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39 ·2023 年 6 月 15 日投稿网址：www.jxygl.com.cn

基于项目学习的小学英语跨学科
教学实践探索

 江苏省海安市实验小学　　崔静梅

摘  　要  跨学科教学旨在打通学科壁垒，构建融通课堂，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基于项目学习的小学英语跨学科

教学，强调跨学科学习的重要性，倡导知行合一的体验式和实践式学习。在具体教学中，可以基于语

言学科多维循证建构，融合诗词文化；基于劳动课程亲历合作探究，融合社会实践；基于艺术视角创

意物化设计，融合多元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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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念

《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以下简

称《新课标》）明确指出，教师要设立跨学科主题学习

活动，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综合化实施，强

化实践性要求 [1]。教师要加深理解跨学科学习的意

义，引领学生指向现实世界真实问题的自主学习与实

践。项目学习是一种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提

倡学习者在真实问题驱动下，以合作的方式收集、处

理作息，获取、运用知识，探讨、设计、执行方案，解决

现实问题，用多种形式呈现成果。基于项目学习的小

学英语跨学科教学，打通学科壁垒，构建融通课程，

倡导学生知行合一的体验式和实践式学习。学生在

此过程中，基于真实问题进行探究，思考解决方案，

设计项目作品，能够促进自身信息应用能力、创造力

等综合能力的提升。

本文结合译林版《英语》五年级下册 Project 2 My 

Important Days 的单元阅读课教学，从具体的教学策

略以及活动思考等方面谈如何基于项目学习进行小

学英语跨学科教学。

一、基于语言学科多维循证建构，融合诗词文化

语文与英语作为语言学科，均具有工具性与人

文性属性，因此二者之间又具有相通性与联系性 [2]。

从英语与语文相通性的视角融合诗词文化，有助于

培养学生的语感。在项目学习过程中，通过朗读与

分析适时开展审美教育，在欣赏诗词的语言之美中

展开想象，表达情感，利于建构学科融合视角下新的

知识体系。在本单元的阅读教学中，笔者设计制作

了“我们的节日文化书”学习项目，学生以 4 人为一

个项目学习小组，每人选择一个自己的重要节日合

作完成中英文相结合的文化书制作。具体的项目学

习过程如下。

1. 问题驱动，建立语言文字的关联性

在项目学习中使用驱动性问题能够增强学生学

习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帮助学生建立知识与生活的联

系，并提高他们整合学科知识的能力。

首先，班级整体思考并回答问题：What are your 

important days? 将持相同答案的学生分成同一学习

小组并推选出小组长。然后，小组长抛出问题进行

讨论：Why is  the day  important  for me? 小组成员各

抒己见，相互交流讨论，从而在语言的交流中进行

思想的碰撞与心灵的沟通。接着，根据组员的回答

与个人实际情况，小组长再次分配学习任务，做到

人人参与，各司其职。小组成员根据学习活动的需

要，上网或在书籍中搜索关于该节日的故事、活动、

文化习俗以及相关的古诗词等，并将这些资料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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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整理，建立中英文资料与语言文字表达之间的

关联。

2. 多维互动，赋能学科知识的综合性

教师可以“从英语与语文学科相通性的视角开

发学生的古典文学素养”，多角度、多维度地指导学

生对节日进行全面解析并建构新的知识。学生基于

原有的知识经验以及上网搜集的新知识进行交流与

汇报。例如：学生 1 通过古诗词引出对中秋节英语

的阐述，如明月几时有 ?When will the moon be clear 

and bright? 学生 2 从传统习俗的角度进行汇报，如：

The moon  is big and round.  I can enjoy  the moon. My 

father always goes home at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 can have a big dinner with my  family.  学生 3 从传

统文化故事的角度讲述中国广为流传的民间故事：

Long long ago， there was a brave man named Hou Yi. 

Chang'e was his wife...

在项目团队的学习中，学生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

自己对节日的认识，同时跨学科运用丰富的语言学科

知识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从而将知识更加立体化、

生活化，促进英语与语文学科认知的大融合，提升学

生的综合学科素养。

3. 知识建构，实现跨学科知识的融合性

项目化学习最终是要实现知识的再建构，即学生

能够在新的情境中迁移、运用、转换，掌握新知识，并

且要在行动中做出来，运用周围的各种知识和资源来

解决实际问题 [3]。

基于英语学科建立与母语的联系，达到知识的迁

移与建构，能够在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获得有意义的

知识体验与学习。在本阶段的项目学习中，学生根据

各小组的汇报，同时结合之前的学习认知，进行基于

自我知识整合与构建的英文写作，并将小组内的写

作进行整合与装订，形成一种基于学生作品的“文化

书”。教师在此过程中可以给予一定的指导，如：英

文单词的拼读书写、英文句子的构成、文化理念的正

确植入等。

在这样的语言学科合作学习中，“学生了解到不

同学科会有不同类型的证据和方式来阐述各自的论

点”[4]。学生将从语文视角获得的知识迁移到英语写

作中来，这样的英语学习就不只是在背熟语法与词汇

中产出写作成果，而是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自然习得

知识并在写作的过程中获得有意义的问题解决与成

果创建。

二、基于劳动课程亲历合作探究，融合社会实践

劳动是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过程，是人类

特有的基本社会实践活动。劳动课程是实施劳动教

育的重要途径，具有鲜明的思想性、突出的社会性和

显著的实践性 [5]。《新课标》指出“教师应基于一定的

课程目标，以学生的兴趣和直接经验为基础，以与学

生学习、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类现实性和实践性问题为

内容，本着‘学用结合、课内外结合、学科融合’的原

则，开展英语综合实践活动，把学生的学习从书本引

向更广阔的现实世界”[6]。

1. 以劳动项目为载体，在实践活动中促进知行

合一

很多重要的节日都与劳动活动相关，教师可以以

此为契机开展基于劳动项目的活动。第一步，学生结

合项目学习中已经获得的知识经验以及调查研究等

方式，梳理出春节的活动有包饺子、写对联、贴对联

等；端午节的活动有包粽子、做香囊；中秋节的活动

有做月饼、扎花灯等。

第二步，每个项目学习小组商议后落实本组相关

的节日活动并制定活动方案。要求小组成员人人参

与，人人有作品，并能尝试运用所学的英语知识进行

劳动过程的步骤讲解。

第三步，以小组为单位，可以借助活动过程中拍

摄的劳动视频或制作的 PPT 在全班范围内讲解与成

果展示。

2. 以活动育人为目标，在合作探究中提升劳动

价值观

学生在主动参与实践活动之后，他们对自己以及

别人的成果都有着更大的兴趣，教师可以此为基础引

导学生进行评价与反思，从而促进学生的持续探究与

长远发展。

第四步，根据小组内各个成员的表现，评出“最佳

小能手”，同时根据小组内成员的综合表现，评出“最

佳合作小组”等。

第五步，获奖个人及小组发表获奖感言，传授获

奖经验，其他同学可以提出一些与此相关的问题并由获

奖人员现场解答，同时对于欠缺的地方提出改善建议。

第六步，根据改善建议小组内完善劳动作品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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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班级范围内设置成果展示区，供所有学生参观

和学习。

教师要基于学生的成长规律与兴趣愿望，选择与

英语课程相关联的劳动实践，让学生能够在亲历的活

动中通过自主、合作、实践等方式建构英语与劳动课

程之间的联系并真实运用，从而解决阅读教学中的问

题，拓展对节日文化认识的广度与深度，开阔视野，实

现由“碎片化向综合化的整合学习，抽象化向生活化

的情境学习、单维度向多维度的深度学习”[7]，培养学

生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

三、基于艺术视角创意物化设计，融合多元评价

项目学习强调学生要主动参与并亲身经历学习

过程，即“从真实情景和体验中得到活动主题，通过自

主探究和创意设计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8]。

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有明确的统整目的。它以有意义

的相互关联的方式选取各学科的目标并对它们加以

组织。从艺术的视角进行跨学科学习可以“加深学生

对周围世界的理解，解决一个问题、创造一件作品、建

构一种解释、满足一种需要，并帮助学生增强理解能

力”[9]。

1. 以创意物化为路径，在动手制作中实现学创

融通

创意物化是指“学生通过运用各种技术和工具

进行设计，并动手制作，将自己的创意设计转化为

物品或作品来解决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实践

过程”[10]。

在本单元关于 My Important Days 的项目创意

设计中，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首先由小组长组

织组员讨论商定本组的创意作品是什么，以及如何

从美术、手工等艺术的视角设计作品，让作品更有

可观性与欣赏意义。在小组内进行分工合作，尽量

做到“任务均衡，兼顾特长”。接着，寻找生活中可

以制作的材料及工具等。在此过程中，组员与组员

之间可以不断提出自己新思考与新建议，并适当采

纳合理建议进行作品的改进。作品设计完成之后，

小组内成员再次合作，进行作品展示词的设计与模

拟解说。学生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例如，项目

小组 1 用木片制作端午节小龙舟，并命名为：The 

Dragon Boat of Qu Yuan”，项目小组 2 用不同的材料

制作了形状各异的香囊袋，项目小组 3 用废旧塑料

制作了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小火车，小火车的车厢

按时间顺序标注着不同的节日以及相关的特色活

动，项目小组 4 以中英文书法以及特色绘画的形式

将中国的春节以连环画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呈现出

来等。

从艺术的视角进行创意设计，将英语与艺术课

程紧密融合在一起，通过多种学习方式的有效参与

整合，发挥创意物化的神奇力量，让学生体验动手制

作的乐趣，感悟生活中的智慧，从而在真实的体验与

探究中解决问题，熏陶文化，涵养品格，提升思维，实

现学创融通，让课程融合真正成为学生发展的有效

路径。

2. 以多元评价为手段，在学科统整中提升育人

价值

教学评价对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具有重要

作用，它有助于学生不断体验英语学习的进步和成

功，更加全面地认识自我、发现自我，保持并提高英语

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 [11]。因此，对项目化学习成果

的评价可以采用多样化的评价方式和手段，“逐步建

立立体多元、方式多样、素养导向的英语课程评价体

系”，以促进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在本次项目

学习的创意物化设计中，学生充分利用各种工具与材

料，同时也借助一些信息技术手段，最终形成了自制

手工龙舟、香囊、手绘连环画、视频制作等形式多样的

成果。

首先，教师组织学生将项目学习过程中保存的图

片、文字以及视频等生成性的学习材料进行自我整理

与组内评价，同时还可以借助项目学习的功能性量化

评价表进行自我思考与组内修正，从而有意识地改善

学习成果。

其次，教师组织学生在班级内公开展示项目学习

的成果并进行组间评价。当成果以静态的形式展示

时，如手绘连环画、产品照片等，其他组成员可以将自

己的想法或建议用便利贴的形式张贴于产品旁边，从

而有利于组内成员对于成果的讨论与分析，让项目学

习更真实、更有意义。当成果是动态展示时，如项目

小组成员的现场讲解，或以 PPT、视频等形式进行播

放时，其他小组成员可通过量化评价表（见表 1）的方

式对其余小组的表现进行星级评价并给出建议，让学

（下转第 46 页）



· 46 · 朱丽娟　沈远铭：小学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隐性资源的挖掘与教学

（2）情境体验，锻炼应用力。语文是一门综合实

践性课程。而生活处处是语文，包含丰富的非连续性

文本。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借助非连续性文本，通过情

境构架，在活动中体验，注重实践，提高学生解决问题

能力，培养学生生活应用力。如执教《威尼斯的小艇》

时，因为疫情挡住人们出行的脚步，笔者就构架了一

个以“云旅游”为主题的活动情境，播放威尼斯人制作

的“水上威尼斯”简报，让学生为自己的家乡或校园制

作一张“旅游简报”，以小卡片的形式形成“某地解说

图”，开展“我是小小解说员”比赛。通过情境体验激

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学生生活的阅读能力，提高学

生生活的应用力。

通过各种途径挖掘和开发非连续性文本的隐性

资源，可以提升学生的阅读力，拓展学生的视野，同时

促进实用性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落实，真正体现语文

学科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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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完整体验项目学习成果发布的流程与乐趣，从

不同渠道、不同视角、不同层次丰富作品内涵，

提升思维品质，积极发挥评价在学科统整中以评

促学的作用。

表 1　项目学习成果评价表

团队评价内容及等级
（1 星、2 星、3 星）

组员
1

组员
2

组员
3

组员
4

设计方案是否完善可行

过程性资料是否完整
规范

作品是否美观且有艺术欣赏
价值

成果展示是否有创新与收获

基于项目学习进行小学英语跨学科教学，不仅体

现了新课标下跨学科整合的理念与要求，从教学内容

与实施路径上打破学科教学的知识壁垒，而且“有利

于学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到解决实际问题的

过程中，也有利于培养实际的语言运用能力”[12]。基

于项目学习的小学英语跨学科教学能够促进学生主

动探究、多元思考、合作创新等一系列学习过程的优

化，达到对核心知识的再建构与思维迁移，让每一个

学生都能在学习中“获得精神的充盈，生活活力的激

发，自我素养的提升，主体性的自由创造以及人生境

界的陶冶”[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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