我的陆地景观画里面可能包含哪些元素？接着寻找资源：查找陆地 

景观图片；与同学讨论、交流；思考我想表达的内容。自我提问二：我要如何确 

定这些元素的位置？接着寻找资源：思考；勾画草图；尝试多种构图。自我提问 

三：我要如何运用颜色和线条去表达运动感？接着寻找资源：思考；观察分析艺 

术家的作品；学习必要的技法。这样的自我持续探究过程是每一次美术创作的必 

经之路。第三，项目式学习的真实性要素在美术课程中体现在：美术作品表达的 

是艺术家真实的思想观念、情感等文化内容，并且艺术是一种帮助人类探索真实 

世界的方式，传递了真实的社会文化和时代面貌。33最后，项目式学习提供给学 

生能够自主合作学习和构建知识与技能的机会，美术课程也同样提供学生一种自 

由轻松的学习环境，鼓励学生团队合作。美术本身有着非常丰富的形式与内容， 

学生在创作过程中，能够自主选择感兴趣的主题和题材，运用他们认为更能表达 

情感和想法的媒介工具。

第二节项目式学习课程前期准备

一、寻找项目选题

（一）依据课程标准制定选题

课程标准中的内容一定是与学生最终的学习目标相关的，是经过概括、提炼, 

并与教材相联系的知识技能，是学生必须要掌握的内容。34在确定项目选题时， 

参照课程标准中的学习目标，更便于抓住整个项目的学习目标以及相应的评估标 

33尹少淳.美术核心素养大家谈［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69.

34 ［美］迈克•帕克斯，约翰•塞斯卡著，郭家麟、孙润凯译.美术教学指南［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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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从学科教材中选择既有单元的课程内容，将几个课题串联在一起，合并在一 

起组成一次项目式学习，提供学生足够的时间自主建构需要掌握的知识点和技 

能。例如，晋江市实验小学开展的项目式学习内容正是将湘美版小学美术四年级 

下册教材中第3课《春天来了》、第6课《花团锦簇》和第9课《妙笔生花》的 

内容用“花”这一主线串联在一起，组成了项目式学习单元课程。35这三个课题 

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并根据班级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了 “如何以水墨 

花语为主题进行多形式的板报布置？ ”这一驱动性问题。还可以选取一个概念或 

主题，例如：时间、记忆、生命等等，引导学生跨学科多角度去探究。或是选择 

美术学科中的一些概念，例如设计原则中的运动感、平衡、多样性与统一性等等, 

学生在探究的过程中会更深入理解这些美术本体知识和概念，更好地应用到创作 

中。

（二） 从时事新闻和社会现状中确定

今年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全球性疫情，除了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 

等特殊人群，学生在家里进行在线学习，而这个时机正是让学生在家进行项目式 

学习的最好时机。学生明确任务后可以充分利用家里的材料，自主使用电脑、手 

机等网络设备查找信息，遇到问题时可询问家长，或在线上寻求老师同学的帮助, 

没有在学校里上课的课时限制，可以持续性地完成项目任务。还可以挑选社会的 

一些热点话题和事件，比如垃圾分类、低碳生活、停车难等等。铁一中滨河学校 

开展的项目式学习课程《为西安的车辆寻找一个“家”》，就是学生们围绕“停 

车难”这一现实问题，小组合作去各个社区实地调查和分析“停车难”背后的原 

因，设计和制作作品自己小组的作品，作品形式有手工装置停车场设计模型、宣 

传画、数据分析图标等等，尝试帮助解决停车难的问题。

（三） 根据学校情况和学生兴趣点确定

每个学校的学风、特色、地理位置都不同，同样的项目式学习课程在不同学 

校开展会有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在确定项目选题时，需要对学校自身的内外部 

35高军玉.小学项目学习课程的整体研究与实践[J].中小学管理,2016（05）: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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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设施条件是否具备、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可以先进行问卷或实 

地的调查踩点。假若在寄宿制学校开展项目式学习，就要排除需要与家长过多互 

动的项目。节日或校园活动也可以成为选题点，例如，北大附中天津东丽湖学校 

开展的项目式学习课程《心灵礼物一一元旦惊喜》中，围绕“我们如何为其他年 

级同学做一份个人定制的元旦礼物呢？ ”这一驱动性问题，不同年级的学生通过 

艺术的方式分别创作带有编号的愿望清单上的元旦礼物。最后互换相同编号的元 

旦礼物并于元旦当天亲自送给对方。36

36罗滨.项目式学习给学生带来了什么[J].北京教育（普教版）,2018（08）:26-27.

（四） 根据社区或他人需求确定

有效的项目式学习最终成果将会面向大众进行展示，并对社会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或是引发公众对某件事情的关注和思考。因此在确定项目选题时，还可 

以对所在社区或他人的需求和困惑来进行调查探讨，这样的项目主题能够增加学 

生的责任感和项目的真实性。

（五） 深入了解某种物品、建筑或地点

某个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的物品、建筑或地点也可作为开展项目式学习的话 

题，能够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这些事物。比如上海金泽小学开展的《金泽古桥文化》 

项目式学习课程，学生们通过参观、考察、采访、写生等方法深入了解家乡金泽 

诸多古桥的历史、造型和功用，最终制作出古桥的模型，不仅更深入地了解了古 

桥文化，更是激发了学生热爱家乡的情感。

二、设计驱动性问题

当确定好项目选题后，教师需要思考和设计一个关于主题的驱动性问题，也 

可以让学生参与设计。首先，这个问题应该是开放的、能激发学生兴趣的，最好 

是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其次，还要立足于学科的课程标准来设计，要回答这个 

驱动性问题，学生需要探究学科或跨学科的核心知识和概念。第三，对他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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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一定挑战性的，驱动性问题鼓励学生面对困难，勇于挑战自己没有尝试过的 

事物。

三、 制定项目评价计划

有效的项目评价是项目式学习中最重要的，这里的评价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 

试卷方式或是依靠老师主观的评价，而采用了更利于学生成长的评价方法，将评 

价的权利还给学生自己；也不是完成项目最后才进行评价，而是在项目启动时便 

将评价标准和要求告知学生，这样在完成每一个任务过程中，学生可以对照评价 

标准完成项目成果。37在制定项目评价计划前，需要确定好项目目标、相应的项 

目成果以及过程性文件，每一个重要的项目成果都需要有评价标准，而过程性文 

件则作为学生思考过程的依据，用于评估学生的技能和思维习惯。

四、 组织项目任务与活动

项目任务与活动需要根据项目最终成果来规划和组织，就如同艺术家创作一 

件艺术作品，并不是全部依靠灵感和绘画技巧一蹴而就的，也是经过确定主题和 

概念、搜集和积累素材、探索材料、勾画草图、创作小稿等过程，才能完成最终 

的作品。因此，项目任务与活动就可以根据项目成果所需要经过的过程来设计， 

而且在每一个任务和活动中都需要包含相应的阶段性成果。

第三节项目式学习课程实施阶段

—\项目启动阶段

项目启动是一个吸引人的，积极的体验，为不同的学习者提供多个项目切入 

点，让学生可以生成不同的观点，并激发多样化的创新思维。项目启动通常为学 

生提供真实环境中的共同体验，为以后的学习奠定基础。与专家或社区成员的访

37郑家春.项目式教学评价设计的探讨[J].现代企业教育,2012(20):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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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参观博物馆，首次尝试实地工作以及相关的项目启动，为具有不同技能、经 

验和观点的学生提供了收获和挑战的时刻。

二、 知识与能力建构阶段

在一系列项目任务和活动中，会涉及各个学科的工作坊以及学生自主搜集资 

料的时间，这就是在建构知识与能力的过程。对项目须知清单的内容进行分解和 

具体化，对应课标，建构相应学科的知识与能力，更好地为制作项目作品做铺垫。

三、 探索与形成成果阶段

学生对知识与能力建构是在探索与形成成果过程中完成的，这个过程需要很 

多时间、资源等等。因此仅仅靠美术教师是不够的，需要其他学科的老师相互配 

合和支持，将学生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融进项目里，引导和激发学生兴趣去自 

主建构。

四、 评估与修订阶段

在项目式学习中，评估与修订这一环节非常重要，并且要与课程标准、教学 

目标相对应，启发学生对自己作品的反思和改进。因此，自评和互评都需要讲究 

方法，不能仅仅为了评价而评价。笔者针对学生自评与同伴互评环节归纳方法如 

下：在学生自评时，教师可以进行提问：你们在这个项目中最自豪的是什么？你 

的工作是否展示了专业性？你对正在进行的工作有什么疑问？ 38引导学生去深 

入思考，从而对自己阶段性成果进行反思和修正。在进入同伴评估的环节时，建 

议学生将需要被评估的对象像画廊里的作品一样摆放，例如画作、草图、文字方 

案等等。学生手拿便利贴和笔，像是参观画廊里的作品，对每个作品进行评价， 

评价内容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肯定性评语，例如“我喜欢你作品的这个 

部分；你在哪个地方做得很好；你对这方面的理解和使用值得我学习”等等。第 

3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Z].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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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分属于有效建议，内容包括“你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改进这个问题；你的作 

品可以更好，如果这样做；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这样想或这样做吗；你可以尝 

试一下这样做”等等内容，这些都是对他人具有实际帮助性的评语和建议，同伴 

可以快速了解自己下一步该如何改进。

五、 成果公开展示阶段

学生完成项目最后的成果，不论是一本手册、绘本，还是一场展览或表演， 

都应该是公开展出的。可以邀请家长和老师参与进来，甚至在线上发布学生成果 

展出时间，邀请社会人员来观看。这样能给学生很大的信心。尤其是在项目实施 

一开始，便告知学生最终成果的展出方式，让他们知道他们最后的作品是会被公 

开展示的，是对他人甚至对社会都是有影响的。这也给了他们完成项目极大的动 

力。

六、 评价与反思阶段

回顾完成项目过程中的收获和不足，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后一步，也是最重要 

的一步。教师、家长、同伴都可以参与评价。根据阶段性成果与项目作品来进行 

过程性与总体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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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在本章中，笔者围绕学生在校内外所面临的真实问题，基于各学科的课程标 

准，提炼核心概念和知识，在沪杭两地小学开展了《画说校园》与《疫情防护服》 

项目设计与教学实践，并从驱动性问题等角度对两个项目进行了对比分析。

第一，基于学生在校内所面临的校园生活背景，以“如何策划一场独特的艺 

术作品展，让我的学校被更多的人了解”为驱动性问题，面向上海斌心学校五年 

级学生开展《画说校园》艺术展览项目。

第二，基于学生在校外所面临的疫情防控背景，以“如何设计一套简便且有 

效的防护服”为驱动性问题，面向杭州濮家小学教育集团二年级学生开展《疫情 

防护服》项目。

第一节 基于校内背景的“画说校园”艺术展览项目

—、项目背景

上海嘉定斌心学校（简称“斌心学校”）是一所以传统文化为特色、九年一 

贯制、全寄宿制的民办学校。拥有独特的办学模式与办学理念，在文化课学习之 

余，学生们会学习武术、散打、国学经典、书法、传统礼仪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校园自然环境优美，学生可体验春种秋收，感悟耕趣耘乐，现有在校生1000余 

人。同时，学校也面临校园文化展示形式单一等问题。

笔者所带班级是五年级一班“伏羲班”，小班化教学，伏羲班由国家开放大 

学吴鸿清教授创办，以“教人伦、顺人性、终身受益”为理念，强调学生的个性 

发展和素质教育。真正的项目式学习不是老师在课堂上讲完了所有知识，学生听 

完了老师讲的知识，然后老师布置项目的任务，学生再用之前学过的知识和技能 

开始完成。而是应该把知识能力的建构与成果的探索形成放在一个过程中进行， 

让孩子们明确他们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完成项目。孩子们一边创作，一边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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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了解所需美术语言的知识，老师再带领孩子分析艺术家的作品。这所学校的孩 

子平时美术课以国画、书法和手工为主，对于美术语言的知识基本不了解，很少 

会有自己创作的机会进行艺术创作，对策展这方面更是不太了解。

综上所述，小班化课堂、终身受益的素质教育理念、寄宿制的校园制度、尊 

师重道的校园风尚、环境优美的校园环境……这些都成为笔者《“画”说校园》 

展览项目能够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撑。

—\项目简介

艺术是一门人文学科，最终目的是培养人的人文精神。人文精神强调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强调社会责任感与合作意识的培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陆 

有金全教授说过：“学校教育，让学生在思想上要学会宽容、理解、欣赏别人，在 

具体操作中要学会让步、谈判和妥协”。39

39侯清璃，王黎超.基于项目学习的学习力培养实践探索[J].今日教育,2018(3).

项目的驱动性问题是：如何策划一场独特的艺术作品展，让我的学校被更多 

的人了解？对于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来说，学校就是第二个家，他们对校园、对老 

师、对同学都有深厚的情感与难忘的故事经历；孩子们都喜欢听故事、讲故事， 

如果能在熟悉的校园环境中听到更多有趣的新故事，并且自己有机会通过绘画与 

展览的方式分享自己的故事，对孩子来说是非常有吸引力并且有能力做到的事 

情。《“画”说校园》展览项目，则为同学们提供了一次探索和分享他们熟悉世 

界的机会。在团队协作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学生将成为“策展人、艺术家、小记 

者”，以小组为单位进行采访调研、写生创作、策划布展、演讲表达等。在为策 

划展览的过程中，学生将会了解策展、布展的流程和技术；学习辨识、分析和解 

读艺术作品的能力；学会用艺术作品来表达想法；学习采访沟通、演讲与表达等 

等。

学生们将全程参与项目进程中的所有具体、真实的问题，例如讨论策划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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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思展览主题、布展光线、邀请函设计、应急预案、作品摆放位置、摄影摄像、 

展区色调统一、观展线路、调研问卷等细节问题，在项目进程中，学生的创造能 

力、沟通表达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展示发表 

能力都将得到一定提升。

三、 学科与跨学科核心概念

通过本项目，学生能够学习和掌握美术学科符合课程标准的内容：造型•表 

现学习领域第三学段（5-6年级）学习活动建议：尝试不同的造型表现方法，运 

用造型元素和形式原理，描绘事物，表达情感和思想。综合•探索学习领域第三 

学段（5-6年级）学习活动建议、评价要点：编写自己喜爱的剧本；在生活中发 

现与美术相关的问题，与同学合作策划研究课题；用文字、图像等形式记录调查 

结果；积极开动脑筋，以美术与其他学科知识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创作与展示； 

以口头描述或写作的方式表达自己对美术与生活环境的认识和体会。40

4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一一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 

社,1996： 108.

四、 教学过程

（一） 项目学习目标

通过本项目，学生能学习的技能：了解美术创作相关的美术语言知识；策展、 

布展的流程和技术；采访和文字故事编写的技巧；选择、分析和解读作品的方法; 

宣传我们展览的方式等。

（二） 项目任务和活动

项目早期阶段：项目启动前让学生初步了解什么是项目式学习，教师与学生 

根据实际情况和兴趣点共同探讨项目驱动性问题，班级完成项目墙的设计。

项目中期阶段：中期阶段属于边做边学的过程，学生需要在探索与形成成果 

的过程中自主建构知识与技能。为了要创作出理想的作品，学生会想要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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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己学校的信息，了解的手段则是采访、写生、外出观摩优秀的展览等等。 

而当遇到如何进行合适的采访以及在观展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内容，这是他们本 

身不够清楚的，因此需要邀请这些方面的专家或询问老师提供脚手架来帮助他们 

进行这些工作。在项目开展过程中，会有不少的小组讨论环节，而这个环节很容 

易变成课堂上为了讨论而讨论，所以需要借助一些方式来适当规范学生，目的是 

让每一位学生参与进来，提高讨论的有效性。

项目后期阶段：后期阶段需要做评估修改以及展览布置呈现工作，当作品基 

本完成、策展方案初步成形之后，需要的是全班共同来评估、修改，提高作品与 

展览质量，宣传邀请全校师生及社会人士来参加。

另外，学生是具有独特性的，这体现在学习方式、思维、习惯以及对于新知 

识的接受程度和学习进度不同，教师要分层教学，检查每一小组的团队准备清单 

是否根据每个人擅长之处来分配工作，对于进度慢的小组要对任务进行适当裁 

减。

表4-1：项目过程规划表

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已经学过

在项目开始之前

教授

在项目过程中

学习

项目式学习的含义 V

高质量的专业展览特征 V V

展览的制定标准和要求 V

美术创作相关的美术语言知识 V

策展、布展的流程和技术 V

采访和文字故事编写的技巧 V

选择、分析和解读作品的方法 V

宣传我们展览的方式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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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项目流程及关键问题

项目流程 核心问题

介绍策展项目

1. 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2. 展览是什么？

3. 我们如何团队协作？

4. 参观者对这个话题已经知道什么？还想知道什么？我们想告诉

他们什么？

了解专业的展览
1. 高质量展览的特点是什么？

2. 我们自己的展览使用什么样的要求和标准？

探究展览的主题

1. 我们的研究问题是什么？

2. 我们在哪里找到信息？

3. 我们在记笔记时如何汇总信息？

4. 我们如何分析信息以回答我们的研究问题？

5. 我们如何综合信息来回答我们的焦点问题？

6. 我们的大概念是什么？

7. 我们的故事线是什么？

设计展览

1. 我们将用什么来讲述我们的故事？

2. 我们如何让访问者体验我们的故事？

3. 我们完成的展览会是什么样的？

4. 我们的展览会有效吗？

为参观者撰写

1. 我们展览标签的内容和顺序是否有助于参观者理解我们的主 

题？

2. 我们的写作是否对访问者有用？

3. 我们的写作基调是否清晰且一致？

4. 我们的文本的视觉质量、组织和结构是否易于阅读？

5. 我们展览中的文字在语法上是否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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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项目启动

布置展览

1. 我们如何施工？

2.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如何工作？

3. 我们如何安装展览？

学习完整的展览

1. 完成的展览如何用作教学工具？

2. 我们如何让参观者参与我们的展览？

3. 我们什么时候带学校团体参观博物馆？

4. 我们如何了解博物馆中的其他展品？

5. 我们学到了什么？

向公众展示

1. 我们将在开幕之前扮演什么角色？

2. 我们在开幕时将进行哪些活动？我们如何宣传我们的活动？

3. 我们的开幕式计划是什么时候？

4. 我们如何拆除我们的博物馆？

5. 我们将如何庆祝我们的成就？

1. 入项活动：“四个角落”讨论。即每个问题有四个选项，学生站在他所选 

的选项相应的位置。目的是让学生深入思考和讨论他们想了解的有关学校的故 

事。

问题一：如果我能听到学校里某个人的故事，这个人会是谁？为什么？A、 

我的某位同学B、我的某位老师C、学校里的工作人员D、董事长、校长

问题二：如果有外国友人要来学校拜访，你认为你最想和他介绍学校的哪一 

部分？为什么？ A、学校的建筑景色B、学校学习的氛围C、学校里的老师同学 

D、学校里上的课程

2. 介绍项目式学习，播放PBL案例视频。

3. 介绍这次展览项目，交代内容包括：展览是什么？我们要做的工作是什 

么？我们如何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团队合作？我们展览的主题是什么？通过展览， 

我们想告诉观众什么？他们已经知道了什么？还想知道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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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项目墙的设计制作 ：通过团队讨论，与其他教师共同完善项目设计，并进 

一步细化项目计划。项目墙的内容包括：驱动性问题、需要知道的知识与技能、 

评估量规、项目清单、项目日历、资源、问答区域。其中，“NeedToKnow”这 

部分内容是不断更新的；资料库是指一些能够帮助完成项目的辅助资料；项目日 

历目的是交代清楚每个时间截点在哪里，并且这个项目总体持续多久；右下角的 

问答区，所有人都可以帮助回答和进行提问。课上时间不够用，课下如何完成？ 

采访老师的时候有点小尴尬怎么办？我们已经具备了哪些技能？平时美术课学 

的内容和这个一点关系也没有，对美术语言一点不了解怎么办？采访的时候需要 

注意哪些地方？团队成员意见不合如何处理？平时作业多，没有时间完成美术作 

业怎么办？这些都是学生在项目启动时提到的问题。

[ngcd; CWr

鼻咧粉甲

图4-1：班级共同制作项目墙

5.师生共同创建项目须知清单 ，思考：完成这次项目我们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与技能？思考过程如：我们通过何种途径和渠道找到想要的信息？我们需要进行 

美术创作，就需要了解美术创作相关的美术语言的知识；我们需要策划一个展览, 

就需要去了解什么是高质量的展览以及策划展览的注意事项，这时候可能就需要 

请教策展专家，或是去实地参观展览；我们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学校，就需要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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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或同学进行采访，了解采访时的技巧，进行模拟采访等等；我们想要让家长和 

外界的人士都来参观展览，就需要做好宣传工作，包括设计邀请函进行线上线下 

的邀请，以及这次展览会给他们带来什么。

表4-3：项目须知清单

《“画”说校园》项目须知清单

驱动性问题

团队研究问题

我们需要知道的

课后反思：通过热身游戏就能看出每个孩子的性格，有些很活泼，有些比较 

内敛。在“四个角落”讨论环节，因为两个问题都贴近学生生活，是和他们紧密 

相连的学校，所以回应非常积极，很多同学举手发言。对于第一个问题，有位同 

学说，“我想听学校打扫卫生的那位阿姨（全校只有一位保洁阿姨）的故事，因 

为她平时很辛苦，还会和我们聊天，我们都很喜欢听她讲道理。”还有一位性格 

外向的女生说，“最想听到班主任的故事。因为班主任教我们语文和数学，平时 

还要管理我们学生的生病各种事情，烦恼会很多，很辛苦，我觉得她需要和人倾 

诉。”对于第二个问题，有同学回答说，“如果有外国友人来学校，我会向他们 

介绍学校的学习氛围。”我接着问是什么样的氛围？她继续说，“玩中学，学中 

玩。”从孩子们的回答可以得知，学校里的一切对他们来说都非常重要，学校带 

给他们的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还有很多潜移默化进入他们内在生命的东西，就 

像种子，慢慢发芽。探索自己最熟悉的学校，他们很感兴趣。下节课的改进:课 

前按小组把桌椅摆好，一个小组一张桌子，共五个小组。

表4-4：团队准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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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校园》项目一一团队准备清单（组长填写）

小组名称： 组长姓名：

小组成员姓名：

确定小组展板主题：

展板布局设计：

时间 负责内容 负责人 解决途径和方法

表4-5：个人准备清单

《“画”说校园》项目一一个人准备清单

小组名称： 你的姓名: 

你负责的展板内容: 

你的解决途径和方法: 

需要老师提供帮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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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知识与能力建构+探索与形成成果

1. 了解专业的展览。小组讨论什么是高质量的展览。我们自己的展览将使用 

什么样的要求和标准？

2. 探究展览主题。确定展览“大概念”。例如：学校拥有许多独特的文化，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并构思展览的故事线和相应的聚焦问题，如：

故事线1：我们是从不同的地域和城市来到这所学校的。聚焦问题：是什么 

让爸爸妈妈把我们带到这里来上学？

故事线2：与其他学校相比，我们学校的课程与学习内容在某些方面有很大 

不同。聚焦问题：我的学校发生了如何的坚持和变化？

故事线3：每种文化都是有益的，丰富了孩子的生活。聚焦问题：这所学校 

的环境、老师，是如何帮助孩子成长的？

图4-2：展览路线规划草图

3.学生对驱动性问题进行头脑风暴 ：如何策划一场独特的艺术作品展，让我 

的学校被更多的人了解？学校的代表性地标、人物、场所和事件是什么？什么是 

你最想告诉别人你学校里最有趣的部分？我们该如何创作一件美术作品，讲述真 

实的校园故事，我们的观众会喜欢看吗？在你的校园中，你一直想更深入了解和 

探索的人、事、物？你在这所学校收获了什么？思考自己在学校的成长经历，长 

大后我们会是什么样子？教师提供头脑风暴指南，引导小组内所有人试着列出尽 

可能多的想法；不要随意打断大家的讨论或转移其他话题；记录下每个人脑海中 

出现的全部观点；尊重他人和重视团队合作。

表4-6：头脑风暴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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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脑风暴指南

•小组内所有人试着列出尽可能多的想法

•不要随意打断大家的讨论或转移其他话题

•记录下每个人脑海中出现的全部观点

•尊重他人和重视团队合作

“便签”挑

战

在便签上写下点子，贴在海报纸上。

具体操作：每位小组成员在每张便签上只写J个关于《“画”说校园》项目讨 

论内容的想法。最后按照某种主题或顺序进行分类。

"是的，

而且”

限制时间，在一个想法上建立另一个想法，以此构建出一个任务、问题和创意 

的列表。

具体操作：一位成员提出了自己的想法，组内另外成员如果想对他的想法进行 

扩展，只能用“是的，而且”进行表达。

举例：有同学可能会写“采访国学老师”，另一名学生可以说“是的，而且可 

以为什么选择教国学”，另一名学生可以说“是的，而且可以记录下老师上课 

时的语言"，另一个人会说"是的，而且还可以去了解下课之后老师都在做什么〃， 

以此类推。每一个回答必须以“是的，而且”开始，每一个新的想法都要记录 

下来。最终的成品应该像一个想法的网状图。

学生的想法有：解说我们学校的风景、让别人知道我们学校有伏羲教育、我

想把某个老师的画像画出来、介绍斌心与别的学校的不同之处、要说校园里的生

活和学习、可以邀请朋友、父母参加、生动的故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介绍独特

的学校建筑、可以做连环画、我们可以采访别人获取更多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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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驱动性问题头脑风暴小组展示发表

课后反思：出乎我意料，同学们把海报完成得非常好，原本我以为发给他们 

的海报纸和便利贴会弄丢或者忘记做，还怕自己当时没有说清楚他们不够理解, 

因此在第二课时已经预留时间让他们课上完成头脑风暴。在课后较好地完成任务 

大大提高了课堂的效率，节省了时间，直接进行分享环节。一个PBL项目在体制 

内学校教学最大限制之一就在于课时时间很短，小学一节课只有35分钟，两节 

课连上一共是70分钟。

4.小组自主学习建构美术创作需要了解的艺术语言相关知识 ，全班制作美术 

语言海报，贴在班级墙上作为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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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小组合作完成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海报

5.学生在校园内进行取景写生、勾画小稿、采访老师等工作，为创作做准备。

图4-5：学生进行采访、记录与写生

6.专家工作坊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采访和调研技巧。

特邀讲师：上海师范大学广播电视学硕士沈佳晨，针对学生的问题进行解答 

讨论，例如：如何进行一场访谈、课堂模拟采访、好故事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 

将剧本与美术创作结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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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专家答疑、模拟采访 

表4-7：团队采访准备清单

团队采访准备清单

驱动性问题：我们如何策划一场美术作品展，让我的学校被更多人了解？本次采访是为了收集更 

多关于学校（老师、同学、工作人员等）的信息，最终目的是小组创作一件美术作品。

小组名称：宇宙核心组 你的姓名：王辰慧

策划：丁鑫磊 主持人：王辰慧 场记：李京锦

你主要负责：主持这次采访

被采访者姓名？ 严老师（班主任）

他或者她的职务及描述？（对采

访对象全面分析）

教语文、数学，非常认真负责；头发长；幽默；戴眼镜

我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个人？（设

定米访目标）

因为严老师和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较多，自然比较容易聊起 

来，而且可以问一些开放问题，也不会尴尬，聊的范围较广。

我们希望从这次的采访中学习和

获得什么？（设定采访内容）

希望通过采访了解严老师生活的一面，体现出最真实的生活 

状态。

我们要通过什么方式去采访他或

她？（根据采访对象的不同选择

恰当的采访方式）

用自然聊天的方式去采访。

我们还需要采访谁能了解更多？ 可以去问严老师周围的一些朋友，比如她的室友吴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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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设计的采访问题：

1. 老师之前想做什么工作？为什么会选择做教师？

2. 假期通常做些什么？

3. 为我们班备课通常要多长时间？

4. 在不上我们班的课时会做什么？

5. 严老师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6. 严老师童年最难忘的事是什么？

7. 严老师为什么选择这个学校工作？

采访中记录的笔记：（写下关键词即可）

1. 因为喜欢小孩

2. 喜欢看书

3. 夏天捉蛤蟆，上树找鸟蛋

4. 严老师想做军人，也想当个歌唱家。

5. 去做实验

6. 凌人不用多讲，响鼓不用多锤。

创作思路：关于... 的故事（300-500字）：

7.设计展览 。思考讨论如何让参观者体验我们的故事？我们完成的展览会带来 

什么样的影响？准备展览标签、邀请函、文字介绍等。

第三部分：评价与修订

参考评价建议，同学间互相评价对方的作品，既要说出值得自己学习的地方, 

又要提出能帮助到对方的具体建议。最后各自完善项目作品。

表4-8：评价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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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价
建
议

从作者的角度仔细观察和理解对方作品，放下偏见。

尽可能用积极的语言来表达建议和意见。比如：“我很佩服你的……” "如果…… 

能够再进行……调整，就更好啦”

不管是表扬还是建议，在表述时都要非常具体，容易理解。

允许对方对你的评价进行反馈，若有分歧，应该及时寻求老师帮忙。41

41周业虹.实施项目式学习发展学科核心素养[J].中小学教师培训,2018(08):33-37.

第四部分：公开展示

1. 确定最终展示日期、展示地点、所需材料、邀请人员，设计邀请函等。

2. 在开幕时进行哪些活动？如何宣传？

3. 我们将如何庆祝我们的成就？

第五部分：反思与迁移

回顾项目历程：你从这个项目中学到了什么？在完成项目过程中，什么事情 

进展最不顺利和最顺利？说说你在这个项目中学到的最重要的技能，想法或事情 

是什么？你从那些为你提供帮助的资源中，比如书籍，网络等，学到了什么？在 

完成项目过程中，对你来说最具有挑战的事情是什么？这样的学习方法你还可以 

用在哪些方面？例如：宇宙核心组一一我们组在创作作品上纠结了很久，但经过 

大家的合作，最后也算思路在一起了，唯一就是时间问题。在短短几周的课中， 

我们不仅学了美术知识，还知道了如何采访别人，需要注意什么。老师不想平时 

上课那样站在讲台上讲课，会给我们时间和空间自己去讨论、研究、写生和创作。 

让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学校，并把学校的好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知道。

(三)项目学习评价设计

根据项目实施任务，设计了团队协作能力、展示技巧、批判性思维能力、项 

目成果评价表，在项目启动时下发给学生，明确项目评价标准，在项目结束后， 

用评价表进行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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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回收上来的评价表上学生的自评情况来看，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评分3 

分占大多数，尤其在“利用他人反馈来改进工作”、“能够利用好时间，高效进 

行讨论”等维度上得分较低，在“积极融入团队并帮助团队解决问题”与“能关 

注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并对某些观点婉转地表示不同意见”的维度上基本都能得 

5分。另外，在展示技巧方面，学生自评4分占大多数，说明这次项目提供给学 

生展示表达的机会，让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升。在批判性思维能力方 

面，由于项目中涉及很多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任务和活动，因此从评价表 

中可以看到，学生基本都能从多个不同的渠道收集相关且足够的信息来回答驱动 

问题，并可以清楚说明在项目中获得的新认识，以及如何将其在其他情况或环境 

中去应用和展现，能够在项目结束后做好总结和反思工作。

表4-9：团队协作能力评价表

团队协作能力评价表

你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是否融入和协助团队？请给你 

自己在下列维度上打分。
5分 4分 3分 2分 1分

1
我不需要别人提醒就能主动完成项目任务，并能按时 

完成所有任务。

2 我能利用他人的反馈来改进工作。

3 我能积极融入团队并帮助团队解决问题。

4
我能够清楚的表达想法，并向其他人提供具体的、可 

行的、有支持作用的反馈，使他们能改进自己的工作。

5 我能主动帮助需要我帮助的人。

6
我能关注并尊重他人的观点，并对某些观点婉转地表 

示不同意见。

7 我们遵守集体讨论、决策和解决冲突的规则。

8 我们坦诚地讨论约定的执行情况。

9 我们创建了详细的团队任务清单，根据团队成员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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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分配任务。

10
我们制定了时间表，并跟进目标的完成和进展情况， 

以确保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工作。

11 我们能够利用好时间，高效地进行讨论。

12 我们有条理地保存会议材料，草稿和笔记。

13
我们作为一个团队来产生创意并创造产品，团队成员 

各自完成的任务将会集中在团队里获得反馈和修改。

总体来说，我给我自己打分是：

学生签名： 

教师签名：

表4-10：展示技巧评价表

展示技巧评价表

你在展示项目成果时是否符合展示技巧的标准？请给你自己 

在下列维度上打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

我展示时能使用相关的、精心挑选的描述、事实、细节 

和例证来陈述论点、调查结果、论据或对驱动问题进行 

回答。

2
我展示时能按逻辑顺序陈述主要观点和其他观点，并着 

重、前后呼应地强调了主要观点。

3 我在展示时有一个有效用的导言部分和结论部分。

4 我在展示时大部分时间都与观众保持眼神接触和交流。

5 我在展示时使用自然的手势动作及其他肢体语言，

6 我在台上展示时很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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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我在展示时说话很清晰，语速均匀，我也会改变语调和 

节奏来让听众保持兴趣。

8 我能清晰完整地回答听众的问题。

总体来说，我给我自己打分是：

学生签名：

小组成员签名：

表4-11：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价表

批判性思维能力评价表

你在完成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是否运用了批判性思维？请给你 

自己在下列维度上打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
我能清楚回答驱动问题需要知道什么知识，并考虑到 

了各种可能的视角。

2
我能从多个不同的渠道收集相关且足够的信息来回 

答驱动问题。

3

我能从信息的实用性、准确性和可信度对信息的质量

进行全方位的评估。

4
我会修改不够好的草案、设计或解决方案，并解释为 

什么修改后会更符合评估标准。

5
我在回答驱动问题或创作产品时，能通过提供有效的 

理由和支持性的论据，证明所作的选择是正确的。

6 我能知道项目作品哪里不完整，不完善体现在哪里。

7
我可以清楚说明我在项目中获得的新认识，以及如何 

将其在其他情况或环境中去应用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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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我给我自己打分是：

学生签名：

教师签名：

表4-12：项目成果评价表

项目成果展示评价表

你在布置展览时是否符合项目成果展示评价标准？请给你自 

己在下列维度上打分。

5

分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1 我能够对展板进行版面设计，使它美观、整齐、清晰。

2 我按照展厅路线草图，提前规划好每一块展板的位 

置。

3 我在布置展览前考虑要与展厅环境整体色彩相协调。

4 我主动设计展览邀请函和宣传海报，并在网上联系印 

刷厂家进行印刷寄送。

5 我为这次展览能够传达学校的特色而努力，用“画” 

讲述校园故事。

总体来说，我给我自己打分是：

学生签名：

教师签名：

五、教学成果

本项目从启动至结束，历经三个月的时间，形成了丰硕的项目成果，除了最 

终的《画说校园》展览成果，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亦有许多阶段性成果见证了学生 

们的成长与改变，总结如下：

在项目启动阶段，师生共同完成“项目须知清单”和“学习单”，以小组为 

单位完成“驱动性问题头脑风暴”海报。在知识与能力建构、探索与形成成果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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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学生以个人为单位完成“7种艺术元素海报”，创作“以画说校园为主题的 

艺术作品”；以小组为单位完成“7种设计原则海报”、“故事访谈记录”。以 

及为最后展览撰写“演讲稿”，设计制作“展览邀请函”、“展览路线规划图” 

等。在评估与修订阶段，完成自评与互评表单。

所有的阶段性成果都是为了最终这场展览的呈现。在6月21日展览正式开 

幕，全校师生、学生家长前来参观。

（一）展览开幕当天场景

6月21日上午，每个小组将各自制作好的展板挂上展厅墙，并且进行拍照

摄像。那天正值学校半年一度的演武大会，孩子们身穿表演服装迎接爸爸妈妈的

到来，兴奋地向父母介绍自己的成果。

图4-7：展览开幕当天场景

（二）展览邀请函设计

每个小组为展览设计了不同风格的邀请函，突出了校园的代表元素，加入了

自己的创意想法，清楚交代了本次展览主题、展览时间、地点和主办方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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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矗也氐由斌心导检 

小季$土季柱-耗奖用U 
加侔6团邛

June叶乃姑

iVe Icarne to birvhn

，快有这

图4-8：展览邀请函设计

（三）艺术作品创作

在学习了艺术语言、了解了采访技巧后，每个小组通过采访学校老师和同学 

或写生校园的方式创作最终作品。有的小组根据人物故事创作，有的小组对校园 

一角进行写生，并以图文结合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学校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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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9：学生作品

（四）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海报

每个小组对线条、色彩、形状、明暗、空间、肌理、形体等艺术元素与平衡、

图案、强调、对比、动感、韵律、统一性等设计原则进行海报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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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0：艺术元素与设计原则海报

（五）小组头脑风暴海报

每个小组针对驱动性问题“我们如何举办一场独特的美术作品展，让我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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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被更多人了解？ ”进行头脑风暴，共同讨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式。

图4-11：小组头脑风暴

（六）个人、团队准备清单

团队采访准备清单的内容包括对采访者的分析、采访目的、采访方式、采访 

问题设计等，为的是更有针对性地去采访。个人准备清单的内容包括负责内容阐 

述、解决途径与方法、需要老师帮助的部分阐述以及创作小稿，目的是清楚自己 

在组内的分工，以及对创作内容有一个初步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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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说校园〉项目--- 人准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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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个人、 团队准备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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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成效与反思

本次项目式学习课程一一《“画”说校园》是基于斌心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设 

置的，同学们在做中学，体验了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更深入地了解和宣传自己 

的校园。围绕着驱动性问题，自己主动学习去建构知识，团队协作进行资料收集、 

采访记录、写生创作、策划展览，把学到的知识直接用起来，更能加深印象，内 

化于心。在这8周时间里，学生不仅仅是更深入地了解了学校，将学校的好告诉 

大家，告诉将来的学弟学妹们，为学校做了宣传，更是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提高 

了自身的核心素养，包括团队协作能力、沟通表达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批判性 

思维能力，这些才是一辈子有用的本领和品质。

第一，项目中的任务大多需要团队合作完成，他们需要去讨论如何分工可以 

发挥每个成员的长项。当团队中出现矛盾或问题时，他们必须自己尝试先去解决。 

第二，想让别人有效理解你的想法，前提是你必须清楚地表述出来，当然也需要 

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在对美术语言和策展方面一点也不了解的情况下，学生 

需要寻求老师的帮助，并咨询专家的意见，他们需要将自己小组解决不了的问题 

清楚地陈述给老师或专家，并且在得到一定解答后给对方一定的反馈。在展览开 

幕那天，学生需要向观众介绍自己小组作品的创作构思、心得体会等等，都是在 

逐步培养沟通表达能力。第三，如何举办一个独特的美术作品展，让我的学校被 

更多人了解？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不同学生会想出各种各样的方 

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为学校出谋划策的同时，也会遇到很多小问题，比如如何去 

邀请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展览等等。因此，完成项目就是在不断提高学生自身 

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非常关键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在项目的评价与修订环节， 

会进行同伴之间互相评价，当你和别人意见不一致，你对你的团队成员提出自己 

的不同意见时，需要阐述你的理由，这是用证据支持自己观点的能力；遇到他人 

给你提出宝贵意见时，你要虚心接纳，根据他人的建议适当调整自己的观点。

在实习期结束后，我对该校师生和学生家长进行了调研，老师和家长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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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产生了解的兴趣，但大部分还处于观望的状态，需要更多老师用于实践和 

突破，在不断打磨和改进中，让项目式学习深入人心，真正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 

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第二节基于校外背景的“疫情防护服”项目

—、项目背景

（一） 肺炎疫情背景下防护知识普及的需要

“眼前的灾难是最好的课程，灾难中的人和事就是最好的教材。”著名特 

级教师马ft的话确实值得思考，学生也是社会的人，“停课不停学”针对的不应 

只是课本上的知识，学生更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用自己的方式“躬身入局”， 

去思考、去发现、去感知，在这样的过程中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提升核心的学 

习素养。疫情当前，每一个人都是亲历者，都应当对基础防护知识有一定的认知 

和了解，包括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基本的防护措施、防护用品的种类以及防护 

原理等等。学生能够从网络上了解到铺天盖地的预防措施和防护手段，但仅仅通 

过被动地看和听他们能学到多少呢？只有引导学生去亲身体验和探索，他们才会 

更加印象深刻。学生的自主探究学习更会带动全家普及防护知识，学习成果以有 

趣的形式面向大众分享与传播，让大家正视疫情，理性防护。

（二） 家庭环境下学生美术学习方式的创新需求

疫情使学生只能居家学习，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学，教师直接面对的其实是家 

长。由于家长的文化水平与审美能力不同，一些家长对于美术学科并不重视，导 

致的结果就是学生忽视了对美术的学习。因此，对于美术教育工作者而言，结合 

当前疫情和我国家庭教育实际情况，反思和改变美术教学方式，开发出能够驱动 

学生内在学习动力的课程便尤为重要。还可以开展一些健康有益的亲子教育活 

动。对于学生而言，他们要为自己的学习承担更多的责任，并要意识到通过自身 

努力所获得的知识要比老师讲授的知识更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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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特殊时期对医护职业的理解与情感链接

疫情防控需要一线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工作，穿着防护服之前，医护人员首 

先要做好个人清洁卫生，依次穿戴口罩、帽子、护目镜、手套、防护服、靴套等 

装备。为了提高密闭性，一般还需要再开口处，如门襟、袖口、裤管口、面罩和 

防护服连帽接口加贴胶带，做到人的皮肤与外界完全“零接触”。由于防护服是 

一次性的，医护人员不敢喝水，有些甚至克服心理障碍穿着纸尿裤。当脱掉防护 

服那刻，里面的衣物早已被汗水浸湿，整个人都虚脱了。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应当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及时引导学生关注在疫情一线为我们的健康和安全保驾 

护航的守护者们，与医护人员建立情感连接，在幼小的心灵里播撒一颗家国情怀 

的种子。

—\项目简介

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离不开医护人员的付出，他们身穿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奋 

战在一线，但防护服在提供保护的同时，也给医护人员带来了许多困难与不适。 

那么防护服如何起到防护作用？穿上它有什么感受？又该选择何种材料制作防 

护服？通过本项目的研究，学生将了解防护用品的种类、特点、作用以及病毒传 

播途径等知识，同时会利用家庭材料设计制作一套简便但有效的防护服，并运用 

图文、视频等多种形式，分享穿戴感受并展示项目成果。

三、学科与跨学科核心概念

（一） 知道新冠肺炎是由病毒引起的，并了解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对病毒的基 

本防护措施与防护原理。

（二） 了解到可以运用美术学科中的线条、形状、色彩等绘画技巧和剪刻、折叠、 

切挖等手工技巧来装饰美化事物，并借此表达自身情感。

（三） 了解所有学科知识之间的关联，通过运用加深对知识的理解，认识美术、 

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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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过程

（一） 项目学习目标

1. 了解新冠肺炎病毒的的特点，传播主要途径以及相对应的预防措施。

2. 认识防护服的组成部分和防护原理，并考虑防护服穿着感受与防护效果的 

影响因素，使用互联网或书籍查找信息，完成防护用品思维导图。

3. 观察和分析各种材料的造型、色彩、材质、用途，制定设计方案，运用剪 

贴、折叠、切挖和组合等方法，创意制作防护服。

4. 在完成项目过程中及时记录过程性笔记，能够主动寻求家长、老师的帮助, 

耐心倾听他人的建议，尝试多种可能性，使用他人的反馈建议来完善作品。

5. 能够运用视频、图片、文字等不同形式展示各项成果，能详细阐述自己的 

创作意图、创作过程和穿戴感受。

（二） 项目任务和活动

学生在明确项目任务后，可按照任务流程完成五个步骤的自主操作。第一是 

自主使用网络查阅防护用品相关知识，制作防护用品思维导图，制定防护服设计 

方案；第二是制作家庭版防护服；第三是完善和改进防护服；第四是合理组织语 

言，内容包括创作构思、制作过程和穿戴感受等，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用视频、 

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发表；第五是回顾项目过程，完成自我评价与反思表。

表4-13：项目流程及核心问题

知识学习

1. 医护人员长时间穿戴防护服工作会有哪些不适？

2. 防护用品有哪些种类，以及它们的作用？

思维导图

1. 思维导图的作用是什么？

2. 高质量的思维导图需要具备哪些要素？

方案构思

1. 家里哪些材料适合被改造成防护服？

2. 不同材料的防护效果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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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制作

1. 如何巧妙利用物品和材料本身的造型、色彩、材质去改造和制作？

2. 如何增强防护服的防护效果？

完善优化

1. 如何去评价对方的作品？

2. 如何让作品变得更好？

展示交流

1. 如何合理组织语言去传达想法和感受？

2. 在展示发表时还应注意什么细节？

反思总结

1. 在项目学习中收获了什么？

2. 哪些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

1.知识学习 一一查阅防护用品相关知识

学习目标：了解医护人员身穿防护服工作的真实感受，以及防护用品的不同 

类型、功能作用、使用方式、制作材料、长时间穿戴会产生哪些不适等知识。

学习活动：明确本次项目主题和任务，使用网络或书籍查找资料，了解防护 

用品的种类、制作材料、功能作用、使用方式，以及长时间穿戴会产生哪些不适 

等知识，收集整理信息，及时记录过程笔记，完成项目日志。项目日志内容包括: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我完成任务的途径、我的过程笔记以及我完成后的感悟。

时间安排：1课时

表4-14：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称： 史S名： 日期：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我的过程笔记

我完成后的感悟

65



第四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 思维导图一一完成防护用品思维导图

学习目标：了解思维导图的定义、作用，学习设计方法，尝试创作防护用品 

思维导图。

学习活动：根据项目日志中的内容，对主要信息进行分层和概括，并进行美 

化装饰，参照评价表要求，完成防护用品思维导图。

时间安排：1课时

3. 方案构思一一制定防护服设计方案

学习目标：了解病毒传播主要途径，对比分析不同物品材料的防护原理，尝 

试组合搭配，制定设计方案。

学习活动：使用网络搜集资料，了解病毒传播主要途径，寻找家里可用物品 

和材料，对比分析各种材料的防护原理，制定防护服设计方案。设计方案内容包 

括：你使用的材料、你选择它的理由、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你会用到哪些工具 

以及设计草图与文字介绍。

时间安排：1课时

表4-15：防护服设计方案

防护服设计方案

你使用的材料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 1.

2. 2.

3. 3.

4. 4.

5. 5.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剪刻、 折叠、切挖、组合、绘画……）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针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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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草图+简要文字介绍:

4.成果制作 一一制作家庭版防护服

学习目标：尝试用多种方法完成防护服的改造和制作。

学习活动：根据设计方案，运用剪贴、折叠、切挖、穿插和组合等多种方法, 

创意制作防护服。

时间安排：2课时

5.完善优化 一一完善和改进防护服

学习目标：明确项目作品评价标准，根据他人提出的建议，进一步完善项目 

作品。

学习活动：参考评价建议，同学间互相评价对方的作品，既要说出值得自己 

学习的地方，又要提出能帮助到对方的具体建议。最后各自完善项目作品，并将 

优化过程记录在项目日志上。

时间安排：2课时

表4-16：评价建议

评
价
建
议

从作者的角度仔细观察和理解对方作品，放下偏见。

尽可能用积极的语言来表达建议和意见。比如：“我很佩服你的……” "如果…… 

能够再进行……调整，就更好啦”

不管是表扬还是建议，在表述时都要非常具体，容易理解。

允许对方对你的评价进行反馈，若有分歧，可求助他人。

6.展示交流--- 展小和发表最终成果

67



第四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学习目标：提升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合理组织语言，能够清楚表 

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学习活动：穿上制作好的防护服，合理组织语言，内容包括创作构思、制作 

过程和穿戴感受等，表达内心真实情感。用视频、图片、文字等形式展示发表。

时间安排：1课时

7.反思总结一一自我评价与反思

学习目标：对项目学习过程的沉淀和总结，反思收获与不足。

学习活动：回顾项目过程，完成自我评价与反思表格。自我评价与反思表格 

内容包括：我从项目中收获了什么（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在个人管理与执行 

方面、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在______ 方面）、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怎样克服的、我还要继续努力的方面。

时间安排：1课时

表4-17：自我评价与反思表

自我评价与反思志

姓名： 班级： 日期：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

在______________ 方面：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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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三）项目教学评价

根据项目不同阶段设计项目评价表，包括知识学习、思维导图、方案构思、

成果制作、完善优化、展示交流、评价反思七大阶段，运用了丰富的质性评语，

支持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过程表现进行评价，帮助他们找到方向和优化标准，促

进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改正。评价表如下：

表4-18：项目评价表

项目阶段 能力有限（D） 有待提高（C） 合格（B） 非常好（A） 等级

知识学习

对任务要求不 

够明确;对网络 

等信息查询技 

术的掌握程度 

不够；没有对信 

息进行归纳和 

总结。

搜索关键词不 

清晰;使用网络 

等信息查询技 

术还需要他人 

帮助;信息记录 

不够及时;对信 

息的归纳和总 

结性不够。

关键词搜索较 

准确；能够较为 

熟练地使用网 

络等信息查询 

技术;及时记录 

信息;对信息进 

行一定归纳和 

总结。

关键词搜索非 

常准确；熟练使 

用网络等信息 

查询技术;及时 

记录信息；有条 

理地对信息进 

行归纳和总结。

思维导图

没有主题；不能 

分清内容层次； 

没有用色彩进 

行区分和美化； 

文字工整性和 

清晰度不够。

主题不够明显， 

分支内容层次 

模糊;色彩区分 

度不够;整体不 

够美观;文字较 

工整，但清晰度 

不够。

主题居中，按内 

容区分层次;不 

同分支不同颜 

色;整体美观协 

调；文字工整清 

晰。

主题居中，按内 

容区分层次;不 

同分支不同颜 

色，整体美观协 

调；有适当配图 

帮助理解;文字 

工整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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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构思

选材随意，没有 

经过比较分析； 

没有设计草图； 

没有文字介绍。

选择材料有一 

定依据，草图勾 

画不清晰;文字 

介绍表述不明 

确。

能阐述自己选 

择材料的依据 

和理由；草图和 

文字介绍清晰 

明了。

能清楚阐述选 

择材料的依据 

和理由;草图包 

括整体和局部， 

对应文字介绍 

清晰准确。

成果制作

使用现成材料 

制作，没有进行 

改造加工;不起 

到防护作用；搭 

配组合美观度 

不够。

小部分材料进 

行了改造加工； 

防护作用较弱； 

独立完成部分 

较少；搭配组合 

美观度T般。

大部分材料都 

是经过创意改 

造来制作;起到 

一定的防护作 

用；虚心请教他 

人指导，大部分 

能独立完成;具 

有较高的美观 

度。

经过创意改造， 

展现个人独特 

风格;能够独立 

完成制作；具有 

较强的防护作 

用；搭配美观协 

调。

完善优化

不愿听取和记 

录他人意见;对 

作品不进行完 

善与优化。

愿意听取他人 

意见，但不能及 

时记录他人建 

议且利用他人 

反馈来完善作 

品；不敢表达自 

己的不同意见。

愿意倾听他人 

观点；及时记录 

他人建议；能利 

用他人反馈来 

完善作品；敢于 

表达自己的不 

同意见。

耐心倾听他人 

观点；及时记录 

他人建议;能够 

婉转表达自己 

的不同意见，并 

相互讨论；能利 

用他人反馈不 

断完善作品。

展示交流
不进行成果汇

报展示。

以图片、视频、 

文字等形式展 

示发表成果;语 

言组织逻辑性 

不强;汇报内容 

单一琐碎;没有 

情感体现。

以图片、视频、 

文字等形式展 

示发表成果;汇 

报内容包括创 

作构思、制作过 

程和穿戴感受； 

合理组织语言， 

有一定逻辑性。

以图片、视频、 

文字等形式展 

示发表成果;汇 

报内容包括创 

作构思、制作过 

程和穿戴感受； 

能合理组织语 

言，有较强逻辑 

性，充分表达情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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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总结
不进行总结与 

反思。

反思较片面，没 

有多角度分析； 

内容不够深入 

具体;对自己的 

进步与不足不 

是很明确。

能从多个角度 

分析自己的收 

获；内容基本表 

达清晰;清楚自 

己的进步与不 

足。

能从多个角度 

分析自己的收 

获；内容具体清 

晰;语言组织合 

理;对自己的进 

步与不足非常 

明确。

五、项目成果

项目成果包括学生的防护用品思维导图、项目学习日志、防护服设计方案、 

制作过程步骤照片、评价建议、自我评价与反思表、展示视频、图片和文字等。 

2月15日，本次项目学习部分成果在《钱江晚报》《青年时报》等媒体发表题 

为《"太闷了，好难受！ 〃杭州这所学校的孩子穿上自制防护服，致敬逆行的英雄!》 

的专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一）防护服作品展示

学生选取家里合适的材料，运用剪刻、粘贴、缝合、折叠和组合等多种方法, 

创意制作防护服，并用艺术的形式进行装饰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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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防护服作品

（二）思维导图

使用网络或书籍查找资料，对防护用品的不同类型、功能作用、使用方式、 

制作材料、长时间穿戴会产生哪些不适等知识进行思维导图的梳理，并进行美化 

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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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设计方案

根据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寻找家里可用物品和材料，对比分析各种材料的

防护原理和效果，阐述选择理由和依据，制定防护服设计方案。

防伊套装设计方案 防护套装设计方案

体使用的材料 体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你使用的材料

1. 与I•号

2. 雨求

3. 成圮
4. 击教j

5.

L阻椅细色

2血*、瘫导

3. 眦如配M眺於｝

4. 隘卯囱仁、

5.

I.塑料发

2•泳锄

1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成晶整楠飒碑韵摘以住

4

5

保褂会用到噂些枝能？（如弟刻、折叠、切挖、坦合、检昏…”） 

；，硒如令.椒占 

你将会用到聊些技能？《如郭刻、折叠、切挖.组合、绘画 
密.惭。斌垛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针线•

如祀划任氏停也-

心鲤色，藤顼

你会用到啜些工具？（如剪与、胶水.针猊……） 

鲂! ■〈驭瓠榜电.描.么„.

设计单囹+简晏文字介f乱 设计草图+简要文字介绍：

a回更卜
对

© i------

©我翘"

③.耕1出横以漏。・h础Q 

（£） 1出 询拄链汤醴木4、.确』o

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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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秦装设计方宦

L雨M . 

阴/

3.分父. 

■%吃 

电

2.

3.

4.

5. 5.

作捋纣其噬咎技斜（顺料.蚯叠•扔龙• 

函商、技制畋男初•

你卷择它其涅虫（与左堕对丘'^ 

祯节争）4•稗，酉X#灯攻， 

我号

破U

4.
念技博成_______________

沮台-"……）

体会月到嘿戋王具？（如剪乃•茨泰.鼾荻.... ）

针代，鲂、苏股呻、军•

任亍豆囹-捷妥文字介手;

防护套装设计方案

你使用的材料 你庭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洲

2. 姗 PI/〔

3. 外站

4.

5.

1理汁5-护，性琨

2?浏梅，蟾时册”"

3同?密 攻部回,技侬琳川

4.

5.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射刻、tfffi.切挖、组合、绘画......） 

规、绘画羽阪建鼠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针线......） 

韧月姓锹［骁害秘就.

设计草图+简要＞

1
Z字介绍:

汉"籍好翔砌加 

中醐n

你使用的材料

1.雨衣

2.SU）iao ptny

3. *幻站&

4, 雨疯

5妙命

防护套装设计方案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小栩迎知锻把北如个勿冰保慕上

2戚演的天影。向翔。瓯

-3.正影临拗彳动逐一觞招S 观

4 _________

5 _______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剪刻、折叠、切挖、组合、绘画……）

男辰如■合、折阳粘贴、切w£：.愉席n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针唾,••…,） 
谕
习刀、肢屁肝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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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套装设计方案

防护舟装设计方案

你使用的材料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 . ■ 帅 1. "*

2. hl 2展而气廿

3. 3, \'W”

4. 4.

5. 5.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豹刻、折叠、切挖、组合、绘画……）

-、.卜 S . ^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 （如剪刀、胶水、针线……）

设计草图+简要文字介绍：

V. 知^^农妙械食，甚硼耕卜楠,崩如队&麟牝
矣二」-二。 '好哼罄土 袂小食曷岬-端，理松蒙，

1Kd

褂希艮：r
准& -件*牲程.

L-J

你使用的It •恃

1林
2慷件矢

3游村1

5•鞋备一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2.却肪脚累

3棵铲目氏瞒.
4思持呼吸的堂安储

5扎累就岫书蚣
你将会用到曜技能?（姗虬折会，掀' 组也给四

------------ ---------------------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和剪刀、胶水、针线……）

钮胶7心虚机

用请就夕故防寸农胀秘'- 

-E斯房、锌湛. 
游"档抑觅灭件 
夹必戒，回孑护,壮* 

导方上阮扑辞通 
辑就生喝神院）:

防护奔装设计方案

你使用的材料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献 1*汕噬*息孩抑

2.次戒眼刽 2.招火灿材/以

3.-次由£ 3.珅秘心避狡

4.制相 4.布雨札!拓离

5.办 5.废如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列刻、折叠、切挖、组合、绘画……）
基驾龙4.初&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针线……）

设计草图+简要文字介绍:

----观

>■… 。柯践孔

1 :
1 P---- - *?成分>

vl「…-- 一 n ，

~~<~

防护套装设计方案

你使用的材料

1•眼用

3-雨挂

4. 而礼

5. 口 •：

你选择它的理由（与左边对应）

1. 保推目郭芳浪车J
2. 二次保护.不H融津*

3.7让病者i£入

4.1身谋凭不让避立E

5防土病言从P/?P^-o 

上号'会」「改％傕序“

你将会用到哪些技能？（如33刻、折叠、切挖、

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如剪刀、胶水' 针线……T

专;*:八«而衣、两拄M双圭券"
设计草图+简要文字介绍：

石

图4-15：防护服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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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日志

在完成每一次任务之前，学生利用项目日志，明确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并 

且想好要通过什么途径完成；在完成过程中，记录下过程性笔记；任务完成后， 

在项目日志上写下心得和感悟。

从学生的项目日志内容可以看出，学生对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基本明确，从 

选择家里的材料、制定设计方案、动手制作再到优化完善，清晰记录下完成任务 

的过程与完成后的感悟。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称:有引": L姓名孕日期牛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自己泊弟城,与啪碱'和

我的过程笔记

餐财4取-q博总，口穿M 奇 
妥心瞬挚物3勒满版就% 

舄您&-鑫陶句初庠］J

我完成后的感悟

2、峙 巾L

项目学习日志

泪名咨，1/|阕#■名:多雨殆 日期:对1n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月辨配村弋T生湖品和

-件骨根地抒服,
卜

我完成.任务的立役1特料T构回玲旬f邕

我的过程笙记

，选语各况K坤休此 
2选好伍景枸国。蠢.

我完成后的感悟 里昭籽.郁" 
何鲜禳象常性叩挡'

- 一一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称渤佐材队.姓名：相帛袜 日期：冲E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脂立虹物棉 毗"W忒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城&牛^状、衣也*）他讷时中E加成掀

我的过程笔记

囹般弗楠瓯M品・菱担为比法'梃2. 
婀推卫&即七南m了注备i\ M .而北

贫卷皤,jt A1'如 烘地抵耐.

我完成后的感悟 旋.陞缺 精心滞以］绍3如如^ 
容龄师仰娜律拊以谢用！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辘施思姓也潮喝 日期:次归——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制作儿畜 家园故R方坊
大壮
房衣_________ __ ___r--- -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尼城宗姓的材料a乡故壁蝉 
京艾地取林城洗岳，绑谁军 
矗1诚强夏成全琦有极魂成防耀Z

我的过程笔记 冀市取魁湿痛汉;祀z爵洪陶

W副陶户麻^侦-E

我完成后的感悟

匿邸牝互作窟献野2分钝就

顶才"J疆Si起需籀嘟瓦, 
j/您* '垂龙a也钱曲■（ 

s门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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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称择徊涛格盛名整雨曲 日期以仰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自巳炳作一成防护4i湍如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用蒙1的一些先活。企扁却）作1 

乩防护血而g.

我的过程笔记

顷瘢醒函妹命佐■；律眈护肌.

①前石厂京*如扁天tKU尼孙 日iiriQ，
囤甬雨xi£或^病陆打1xi4。
论甲ku :!.桌,席彳后口 7融&
。用成胶孑挞来小佐陆^耦』

我完成后的感悟

肢护丸ml封桩r稣.无邳呢rhpin
中耍时&在就不醍右耕痛，饪蚀 1够去陛

街然封凡为批利逐会ml.史焉J去
冬，感、前部干初木秀侄而旦样吸天h'M困共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林物惘脚 姓名：怵纣 日期:期。日

我需要完成的彳掺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我的过程笔记

我完成后的感悟

义悻忖"我」罚抑筮、防翔L

声衣耳明塑料九死金J刀欢

孟心札羊，渤滞

侦往荏啬除 疽1碰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钠铺醐摞 姓名，•寿在目期：瑚q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把袖玄上上在蜀我起来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戕博瞬阳楙描偌H妍心

我的过程笔记

袖按匕诚,但却季厘有褐 

上敬础也岸

我完成后的感悟

戒堂然它械剽防 

推 < 刀钟戒粗意能银期地电掘胳 
雨麝系曝 德q的.

我完成后的感悟

项目学习日志 |

项目朝隔褶独毋名好|海日期砌3" 1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仃诡儒，"沥 1

2、料氧幻7 j
义lie群痣粉料、彳物.伽湖晰也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砒楙例成萩廊 f
2邮打料.
3's枯嶂呀膈就：嗔,漩湘福

我的过程笔记

K 5he ［谆冏t珈^由琨厂7$Wj每帝 
T为歌耕.锻"防洌•协T陶 

T 口城T传就皿会

11 —- ,

很涧冬"t或体疝喇好/网， 
体照-xiMh认员新涌岭 

如所防挪做就城加/

项目学习曰志

解盗设渣制作象色版陆件：一-
姓名血翱春 日期:称。日 

我需要完成的任务 制作-悴象耗版防护服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1 言己手工制作

我的过程笔汜

项*技毯理F
n . =• - •

55 "弓

我完成后的感悟

烦'也.甄如楚很电雌）看到 

成果■会很开■■,匕,>  -

k,攻目翱m志

81



第四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案例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能需要完成的任务

项目学习日志

项目名称:朗们可《 ；姓名："枷 日期,网W

完成的睦

轴购里卸*球伽卜祥醐眼

职成任务的途径

我的过程笔记

睇成后的感悟

魔件非输膈稀眦

我完成后的感悟

项目学习日志

瓣费制伯函髓譬'洪金晨聊湖阳

我完成任.务的途径 在g恐冢找漆委的工职

I做初院 畦R游会旬场 
南欧而翱时槟*模璜而翔®场料咨邕 

那政口董的避黄哉制本骚|城■：谶口殛

、然就粮谒但奋战捋 的医
逐刷毗我 g 繇伽

I/.

图4-16：项目学习日志

（五）自我评价与反思表

在项目尾声阶段，学生需要对整个项目式学习的过程进行总结和反思，从专 

业知识与技能、个人管理与执行、语言表达与展示等方面，对自己在项目中的收 

获进行分析，并找到自己还要继续努力的地方。

从学生的自我评价与反思表中可以看出，防护服的制作对二年级的孩子来说 

独立完成还有一定难度，基本都是家长协助完成。这份表格引导他们从不同角度 

思考自己的收获，以及反思自己在哪些地方还要继续努力，为这次项目式学习画 

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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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沈蓝盈 班级：二（2）班 日期：3月17日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一整套防护服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我知道了医护人虽的辛苦，为了隔离病毒不得不 

穿着闷热的防护服工作。盘会在爸卷的帮助下一起设计并裁剪。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我会自己想办法找材料和爸爸一起粘贴制作，并 

且充当模特。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我一直充当模特并且也体会到了医护人员的懑 

辛，那么几分舛时间我都感觉已经之不涓了.可想而知医护人员要穿一天，那 

是多么痛苦的事情。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

要在雄确的相应位置上粘贴是个技术活。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喊爸爸一起帮忙克服，因为这个需要一个模特站着，然后爸爸

在相应的位置上粘贴。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防护服的设计有点难度，粘贴和栽剪都有点难度，因为塑料袋 

是软的，会变形，这次在爸爸的指导和协助下完成的，希望下次我 

可以自己独立完成。

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洪金晨 班级：二（3）班 日期：2020.3.17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自制家庭版简易版防护服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

口罩，护目镜，防护服的正确穿戴方法，功能，制作材料等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

我学会了思考，提出问题，解决间题。通过要达到防护的效果来分析家里

现有的材料进行替换制作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

我和苍爸妈妈一起交流讨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爸爸妈妈一起进行验证

在动手能力方面：

我亲自动手设计动手并制作防护服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

在不同的意见面前要学会虚心接受，并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不放弃，坚持尝试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要认真倾听他人的建议，能利用他人反馈来完善自己的观点

自我评价与反思’’

芒名耳弦佑 班级:二⑶
日期观建洵7R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履护服、口草护目镜.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务糖好方面:了廨防护用品粹会防龄，

S人皿执行方驰滩哉哗血洗手约风 

器霰巍社霓加遍巳瞄池勒，猷 
在磁形方面如何用针线。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制/乍口覃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折无重傲坚持彻甘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制佻防护服跳谚工〃闽、n 
、兀、L 思忡咐

设计.

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王奕炀 班级：竟新二（3）班 日期：3月19日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防护套装（包含口罩，护目镜，隙护服）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

（1）我了解到了防护套装有哪些部分组成，大部分的防护套装使用的是

什么材料；（2）学会了用身边的材料制作简易的口事和护目镜。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

通过妈妈的帮助，不断尝试各种材料，拨到身边可以利用的材料，自己动 

手，严格执行原本计划。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

能感受到防护服的难受并实际表达出来，并能发表感受。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牲的事情是：

拢各种材料制作口旱，有想过用纱布，但是没有废弃的材料，不断的寻找和尝 

试，最后选定餐巾纸来做。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当时在选做口罩材料时，有想过筒单点用纱布，但是没有废弃比较好的材料， 

后来通过身边的事物一个个去排查后找到最终目标。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知识储备还是比较少，要多了解课外知识，能更好的去利用材料，同时动手能 

力还要加强，一些工作还需要妈妈帮忙，争取以后能自己独立完成全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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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与反思 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瞒瞄 班级商辨贝日期嘲2闭 姓名'毓戒’班级:二（奶胜■ 日期'刽/7日

作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

他衲搅航7防护跚洲＜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 、

了i楠个分羹树泓、i衣躬虬K血瓢;伤 
在个人曾理与执年方面： 一';一 
食蹒或L查归％网"耕料廖貌甫# 
在将言表芭§虑示方面： 

与例竺何督迎座画1初苑』（M办航 
在靠£业电_方面：

在娴驭i锄院#_______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

/.嘛2「*4,鼬是备-次0______
1 N”.料祢性作店私一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湛期脚坯如识荆偷网琏辿. 

漏缴盘魅儡上奇岬他染衣瓣瑚洌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新莉丽上去, 

［抓 稣的琲算掌力M伽。

席成栗制擀施对愉更描繇，措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

或柞T奇弟九凉山防护州L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

姒可用钟 技迁布将? Rn顼胶h证彳〒弗贴， 一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

与孝行佑旃鬲汁品的痢会，瓮密怎进分布小屋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
去客，起冷论给茹分zhM切崎脸折却后及叶盼疝d 

在4、日房面：

久■峻堂饷奇gShT祕E博心g茂时乎匚相°----------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 、

1、 陆拧办川眉的设申0舟 比成!矗的羊戕■--------------

2萄湖农的知购尊点调.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际疗少品布淳如ni封槌州况农嬉疸再、________

当遇到困难时，我是这样克服的：

G巩困赡品，幼Q徐益屈也.击讨於Z格沃围昕八

在这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

*£削舟在田北 时兼更该成学会孙云思 成 

Z、8-次技&伤2卜看七才及还私q*j, 

久组级娅调影力福函成

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玛羿轩 班级:浪土压 日期：2叱。4•三卯日

自我评价与反思

姓名:淆忆羯 班级:二⑴ 日期：3即a

项目的最终成果是:制柞,Li■病#留;._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 型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岸邮防护服耕映/材料f1 

如但使用的矢识 …
筑航箴赢魅调3拷酩制匿计 

在语言表达与展示方面: 盟隋阿护服。

金制作"轸，用纵碍工具0

项目中最具有摒战牲的事情是:渗^仿护服的知ZE 
遍Jt白尊游噫春嫌的$住完威了制作 

我从项目中收获了：

在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知置了昉护用彪的橄港豚辫 

rltg魂』乍用如松电耳叫的缨佥.会动普的掰魅 
在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蠹循签踞，款阁例成屋• 

见佑埒1林窿就河，提房渤盗丸____________

在诱言表达与稣方面:畿融绢妫疏秘制作迸瓯 
快％___________________ ___

■ ssMM___芯没方专

丽就MHg 认的材糊借____

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罄淡制傍&£亲囹-翘 

融翎坂防埔土

当遇到困难射,探是这样克服的：

器辩露策箱确溺定相作削

回才冬锭出方裁Io

图4-17：自我评价与反思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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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教学成效与反思

（一） 学生、家长反馈

学生角度：“我选择了家里的一次性雨衣作为防护服材料，护目镜是我做科 

学实验的眼镜，口罩我自己点缀了一下，防护靴我用了我的雨鞋，就这样成了一 

套简易的防护服。”“我穿了自己设计制作的简易防护服，戴口罩、戴护目镜， 

才穿了一会儿，感觉好闷，眼镜起雾，透不过气来，真佩服那些一线的叔叔阿姨 

们，他们穿的还要密封，因为在隔离病房，是感染风险最高的地方，必须做好严 

密的防护，所以长期穿戴会出现呼吸不畅，头晕、恶心等症状。他们这种奉献精 

神值得我们学习！ ”家长角度：“孩子通过网络搜索资料时，虽然关键词没有很 

准确，但是能看出她还是很乐意做这些事情的。”“孩子最近在学思维导图的创 

作，正好就用上了！”（摘录自学生及家长反馈）

（二） 教师反思总结

视觉化时代，线上学习凸显了美术学科具有可展示性的优势，同时，美术更 

是帮助人们传递某种情感，彰显某些价值的方式和途径。学生可充分利用家里的 

物品和材料来创作设计，尽可能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项目式学习需要有 

真实的情境，使用真实的流程和工具，采用真实世界的评价标准，并且对真实世 

界产生影响。因此，我校在这次疫情的真实背景下开展项目式学习，教师提供给 

学生丰富的学习工具和评价表，学生的项目成果将面向公众发表，并对社会产生 

一定的积极影响。防护服的制作过程就是一个持续探究的过程，既要培养学生自 

主学习的能力，也要适当“合作”，可以和家庭成员合作，也可以通过线上邀请 

的方式与小伙伴进行合作。项目成果展示形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激发学生兴趣， 

培养选择的能力。

第三节 校内外问题背景下项目式学习分析总结

笔者从教师策划项目与学生实施项目角度分析了校内外问题背景下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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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习所具有的挑战性，具体内容如下。

从教师策划项目角度：首先，驱动性问题设计方面，由于校外问题与学生关 

联性较弱，教师在设计驱动驱动问题时需要考虑如何激发学生兴趣；其次，收集 

资源方面，教师在项目启动前需要把任务清单、模板、评价表等都设计准备好， 

或许还需要提前预约好专家，校外问题背景相对校内，所需资源面更广更复杂； 

第三，校外问题一般是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具有一定的时效性，需要在短时间内 

解决，因此在项目策划周期上，校外项目要比校内项目周期长。

从学生实施项目角度：首先，校外项目活动范围更广，涉及的人员更多，在 

调研和查找资料时挑战性更大；其次，相比校内项目，高质量的项目成果将会吸 

引社会媒体的关注和转载，影响力更大更广；第三，项目任务涉及跨学科核心知 

识和概念，需要发挥学生各种综合能力，对学生素质和能力要求更高。42

42苏国华.亲历项目全过程,夯实未来基础一一浅谈项目式学习的几个误区[J].中国信息技术教 

育,2018(Z3):132-134.

另外，在两次对项目式学习进行实践过程中，笔者还发现一个问题。在项目 

进行过程中，教师必然会提供给学生一些有效学习的“脚手架”，以便每位同学 

都能够清楚自己和团队的任务，这里的“脚手架”包括学习单、任务清单以及指 

南，比如阅读文章/书籍学习单、采访准备清单、团队任务清单、个人任务清单、 

头脑风暴指南等等。然而，笔者在使用这些脚手架时，不免感到会使学生产生一 

种自己和团队一直在完成表格的厌倦心理。为了避免学习工具产生的反作用，教 

师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考虑提供这些表格工具的时机和情境，比如一些指南可 

以口头上强调，不需要纸质打印出来给他们造成一定的负担。

总结以上，学校教师可以及时抓住社会热点问题，展开校外问题背景的项目 

式学习，校内外相结合，引导学生解决社会问题，让项目成果对更多人有影响和 

帮助。同时教师还需要思考：如何在项目式学习中进行能力的评估以及评估量规 

的设计？这也是国内项目式学习比较缺失的一块，还需要一线教师进行更多的实 

践才能得出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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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项目式学习在实际教学中的建议与对策

将近一个学年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包括前期方案的策划和最后的落地 

实施，使笔者对项目式学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和体会，这的确是一个既期待又焦 

虑的过程。在有收获的同时，也会遇到一些难以预料的问题，例如，在项目进行 

后期遇到了学校大型活动时间上的冲突，加上临近期末，学业负担较重，原计划 

的课时常被占作他用。项目便很难正常进行。另外，班主任认为完成项目容易导 

致学生对学业分心，因此并没有过于重视项目等等。

面对出现的各种主观或客观上的问题，笔者通过对项目式学习相关文献进行 

研究，在实习期对项目式学习这一教学方法的实践尝试，并根据教师和学生问卷 

的调查结果，从美术教师与实施该方法的学校角度，以及项目设计与实施角度， 

为如何关于设计与实施项目式学习提出了一些建议。

第一节项目前期准备建议

一、教师持续发现和思考问题

对于新教师而言，实习期本身就是发现问题的过程，遇到的问题越多越有价 

值，每一次实践也正是锻炼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驱动性问题则是如何让项目式 

学习更好地落地？在实施项目之前，教师自身需要先把整个项目流程过一遍，才 

能够更好地预测出学生可能会在哪些环节遇到问题，可能遇到哪些问题和挑战以 

及相应的解决对策是什么等等。项目式学习在中小学校内实施最主要的问题在于 

时间短和每个班学生人数较多。项目的实施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周期，而现 

状是一节课只有40分钟左右，美术课一周仅只有一节课，一个班基本上有40 

人左右。因此，对于教师来说，想要开展项目式学习，不仅需要提前申请项目和 

课题，还要提与学校沟通安排在什么时间段开展更合适。笔者在实习期开展的项 

目式学习课程由于两节课连上，难度会小很多。项目实施过程中有大量需要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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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讨论共同探究的环节，在课下很难有这样大家聚集在一起的学习氛围，因此, 

如何争取和利用好时间对于项目顺利开展非常重要。另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还会遇到不同的学生由于学习基础不一样，接受程度也不同，如何让不同的学生 

能在不同的情境中探索学习，激发每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思 

考的。因此，新老教师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反思，主动争取每一次学习的机会， 

不局限在自己小小的圈子里，去拓宽自己的视野，重视自我提升。

二、 定位教师在项目中的角色

教师在项目中的角色应该是随着确定选题、规划项目、启动项目、项目实施、 

评价反思、公开展示成果等流程的开展而不断调整和变化的。在确定选题时，可 

以和学生一起讨论，或把初步想法与学生分享，让他们参与进来，成为与学生一 

同规划项目的伙伴；在规划项目任务和活动时，需要提前设计好提供给学生解决 

问题的工具，包括学习单、评价表、项目日志等，成为启发学生不断思考的引导 

者；当项目启动和实施的过程中，要用好解决问题的工具，跟踪学生的思路发展, 

成为学生完成项目过程中的监督者和遇到问题时的帮助者；在项目成果公开展示 

时，又会成为学生汇报成果时的倾听者。

三、 学校给予相关教学条件支持

学校的充分支持和推进项目式学习，是对教师而言最大的前进动力之一。建 

议学校定期组织各科教师参加项目式学习培训，积极开展各学科教师项目式学习 

课堂展示平台，促进各个学科的教师形成研究型氛围，支持与鼓励学校教师积极 

开展项目式学习，为项目式学习的开展提供必要的教学条件和环境，加快推进自 

身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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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项目实施阶段策略

—\项目启动 制定项目日历

在正式启动项目时，教师需要向学生交代清楚以下内容：项目背景、项目意 

义、项目最终成果、驱动性问题以及相应的评价标准。师生共同建立项目须知清 

单，根据须知清单制定项目日历，确定项目周期，不同学科工作坊的主题、导师 

和学习目标都要根据各学科老师的时间提前确定，在项目启动阶段便让学生明确 

大致的项目学习课程计划，做好完成项目的准备。

二、 知识建构——项目日志和思维导图

学生通过网络或书籍查找相关资料和信息期间，也需要进行过程性的记录。 

教师可以提供学生项目学习日志，首先是要明确自己需要完成的任务，其次是想 

好完成任务的途径，然后记录下完成任务的过程，最后说说完成后的感悟。学生 

可以在项目学习日志上进行及时的信息记录，更便于教师了解学生学习的过程。 

另外，对于知识点的建构可以用思维导图的形式进行梳理，并提供思维导图的评 

价标准给学生参考，明确方向。在建构其他学科知识时，教师也需要及时提供学 

习单，引导学生学习。

三、 探索成果一一建立模型和设计方案

在探索成果过程中，学生需要尝试建立模型或设计方案，教师需要指导学生 

往哪些角度去思考，并且对于自己的每一个材料或工具的选择都要说出依据和理 

由。设计方案可以包括草图、文字说明、材料和工具罗列等内容，模型可以用各 

种材料进行制作，如陶泥、积木、木棍等。

四、 评估修订一一利用他人反馈完善作品

评估修订阶段，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用恰当的方式去评价他人作品，并且在收 

到他人意见时，理性对待，也可给予适当的反馈，最后能够利用他人的建议来完 

善自己的作品。这个评估完善的过程也是需要做好过程性记录的，可以记录在项

89



第五章 项目式学习在实际教学中的建议与对策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目学习日志上。

五、 公开成果一一选择自己擅长的形式展示

项目成果的展示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形式来展示项 

目作品，视频、图片、文字都可以。邀请家长和社会人士参与，可进行线上或线 

下的展示。

六、 评价反思一一总结收获与不足

这个阶段的重要性体现在，它为一个完整的解决问题的过程画上了圆满的句 

号。在评价反思阶段，教师可以提供给学生自我评价反思表，内容包括：我从项 

目中收获了哪些内容？可以从专业知识与技能方面、个人管理与执行方面、语言 

表达与展示等方面来谈。项目中最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是什么？当遇到困难时，我 

是怎样克服的？在哪些方面我还要继续努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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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思考与展 

望

第一节 项目式学习融入小学美术教学中的思考

一、本研究创新之处

（一） 教学案例具有对比意义

本研究将项目式学习真正应用于小学美术教学中，在沪杭两地小学分别开展 

《画说校园》与《疫情防护服》项目式学习实践，具有时效性和真实性，两个教 

学案例在授课对象（高低年级）、项目周期（长短）、教学方法（线上线下）、 

成果形式（图文视频及展览）等方面具有代表性。

（二） 研究成果具有社会意义

本研究成果中的《疫情防护服》教学实践以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针对特殊时期的学生学习需求与特点，进行线上项目式学习实践，成果丰硕，并 

具有一定的社会价值，项目及研究成果获得《钱江晚报》等媒体报道，体现了项 

目式学习在社会层面的意义与影响力。

（三） 研究方法具有针对性

本研究采用文献分析、问卷调查、深度访谈及个案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深 

入调研学生、教师、学校等各方对项目式学习的真实想法，探讨项目式学习在小 

学美术教学中的可行性及设计实施策略，并从多角度提出项目式学习在实际教学 

中的对策与建议，对一线教学具有参考价值。

（四） 评价方法具有创新性

本研究根据项目不同阶段设计了一系列的项目评价表，包括知识学习、思维 

导图、方案构思、成果制作、完善优化、展示交流、评价反思七大阶段，以及团 

队协作能力、展示技巧、批判性思维能力、项目成果评价表，在项目启动时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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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学生，明确项目评价标准，在项目结束后，用评价表进行自评。评价表中运用 

了丰富的质性评语，支持对学生的知识掌握和过程表现进行评价，帮助学生找到 

方向和优化标准，促进正确的自我评价和自我改正。

（五）学生学习过程具有导向性

根据项目实施任务，开发出了一系列的项目式学习单、任务指南以及相关评 

价量规，包括项目须知清单、阅读书籍学习单、团队任务清单、个人任务清单、 

团队采访准备清单、个人采访准备清单、头脑风暴指南、想法探讨指南等等，帮 

助学生在完成项目期间进行有效学习和讨论。从而得出更加具体有效的项目式学 

习课程设计与实施策略，为提高小学美术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质量提供了理论与实 

践的经验支持。

二、本研究不足之处

由于笔者的理论和实践水平有限，文章中也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从理论研究来看，由于国内外的小学生在认知水平、思维习惯与动手 

能力等方面情况不同，而国内由于现代教育制度的影响，项目式学习大多应用在 

科学、数学、地理等学科中，在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案例较少，可供参考 

的资料缺乏系统性。从研究实践来看，由于笔者在实习期间所带的班级有限，仅 

为二年级与五年级的个别班级，学生情况也具有特殊性，本文提供的项目式学习 

实践案例样本较局限，因此不能代表整个小学阶段的普遍项目式学习在美术教学 

中的实践情况，针对实践案例提出的项目式学习在实际教学中的建议与对策对其 

他年级来说借鉴意义也有限。

第二节 项目式学习融入小学美术教学中的展望

目前在国内，项目式学习还处于不断探索阶段，尤其在学校课堂想开展项目 

式学习，会遇到很多问题和挑战，比如学校的课时安排、教师开展项目的能力有 

限、精力不够；学生没有做好开展项目的准备等问题。笔者对项目式学习如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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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融入小学美术教学进行了展望，具体内容如下：

一、 培养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开展有效的项目式学习对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对学生自我 

管理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平时教学中的重要关注点。自我管理能力包括自我评估、 

自我完善，以及对自己的目标、时间、事物等表现进行的管理，比如在小组合作 

时，学生要如何根据自己的长项合理分配任务？ 43这些能力对项目式学习的有效 

开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的项目式学习可以放在学期末开展，一方面学生的 

自我管理能力经过一学期的任务和活动得到了锻炼和提升，另一方面项目的开展 

也对学生一学期的收获的知识与技能做一次展览性的总结。

二、 教师要提高自身综合素质

信息时代的到来，教师职业由于具有特殊性，也许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但是 

虽教师来说，综合素质的提升是相当紧迫的。能者为师，将会是未来教育的发展 

趋势，开展高质量的项目式学习，对于教师来说不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水平，更要站在学生角度思考，学会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境来转换角色，在 

讲授者、引导者、倾听者、监督者、评估者等角色中转换，帮助学生进行有效学 

习。

三、 完善项目式学习评价机制

项目式学习中，如何在有效监督进度的同时不会使学生产生“被监视”的感 

受？如何在课后跟进学生的学习状况？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如何量化地进行评 

估？如何评估相关学科知识与技能被学生自主建构和内化的程度？如何根据学 

生的过程性文件对学生进行评价？在这些问题的驱动下，一线教师需要再不断实 

践和总结经验中进行探索和解答。

43陶旭泉.中小学美术有效教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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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鼓励学校开设项目学习周

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需要有一个持续探究的过程，因此如何在学校保证项目 

开展的持续性和有序性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和挑战。如果学校各方面允许，鼓励 

学校为学生开设项目学习周，可以放在学期末这段时间进行，这样学生完成项目 

过程中产生的思路和方法不会被单课时的限制而中断，可以集中精力投入在项目 

式学习中。

五、 推进家校社共同合作支持

尽管学校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系统的教育活动的组织机构，但学校教育 

从来不是孤立的。44学校在开展项目式学习时，可以鼓励父母参与进来，推进家 

校合作。同时，学校和家庭都是处于社区之中，社区为开展项目提供了重要的空 

间环境和文化环境，尤其是社区的图书馆、博物馆、科技馆、电影院、剧院、艺 

术馆等，都是非常好的教育资源，在项目式学习中都可以考虑将这些社区资源充 

分利用起来。

总结以上，将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方法融入小学美术课堂，还需要一线教师提 

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各科教师跨学科合作，不断地实践探索和总结经验。对于 

21世纪的教育教学而言，仅仅拥有知识已远远不够，增强学生问题解决、团队 

协作、自我管理、积极创新的能力，以适应不断地变化而获得持续发展，是信息 

时代对不同职业工作者和未来公民提出的现实需求，更是不断提升教师与学生双 

方幸福感和成就感的重要渠道。

44朱永新.未来学校--- 重新定义教育.中信出版社,20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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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项目式学习调查问卷(家长)

亲爱的家长您好！我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本次问卷目的是为 

更好地了解项目式学习在美术课堂中的现状。问卷匿名填写，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与配合！

注：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教学方法，指学

生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真实问题进行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合作 

去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会运用到各个学科的内容，很多环节都是以合作形式完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1、 您的孩子现在几年级？

A、1-2年级B、3-4年级C、5-6年级D、7-9年级

2、 您的学历：

A、专科及以下B、本科C、硕士 D、博士及以上

3、 您的孩子对美术感兴趣吗？

A、非常感兴趣B、感兴趣C、一般D、不是很感兴趣

4、 您觉得学校应该重视对孩子的美术教育吗？

A、必须重视B、都可以C、不需要太重视D、可以不重视

5、 您觉得孩子学习美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A、画什么都很像B、成为艺术家C、培养创造力D、在生活中能体现，提 

高审美E、_____________

6、 在观看本次展览后，您是否认同项目式学习这一教学方法？

A、非常认同B、基本认同C、比较认同D、不认同

7、 您认为在美术教学中有必要进行项目式学习吗？

A、非常必要B、必要C、必要但不实用D、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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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您觉得现在的孩子最需要培养哪些能力？（多选题，选主要三个）

A、审美能力B、独立思考能力C、团队合作能力D、沟通表达能力E、创

造能力F、其他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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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项目式学习调查问卷（学生）

亲爱的同学您好！我是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本次问卷目的是为 

更好地了解项目式学习在美术课堂中的现状。问卷匿名填写，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与配合！

注：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是一种教学方法，指学 

生在一段时间内，围绕一个真实问题进行探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合作 

去了解和学习相关知识和技能，是一个边做边学的过程。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 

会运用到各个学科的内容，很多环节都是以合作形式完成，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1、 你现在是几年级？

A、三年级B、四年级C、五年级D、五年级以上

2、 你对美术课的兴趣程度？

非常感兴趣B、感兴趣C、一般D、不是很感兴趣

3、 现在学校里的美术课对你来说有成就感吗？

有很大成就感B、有比较大的成就感C、有一点成就感D、基本没什么成就 

咸,以、

4、 你最喜欢美术课上什么内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你觉得你的学校重视美术课吗？

A、非常重视B、比较重视C、不太重视D、完全不重视

6、 你觉得影响你学习动力的因素有哪些？（多选题）

A、老师、家长的鼓励和肯定B、学习内容是否和自己生活有关

C、老师是否亲切和善好相处D、是否需要团队合作E、考试成绩的高低

F、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你了解什么是项目式学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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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没听过B、了解一点C、基本了解D、非常了解

8、 你愿意与其他同学共同完成一件作品吗？（）

A、不愿意B、可以尝试C、愿意D、非常愿意

9、 你觉得现在学校里学的知识与技能在实际生活中能用上多少？（）

A、基本用不上B、能用上1-30% C、能用上30-60% D、能用上60-100%

10、 做完一件事之后，你会进行反思和总结吗？（）

A、基本不会B、偶尔会C、经常会D、每次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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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项目式学习访谈提纲（美术教师）

1. 您认为孩子学习美术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2. 您目前为止对项目式学习的了解程度是怎样的？

3. 您认为美术教学中是否有必要进行项目式学习，为什么？

4. 您认为在实施项目式学习教学中可能会遇到哪些困难和挑战？

5. 对于美术教学中实施项目式学习您有哪些建议和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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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D《钱江晚报》对《疫情防护服》项目式学习的

媒体报道

网址链接：

https://www.thehour.cn/news/345803.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标题：

“太闷了，好难受！ ”杭州这所学校的孩子穿上自制防护服，致敬逆行的英雄!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金丹丹通讯员徐晓丹

正文：

在“抗疫”面前，一位位勇敢的逆行者让我们感动。最近，杭州濮家小学教 

育集团结合“停课不停学”，发起了一项“项目学习”一一请孩子们在家制作防 

护服，并尽可能地穿戴久一些来进行日常活动。活动一发布，孩子们炸开了锅， 

物色起家里的各色“武器”、“装备”制作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孩 

子们的脑洞大开！

五花八门的防护服在孩子们的创意下产生了，有的看起来防护功能挺“强 

大”。但穿久了之后，孩子们觉得生活中有了种种不便。

四（2）班的吕梓锐说：“穿上防护服的感觉真的很闷，说话好费力，做事

也好费力，眼睛都看不清楚，一会儿都坚持不了，一线工作者们坚持十几个小时

多么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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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班的陈乐说：“我看到一则报道，医护人员为了减少防护服的耗费, 

尽量不喝水、不上厕所。真的太难了，因为闷在里面的我，没一会儿就觉得很缺 

水了，一线的医务人员真的很勇敢！”

三（2）班的蔡仲杨说：“活动结束后，老师让我们查阅了一线医护人员的 

防护装备。他们穿的可是4层帽子、2层口罩、一层隔离服、一层防护服……天 

哪，我穿一套防护服都让我感觉快窒息，很渴望新鲜空气，一线的医护人员真的 

是好伟大！”

“停课不停学”，这个活动不仅让孩子们锻炼了动手能力，也学习了防护服 

的相关知识，更重要的是，孩子们体会到了作为医护人员的不易。孩子们都表示, 

虽然年纪小，但大家都懂得此时宅家不外出就是对社会最好的贡献一一按时认真 

收听网课，勤洗手，多看书，多运动，安心在家，自觉“停课不停学”。

104



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致谢

时间过得很快，本科四年，硕士三年，我已在师大度过了将近七轮的春夏秋 

冬。回首这些年经历的一切，对所有出现在我生命中引导我、帮助我的人，我心 

中充满感激。

本论文的最终完成，要特别感谢我的指导老师李英梅老师：在论文选题方面, 

是您提供给我思路和方向，让我对此选题产生浓厚兴趣；在论文写作方面，是您 

教导我要认真对待每一处细节，不断打磨，您的全程关注与悉心指导令我十分感 

动；在论文修改方面，您从整体到细节，耐心帮助我寻找更好的表达方式，您的 

尽善尽美值得我学习。您给予我成长的每一个机会和平台，我都铭记于心。

我还要感谢教育和帮助过我的每一位老师：感谢张锦老师从本科开始到现 

在，一直对我的关心和指导，以及对我论文的选题确认、框架思路、语言表述等 

方面的耐心指导；感谢辅导员陈静娴老师在生活中对我时时刻刻的关心和帮助 ， 

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每一个问题；感谢院校领导为我提供了各类成长平台、评奖评 

优和竞赛的机会；同时也感谢曹楚婷老师让我对艺术教育的本质有了颠覆性的思 

考，帮助我拓宽思维和眼界。感谢各位老师对我的付出和支持！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对我的包容和无微不至的关怀，没有你们就没有现在的 

我。感谢一路走来遇到的所有贵人，以及衷心感谢为评阅本论文而付出宝贵时间 

的专家、教授和老师们。我将继续努力，终身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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