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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2年出台的新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关于课程标准的首要改变就是强

化育人标准，突出学生核心素养和关键能力的培养。不同于中国传统的教育模式，作为一种动态学习模

式的项目式学习目前在国内被广泛应用于各学科、各领域。文章基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在数据库中运用

“项目式学习”检索词检索后，以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等不同学科进行统计，分

析项目式学习在各学科的应用情况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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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edition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Scheme and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published in 2022, the first change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is to strengthen the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highlight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literacy and key abilitie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 in China, project-based learning, as a dynamic learning model,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disciplines and field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base of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this paper uses the term “project-based learning” to searc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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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atabase, and makes statistics on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as preschool education, primary 
education, secondary education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analyzes the application and degree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various discip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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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念概述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动态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教师通过支持、建议和指导为学生提供

一些关键素材构建一个环境，学生通过分组在此环境里主动探索，经过自己的思考和推理解决一个开放

式的问题来学习。项目式学习的过程是培养学生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要通过和本

组队员合作弄清楚已经知道的、需要知道的、从哪里知道以及如何获得新的有助于解决问题的信息，所

以它培养的是学生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如何获取知识、如何计划项目以及控制项目的实施、

如何加强小组的沟通和合作等方面的技巧和能力。 
关于项目式学习的概念，国外学者 Harmer 和 Stokes 认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

方法，它促使学生在教师的有限指导下，在协作小组中解决实际问题，以获得高阶思维技能”[1]；Dolmans
等人认为“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创新的、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方法，能够增强学生的跨学科知识、协作、

解决问题的能力、沟通、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2]。国内很多对项目式学习有研究的学者和教育者对

此也给与了相关的定义，李志河等认为项目式学习就是“学习者针对某个具体感兴趣的学习项目，最优

化的合理利用学习资源来解决项目的相关问题，在学习过程中，从解决问题中获得较为完整而具体的知

识，形成专门技能并获得发展性的学习”[3]。 

2. 学科文献分析 

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 累计整合国内外期刊文献总量达 2 亿多篇、在全球 53
个国家和地区拥有 2.7 万多个机构用户、1.2 亿个人用户，年下载量 23.3 亿篇次等，已成为最大的中文数

据库服务商[4]。中国知网目前收录 7556 种各类期刊，其核心期刊、重要评价性数据库来源期刊收全率达

到 99% [5]，它的权威性得到国内大部分学者的认可，确保了笔者研究的可靠性，所以笔者选取 CNKI 作
为研究数据的来源。 

依据“项目式学习”主题检索的方式，通过精确检索，截止 2023 年 5 月，中国知网总库已收录相关

文献共 2459 篇，笔者按学科分类进行统计分析，旨在研究“项目式学习”在高校思政课课程中的应用程

度，希望从中探索出一个能够改善目前高校大学生学习思政课效率不高、上课成效不好的学习方法，所

以该研究从中选取学前教育 29 篇、初等教育 657 篇、中等教育 1438 篇和高等教育 73 篇进行分析研究。 

2.1. 学前教育 

学前教育的 29 篇文献，此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 幼儿能力培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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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铮的《“项目式学习”在自主探究活动中的运用——以大班自主探究活动“花生米变形记”为

例》，该文献通过教师带领幼儿在不同的环境中种植花生，观察花生的生长变化，得出花生生长的必要

环境条件，以及收获后把生花生做成熟“糖衣花生”的过程，使幼儿进行自主探究，在真实情境中发现

问题、解决问题。这种学习方式“是一种以幼儿兴趣为基点、以主动学习为主要方式、以培养促进幼儿

探究能力为目的的活动”[6]。庄敏的《依托项目式学习培养幼儿学习品质——以中班“小金鱼之家”项

目为例》，通过“结合幼儿园开展的‘趣玩乐行’项目式学习实践活动，以‘小金鱼之家’的搭建为载

体，以为小金鱼营造更好的生存环境为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探究行动”[7]，旨在培养幼儿自主探究、形成

新知识框架、通过实践解决问题的能力。郑晓双、汪洁萍的《项目式学习对 5~6 岁幼儿问题解决能力影

响的实验研究》以问题为核心，将幼儿进行分组，通过设计与实施三轮项目式学习活动进行教育培养研

究实验。结果表明，项目式学习能够有效促进 5~6 岁幼儿问题解决能力的发展[8]。还有臧晓国的《浅谈

如何开展幼儿园 PBL 项目式学习——和幼儿一起探究“牙齿二三事”》[9]，杨露的《基于 STEM 理念的

项目式学习活动培养 5~6 岁幼儿创造力的行动研究》[10]和周家欣的《项目式活动提升 3~6 岁幼儿同伴

交往能力的教育实验研究》[11]都是关于幼儿能力的研究文献。 
学前教育注重孩子动手动脑能力的培养，以上“项目式学习”研究采取了以“学习项目”为中心，

遴选出有学习价值的内容，通过问题驱动、广泛合作、深入探究等，促使幼儿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

的学习方式，提高了幼儿的个体创造力、思考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合作能力。 
(2) 教师能力篇 
王悦同、姚蕾的《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幼儿教师体育教育能力培训模式研究》一文，针对目前幼儿教

师培训存在形式单一、有效性低，幼儿教师对培训内容不满意，对幼儿体育教育进行的相关培训力度不

足等问题，探讨了利用项目式学习这样一种教育方式和思维方式，在幼儿教育培训中可使讲授者变为引

导者、学习者变为积极的探索者，可有效提高参与培训教师的自主思考、自主探究的能力[12]。邱雪华的

《从“知识的传授者”到“知识的共创者”——幼儿园课程改革中的教师角色转变》，介绍了深圳市第

三幼儿园从 2011 年至今经历了从综合性主题活动到项目教学，再到项目式学习三个阶段的课程变革。通

过课程改革，利用项目式学习在授课过程中的体现，使教师的角色由“知识的传授者”到“知识的共创

者”发生了转变[13]，这种转变正是新时代教育的一种创新。 
(3) 家园共育篇 
2019 年年底疫情的突如其来，居家防疫政策让原有的家园共育的模式发生了改变，借助家庭项目式

学习推进家园共育的实践路径和过程指导策略，论证项目式学习不仅可以提高幼儿家长的家庭教育能力，

而且能够促进幼儿探索能力、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发展、进一步推进了家园联动。张菁、张潇月在《基

于家庭项目式学习的探索实践》一文中指出，“家庭项目式学习，即在家庭中开展的，以幼儿为主、家

长为辅，结成学习共同体，通过亲子合作的方式进行一系列逐步深入、逐层递进的探究活动。家庭项目

式学习让家长将关注点放在了幼儿的兴趣与需要上，在亲子合作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优化亲子关系、提

高亲子互动质量。教师恰如其分的支持既推动了项目的顺利开展，也丰富了家长的育儿策略，提升了家

长的育儿信心，增强了家园之间的信任与支持，为后续家园工作的顺利高效开展创造了条件。”[14]疫情

期间衍生出来的“家庭项目式学习”为家园共育、家园合作的模式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家园共育的“项目式学习”，是时代赋予的每个教师的责任。教师通过指导家长开展“家庭项目式

学习”，不仅使教师对“项目式学习”的整体操作流程更熟悉、有更深入的体会，而且能运用专业知识

解读幼儿在学习和生活过程中表现出的行为，在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提升了专业素养和水

平。 
总的来说，“项目式学习”在幼儿教育过程中已广泛应用，主要的方式也是通过实践、教师设置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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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引导、参与式行动探究等，最后幼儿根据实践过程得出结论，使其在快乐中学习，锻炼了动手、

动脑的能力。在幼儿学习的过程中，幼儿教师作为引导者的专业能力和水平也因此得到锻炼和提高。 

2.2. 初等教育 

纵览初等教育的 657 篇研究成果发现，这些成果基本上以学科分类进行研究，比如小学数学、小学

语文、小学信息技术、小学科学、小学英语、小学美术等，其中小学语文还包括了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除了以上分类，还有教学实践活动等项目研究。 
(1) 小学数学 
林素娟在《项目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一文中，“首先阐述了项目式学习的内涵，然后

论述了项目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意义，接着分析了项目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原则，

最后提出了项目式学习在小学数学教学中应用的措施，包括情境导入，明确项目任务；收集资料，设计

项目探究方案；小组合作，践行项目学习任务；总结评价，深化项目学习认识”[15]。陈芳的《小学数学

项目式学习的类型研究》通过结合教学实践谈了小学数学的探索式项目式学习、调查式项目学习和统计

式项目学习三种类型，借此说明“在小学阶段开展数学项目式学习是数学学科与实际生活结合的必然选

择，既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又有利于改变学生被动学习的状态，使学生在完成项目活动的过程中培养

善于思考、深入探究的习惯，促进关键能力的发展，培养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16]还有张亚莲的《浅

谈新课标背景下的小学数学项目式研究》[17]、徐媛媛的《小学数学项目式学习的实践与探索》[18]等 46
篇研究成果对此做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 

(2) 小学语文 
王荷琴在《语文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路径设计——以小学三年级语文教材上册第六单元为例》一文用

具体的教学内容为例，“通过创设真实而富有意义的情境和任务群，构建系统性的学习任务和具体项目，

引导学生大胆提出问题与假设，主动探究、协作学习，借助不同的工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19]，在小学

语文的教学活动中采用项目式学习，是用智力活动结合素养培养活动、全面发展人的身心的教育过程，

培养了学生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和语文核心素养。王璐璐的《项目式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

用思考》一文中指出，“将项目式学习融入小学语文教学，不仅推动教学优化改革工作的落实，还能有

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与效果。”[20]该研究成果就针对项目式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工作中的运用流程和运

用策略进行探究，并在探究过程中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措施。李春梅的《项目式学习下的小学语文教学研

究》[21]、王俊的《试论基于整体单元的小学语文项目式学习应用策略》[22]等研究成果表明项目式学习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不仅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语文课堂教学质量，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学科核

心素养等。 
当前语文教学课程改革已进入逐步深化的阶段，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较多

学者也关注起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方式的改进和提高，比如蒋盛雨的《项目式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

的应用研究》[23]、陈方园的《项目式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24]等研究成果表明阅读能促

使学生深度学习过程，项目式学习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应用，是“提高小学语文阅读教学效率、激发学

生阅读兴趣、强化学生合作学习能力、增强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25] 
(3) 其他科目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出台后，项目式学习方法被引入小学各科目教学中，新的学习方法的广泛推广，

旨在促使小学生的核心素养的形成。 
解自忠《项目式学习：基于真实情境的小学劳动实践》的研究中“以项目式学习推动学校劳动教育

的落地，在实施中通过激发兴趣，明确任务；架构目标，明确价值；提炼主题，明确路径；形成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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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支持四个环节层层推进，让儿童获得真实的劳动体认，实现劳动育人。同时，重视培养学生劳动习

惯，推进种植项目，开展主题活动，让劳动教育获得新的突破。”[26]王康在《指向核心素养的小学科学

项目式学习》一文中，“以教科版小学科学三年级下册‘动物的一生’为例，阐述项目式学习在小学科

学教学中的实践，为新课标的落实和学科育人价值的发挥提供新的思路。”[27]张荣利在他的文章《项目

式学习，让小学信息技术课堂自主高效》中，通过对项目式教学在小学信息技术课堂当中的价值和应用

策略的实践分析，表明项目式教学是一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新课程改革为信息技术课程的改革指明了

方向，在新课改之后，多样化的教学方式和高效率的教学策略对信息技术的教学实践发展起到了极大的

推进作用，而项目式学习就是其中拥有着良好操作性和自由性的一种高效教学方式。”[28]吴丽娟的《谈

小学音乐教学中的项目式学习》一文，“提出了基于项目学习的小学音乐教学应根据学科素养目标，确

定项目主题和内容；遵守课程设置时限，安排项目学习课时；强调开放性学习，设计驱动性问题；重视

体验、注重表达、鼓励创造；导向学习目标的评价方式和方法的教学策略，全面提升学生的音乐素养。”[29]
陆燕在《基于学用一体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以译林版六年级上册 Unit 4 Chinese New Year 为例》

一文中，“尝试从教学实际出发，结合案例探索小学英语教学实施项目式学习的有效策略，帮助学生培

养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英语运用能力，发展英语综合素养。”[30]魏蕾以“桥”的教学为例，在她的文章

《架起一座通往心灵的“桥”——美术项目式学习课堂教学探索》中，“从驱动认知、引导了解、评价

体验、单元实践、反思、体验五方面展开论述，对美术项目或学习的课堂教学进行深入探索。”[31] 

总之，义务教育新课改后，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方法被广大教师熟知和应用在实际教学中，并取得了

较好的实践效果。 

2.3. 中等教育 

中等教育研究文献共 1438 篇，由此可见，项目式学习在中学教育中的应用和实践也得到了广泛而深

刻的研究。在此分为初级中学教育和高级中学教育两个阶段。 
(1) 初级中学教育 
“开展项目式学习需要师生合作寻找合适的项目，在项目开展过程中，教师要综合运用教学经验与

专业能力，适时引导学生学习相关知识、掌握有关技能、提升核心素养与能力。”朱友林在《基于“导

学·实验·创新”项目式学习指导策略的实践研究——以“开发低成本实验深度探究阿基米德原理”为

例》一文中，实现为全面提升初中学生的物理学科核心素养、引导学生实现“创新”的目的，提出采用

“导学·实验·创新”项目式学习的经验模式，实验探究作为基础，以“导学”策略为桥梁，通过教师

有效的“导学”，让学生经历项目式学习的完整过程，从而使研究目的得到有效实现[32]。陈雪林在《初

中数学“综合与实践”项目式学习》中，根据初中数学新课程标准关于“综合与实践”的具体目标，对

“初中数学‘综合与实践’项目式学习方案进行了再设计，希望学生通过对互联网时代热点问题的项目

化学习，能够实现课程目标与核心素养的融合。”该文通过对案例实践、分析研究，得出经过项目式学

习“可以培养学生强烈的思维创造力，团队的合作协调力和团队领导力，动手操作的基本能力，计划制

定和高效执行具体项目工作的能力。”[33]对项目内容的合理选择也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更深入地面对和解

决很多现实生活环境中碰到的问题。梁雨明在《初中英语项目式模式下学生学习动机变化趋势研究》一

文中，从“学生学习动机变化的角度，分析在项目式学习模式下学生学习动机的变化趋势，借助新事物、

新方法、新模式的应用，给予学生耳目一新的体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让学生尽情参与到项

目式学习中，达到寓教于乐的教学效果，以期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和素养，让学生获得更全面的发

展。”[34]林双双的《初中信息技术教学中的项目式学习》[35]、陈龙生的《项目式学习在初中地理教学

中的应用实践研究》[36]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项目式学习的学习方法和教学方式已广泛应用于初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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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各学科。 
(2) 高级中学教育 
“教师讲、学生听”的教学模式已不适应时代发展潮流，“在大概念视域下，以学习为中心，用项

目组织单元学习，可以将碎片化的知识组织起来，将枯燥的知识情境化、生活化、现场化，激发深度学

习的教与学，让核心素养真正在学生身上发生，内化为学生成长的持续性动力。”张雪在《大概念视域

下基于项目式学习的高中语文单元教学设计——以部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第七单元为例》中，将项目

式学习引入高中语文单元教学，基于构建项目式学习的单元教学模式，旨在进行促进学生核心素质和综

合能力的发展研究。[37]随着高中新课标的深入发展和产生的影响，构建以生为本的能动性学习课堂也是

当下高中各科教学的根本任务。对此，就如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创新融合项目式学习模式，崔海青在《高

中物理项目式学习实践思考》一文中，通过“项目学习主题选择及确定”、“项目学习支架搭建及应用”、

“项目学习驱动问题的设计”、“项目学习团队合作的开展”和“项目学习评价体系的构建”等内容进

行深入探讨，总结出“项目式学习模式是提高物理教学质量的一种有效教学模式。”[38]周贵乐在他的学

位论文《高中化学中基于项目式学习培养学生工程思维的实践研究》中，“运用文献研究法梳理工程思

维和项目式学习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界定相关概念。在多元智能理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杜威‘做中

学’理论的指导下，分析项目式学习的环节、工程思维的要素以及两者的特征，构建培养工程思维的项

目式学习模型，并对其指导思想及评价方案进行阐释”，并“尝试构建培养工程思维的项目式学习模型，

旨在明确其构建过程及实施流程，以期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培养学生解决实际

的化学问题”[39]。 
除了以上高中课程中应用到项目式学习外，还有政治课程，比如闫云霞的《项目式学习在高中思想

政治课中的应用研究——以〈经济与社会〉为例》[40]；数学课程，朱睿的《高中数学项目式学习设计与

应用研究》[41]；计算机课程，田洋的《高中信息技术项目式学习的过程性评价设计与实践研究》[42]；
历史课程，戴昊的《项目式学习在高中历史教学中的运用研究——以〈中外历史纲要〉(上)为例》[43]；
地理课程，侯开云的《高中地理教学中项目式学习的设计研究》[44]等。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如何落实核心素养的培育成为众多教师关注的话题。”“与传统的

教学模式相比，项目式学习更加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可以通过明确的项目研究目标，激活学生的合作

探究意识，促使学生在利用多种方式完成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学科核心素养的提升。”[45]基于此，再加

上中考、高考升学压力，项目式学习也越来越多的应用到中学各科课程的学习和教学中，中学教师也越

来越关注项目式学习在教学模式中的应用和研究。 

2.4. 高等教育 

在知网已收录的 73 篇有关高等教育的项目式学习研究文献中，项目式学习也体现在被应用于高校的

各类专业教学和活动中。 
裴玉琼等人的《中药学专业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教育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的研究“借鉴

国外多所高校提出的以实验项目方式开展，以实践导向的创新创业教育和管理支持的模式，探索本院中药

学专业本科生以项目式学习为核心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发展新路径。通过与外部资源合作，联合开展大学

生创新创业模拟实验实践项目。结合中药专业特色，改变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并建立以项目为核心

的先进教学模式，促进学生创新创业技能培养。”[46]随着 2019 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线上教学

这种新的授课方式应运而生，司长代等人的《项目式学习在物理化学线上教学中的应用》就是在疫情发生

的特殊背景下，“以物理化学中的卡诺定理经典模型为例，在分析和阐述项目式学习法及其特点基础上，

进行了项目式学习法在线上教学中的实践探索。旨在促进学生深入学习，提高课堂教学效果，最终实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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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教学的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47]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模式具

有自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的显著特征，目前在国内已被广泛运用于高校教学创新与改革实践中。教学评

价是高校中评价教学成效的重要环节，有效教学评价是有效教学的关键组成部分，为此，洪霞和刘子莹的

《高校基于项目式学习教学模式的有效教学评价》“结合有效教学评价的原则，从科学设置评价理念、评

价指标、评价体系、评价方式和评价主体等方面进行梳理，并分析 PBL 教学评价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

而对高校 PBL 教学实现有效教学评价的路径进行探索。”[48]有效的教学评价方法要适合项目式学习的教

学特点和凸显项目式学习的教学理念，才能够充分发挥教学评价的导向作用。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面对国家对人才的高度需求，

高阶思维自然就成为当前高等教育的重要目标。“项目式学习作为国际公认的促进学生深度学习能力发展

的教学模式，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研究表明，项目式学习促进了学生的元认知水平和

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同时研究发现，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与其学业成就之间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即学生

的高阶思维能力越强，学生的学业成就水平越高。因此，高阶思维能力可以正向预测学生学业成就，且项

目式学习可以作为提升高校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重要教学模式。”[49] 
鉴于目前高校思政公共课是大班授课，授课成效不佳的问题，笔者作为高校思政课教师，一直致力

于探寻一种更有效的授课方式。目前在知网中搜索到的有关高校思政课“项目式学习”的研究成果只有

两项。一项是侯红霞的《论项目式学习及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的应用》，该研究回答了“国

内外所谈论的 PBL的理念和做法究竟是什么？其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领域的运用是否可行？如果

可行，这种方法在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有何优势和局限？”文章又提出“这种教学方法

用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难点在于把抽象的教学内容用操作性强的活动方式教授给学生。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项目式学习是以真实问题的探究和真实产品的开发为特征、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内容的学习

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可以使学生学会研究方法，通过亲身实践得出结论。但由于制约因素的存在，它不

能代替课堂教学，全员实施也会受到限制。”[50]另外一项成果是洪霞和刘子莹的《项目式学习黄金标准

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研究》，该文章“结合高校思政课的学科特性和标准要求，将巴克教育学院

项目式学习黄金标准联系实际并具体运用”，提出并详细论述了“项目的设计与策划”、“让项目符合

标准”、“构建文化”、“管理项目活动”、“鹰架结构助力学习”、“参与并指导学生表现”和“评

价学生学习”等七个黄金标准，认为“当前高校思政课项目式学习教学实践标准体系尚未建立，项目式

学习黄金教学实践标准是促进和完善高校思政项目式学习教学改革的关键一步”，提出“以项目式学习

的七个黄金标准践行教学实践，将有利于优化和规范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推进高校‘金课’建设，为高

校思政课建立项目式学习标准提供思路”[51]的理念。 

3. 小结  

数据显示，“项目式学习”在我国已得到广泛应用和实践，尤其是中小学校，但高校应用在学生学

习和教师教学中的广度不如中小学，在高校中的应用推广有待加强。项目式学习被广泛应用，旨在培养

学生的多项能力和核心素养。在互联网的新时代，信息对项目式学习的支持表现在学习的资源、技术、

方法等多方面，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教育行业仍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领域来实施项目式学习，尤其是

高校。这就需要广大教师把眼光转向更多利用现代化教学的手段，把学科知识进行项目式、综合性、全

方位转化，满足师生教和学的需求，建立合理的评价体系，使我国教育事业顺应时代发展，协同进步，

发挥项目式学习的最大优势，促进我国新时代教育事业更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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