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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普通高中德语课程标准》中指出学习能力是高中学生通过德语课程学习形成的关键能力。通过在德语

课程中实施项目教学的研究发现，学生在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三个方面得到不

同维度促进。同时，学生和教师在项目教学过程中遇到诸多挑战，主要表现在以成果为导向、团队合作、

跨学科知识积累、项目教学的可持续性等方面。因此，教师可调整评价体系，在课堂中注重对学生学习

能力训练的培养，促进跨学科合作教学以及探索适合学生的校本项目教学素材。 
 
关键词 

学生能力，外语教学，项目教学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Focusing  
on Students’ Ability 
—Taking German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as an Example 

Yun Wang 
Shanghai Cao Yang No.2 High School, Shanghai 
 
Received: Mar. 6th, 2023; accepted: Apr. 6th, 2023; published: Apr. 19th, 2023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German Curriculum Standard for Senior High School, learning ability is the 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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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ility that se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form through learning German.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in German courses, it is found that students have 
been promoted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in terms of autonomous learning ability, team cooperation 
ability and lifelong learning awareness. At the same time, students and teachers encounter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teaching, mainly in the aspects of results-oriented, teamwork, 
interdisciplinary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project teaching. Therefore, 
teachers can adjust the evaluation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ining of students’ learning abili-
ty on the normal courses,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ve teaching and explore school-based 
project teaching materials suitable for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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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学德语学科中对于学生能力的要求 

2018 年 1 月《普通高中德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下文简称《课标》)正式颁布，其中指出德语学

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1]。它是学生通过德语课程学

习逐步习得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以及逐渐形成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其中，学习能力的要求可归纳

为以下三点： 
1) 自主学习能力：学生能主动规划、调整和控制自己的学习过程，掌握恰当有效的学习方法，获取

信息并判断信息的价值。学生能自主选择学习内容，掌握自我调节的学习策略。学生应具有明确的学习

目标和积极的学习态度，能利用多种学习资源进行学习，主动进行自我评价和自我调控。 
2) 团队合作能力：学生具备协同合作、互评互鉴的意识和能力，具体指学习策略、学习态度和团队

合作。善于在团队中学习和创新，能较妥当地安排任务和落实分工。 
3) 终身学习的意识：学生具有自我驱动的学习动机，学生善于迁移、转化在德语学习过程中获得的

学习能力，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形成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 
《课标》中对于学生学习能力的要求是对现有学习和教学方式提出的挑战，课堂不再是以教师为中

心，摒弃传统的老师教，学生学的教学模式，而更强调学生对于学习方法的思考，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

性，把控学习的过程。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打破了传统的单人学习模式，提倡在团队中进行相互学习，

不仅给学生提供了真实的语言输出环境，在团队中发挥个人所长，集思广益，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社交

能力，找到自己的定位。终身学习的意识也是学习型社会对于青少年提出的要求，学会自主学习，是学

生进行终身学习的必备前提。只有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够使其最终具备终身学习

的能力。可以看出，这三种能力是相辅相成，层层递进的。 

2. 项目教学与学生能力 

项目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在教师或同伴的引导下通过一系列的个人及合作任务解决现实问题、

习得知识与技能。同时，项目教学以持续一段时间的小组活动为主，最终产出项目结果、展示或表演等[2]。 
近几年，国内外学者均在项目教学中看到了其对于学生能力的促进作用。梅德明、王蔷 2017 版的《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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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作为是一种高效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中让学生围绕某个主题，进行自主探

究。整个过程学生应该进行自主学习，找寻分析整合信息，迁移并将信息进行融合，小组讨论与合作以

促进学生学习[3]。Melovitz 认为项目教学法是让学生去研究问题，提升学生能力，使得学生对问题进行

细致分析、推测、思考和破解，让学生掌握知识能力与运动的教学方法[4]。国外研究显示项目教学效果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真实的语言体验环境；激发强烈的学习动机；强化语言技巧；提高小组

合作、协作技巧；扩充知识内容；增强自信、自尊、改善对语言学习的态度；增强学习的自主性、独立

性；提高做出决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与批判性思维的能力[5]。此外，基于项目的合作学习方式被认

为是后摄自主学习框架下的小组学习模式[6]。 
2022 年 4 月，中国教育部关于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发布会上，课程教材研究所所长张

国华表示，各课程标准以核心素养为纲呈现课程目标，以主题、项目或活动组织课程内容，强化学科实

践和跨学科实践，驱动教学内容与方式的深层变革。其中，以主题、项目或活动组织课程内容，已经成

为一种常态化要求。项目教学过程中，对于学生能力的促进、团队合作的开展模式、针对语言综合运用

能力的提高均符合《课标》中对于学生学科核心素养中“学习能力”的要求。近年来，对于项目学习的

研究主要集中在学习者语言的发展和跨学科知识的积累，而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和学习能力恰恰是

语言学习中隐藏的重要方面。 
本研究将探索在中学德语教学中如何通过项目教学发展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提高其语言水平的基础

上促进“语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3. 中学德语学科项目中的学生能力培养 

笔者所在的学校提供高中阶段的德语课程，学生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这门第二外语，课时为每周十节，

学生在三年内通过课程学习达到欧洲语言标准 B1 水平。通过语言证书考试，申请赴德留学。在教学过程

中，学生除了提高德语听说读写能力，了解德国的社会文化国情，还需要在学习方法和学习能力上为赴

海外留学做好准备。德国大学注重学生的自主学习，教授上完大课后几乎很少和学生进行接触，很多情

况下需要学生自主发现学习的难点和重点，通过查阅文献资料等形式进行补充学习。另外，大学里经常

要完成项目类作业，学生组成不同的小组，自主研究教师布置的主题任务，在学期中或者学期末进行项

目汇报。这对于中国学生除了语言沟通上的困难点外，在如何自主学习以及完成团队项目等能力方面是

较大的考验。 
为了提前做好赴德留学的准备，笔者所在的德语教研组从培养学生德语学科核心素养出发，设计了

德语学科项目。项目意在激发学生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各种真实话语活动的积极性，使他们在运用德语

语言知识与技能搜集材料、进行跨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自主地寻找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3.1. 中学德语学科项目教学案例 

根据教师和学生的参与程度，项目教学分为结构型项目(项目的主题、材料、方法和成果展示等由教

师确定)、半结构型项目(项目的主题、材料、方法和成果展示等由教师和学生共同确定)和非结构型项目(项
目的主题、材料、方法和成果展示主要由学生确定) [7]。依据项目自身的复杂程度和师生在学科项目学

习中的参与程度，本着由简单到复杂和由教师控制到学生自主的原则，笔者参考中学德语教材《快乐德

语》课程的教学内容设计了结构型项目和半结构型项目。而非结构型项目对学生的要求和课时量要求过

高，在高中阶段的语言学习阶段不做要求。 
1) 结构型项目的教学案例 
结构型项目的教学是由教师确定依托项目的学习的目标、主题、内容、研究方法和项目成果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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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参考资料[8]。针对《快乐德语》A1.2 中的第 13 单元“城市”的主题笔者设计了学科项目活

动：城市新发现。项目旨在帮助学生巩固复习单元主题词汇和句型，加强对所在城市的了解，增加对家

乡的热爱。项目参与学生为笔者学校高一 15 名学生(语言水平为 A1)。学生选择《心爱之地》《异国文化

的足迹》《城市律动》《网红打卡点》中的一个主题，利用一周的时间完成关于所选主题的书面以及口

语报告。教师根据不同的主题设计了相应的任务清单，提出了学生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

个方面：(1) 地点的介绍(外观、历史、活动等)，(2) 地点选择的原因/参观的感受，(3) 路线的绘制，(4) 路
线的描述。教师提供了学生查阅资料的文献和互联网支持，同时学生在准备报告时可以随时向教师请求

语言上的帮助。教师在项目实施之前，为学生提供了项目自评和互评表，让他们了解项目作品的评价标

准。 
2) 半结构型项目的教学案例 
半结构型项目的教学是由老师和学生共同确定项目的主题、材料、方法和成果展示[8]。针对《快乐

德语》B1 中的第 7 单元“饮食”的主题笔者和所在学校学生以及德国友好学校奥登堡职业学校的师生共

同参与设计了主题为“中德饮食文化多样性”的语言文化交流项目。项目旨在通过对饮食主题的讨论，

巩固和复习单元主题词汇和句型，了解本国和他国的饮食文化，摒弃文化偏见，同时进一步加强中德青

少年间的友好交流。项目活动时间为半年，交流平台为网络视频会议。25 名中方高三学生(语言水平为

B1)及 18 名德方十三年级的学生参与了活动，他们交流了各自对于对方国家饮食文化的了解和疑问，并

提出了相应的问题。中方学生针对德国学生提出的问题，和老师一同确定每个小组用文字和 AI 视频的方

式解开对方的困惑。两国学生在观看了对方的视频作品之后，进行了互相评价，并完成了视频制作团队

事前设置的有关视频内容的问题。 

3.2. 学生学习能力的促进 

在设计结构型项目和半结构型项目教学中，包括项目选定、计划制作、活动探究、作品制作、成果

交流、活动评价六个阶段[5]，主要由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进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对于学生学习能

力促进的具体表现如图 1。 
 

 
Figure 1. Learning performance in the teaching phase of the project 
图 1. 项目教学阶段中的学习能力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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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开展的每个流程和环节中提供给了学生锻炼自己学习能力的机会，学生在项目实践过程中

每次面对问题和讨论解决方法时，既是对自己行为的规划和反思，也是在小组中头脑风暴，互相说服的

过程。同时学生的行为表现、对于项目推进的态度以及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在项目学习活动中得到了不

同的体现(见表 1)。 
 

Table 1. The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learning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the project 
表 1. 学习能力在项目教学过程中的具体表现 

学习能力表现： 项目教学过程表现： 

1. 自主学习能力 

A. 学生主动规划、调整和控制自己的项目执行的过程 
B. 规划时间安排 
C. 确定选择介绍的内容 
D. 选择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网络、书籍、实地走访，甄别信息的价值 
E. 积极推进项目执行的态度 
F. 选择项目汇报内容及形式 
G. 撰写外语报告，选择正确的语言并纠错 
H. 口语演讲报告的练习和准备 
I. 从同伴合作及其他团队汇报中学习 
J. 能进行自我评估和同伴评估 

2. 团队合作能力 

A. 活动中提出问题、互相商量、说服、妥协和论证项目执行计划 
B. 在发挥各队员长处的原则下安排任务、落实分工 
C. 营造良好的团队活动氛围，积极推进项目执行 
D. 关注不同成员的工作进度、状态、情感等 
E. 在语言上互相帮助和纠错 
F. 从同伴合作及其他团队汇报中学习 
G. 能进行同伴评估 

3. 终身学习的意识 

A. 发现问题，激发学习意识和实施项目的动机 
B. 找到跨学科知识内容，迁移知识或者自主学习 
C. 总结项目过程中的方法和策略，反思问题，并进行学习方法的调整 
D. 激发对主题深入学习的意识 

 
越开放的项目设计，教师给学生搭建的“脚手架”越少，对于学生的学习能力要求越高，促进力度

越强。在语境中激发学生思考解决相关问题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和内容知识，并付诸行动，激发学生有意

识地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可能是一些书上没有学习过的单词或者是课堂中没有涉及的跨学科的知识点等。

以前学生主要学习课本内容，而依托项目的学习使他们走出课本，利用图书馆、互联网的相关数字资源

库查阅所需信息，有时为了完成项目课题，需要自己收集语料、实地调查，收集相关数据。在与母语学

生交流的项目活动中，又多了一种信息获得的方式，即直接从母语者这里获取当地人更真实的信息，并

且增加了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机会，也促进了学生思考如何构思语言，主动进行交流的方法。面对收集的

信息和内容，中学生们是比较迷茫的，看不出重点，而且产出的文字中思路比较狭窄。指导教师给学生

提供了相关的文献，在老师的指导下学生能多方面地思考问题，完成项目任务。因此，学生在做项目的

时候通过对实际问题解决的思考，很好地开发了他们的学习能力。这种“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汇

报解决方案——反思”的模式对于学生也是需要在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中掌握并不断实践的思维方式。 

3.3. 中学德语学科项目教学中学生能力表现现状 

根据在高中阶段实施的结构型项目和半结构型项目的教学案例，笔者对于参与学生以及老师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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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及个别采访，收集了师生对于项目教学活动整个实施过程的评价。师生对于德语项目型学习抱有积

极的看法，认为是在课堂传统学习模式之外，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学习方式。两个学习案例中学生对于能

够在校外进行学习项目尝试的方式，都感到很新颖，并且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高一学生在完成

“城市”为主题的学科项目活动中，根据小组选择的主题和教师提供的任务清单进行项目实践活动。小

组最后完成的汇报基本达到了项目的要求。高三学生参加的中德饮食文化多样性的项目活动则更加开放，

学生和教师共同确定主题的内容、材料和成果展示形式。每个小组最后呈现了一份维基百科论文和一段

用 360 度相机拍摄的视频，较好地完成了这次交流项目。项目成果的有效完成也反映出学生较好的学习

能力。学生对照表 1 中提到的实施项目学习不同阶段中促进的学习能力基本持肯定态度，但在个别层面

还是存在问题，这也给师生在之后的项目教学中提出了更多的要求： 
1) 重视项目结果，缺乏过程跟踪 
在以上两个项目教学实践中，教师在项目实施之前和学生详细介绍了项目的流程和步骤，学生即开

始了项目的实施。在项目交稿时，教师组织学生进行汇报工作。期间，教师较少参与学生项目学习的开

展。虽然在访谈中学生提到能够按照教师要求的流程完成项目实施，并通过小组互相之间的帮助解决过

程中遇到的困难。但教师如果对于过程更加关注的话，可能会有更多能够促进学生能力的关键点。由于

学生和教师在传统教学中习惯于关注学习的结果，因此项目的成果成为最后被特别重视的部分。而以结

果为导向出发的项目实施则呈现出缺乏学生能力促进的过程。 
2) 评价方式较单一，流于表面 
学生习惯于教师对于自己的学习成果进行打分或者评价，但在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时则会出现不够

客观或者流于表面的现象。在“城市”为主题的学科项目活动中，教师为学生设计了自评和他评的量表，

从地图、地点介绍、路线规划三个方面的内容以及语法和词汇两个方面的语言点进行评价。除了进行打

分，学生还需要用德语语言来描述项目完成度高的和不足的方面。85%的学生认可这种评价方式，77%
的学生认为通过评价能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可以改进。同伴之间的学习和互评可以打破“学生学，教师评”

的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更有效地促进学生改变学习策略。“饮食”为主题的学科项目活动评价

部分设计为学生可用 AI 眼镜观看其他组的视频作品，大部分学生由于技术的问题，并没来得及尝试观看

和评价其他组的作品。而项目计划中的与德国同学互评交流的环节也是比较仓促地结束了，两国学生并

没有进行很多的交流。因此，在项目结果生成之余，做好最后阶段的评价工作能避免项目“虎头蛇尾”

的问题。 
3) 团队合作主要体现个人实力，小组分工不均衡 
团队合作能让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互相帮助和带动，但另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团队中能力较强的

学生会承担更多的责任。访谈中学生指出团队的队长和队员商量项目的分工，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督促队

员完成自己的工作，特别是对于个别有拖延症的同学有很大的帮助。队长也会调整队员们生成的作品部

分，例如整体修改文章，提出过程中的问题等。除此以外，队长体现出学习能力较强，能提出有创意的

建议，例如“饮食”主题的项目活动中 S 同学在小组需要解决“中国人是否能饮用奶制品”这个问题时，

提出可以去参观奶制品博物馆的建议。同时也表现出主动学习新技能的能力，在拍摄视频时，学生需要

用一种新的拍摄设备：360 度摄像机，H 同学在网上搜索并自行学习使用该相机的方法以及编辑该相机

拍摄出来视频的特殊软件，从而完成了能用 AI 眼镜观看的视频成果。J 同学则收集了小组成员在完成德

语论文时碰到的语言上的问题，主动联系老师询问，并在得到答复后分享给小组成员。但是，个别小组

中队长和队员们并没有很好地合作，工作拖延到最后时刻完成，没有足够的时间对项目课题进行深入探

究，没有提前研究设备的使用，遇到的问题没能及时解决，或者出现有意规避问题的情况，导致项目成

果没有达到要求，内容也缺乏思考和新意。在整个过程中，个别学生的能力并没有得到促进，只是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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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完成了任务。因此，怎样发挥每个成员的作用，让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在自己的基础上得到提高，也

是教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4) 学生跨学科迁移能力有限 
由于项目学习中除了语言的运用，也牵扯到较多跨学科的知识。例如“城市”主题项目中涉及地理、

历史、艺术等学科知识；“饮食”主题项目中涉及文学、历史、跨文化等领域；拍摄制作视频、绘制海

报等则对于学生的信息技术、摄影技术、绘画技术提出了一定的要求。项目学习中对于跨学科综合能力

的促进正是符合培养多维度人才的要求，有些同学在访谈中也提到项目课题的开展也反向促进了他们对

于相关学科的关注和提高。J 同学在制作关于中国传统文化节日端午节的饮食主题中，联想到了语文学科

中学习的《屈原列传》和《离骚》。同时，项目学习中的知识面覆盖之广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作为语言教师也在不断地信息查询中给学生提供材料帮助以及项目成果的修改及建议。但是，也会碰到

语言教师无法或者较少能给予帮助的情况。在“饮食”交流项目中，部分学生在使用 360 度影像拍摄相

机以及后期处理视频时有困难，但教师也无法提供专业支持，2 组同学利用网络资源查找使用的方法，2
组同学向其他组寻求帮助，也成功地拍摄出了 3D 效果的视频，而剩下的 4 组在尝试过后放弃。“城市”

项目中 46%的学生认为绘制地图有困难。 

3.4. 反思及策略 

根据上文提到的师生在项目教学过程中所碰到的挑战，教师应在每次项目教学实践之余反思教学的

过程，从教学目标出发，关注学生的学习能力的培养。过程中教师可关注和实施以下几点措施： 
1) 师生完成项目实施的学习日志，记录实施过程中学生能力的成长。教师也能更好地关注每个学生

的成长，做好跟踪记录和表现性评价反馈，反思项目计划，调整和修改项目策略。对于学习能力不足的

学生进行过程中的干预，及时了解学生在项目学习中的问题，督促参与度不高的同学更多地投入项目学

习中。项目教学的过程实质是教师与学生的双主体互动。 
2) 教师在实施项目教学之前，对于学生能力上可能达不到的点进行预判，在平时的课堂学习中或者

项目实施之前进行铺垫和准备。例如加强小组活动、训练学生自评和互评等方式。项目教学对于分层教

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教师可关注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在活动开展中的表现，提供不同程度的帮助以

及评价指标。 
3) 在设计项目时，教师们也应考虑到学生在跨学科知识迁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提前准备相应的

辅助材料，在关键的时候提供帮助。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能够和相关学科的教师一起合作完成综合学

科项目。项目的设计应与学生的实际能力和情况相符，否则将会事倍功半。 
4) 师生共同思考项目学习的可持续性发展。经典的学科项目在多次的行动研究中形成固定的实践模

式，结合学科课程中的大单元主题和语言知识，教师可以安排好项目实施的契机以及评价方式，收集历

届学生在项目中的成果以及感想，编制成校本教学素材，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和推广性。 

4. 结语 

在当今信息爆炸和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如果在课堂中只是教授学生学科知识，已经满足不了

教学的要求。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着力培养学生未来独

立学习所需的技巧和能力[9]，特别是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团队合作能力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应成为外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内容。学习者由于习惯了已有的教育模式会产生回避、退缩或

质疑态度，教师可借助项目教学手段帮助学生不断突破自我、挑战内在和外在局限。在外语项目教学中

关注学生能力的培养，不仅是一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学模式，也是为学生适应终身学习型社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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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能力与素养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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