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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式学习具有综合性、跨学科性等特点，其本质是以产品为目标，以此引领学生完成项目。英语学科

核心素养体现了对三维目标的整合与凝练，项目式学习能够拓展教学内容、变革学习方式，在教与学的

层面助力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基于项目式的英语单元教学设计可以归纳为五步框架：确定学习目标、

构建教学内容、创设情境问题、设计项目步骤与预设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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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is characterized by its comprehensiveness and interdisciplinary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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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cusing on the end product to lead students in completing a project. The manifestation of subject 
core literacy in English embodies the integration and refinement of three-dimensional objectives. 
Project-based learning can expand teaching content, transform learning methods, and facilitate 
the realization of subject core literacy in English teaching. The design of English unit teaching 
based on projects can be summarized in a five-step framework: determining learning objectives, 
structuring teaching content, creating situational problems, designing project steps, and pre-setting 
evaluation pl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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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4 年 3 月，中国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这一

文件首次引入了核心素养的概念，并强调将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纳入教学环节之中。学科核心素养是核

心素养在特定学科领域的具体体现，更具有针对性和聚焦性。在英语学科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

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以及学习能力四个方面。 
由于学科核心素养涉及态度养成、资源获取、学习过程监控与学习方法调整等内容，因此在教学实

践中需要突破传统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与课堂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综合培育

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学习产品为导向的项目式学习具有实践性、跨学科性、综合性等特点，可以作为促

进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培育学生高阶思维的有效抓手。在结合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基于项目式的

初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归纳为五步框架，并针对人教版七年级下册 Unit 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
这一单元进行项目式学习设计，帮助学生在实践中获取知识，在问题解决中培养学习能力。 

2. 项目式学习的内在特征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是一种综合性、实践性、跨学科性的学习方式，其内涵已经

得到众多学者的解释和阐述。克拉耶克认为，PBL 是指教师通过驱动性问题组织、引导、展开教学活动，

学生在这些活动中相互合作、运用新的学习技术去参与探究以解答问题，开发和呈现表征问题解决的成

果[1]。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把以课程标准为核心的“项目学习”描述为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是对复杂、

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和实施项目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

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2]。而郭华教授则将 PBL 定义为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进行自主性、综合性学习的

教育实践形态[3]。在探讨项目式学习的教学应用前，首先要厘清其内在特征。 

2.1. 项目式学习具有实践性和合作性。 

一方面，学生通过参与真实而具体挑战，积极主动地进行问题解决和创造性活动。质言之，项目式

学习不仅仅停留在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而是更加注重学生在实际问题中的知识应用和实践体验。另一方

面，学生个体无法完成复杂的项目，因此需要在团队中协作，共同完成项目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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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项目式学习彰显了跨学科的综合性 

就学习内容而言，项目式学习涉及综合、跨学科的知识，而非单一学科的狭隘内容。目前，我国中

小学课堂教学通常以分科的方式进行，旨在帮助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结构。然而，项目式学习则强调跨

学科的主题性学习，因为真实世界的问题无法仅仅通过一门学科的知识解决[4]。这要求学生综合应用相

关学科的知识、技能和方法来解决问题。在学习方法方面，单一的学习方法无法满足项目式学习的需求，

学生需要调动认知、态度、行动等多个方面的能力，包括资料收集、小组讨论、项目设计和成果汇报等

多种活动。 

2.3. 项目式学习以问题为导向，以产品输出为核心 

一方面，项目式学习专注于解决实际问题，强调通过亲身参与和实践来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鼓励

学生培养研究思维。例如，“如何设计一个健康的每日作息表？”这个问题为学生提供了扮演健身教练

角色的机会。另一方面，产品导向要求学生在项目结束时制作一个有形的成果。然而，需要明确的是，

项目式学习不仅仅侧重于制作产品，还要强调背后的目标以及选择制作特定形式的产品的原因，否则将

忽略项目式学习本身的核心价值和意义。 

2.4. 项目式学习强调学习的生成性与建构性 

建构主义者认为，知识是在个体基于碎片化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主动构建与重构的结果。这一理念

贯穿于整个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5]。学生需要将他们的日常生活经验与所学知识相结合，提出有深度的

问题；在解决问题和制作项目产品的过程中，学生会根据他们个人的认知结构主动处理和整合教师提供

的信息，从而形成个性化的学习体验。 

3. 项目式学习对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的价值向度 

7~9 年级的学生正处于青春期，通常伴随着一定的叛逆倾向。在该学段，英语学科相对于 1~6 年级

学段更加复杂，难度更高，考试也更具挑战性。学生在这个阶段容易出现英语学习态度消极、英语学习

方法不得当等问题。因此，如何引导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在教学中促进英语核心素养落地在这一学段

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合作性、实践性为特征的项目式学习的教学价值可以从教师与学生两个层面来理解。 

3.1. 教师层面：拓展教学内容，实现高阶目标 

在教学内容层面，项目式学习为教师提供了扩展教学内容和培育跨文化意识的机会。项目式学习所

涉及的问题通常具有开放性，无论大小，都能够拓展知识的边界，将英语教学从课本中解放出来，将学

科知识与课外知识相结合，这为培育学生的文化意识提供了有力支持。 
以“世界美食地图”项目为例，学生需要在项目结束时制作每个小组所负责国家或地区的美食地图。

虽然这项任务看似简单，但背后蕴含了跨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6]。教师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帮助学生更好

地理解和传播中外文化，引导他们形成开放的文化心态，同时也增强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在教学目标层面，项目式学习有助于教师将注意力聚焦于高阶认知目标，从而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初中阶段的英语学不仅包括掌握英语句式和语法知识，还要求学生具备分析问题、思考原因的能力。项

目式学习的过程需要学生考虑众多因素，例如整体项目计划、小组成员的分工、需要应用哪些学科知识

等等。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进行分析、归纳、创新等多层次的思维活动，这有助于加速他们的思维

品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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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活动设计层面，项目式学习帮助教师多样化教学活动，丰富英语学习体验。英语课程内容的

组织与实施需要多样化的学习活动加以落实，同时，丰富、多样的学习活动也可以提高初中生的英语学

习兴趣。根据课标(2022 年版)要求，英语课堂教学中要包含学习理解、应用实践与迁移创新三个层次的

学习活动，这三个层次的活动相互关联，是教师组织和实施教学的重要指导[7]。在项目式学习中，学生

能够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资料收集、跨学科研讨等活动，这可以优化三层次学习活动的整合路径，完善

基于英语学习活动观的教学过程。 

3.2. 学生层面：发展语言能力，变革学习方式 

项目式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学生围绕相关主题表达自身想法，与同学进行交流，并通过合作、探究

的学习方式养成良好学习习惯过程。 
从语言能力层面来看，项目式学习有助于学生优化语言表达能力。巴克曼认为，语言能力不仅包括

对语言结构的掌握，还包括语用能力，即在社交和实际应用中有效运用语言的能力[8]。在初中英语学习

中，重要的不仅是学生掌握了语法和词汇，还要关注他们如何在社会交往和实际应用中运用英语。在项

目式学习的实施过程中，学生需要在小组内协作，这促使他们进行大量的沟通和交流。此外，项目式学

习还要求学生离开课堂，与其他年级的同学或领域专家进行交流和合作，以完善他们的项目。这些交流

和合作的机会不仅有助于学生提高英语口语和书写的能力，还培养了他们的社交和合作技能。 
从学习能力层面来看，项目式的价值在于帮助学生养成良好学习习惯，促进拓展学习、自主学习与

终身学习。一方面，项目式的学习方式有助于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定期安排学习时间与任务计划。

这些习惯不仅在英语学习中有益，还在其他学科和生活领域中具有普遍的应用性[9]。另一方面，以项目

式为特征的英语学习有助于学生拓展学习领域，不仅限于课程范围。他们将更愿意主动探索新的知识、

技能和兴趣，并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为终身学习奠基。 

4. 学科核心素养导向的项目式单元教学设计流程 

基于项目式的英语单元教学强调在把握单元主题的基础上，通过有效的教学指导，实现超越课堂的

可持续价值。此种教学方法使学生的学习更加深入、贴近实际，有助于形成英语学科的核心素养和英语

学习能力的发展。 
目前国内基于项目式的单元教学设计，许多学者提出了多样化的步骤。蒋玉中认为项目式学习背景

下的单元教学设计可以分为 5 个步骤，即确定单元主题、确定任务情境、设计驱动性问题、开展项目式

活动以及评价活动[10]；贺慧等学者则将单元教学设计归纳为项目提出、项目分析、项目设计、项目执行

与项目评价 5 个环节[11]。综合已有文献，可以将基于项目式的初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归纳为五步框架，

包括确定项目式学习目标、构建教学内容、创设情境问题、设计项目步骤与预设评价方案。然而，这一

框架仅为粗线条的参考，一线英语教师在实际操作时应根据具体情境进行适度的细化。下面结合人教版

初中英语教材七年级下册 Unit2 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这一单元，尝试运用五步框架设计“我的

健康日程表”项目式学习活动，促进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在动手中进步。 

4.1. 依据单元大观念与学科核心素养，确定学习目标 

在设计项目式单元学习目标时，需要以单元大观念为支撑，确保目标设计的合理性与有效性。首先，

目标的设计要从单元大观念出发，考虑目标与学生实际生活的联系；其次，项目式学习的最终指向是学

科核心素养培育，因此需要从学科核心素养的不同维度出发进行思考，将单元大观念转化为学科核心素

养，细化教学目标，促进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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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time do you go to school？单元属于“人与社会”和“人与自我”主题语境范畴，由 Warm up，
Grammar Focus，Self-Check 三部分组成。首先，教师需要明确单元大观念。该单元语篇内容紧扣“时间

安排”，涵盖一天内的时间分配及相关时间表达。特别是在该单元中，学生要明确适度、健康的活动安

排，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因此，该单元的大观念可以理解为：“合理的生活方式有利于身心健康发展”。

其次，教师需要将大观念与学科核心素养结合，细化教学目标。该单元的 Grammar Focus 3a 部分提供了

时间副词“always, usually, never”的用法阐释与造句，并通过 classmates interview 活动加深对时间副词的

理解，该部分通过听力、对话等多种形式培育学生的语言理解能力，帮助学生获得必要的基础知识；3b
部分要求学生对所给出的生活时间安排进行排序，并尝试写出自己的每日时间安排，该部分旨在训练学

生的逻辑思维与创新能力。 
“我的健康日程表”项目式学习目标可以从知识、迁移、理解三个层面出发进行设计(见表 1)。知识

目标帮助学习者深入理解时间表达的句式 what time do you...？与时间副词 always，usually，never 的运用；

迁移目标则关注学生迁移能力培养，通过帮助学生在不同情境中运用知识；宏观层面则注重观念建构，

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健康日程表的设计，并进行汇报展示。三个层次的目标并非泾渭分明，也并非单纯

地一一对应，而是综合体现着学生应习得的观念。 
 

Table 1. Project-based learning objectives for “My Healthy Schedule”  
表 1. “我的健康日程表”项目式学习目标 

目标设计 目标内容 学科核心素养 

知识目标 1. 学会运用特定句式描述时间、讨论日常作息； 
2. 掌握时间表达的方式，并能够造句进行对话 语言能力 

迁移目标 
认识到时间的表达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面临新语境时，有使用时间表达句式、频率副词的意识， 
并能描述生活作息。 

思维品质 

理解目标 设计“健康日程表”，了解健康生活方式的意义， 
合理规划与安排自己的时间 学习能力 

4.2. 构建教学内容 

丰富的单元教学内容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了解不同地区、国家学生的时间安排与生活作

息，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意识与跨文化理解能力。“我的健康日程表”这一项目旨在帮助学生理解健康

作息的重要性，以此树立健康生活的理念，合理安排自身时间，为以后的学习与生活打下良好基础。 
教师可以从多个方面挖掘教学资源。一方面，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如图片、视频、音频等，展示

健康生活方式的场景与适宜的每日时间安排，介绍不同地区的日常作息，并引导学生对其中的差异发表

评论，在增强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同时，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另一方面，还可以通过视觉和听

觉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并借助校内外的实地考察与实践活动，让学生亲身体验到时间的

概念与健康的生活方式。 

4.3. 创设情境问题，引导学生思考 

创设情境问题需要关注问题的实际性和可行性，同时要考虑学生的兴趣和背景知识。在教学过程中，

情景问题的引导起到推动学生学习的作用。教师可以通过设定情景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促使他们

主动探索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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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健康日程表”这一学习活动中，可创设如下问题(表 2)： 
 

Table 2. Scenario questions for the “My Healthy Schedule” activity 
表 2. “我的健康日程表”活动情境问题 

专题性问题 综合性问题 

What time do you usually go to school? 
What are the healthy activities in your daily routine? 

How to keep a healthy life? What is your daily schedule? 

What are your classmates’ daily activities? 

 
探究专题性问题有助于学生深入了解单元内容的局部，而综合性问题则超越了当前主题，指向跨单

元的更广泛、可迁移的理解。因此，综合性基本问题在围绕大观念进行学习时具有极高的应用价值，它

们充当了概念性支撑，优化了教学流程，使其更加连贯与密切相关。此类问题可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思考

健康生活方式对生活的影响，学生可分享自己的日常时间安排并与其他人比较，在与同学的交流中深化

对语篇的把握，在提高语言能力的基础上，好地理解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价值。 

4.4. 设计项目步骤 

“我的健康日程表”项目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科学的时间管理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对个人成长和身心

健康的重要性，并培养他们自我管理和时间规划的能力。通过项目的实施，学生将有机会亲身体验健康

生活方式的益处，从而培养他们的探究性学习能力。 
项目的实施过程如下：首先，学生将在教师的指导下分组，每组 5~6 名成员，每位小组成员分享自

己的日常安排，并确定自身需要改进的方面；其次，小组成员积极实践他们制定的行动计划，记录每天

的时间使用情况和健康生活方式的执行情况，并将自己的感受、以及改变带来的积极影响记录下来；随

后，定期进行的个人和小组间的经验分享和反思讨论将成为项目的重要环节。学生将交流改变后的感受

和困难，并寻找解决方案。教师将提供指导和支持，帮助学生调整和改进他们的时间安排和健康生活方

式；最后，学生将展示他们的时间安排和健康生活方式的变化，并分享改变后的体验和成果。教师将引

导学生总结整个项目的收获与感悟，强调合理时间安排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并鼓励学生将所学应

用到日常生活中。 

4.5. 预设评价方案 

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评价应避免简单的评分和等级划分，而应兼顾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以促进

学生知识、技能和态度的全面发展[12]。首先，评价应关注内容的丰富性与完整性，即学生是否充分展现

了项目主题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是否能够深入挖掘和探究问题，从而形成完整的学习成果。其次，评价

应注重表达的准确性和连贯性，即学生是否能够用准确的语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想法，是否能够通过合

理的组织和连接词语，使整体表达流畅、条理清晰。最后，评价应考虑小组成员的参与度，即学生在小

组合作中是否积极参与，是否能够合理分工、协作互助，从而共同完成项目任务。通过综合考虑这三个

维度，教师可以全面了解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的表现，为提供有针对性的反馈和改进意见提供依据，促

进学生在项目式学习中取得优秀的学习成果。例如，针对“我的健康日程表”这一项目，可以按照活动

内容的丰富性与完整度、口语表达的准确性与连贯性以及小组成员参与度三个维度，分为 I、II、III 三个

层次进行评价(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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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valuation plan for the “My Healthy Schedule’ Activity” 
表 3. “我的健康日程表”活动评价方案 

评价内容 评价方法 评价等级 

日程表丰富性与完整度 总结性评价 I、II、II 

汇报口语表达的准确性与连贯性 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I、II、II 

项目实施过程中小组成员参与度 过程性评价、总结性评价 I、II、II 

5. 结语 

总之，英语学科核心素养是英语学科育人价值的集中体现，而项目式学习活动则是学科核心素养目

标顺利实现的枢纽与桥梁。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英语教学设计能够有效整合初中英语学习中的语言知识、

文化意识、学习能力与思维品质，尤其能够以项目活动为依托，培养学生英语学习能力，使其有效迁移

到新的情境中并解决新的问题。另一方面，项目式英语学习活动设计也对教师的课程理解能力提出了新

的要求，促使教师更加关注活动的整体性与学生的学习态度。从教学设计有机构成部分的角度，核心素

养导向的项目式初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可以按照确定单元主题、构建情境问题、挖掘教学资源、设计项

目步骤与预设评价方案五步进行，以此帮助学生养成积极的学习观念，提高英语学习能力，并培养英语

学科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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