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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学习是以真实世界中的问题情境来驱动学
生经历持续的实践过程，在问题解决中促进学生对知识
的迁移和深度理解。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水车园小学为
了将学生的学习素养转化为持续性的学习实践，在科学
课中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结构，通过整合教材以单元的
视角给学生提供一个具有广阔空间的“驱动性问题”，学
生在参与中联系以往所学的各种知识，实现知识的再建
构，在持续思考中找到自我探究的方向。

一、驱动性问题有利于学生知识的再建构
驱动性问题是将比较抽象的、庞大的本质问题转化

为特定年龄段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驱动性问题作为一
个学习过程的助推力，它的核心就是帮助学生在已有知
识和经验的基础上进行思考和知识的再建构，使学习达
到一个新高度，引发学生的高阶思考，而不是仅仅得出
一个“封闭”答案。在五年级上册“生物与环境”单元中，
关于野生动物有两个问题：

1.野生动物有哪些类型？
2.为什么野生动物的种类越来越少了？
第一个问题是事实性问题，指向的答案也是封闭的。
第二个问题是开放性的，它不仅需要学生找到相关

信息，还要学生提出观点、分析推理、给出证据。
要想充分解决第二个问题，仅仅有第一个问题作为

基础知识还不够，还需要大量的背景知识，如关于濒危
动物的知识、影响动物生存的条件、环境的变化等。

好的驱动性问题一方面通过知识的迁移来引发高
阶思考，另一方面通过不断的挑战任务来实现知识的再
建构。

二、驱动性问题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参与度
目前，国内的很多教学都是过分强调事实性问题，

运用讲解和练习模式等教学常规。作为接受者，这种模
式就意味着被动地学习事实性的问题。但是这种实际问
题的答案往往都是唯一的，很多学生缺乏自信或担心尴
尬而不愿意参与。然而驱动性问题的答案不是唯一的，
而是开放式的。它是基于学生的认知水平和能力来创建
一种情景，鼓励每位学生都参与其中，在解决问题的过
程中学生各有分工，相互学习，遇到困难时根据提供的
线索和技术，在思考的过程中进行知识的迁移，最终获
得公开可见的成果。在四年级下册“食物”单元中，关于
“营养均衡”有两个问题：

1.营养均衡意味着什么？
2.中秋佳节将至，请根据家人的身体状况和口味设

计一份菜谱，既保证营养均衡，又要让大家体会到浓浓
的过节气氛。

第一个问题太枯燥，容易变成讲授型。
第二个问题很有意思，让学生有足够的代入感，同

时又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此外又是指向核心知识的，不
只是简单地搜集资料，还需要运用以往所学的各种营养
健康知识综合设计形成各种限制条件的菜谱。这样的问
题就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着学生迫不及待地参与进来，
想尽一切办法去设计好这份为家人准备的菜谱。

所以，驱动性问题不仅有趣还具有挑战性，让更多
的孩子有了参与的热情，为培养孩子的主动学习打开了
另一扇窗。

三、驱动性问题有利于提升师生的学习素养

学习素养是指人在不同情境中有意识地应用以往
所学的知识来解决问题的能力。而项目化学习中关于驱
动性问题的设计都是抓住核心知识，将知识问题化、问
题层次化、用问题驱动任务，这种探究形式更利于提升
学生在不同情境中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

在三年级上册“植物”单元中，关于“竹子”的研究，
我们设计了设计驱动性问题：“为什么竹子总是顽强的
代表”，启发学生观察竹子、探究竹子中空的原因、竹子
的空间分布秘密、竹子的生长环境、如何使竹子的用途
最大化以及竹子自强不息的精神等。学生在解决问题的
过程中掌握核心知识，提升核心能力，不同层级的问题
催生着学生的深度学习，并促进学生自问、追问习惯的
养成。

对教师而言，项目化学习是一种新的教学方式，不
仅要求教师将知识点教学转化为对概念和能力这些大
观念的关注，还需要将其转化为具有冲突性或新奇感的
问题或者成果。驱动性问题的开放性要求教师具有前瞻
性观念、宽广的视野和复合型的知识结构，教师只有通
过不断的学习和深入的研究，才能在项目化教学中做到
游刃有余。

在项目化学习中，驱动性问题就是一个项目的“心
脏”，它赋予项目实际的意义，对学生的学习活动起到推
波助澜的作用。用高阶学习带动低阶学习，引导学生在
问题解决中促进对知识的迁移和深度理解，不断激发学
习者学习的内在动力，真正成为心智自由的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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