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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introduces the project teaching method, and how to use it in the five-year con-
sistent higher vocational mathematics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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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项目教学法，以及在五年一贯制高职数学课堂中如何运用此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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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五年一贯制高职教育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种教育模式[1]，招收初中起点的应届毕业生，实行“3 年

中职 + 2 年高职”的人才培养模式。此教育模式招收的学生门槛较低，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学习习

惯较差，基础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困难重重，教学效率普遍较低。而且在传统的数学课堂中，教师多充

当讲授者的角色，“满堂灌”的教学手段普遍存在，这也是大多数五年一贯制学生对数学学习不感兴趣

的重要原因之一。数学学习，能够使学生具备基本的计算能力，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2]，并且在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继续教育的过程中，数学学科也会充当非常重要的角色。选

择一种适合五年一贯制高职学生的数学教学方法，提高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就显得尤为重要，在此笔

者选择项目教学法进行了应用研究。 

2. 项目教学法概念介绍 

项目教学法，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工作而进行的教学活动[3]。与传统的教学方

法不同，它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要求，是一种常用且理想的教学方法，教师将教学内容转换为项目，

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实施该项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习和掌握教学计划中的教学内容[4]。学生在教师指

导下组织、安排学习行为，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充分调动学生

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将项目教学法应用到数学课教学中，则是师生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数学项目”进行的教学活

动[5]，可以将数学知识与实践教学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挖掘学生的创造潜能，提高学生运用数学知识

解决实际数学问题的综合能力。 

3. 项目教学法在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3.1. 项目的选取原则 

在选择项目之前，教师一定要充分了解学生的数学基础，以及数学在专业课教学中的应用情况，确

保学生能接受项目，教师能完成教学内容，并为专业课教学打好基础[6]。结合五年一贯制学生的实际情

况，我们项目的选取标准是实用性、典型性、趣味性、综合性以及可行性。 
我们的研究对象的年龄大致在 16~20 周岁之间，多是追求潮流和不走寻常路的“弄潮儿”，这个年

纪的学生大多缺乏法律意识和自我判断能力，因此成为了很多校园贷款以及网络贷款的“狩猎”对象。

我们选取“巧辩校园贷款的陷阱”这个项目进行教学设计，将学生带入到实境中，学习利率、连续复利

等数学知识，学会辨别校园贷款的“猫腻”，有效避免学生被花哨的广告“忽悠”，这样既保证了学生

对数学知识的学习，也提高了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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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教学实施过程 

一、教学设计。根据我们选择的“巧辨校园贷款的陷阱”这个项目，设计了如下的情境： 
假如你是某校金融数学老师，你的学生拿着一张校园贷款传单(传单上宣传 0.99%月息)，向你咨询贷

款是否合适。你如何用数学知识教学生认清校园贷款背后的陷阱？ 
二、任务部署。项目主题确定后，教师将此项目分解成如下几个任务： 
①自主学习利率的定义，并能熟练计算利率； 
②自主学习连续复利的定义，并能熟练计算本息和； 
③明确日息、月息、年息的定义及关系，并学会如何换算； 
④分析校园贷传单中 0.99%月息的猫腻； 
⑤会用数据分析来对比校园贷和普通银行贷款； 
⑥每组同学选举一名扮演老师角色，给出劝说方案； 
⑦分组小结。 
三、制定计划。教师按照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其进行分组，每组分别制定项目计划，明确个人分工以

及工作流程，教师对各组计划进行审阅[7]。 
四、组织实施。学生根据各自的分工，按照项目工作计划流程进行工作。 
五、指导检查。教师指导学生进行工作，帮助学生解决项目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生自查项目

工作过程和项目完成情况。教师虽不直接参与项目活动，但要时刻关注项目的活动进程，及时评判学生

工作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及时纠正错误；教师还要在项目实施的不同的阶段组织学生交流、汇报项目进

展，并适时指导。 
六、效果评价。项目效果评价分为：学生个人评价和小组整体评价。学生个人评价分三个方面：学

生自评、组内评价和教师评价，以 30%，30%，40%的比例进行评定。小组整体评价分为三个方面：小

组自评、小组间评价和教师评价，同样以 30%，30%，40%的比例进行评定。 
项目教学是一个系统又连贯的过程，效果评价应该贯穿于整个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学生自评与小组

自我评价可以使学生认清自身能力，正视学习过程，督促自己进步；组内评价能加强组内成员之间的相

互的理解和督促，推进学生合作意识的形成；组间评价可以使学生有足够的集体意识和责任意识，将个

人融入到团队中去，为团队的荣誉去努力完成任务，共同进步；教师评价较为客观、公正、全面，教师

参与项目的每一阶段，能够根据每组学生的学习过程及项目效果给出合理的评价。评价方式以及评价主

体的多元化，使评价更为客观、全面，令人信服。 

3.3. 项目展示 

下面是实际教学过程中某小组的项目展示。 
任务分配：该小组共有 A、B、C、D、E、F 6 名同学。其中，A、B 两名同学负责收集资料供全体

人员学习利率、连续复利等知识；C、D 两名同学负责搜集校园贷款相关信息和案例；全组同学一起学习

并设计项目展示过程，C 负责扮演某款校园贷推广人员，E 负责扮演金融数学老师展示成果，F 负责扮演

学生小明并且做最终总结。 
演示过程： 
学生小明想买一款新式手机但是手头没有足够的资金，正烦恼的时候，在校门口遇到了校园贷推广

人员，此人告诉小明此款产品非常合适，月息仅有 0.99%，也就是说如果小明借款 10,000 元，分 12 期还

款，平台扣除服务费后，小明每月只需还款 923.33 元即可。并给小明展示了月息的计算过程： 
还款总金额：923.33 * 12 = 1118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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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每月还利息金额：(923.33*12 – 10,000) ÷ 12 = 99 元； 
月息：99 ÷ 10,000 = 0.99%。 
小明有些心动，为了稳妥起见，他求助了金融数学老师，咨询此事是否可行。 
数学老师听闻小明的叙述后，立马制止了小明，建议不要盲目贷款，并给小明正确计算了利息。 
贷款金额：10,000 元； 
实际到手金额：10,000 * (1%~20%) = 8000 元； 
小明还款总金额：932.33 × 12 = 11187 元， 
则实际每年还息额为 11,187 – 8000 = 3187 元； 
实际一年利息为 3187 ÷ 8000 = 39.8%。 
然而，目前银行贷款利率一年期年利率仅为 4.35%。 
老师劝说小明一定要理智，莫要被校园贷花哨的宣传蒙蔽。小明经过对比，放弃了校园贷款的念头。 
小组总结：校园贷有“猫腻”。 
猫腻一：校园贷利息一直按本金 10,000 元计算，没有扣除 2000 元手续费。猫腻二：校园贷不是按

“等额本息”还款方式计算的，每月本金始终按 10,000 元计，没有递减。0.99%月利率是营销的把戏，

对于财商不高，没有金融常识的学生来说确实很容易“上当受骗”。一旦逾期还未还款，就只能任由借

贷平台宰割了。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擦亮双眼，保持理智，避免上当受骗。 

4. 结语 

项目教学法作为一项具有突破意义的教学方法，运用到五年一贯制数学教学中，不仅能够改变传统

数学课堂枯燥无味的教学方式，也改变了教师在教学中担任的角色，由“主导者”变为“辅助者”。在

我们实践的过程中，学生的状态和参与度要远优于传统教学方式，学生的积极性能够得到充分的调动，

还可以在项目完成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其特长，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提升自信，增加团队的信任感，增

强集体的凝聚力[8]。项目教学法也对教师的能力提出了更多要求，教学过程和方法要更加变通。也要求

教师在前期教学准备过程中投入更多的精力，并且在教学过程中要求教师能够把握和控制好教学过程。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能够大大提升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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