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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项目式学习与学科教学融合越来越紧密的研究背景下，2017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和人教版高

中英语教材(2019年版)“Project”板块的出现推进了围绕项目式学习进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趋势。本

研究旨在探索将项目式学习运用于单元整体教学的设计思路，通过界定两者概念，阐述两者关系一致性，

明晰PBL单元设计的“四阶段”，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Unit 2为例探索PBL单元的设计思路，以期为

高中英语教师突破传统教学设计困境带来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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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loser integr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subject teaching, the 
publication of the 2017 edition of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and the Project sec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xtbooks (2019 edition) publish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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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EP) has promoted the trend of integral unit teaching design based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design method of apply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to integral unit teaching. By defining the concepts of them, the consist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is expounded, and the “four stages” of PBL unit design are clarified. Taking Unit 2 in 
Book 1 by PEP,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sign method of PBL unit. It is expected to bring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ers to break through the challenges caused by traditional 
teaching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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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又称为“项目化学习”或“基于项目的学习”，虽

近年来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日益紧密，但国内外关于项目式学习在学科中应用的设计研究并不多[1]。在国

外，关于结合学科特点进行具体案例设计的研究极少[2]。但近年来，国内已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

探究将项目式学习运用到学科教学设计中的可行性，尤其是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有学者从高中数学案例

分析的角度出发，探讨将数学项目学习运用到单元设计中的可行性，以落实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发展[3]。
也有学者分别从小学和初中语文教材实施的角度出发，以案例分析的方式探究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

学结合的可能性[4] [5] [6]。此外，有学者结合初中英语教学案例探究将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学相结

合的五要素和实施的四阶段[7]。 
综上可知，上述研究虽然有从不同学段、不同科目探究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学结合的可行性，

但是鲜有人研究将项目式学习应用到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可行性。而 2017 年版《普通高中英语

课程标准》(简称“新课标”，下文同上)强调英语教学要加强单元教学的整体性以及给出项目式学习的教

学案例[8]。且随着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2019 年版)“Project”板块的出现，围绕项目式学习进行英语教

学设计已然成为一种新的趋势。因此，本研究拟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2 为例，探究如何将项目

式学习运用于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中，以期为高中一线英语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提供一定的理

论参考。 

2. 核心概念界定 

2.1. 项目式学习的内涵的相关研究 

关于项目式学习的内涵，国内外学者们有不同见解。在国外，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Buck Institute for 
Education)从教育者的角度出发，将项目式学习定义为—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其是学生探究真实问题，设

计实施并制作项目作品，最终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的过程[9]。于国内，有研究者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

将项目式学习定义为一种学习模式，以学科概念为中心，学生在真实世界中借助多种资源制作并推销作

品给客户的过程[10]。此外，也有学者从学习过程的角度出发探究项目式学习的内涵[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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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以上学者对项目式学习的内涵各执己见，但综合来说，项目式学习应该是教师从学生的学习需

要出发，设计的真实的问题情境，要求学生以合作探究的互动模式在多种学习资源的辅助下发现并解决

问题，最终形成一定的项目作品的一种教学方法。 

2.2. 单元整体教学的相关研究 

单元整体教学从国外萌芽到于国内真正确立地位，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为解决教学内容碎片

化等现象带来了新的希望，促进了语言教学设计的变革。其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凯·古德曼(Ken 
Goodman) (1986)所提出的整体语言教学法(Whole Language Approach)，其强调语言的整体性[12]。国内对

单元整体教学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21 世纪初，程晓堂教授首次提出：语言的学习应从整体出发，才能

帮助学生形成较好的学习动机[13]。此外，马兰提出整体化有序设计单元教学理念以及明晰了单元整体教

学的五步骤[14]。随着国内对单元整体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明确

指出课程实施要制定指向核心素养发展的单元整体教学目标，并给出相关具体案例[8]，这意味着单元整

体教学于教学设计中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而随后出版的《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再次强

调单元整体教学的重要性以及给出详细的教学案例[15]。可见，单元整体教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综上所述，单元整体教学是从教师出发，以学生为中心，立足于单元整体，围绕单元主题对单元内

各语篇进行重组，通过一系列连贯且层层递进的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对单元主题的整体感悟，最后形成一

定的作品或成果产出的一种教学设计模式。 

3. 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的必要性 

通过文献的阅读和梳理，本研究发现，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就“单元整体教学”和“项目式学习”

之间的联系进行了一定的理论及实践探索，发现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向度上的关联： 
1) 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学都借力于“整体设计”。有学者认为项目式学习是基于单元设计的。

因为项目的设计也是从整体出发的。即项目就是一个单元，对项目的整体规划就是对单元的整体设计[3]。
而教授杨明全从侧面说明这两者之间享有“整体设计”的共同点，其认为项目式学习的设计过程是一个

相对独立的课程单元或模块开发的过程[16]。此外，还有学者提出英语项目化学习的思考和探索，明晰了

单元是设计的基本单位[7]。 
2) 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学都指向“学生素养”的培养。夏雪梅认为项目式学习着眼于培养学生的

素养。于项目式学习中，学生调用所有的资源解决问题，能够达到课标所要求的素养[17]。同理，杨明全

教授认为通过完成一个“项目”，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就有了机会[16]。《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和《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都明确提出，教育工作者要推动实施单元整体教学以促进学

生核心素养的形成[8] [15]。综上，单元整体教学与项目式学习具有共同的目标指向：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培

养。国内学者郝玉怀等人和杨葛莉也认同此观点，他们认为以项目为载体，重构教学单元，学生在完成一

系列包裹着核心概念与关键能力的项目任务中达成单元学习目标，实现核心素养的逐步提高[3] [5]。 
两者除了享有上述特征外，还共同具有关注真实问题情境和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特点[7] [18]。鉴于此，

项目式学习与单元整体教学具有一致性，即将项目式学习运用到单元整体教学设计中是必要的，而且具

有一定的理论可行性[4] [5]和现实意义，不仅能够挣脱传统教学设计思路的束缚，还能助力教师突破新人

教版高中英语“Project”板块教学设计的困境。 

4. 基于 PBL 的高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的基本框架 

基于 PBL 的高中英语单元整体教学(简称为 PBL 单元设计，下同)，其设计应遵循“二原则”。一

是“整体设计单元，分步实施项目”。二是“教–学–评一体化”，教学目标、学习活动及产出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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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评价这三者之间应该形成一个循环，即需要明晰教学目标，以此聚焦相应学习活动，最后给予和收

集评价反馈。本研究在借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2022 年版)单元整体教学设计具体案例所呈现

的设计流程[15]的基础上，结合刘景福等人关于 PBL 模式的六步骤[10]，提出关于 PBL 单元设计的基

本框架(见图 1)。 
 

 
Figure 1. Basic framework diagram of PBL unit design 
图 1. PBL 单元设计基本框架图 

 
因此，从图 1 可以看出，将 PBL 理念和单元整体教学设计相结合需要经过四个大步骤。也就是说，

PBL 单元设计的基本框架可以概括为“四阶段”：阶段一是明确主题，选定项目。即首先要根据教材目

录和单元主题页确定单元主题，并且根据“Project”板块选定项目。阶段二是明确目标，确定子项目。

其是根据单元教学目标要求确定单元整体目标，再依据要达成的项目要求将每课时设置为相应的子项目，

并且制定每课时目标。阶段三是制定计划，选择活动；根据每课时目标拟定相应的评价量表以及每课时

计划阶段，继而根据学生特点和现有教学资源明确相应的学习活动。四是交流成果，综合评价。应该根

据当下的教学物理环境和心理环境确定学习成果展示的方式，使学生在分享学习成果时对自我、同伴以

及整个小组的学习过程进行互相评价，以结合教师的反馈形成综合性评价。 

5. 基于 PBL 的高中英语单元教学设计模式探索 

PBL 单元设计的基本框架图呈现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单元教学整体设计的清晰全景图。其中，在“整

体设计单元，分步实施项目”原则的统领下，教学目标设计、学习活动及产出设计和学习评价设计三者

层层递进、内在统一。本研究拟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2 Traveling Around (以下简称“Unit 2”)
为例，围绕 PBL 单元设计“四阶段”，具体阐述 PBL 单元的设计思路。 

5.1. 明确主题，选定项目 

将 PBL 融合于单元整体设计中的第一阶段“明确主题，选定项目”包括两小步骤，第一步骤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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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和教材目录或单元主题页确定单元主题，第二步骤是选定单元大项目。新课标指出，当前英语教

学要紧紧围绕三大主题：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展开[8]，并且每一主题语境下分布着对应的子

主题。因此，以 Unit 2 为例，根据教材目录的“theme”栏目和 Unit 2 的单元主题页可确定本单元主题为

“Traveling Around”。再对标新课标，可知该主题属于“人与自然”范畴，对应“主要国家地理概括”

次子主题。其次，需要根据教材目录中的“Project”板块以及单元每课时教学内容，确定是否可将

“Project”板块作为统领一个单元的项目。虽然理论上，项目和单元着眼于整体设计，但是实际上有些

单元整体教学内容不能支撑一个项目的完成。因此，在此步骤，需要教师们仔细考量“Project”板块和

单元整体教学内容之间的契合度。以 Unit 2 为例，根据 Unit 2 的“Project”板块以及本单元的 6 个课时

能够支撑此项目的完成，可以明确本单元整体项目为“设计旅游手册”。 

5.2. 明确目标，确定子项目 

5.2.1. 明确单元整体目标 
确定单元主题和选定单元大项目后，教师按照 PBL 单元设计的第二阶段“明确目标，确定子项目”

中的三个小步骤的第一步，首先应该充分围绕本单元主题和项目要求，以明确单元整体目标。根据新课

标，单元整体目标是以培育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为依托，以课程总目标为制定依据，围绕单元教学内容

而最终确立的。鉴于此，本单元的整体目标应该有创造性地根据为达成项目“设计旅游手册”而对应培

养的学生英语核心素养来设计。根据新课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四维度：语言能力、学习能力、思

维品质和文化意识。因此，以 Unit 2 为例，以下为 PBL 单元整体目标(表 1)。 
 
Table 1. Overall goals of Unit 2 
表 1. Unit 2 整体目标 

Unit 2-PBL 单元整体目标 本单元学习后，学生能够： 

1) 语言能力 1) 熟悉并运用完成项目所需要的词汇、短语和句型进行旅游手册的设计。 

2) 学习能力 2) 掌握完成项目所需的系列阅读与写作技巧，并且利用现有的资源进行小组合

作、自我学习和评价。 

3) 思维品质 3) 发展整体规划项目的逻辑性思维、根据项目要求选择合适的旅游活动的批判性

思维以及制作整体旅游手册的创造性思维。 

4) 文化意识 4) 了解并尊重各地旅游风俗，学会宣传中国名胜古迹。 

5.2.2. 确定子项目/课时 
在第二阶段下的第二步骤“确定子项目/课时”中，对每课时的教学内容的分析是影响确定 PBL 单元

子项目的重要因素。在确定子项目时，需要紧紧围绕单元整体项目的要求对每课时教学内容进入序列优

化或者内容重构。以 Unit 2 为例，在单元整体项目的统领下，通过分析 Unit 2 的整体目标以及结合 Unit 2
的六个板块(即六个课时)可确定五个子项目，如图 2。也就是说，整体项目的完成需要经历总共六个课时

(包括五个子项目和一个整体项目的展示)。每个长方体代表一个课时，对应一个子项目，其内容相对简单。

但整体而言，后一子项目基于前一子项目，它们之间相辅相成。虽然子项目之间难易度不完全层级递进，

但是总体上呈梯度上升趋势，愈来愈复杂。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有些课时的序列需要根据子项目的要求

进行优化，比如“语法课”本位于“听讲课”之前，但是为了承接子项目 5，因此要优化排序。此外，

有些课时的内容需要重组，比如“自评课”本应分配 1 课时，但结合“教–学–评一体化”原则和 PBL
单元设计“四阶段”，将其整合到阶段三中的“拟定评价量表”步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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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Sub-item or lesson chart of Unit 2 
图 2. Unit 2 子项目/课时图 

5.2.3. 制定课时目标 
第二阶段下的第三步骤“制定课时目标”中，由于每一单元的课时目标是一组内部相互独立，外部

相互嵌入关联的高度整合的目标，共同为实现单元整体目标而服务。根据新课标，紧密围绕单元主题语

境，依据本单元整体目标并结合每个子项目的要求，进行课时目标的制定。以 Unit 2 为例，依据表 1 中

的单元整体目标和子项目的要求，每课时的目标可如下设置(见表 2)。从每课时的目标可见，学生在完成

一系列包裹着达成子项目 1~5 要求的真实任务后，能够最终达成单元整体项目的要求。 
 
Table 2. Lesson goals of Unit 2 
表 2. Unit 2 课时目标 

课时/子项目 课时目标(本课学习后，学生能够) 

1) 听说课/子项目 1 1) 列举不同的旅游景点以及各种旅游相关准备。 

2) 阅读课/子项目 2 2) 掌握旅行手册的文本结构以及相关语言表达。 

3) 听讲课/子项目 3 3) 熟悉预订比如飞机票/酒店/餐位等具体旅游事项的流程和相关信息。 

4) 语法课/子项目 4 4) 理解并运用现在进行时来谈论将来计划。 

5) 以读促写课/子项目 5 5) 概括旅行手册和读懂来信，然后运用现在进行时和所学相关表达回信谈论你

的旅行计划。 

6) 制作成果课/整体项目 6) 读懂并提取旅游爱好者的广告的关键信息以制定个性周旅行计划后，结合前 5
课时所学知识进行旅行手册的制作。 

5.3. 选择活动，设计评价 

5.3.1. 明确学习活动 
在 PBL 单元设计的第三阶段“选择活动，设计评价”中，教师首先要明确学习活动，也就是本阶段

的第一步骤。根据新课标，活动是英语学习的基本形式，教师要践行指向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英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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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观，从该视角重新审视教学活动设计，整合课程内容，为学生设计有情境、有层次、有实效的英语

学习活动；而英语学习活动观主要包括了学习理解类活动、应用实践类活动和迁移创新类活动[8]。以 Unit 
2 的(听讲课)“Listening and Talking”为例，依据预期达成的每课时/子项目目标，围绕英语学习活动观三

维度进行本课时教学活动设计，如表 3 所示。在以下的每一类活动中，学生需要根据教师所创设的情境

进行个人思考或小组讨论，并联系已学知识和新学知识逐步地完成对应的子项目。因此为完成每一步的

教学活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不由自主地被调动起来。于是，学生从每一类活动到每一系列的子项目的

螺旋上升式完成过程中，其学习自主性就会得到一定的激发和培养。这恰恰体现了 PBL 理论所强调的对

学生学习自主性的培养。因此，在设计每课时教学活动时，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在每一环节，尤其是教

学活动的产出部分，都要设计让学生自主根据所设定的问题情境进行学习的活动，比如本课时的迁移创

新类活动。 
 
Table 3. Teaching activities of listening and talking lesson in Unit 2 
表 3. Unit 2 听讲课教学活动 

活动类型 活动内容 

学习理解类活动 

第一步：围绕旅行主题创设情境，铺垫相关语言。 
1) 学生讨论在制定旅行计划时需要提前预订哪些项目。学生通过头脑风暴激活

与话题有关的词汇。 
第二步：概括、梳理和整合信息。 

1) 学生根据教师所给信息猜测对话内容和对话者关系，并通过泛听获取答案。 
2) 学生精听对话两遍，通过 note-taking 技巧找到对话空白处细节信息，最后教

师引导学生梳理预订相关的固定搭配和语言表达方式。 

应用实践类活动 

第三步：实践与内化所获得的预订相关语言表达和文化知识。 
1) 学生再细听对话，品味对话人当时的情绪状况和注意其语音调，并进行模仿。 
2) 学生根据所梳理和整合的与预订相关语言表达，两人小组进行上述对话内容

的梳理和复述。 

迁移创新类活动 
第四步：在新的真实语境中开展想象，运用所学语言解决问题。 

1) 学生四人一组，根据教材任务 3 所给真实情境进行创编新的有关预订的对话。

面临各种预订场景，学生各自发表其看法，并讨论出大家都认同的预订对话。 

5.3.2. 拟定评价量表 
PBL 单元设计第三阶段下的第二步骤为“拟定评价量表”。PBL 单元设计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教–

学–评一体化”，根据新课标，“评”应该是教师依据教学目标确定评价内容和评价标准，组织和引导

学生完成以评价目标为导向的多种评价活动。PBL 单元注重的是学生在完成一系列包裹着子项目要求的

任务中发展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并最终完成项目作品的过程。因此，PBL 单元的“评”更加强调，以学

生自评或他评的方式在其完成子项目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和完成整体项目时的“终结性评价”。其中，关

于学生在完成子项目过程中的评价标准建议参照新课标关于学生课堂表现评价的具体量规(PP 81-87) 
[8]。关于学生完成整体项目后的评价量规，笔者在参照胡美如等人的“单元整体大项目分级量规”[13]
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当的修改以符合本研究的要求。虽然其量规综合性强，但是操作性不够，缺少一定的

普适性。同时，为了便于评价，本研究将其表中的“成效等级 1.0~4.0”改成了对应的打分机制“1~4 分”，

分类等级和量规等级在实际学生互评中容易引起歧义，因此进行适当的删减。以 Unit 2 为例，依据表 2
中的整体目标，该 PBL 单元的评估量规如表 4 所示。表 4 是一种过程性评价表，需要学生根据评价标准

对自我和其他同学在项目展示阶段的表现进行评价。这要求学生进行自主判断，主动思考，结合自我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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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在完成前面一系列的子项目的表现进行有理有据地评价，能够充分培养其自主学习能力，也体现了

PBL 重视培养学生学习自主性的理念。 
 
Table 4. Evaluation items of integral project of Unit 2 
表 4. Unit 2 整体项目评价量规 

目标(目标分类) 评分细则(4 分) 评分细则(3 分) 评分细则(2 分) 评分细则(1 分) 

语言组织(能够识别并

运用所学的语言进行

合乎逻辑的组织) 

语言可赏性强，句式

丰富，语言结构好 
语言基本正确，句子

流畅，语言结构良好 

语言表达尚可，错误

较少，词语准确，语

言结构一般 

语言表达不通顺，错

误较多 

文本框架(能够建构旅

游手册框架) 
信息全，文体逻辑清

晰 
有主要信息，逻辑较

清晰，表达有特色 
信息不够全，逻辑不

清晰，特色不够 
信息不全，无逻辑，

表述无特色 

观点表述(能够清晰且

独特陈述推荐旅游地

的原因) 

观点清晰，见解独

特，吸引观众 
观点较清晰，有个人

见解，吸引观众 
观点模糊，有个人见

解，不够吸引力 
观点模糊，没有个人

见解，没有吸引力 

综合表现(能够生成一

个制作精美的旅游手

册并进行成果展示) 

制作精美，语音语调

好，思想深刻、表现

力强 

制作较精美，语音语

调好，具有一定表现

力，效果好 

制作不够精美，语音

语调一般，表现力一

般 

制作不精美，不工整

等，语音语调不够

好，表现力差 

5.4. 交流成果，综合评价 

PBL 单元设计的最后一阶段同样包括两小步骤：1) 分享学习成果；2) 综合评价学习成果。在分享

学习成果时，教师应该明确学生进行成果展示所使用的语言、方式和时长。比如，输出的语言为目标语

言如英语；方式为利用多媒体配合口语展示作品；时长通常为每组展示时间为 10 分钟以内。最重要的是

第二步，综合评价学习成果。教师要明晰整体评估框架，和学生一起讨论并制定相应的评价细则。既要

包括基于学生自评和他评相结合的多元主体评价、对学生的表现进行口头和书面评价相辅助的方式，同

时，评价内容要包括对项目学习的核心知识评价，比如学生的团结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学习资源

整合和利用能力等。此外，教师还应该根据 PBL 单元所指向培养的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达成情况对学生

进行整体评价，并给予明确的反馈。以 Unit 2 为例，在成果展示环节，四人小组(每一位成员都要发言)
上台在 8 分钟内展示旅游手册的成品，用目标语言进行作品介绍和特色分析。于展示完毕后，组内成员

根据教师制定的自评和互评表格进行书面评价，最后反馈。同时，组间根据表 4 对每组进行书面评价，

最后以教师对每组口头评价和反馈的方式收尾。 

6. 不足与展望 

基于 PBL 的单元整体教学设计是在新课标背景下对学科教学的新探索，本研究通过对项目式学习和

单元整体教学关系一致性的思考，明确并围绕 PBL 单元设计的四阶段，以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一 Unit 2
为例，进行 PBL 单元设计的思路探索。但是，PBL 单元设计也面临诸多的问题与挑战。比如，如何在实

际教学中确定所选定的单元适合项目式学习，需要教师们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契合度匹配。其次，

关于 PBL 单元设计的思路还是处在理论探索阶段，虽然为一线高中英语教师在处理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2019 年版)“Project”板块时提供一种新的教学设计思路，但是由于本研究主要是通过案例分析的形式

对 PBL 单元设计的“四阶段”进行阐述，是一种教学设计上的思路探索，侧重于理论创新，因此还未涉

及到具体的实践研究。所以后续研究希望能够在关于学生在教师进行此类教学设计后的学习效果和成果

等方面得到进一步突破。但总而言之，研究者需要综合思考新课标的指向，以批判性、动态性和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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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视角审视 PBL 单元的设计思路，做到具体事情具体分析，促进 PBL 单元设计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发展，

有望于在真正教学实际中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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