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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核心期刊和CSSCI数据库，对我国2010~2022年间项目式学习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发现

文献量虽偏小但持续增长，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围绕实践应用、模式构建、教学设计、教师与评价五个

方面展开。此外，现有研究存在着研究分布不均、同质化严重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要增强研究

反思意识、增加研究均衡性、增加微观层面研究的建议，以期为后续项目式学习研究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 

项目式学习，项目式，内容分析 

 
 

A Review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2 

Maolin Liao, Wei Fan 
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Received: Mar. 20th, 2023; accepted: Apr. 17th, 2023; published: Apr. 24th, 2023 

 
 

 
Abstract 
Based on core journals and CSSCI database,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the research litera-
ture 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China from 2010 to 2021, and finds that although the literature 
volume is small but continues to grow, the content is relatively rich, mainly focusing on five as-
pec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model construction, teaching design, teachers and evaluation. In addi-
tion,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the shortcomings of uneven research distribution and serious ho-
mogenization, and on this basis,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research 
reflection, increase the balance of research, and increase micro-level research,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ubsequent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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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科概念和原理为核心，以制作与推销作品给客户为目的，利用各种资源在真

实世界中解决一系列相关联问题的新型探究性学习模式[1]。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2022 年版)，提出要聚焦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而项目式学习是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

模式[3]。为总结 2010~2022 年期间我国项目式学习研究状况，笔者检索公开发表在中国知网上核心期刊

与 CSSCI 数据库中的相关文献，进行文献量分析与内容分析，以期梳理出十年来我国项目式学习研究的

主要观点与结论，为我国项目式学习研究进一步发展提供建议与参考。 

2. 研究方法 

2.1. 文献来源 

核心期刊与 CSSCI 数据库是目前中国资料收集最具有权威性的两个资料数据库。基于以上数据库的

文献分析，能使分析结果的信效度更高。在 CNKI 期刊分类下的高级检索中，本研究以“项目式学习”、

“项目化学习”、“基于项目的学习”为关键词，并将论文发表年限设置为 2010 年至 2022 年进行精确

检索，得到文献 827 篇。 

2.2. 研究对象与分析维度 

本研究将每篇论文作为一个分析单位，主要从研究文献量和研究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

研究内容为实施应用研究、课程设计研究、教学设计研究、关于教师的研究、评价研究这五个方面。 

3. 研究结果 

3.1. 文献量分析 

通过对项目式学习研究的文献量进行了梳理，可以从整体上把握 2010~2022 年间我国项目式学习研

究的发展走势。 
2010~2022 年间研究者们所发表文献的数量随年代变化发展情况如图 1 所示。在 2010 年到 2017 年

间，发文量在 50 篇以内。2016 年，“核心素养”框架的提出及其实践落地的需求，这使项目式学习重

新作为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受到教育研究者关注[4]。因此，2017 年发文量开始有比较明显的升高。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中指出要切实提高教学质

量，特别强调要优化教学方式，积极开展项目化学习[5]。这是项目式学习首次被纳入国家教育政策文件

中，这也使得它得到了巨大的关注。2019 年也发文量迅速上升，为 95 篇。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启动《上

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 年)》[6]，这一措施加快了项目式学习研究的本土化进

程。2022 年 4 月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明确提出跨学科主题学习，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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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主题学习与项目式学习。2022 年发文量又创新高。由此可见，项目式学习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认

可。文献发表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Figure 1. Year-over-year literature publication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research from 
2010 to 2022 
图 1. 2010~2022 年项目式学习研究的逐年文献发表量  

3.2. 研究内容分析 

笔者在对文献量进行初步分析的基础上，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总结，得出现有研究

主要体现在实施应用研究、模式研究、教学设计研究、关于教师的研究、评价研究这五个方面。 

3.2.1. 实施应用研究 
我国项目式学习关于实施应用方面的研究较多，主要分为效果研究、策略研究、可能性研究这三个

方面。 
第一，实施应用的效果研究。有学者采用元分析法探究项目式学习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效果，结

果显示项目式学习能有效地促进学生的学习效果，并在学生的学习与创新技能，信息、媒体与技术技能，

生活与职业技能和核心科目知识四个方面的学习影响效果上不存在差异[7]。还有研究者采用实地走访调

查与网络调查，得出应用 PBL 校际协作模式可以促进师生双方的发展，如转变角色观念、提高信息技术

能力、实现协同知识建构与综合能力的提高[8]。另有学者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大学体育教学中，并问卷

调查法与教学实验法，研究得出实验班的学生在学习动机与态度、学习内容与资源、学习环境与活动以

及教学行为这四方面的评价均显著高于对照班级、实验班学生的平均学习成绩较对照班有明显提升、实

验班学生较对照班能主动参与教学活动[9]。 
第二，实施应用的策略研究。有研究者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在线协作学习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

示自我调节和共享调节在 PBL 同伴在线协作学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强调自我调节于共享调节能引导学

生主动参与、投入学习，以提升学习质量[10]。同样是在线协作学习过程中，研究者通过对学习者认知负

荷的分析，为学习者提供结构化学习支架、知识化支架、模型化支架和规则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的问

题化支架[11]。在基于网络空间的中学语文教学中，项目式学习的重点在于项目、目标、问题、实施、展

示交流、指导评价上[12]。项目式学习应用于数学时，教师设置的项目要能涵盖核心知识、具有驱动型问

题、能促进学生的高阶认知，要能在学生学前提供学习资源、建立合作学习小组、建立评价制度于量表

[13]。同样应用于数学学科，有学者还从主题选取、任务设置、支架作用等方面提出综合与实践的设计实

施建议[14]。还有研究者为降低项目式协作学习的认知负荷，从目标依赖、交互依赖和资源依赖这三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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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调查认知负荷在项目式学习中的影响因素，并提出在实施应用项目式学习时，要引导学习者深入到以

同一性目标为目标的认知过程中，并在过程中注重资源共享和整合[15]。 
第三，实施应用的可能性研究。有学者分析项目式学习模式在综合实践课程中实施的可能性，并提

出要理清两者的边界，打破学科内部以及学科之间界限，加强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联动等以改进项目式

学习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的应用方式[16]。有研究者指出大学教学对项目式学习缺乏深入理解、较少关

注学生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流程设计粗糙，并提出利用软件环境并以学习科学视角看待学生学习的本

质能提高项目式学习在大学教学的可能性[17]。 
综上，虽然研究者采用不同的方法来测验项目式学习的效果，但结果都显示项目式学习对学生的知

识学习、能力提高具有促进作用。研究者主要是从教师管理和学生学习的角度来研究关于项目式学习实

施应用策略的研究，缺乏对影响项目式学习应用影响因素的深层次考虑。而相比于传统教学方法，项目

式学习本身注重驱动性问题、注重真实情境、注重学生合作等的特征增强了其与各式教学融合的可能性。 

3.2.2. 模式研究 
总体来看，研究者在进行项目式学习模型构建时主要观照学生思维能力和课程重构两个维度。 
一方面，为培养学生多元创新思维与跨学科创新能力，研究者基于建构主义和创新理论，以“做中

学”为构建桥梁，并通过基于设计型学习理念的体验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设计了中学实施创客——STEM
教育的教学模式[18]。还有学者构建了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计算思维培养模式，在该模式中，教师和学生围

绕项目展开学习与教学活动[19]。同样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计算思维，另一学者将课程知识模块与计算思维

模块对应进行课程构建，该模式以基于计算思维培养设定四层教学目标、组织教学并采用过程性与形成

性评价[20]。有研究者认为在学习者在线协作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利用好技术工具和在线资源为学习者提

供结构化学习支架、知识化支架、模型化支架和规则性较强、专业程度较高的问题化支架[11]。 
另一方面，在课程重构的理念下，有学者将国家课程与网络环境融合设计了项目式学习模式，该模

式包括设计、实施与评价三个环节，师生主要利用网络学习进行项目式活动探究[21]。另一学者将义务教

育小学阶段的校本课程改造成为项目式课程，在此基础上中融入 STEAM 理念和活动形式设计 STEAM
课程模式，该模式包括项目开发、项目实施、项目评估三个环节[22]。 

3.2.3. 教学设计研究 
经过文献梳理，笔者将研究者在各自领域的视角分为两个方面。 
大部分研究者关注中小学教学的设计。有研究者提出语文“实践活动类”单元教学策略，要注重语

言学习与人文养育目标、根据项目式学习模式设计学习过程、创设多重真实场景以及突出过程与成果的

层级式评价[23]。同样在语文学科上，另一位研究者构建基于大概念的项目式教学设计，提出用大概念代

替项目推动整个教学而且教师要充分利用教材并对其进行二次开发[24]。有学者利用阶梯式上升的学习任

务促进学生思维发展并在各学习任务中回顾所学过的相关知识[25]。还有研究者构建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

学融合的英语项目式学习设计，提出教学设计四阶段：明确目标进而设计项目、目标分类并拟定量规编

制、设计任务后重构资源进行排序、反思学习[26]。还有一些研究者关注中小学跨学科教学设计[27] [28]。 
少部分研究者关注高校教学设计研究。研究者认为项目式学习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能增强思

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并提出思政理论课的教学设计原则：一以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适度与不

同思想政治理论课乃至其他课程的融合，二学习的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三有规模限制与时间限制，四学生的学习成果不由教师评定而由第三方验收与评价[29]。有研究者

以国外大学课堂教学为例分析其以项目为核心、跨学科合作教学、基于设计过程的考核的教学模式[30]。 
由上述文章可知，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学科中，针对跨学科的教学设计研究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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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研究者更多关注中小学阶段，在高校教学方面的研究较少，且未深入到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每一个环

节，对项目学习过程管理缺乏研究。 

3.2.4. 关于教师的研究 
项目式学习对学生的能力发起新要求，而教师作为学生的领路人、课堂的主导者，自然也要迎接新

挑战。项目式学习关于教师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一是教师的角色与作用。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才能更有效发挥项目式学习的育人价值[31] [32]。有学

者总结教师在农村小规模学校项目式学习的作用，如将农村特有资源带入课堂、减少学生进行项目活动

的困难、实适时适度与学生学习资源等[3]。另有学者把教师的角色定义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教师要帮

助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标、选择合适的学习活动和材料并促进学生有效进行合作学习[33]。 
二是教师的发展。有研究者通过干预实验验证了协同设计对提升职前教师在线教学能力、在线教学

的自我效能感有积极影响，并提出了可以通过创新知识供给、创新互动模式与创新技术支持的设计环节

来促进教师的在线教学能力发展[34]。有研究者从提高教师项目设计的能力方面入手，提出教师必须对知

识深层次把握、对生活深刻洞察、具有对学生共情的能力并具备设计思维[16]。有学者提出教师素养的四

个维度：学习素养、设计素养、协作问题解决素养和评价与反馈素养，并提出教师培养与发展的启示：

进行项目式教师教育、循证式教师教育、混合式教师教育[35]。还有学者主张构建教师协同学习共同体来

实现教师的专业发展[36]。 
综上，目前学界对项目式学习教师的研究形成了两点共识：一是教师处于主导地位并能促进学生完

成项目式活动，二是项目式学习对教师提出新要求。但项目式学习研究的教师视角仍然关注度不够，专

门论述教师发展的文献较少，且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的讨论，实证研究较少。  

3.2.5. 评价研究 
在项目式学习研究中，评价问题一直是难点。目前国内有关项目式学习评价的研究还较少。目前项

目式学习的评价研究可以大致分为两个主题。 
主题一：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余明华等人以学生的表现型评价为理念，从确定评价内容与表现型

任务两方面来确定项目式学习评价体系及其指标[37]。另有学者从课程重构的视角出发，构建了项目建设、

驱动问题、项目评价、项目管理、项目实施五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38]。有研究者基于真实情境中的任

务提出跟踪探究历程中、在教学难点处、在学案中设置评价点，并提出跨学科意识、合理等级规划、客

观量规等原则，建立全面的、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科学评价体系[39]。还有学者从素养培育的角度出发，

围绕评什么、如何评、谁来评三个方向构建了项目式学习评价框架，其中“评什么”指项目式学习要达

到的素养目标，“如何评”指根据核心素养结构确定的评价量规，“谁来评”指教师与学生的评价角色

[40]。 
主题二：评价方法的探究。有学者依据项目式学习四大特征，设计了课堂教学表现中、跨学科融合

中、社会实践中、研究性学习中的具体表现型评价方法[41]。有学者指出表现型评价的设计关键在于情境、

活动、过程与解决问题[42]。有学者认为在项目式学习中运用表现性评价时，要注重与课程标准结合、注

重学生的真实参与、统领表现性评价的实施以及考虑评价的经济性[43]。另有研究者提出要梳理评价要素、

建立电子档案、设计手册的方式来设计发展性评价，注重评价的过程与结果[44]。还有学者从课程质量的

视角出发，提出利用云平台，从学生、教师以及课程专家对课程进行定期评估，在调整课程标准的前提

下对课程本身进行优化[45]。 
由上述文章可知，研究者从学生课堂表现、课程内容、素养导向及课堂质量等方面对项目式学习评

价进行研究，并积极构建本土化的项目式学习评价指标体系，强调方法多样、主体多元、标准合理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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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全面，但大多建立在自制问卷调查的实证基础上，较少对评价指标体系信效度进行检验。 

4. 结论与思考 

通过分析 2010~2022 年项目式学习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以期为今后的项目式学习的研究引入

一些新思路。 

4.1. 成果与不足 

4.1.1. 研究取得的成果 
从文献量来看，项目式学习发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文献总量在不断增加。从文献内容来看，涉及

项目式学习实施应用、模式建构、教学设计、教师方面、评价方面的研究，较为丰富；从文献价值来看，

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视角多元。 

4.1.2. 研究的不足之处 
一是研究分布不均衡。主要体现四方面：一是研究内容上，总体来看，主要集中在项目式学习实施

应用、模式和教学设计研究，在教师发展与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集中在单一学科中，对跨学科关注较

少；集中在中小学阶段，对高校关注少；集中在城市一般学校中，对职业学校、特殊学校、农村学校的

关注相对匮乏；二是研究主体上，高校与科研单位占主要部分，中小学一线教师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

三是研究方法上，主要为质化研究，量化研究相对匮乏。以往研究文献主要为主观思辨与经验总结类型，

采用定量研究的文献占比较少，研究的可信度不高。 
二是同质化现象严重。主要体现在研究内容与研究视角上。大部分研究对我国项目式学习应用中所

面临的实际情况缺乏深入全面的理解和分析。如在关于项目式学习实施应用策略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要

么以教师主导的教学过程作为视角，要么以学生的学习视角进行研究，大多数研究视角相似，导致研究

内容和研究结果重复较高。 

4.2. 思考与建议 

首先，项目式学习成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热点，增加对研究的反思。自 2010 年以来，中国学者

就项目式学习问题展开了持续深入的讨论，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着重分析了项目式学习的实施应用，探

索了项目式学习的课程模式与教学设计，分析了项目式学习对教师的挑战，并就项目式学习的评价方式

进行了探讨。但大多数学者一味追求创新，缺少对既往研究成果的反思性思考，从而产生大量的重复性

研究并造成了资源浪费。 
其次，研究分布较为集中，增加研究的均衡性。可以从三方面入手：一是研究主体上，教师在项目

式学习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项目式学习相关理论探讨要落于实践都需要通过教师来转换。因此，一方

面要鼓励研究者、专业研究人员与一线教师交流合作，促进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有机结合另一方面要

增强一线教师研究意识，促进教师的发展；二是研究方法上，重视量化研究，研究者要深入课堂教学中

进行调查研究，采集相关数据，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结果的可信度。三是研究视角上，以往学者关于项

目式学习的研究主要是基于教育学视角，且更关注学科内的项目式学习，这样雷同的概率很高。后续研

究可以多从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学的角度出发，讨论在不同的或整合的学科、不同地区或类型的学校

中项目式学习的适切性与可能性。 
最后，研究的深度不够，增加微观层面的研究。经过文献分析，笔者发现以往研究大多同时涉及到

教学设计、实施应用、教师、评价等方面，而对其中某一方面甚至某一个点进行专门论述的文章甚少，

如对项目式学习模式构建与教学设计方面的研究未深入到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每一个环节，对项目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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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管理也缺乏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微观层面研究匮乏已经制约项目式学习继续研究的深度，这也

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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