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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学习是一种驱动学生主动发现问题并协作解决问题的新型学习方式。它切中我国基础教育的

短板，契合素养时代发展的需求，符合人们对教育的理想追求。

因时制宜，实践育人。来自学习、生活的诸多问题，以及社会现实中难解的困局，常常带有不确定

性，“双减”背景下应试教育的问责，被置于暴风眼，而推进项目化学习或许能成为破解教育困局的密码。

因此，学校教育要应时而变，建立多学科的项目化学习工作坊，为学生精心设计项目化学习课程， 搭建

知识与真实问题的深度链接， 关联当下问题与未来生活，挖掘学科疑点、时事热点、生活趣点、社会焦

点作为项目化学习主题，基于学科又打破学科界限，设置问题任务，以用促学，在实践中培育学生解决

真实问题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

因学制宜，变革方式。基于项目的教学，源于对有挑战性、真实问题的解决,且沿用任务式、持续探

究的驱动策略,学生知行合一,教师就要教学合一,以支持学生项目任务、真实问题的解决,关注学生的合作,

产生可见成果并向公众展示。因此,教师需要自觉地提升学习、设计、协作、评价与反馈、研究等高阶素

养；教学要以学生学习为中心，课堂活动应由浅层学习向深度学习转变，由基础知识积累向聚焦核心素

养转变。

因技制宜，家校社共育。开展项目化学习，需要师生共同构思项目，形成探究主题。项目化学习更

需要学生做关于家庭生活、身边问题的调查研究，运用好云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人人通空间。 因此，

我们要家校联动， 由项目化学习牵引家校社走向深度协同， 共推项目进程、共建项目支架、共助作品

展示与评价、共育学生素养；要融合“互联网 +”，实现项目成果更广泛的公众展示，获得更多元的评价，

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并进一步深度学习。

好的项目化学习实践，是作为“人”本身认识世界、透过现象理解本质、张扬个性的有效途径，也

是提升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法。项目化学习之花的春天已来，待看项目春花飞满地，芙蓉国里尽朝晖！



一、项目开展情况概述

第一课时，提出阶段性 question：What are the four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播放关于中国传统节日的欢快歌曲，调动学生兴趣。借

助思维导图展示中国四大传统节日（春节、端午、中秋 、重阳），围绕日期、活动和食物三方面展开，让学生初步感知中国传统节日的魅力，

学习如何介绍传统节日的基本信息。

第二课时，提出阶段性 question：What are the special ways to celebrate Chinese festivals? 以思维导图为支撑，设计节日习俗问答、节

日词汇接龙等游戏。创设不同情境，如家庭聚会、节日庆典等，丰富学生关于节日庆祝方式的语言表达。组织小组合作制作节日手抄报，展现

不同节日的独特庆祝形式，加深对传统节日文化的理解与喜爱。

第三课时,提出阶段性 question：Why are Chinese festivals important?通过多媒体展示，带领学生“游历”中国不同地区在传统节日时的

特色活动。开展听节日故事、猜节日习俗、读节日诗词、说节日意义、演节日场景等活动，引导学生深入了解传统节日在文化传承、家庭团聚、

情感维系等文化和精神层面的重要性，升华对传统节日主题意义的认知。

第四课时,提出阶段性 question：How can we spread Chinese festival culture? 融合绘本《My first Chinese New Year》 ，组织学生开展阅

读分享会。通过小组讨论、情景对话、故事表演等多维互动形式，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向世界传播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学思结合，让学生真切体

会传统节日文化传播的意义。

基于“双减”政策、课标素养和课时主题，作业注重精简数量、提升质量、增添趣味。各课时作业涵盖学习理解、应用实践、迁移创新类

别，体现延续性、进阶性、实践性、创意性和综合性。

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为驱动开展项目化学习，学生通过绘制节日主题卡片、制作节日宣传海报、编写节日小故事等方式，

介绍中国传统节日；通过参与社区节日活动、制作节日文化传播短视频等，呼吁大家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节日文化；通过阅读节日相关绘本，

了解更多传统节日知识。让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增强对中国传统节日的热爱，树立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意识。





二、项目反思

五下 Unit7 Chinese festivals 的第一课时 story time 部分，以歌曲导入中国传统节日主题，成功激发学生兴趣。借助思维导

图呈现节日信息，学生初步掌握传统节日基本介绍方式。但教学中可增加大问题“How to introduce Chinese festivals?”，围绕此

问题展开教学，能让学生学习思路更清晰，聚焦主题意义，实现从语言学习到生活实践的过渡，提升学习效果。

第二课时基于第一课时，升华主题意义，从节日基本介绍延伸到感受节日文化魅力，培养学生对传统节日的热爱。通过游

戏、小组活动等，学生积极参与。然而，在操练节日相关句型时，部分学生掌握不佳。后续应在新授环节让学生自读找句型结

构，夯实基础，提升语用能力。此外，展示学生作品时，传统投影方式不便且耗时，可尝试希沃技术联网投屏，提高效率。同

时，课件制作可简化，多运用新技术提升教学便捷性。

第三课时通过多种活动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与精神价值，升华主题意义。但教学环节衔接不够流畅，后续

可采用 Big Question 形式，如围绕“Why are Chinese festivals important?”和“What can we do to inherit festival culture?”教学，引

导学生思考传统节日与文化传承、个人生活的紧密联系，激发对传统节日的探索热情。另外，节日专有词汇较多，教学时应运

用多种朗读形式调动学生，标注音标辅助拼读，确保学生准确掌握。

第四课时作为复习课，梳理归纳单元内容，结合绘本拓展词汇，培养学生语用能力。但对节日相关内容拓展不足，如节日

背后的传说故事、不同地区习俗差异等，限制学生对节日全面深入介绍。应加强这方面讲解，丰富学生认知。教学中重视渗透

阅读策略引导学生解读绘本，运用核心句型创设活动，增加语言输入与情感体验。但挖掘育人价值时，与单元主题“传播中国

传统节日文化”契合度有待提升，后续需精选更契合主题的绘本，更好实现育人目标。，后续需精选更契合主题的绘本，更好

实现育人目标。



一、项目开展情况概述

数学不仅是课本上的公式和习题，更是藏在生活中的艺术密码！当图形遇上对称、旋转和平移，它们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化身蝴蝶的

翅膀、旋转的风车、整齐的队列……为丰富数学作业样态，在《平移、旋转和轴对称》单元教学后，我校四年级数学组精心设计了此次项目

化学习活动，让孩子们在动手、动脑的实践作业活动中理解数学，积累数学活动经验，提升数学学科素养，感受数学学习带来的快乐！让我

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是如何用创意点亮知识，用妙笔讲述图形运动的奇妙故事！

任务一：慧眼识奥秘

门的推拉、电梯的升降、旋转的木马、悠悠的风车……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充满了平移与旋转的现象。老师引导学生发现生活中的图形运

动现象，学生利用假期体验生活，用心观察，把自己的发现录制成视频和伙伴们一起分享。说一说什么现象是平移，什么现象是旋转，进行

总结和归纳，惊喜地发现平移、旋转还可以出现在同一个物体的运动中。人们还能巧妙地利用图形的运动改变生活呢。

任务二：执笔探对称

对称轴就像一面神奇的镜子，左边画一半，右边变出完整的图形！蝴蝶的翅膀、树叶的叶脉美丽的花朵，都是对称的完美代言人。轻轻

对折纸张，沿着折痕画出你喜欢的形状——展开的瞬间，魔法就会发生！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同学们的作品吧！



任务三：巧手剪旋转

锡小娃一张彩纸折一折，剪刀咔嚓剪一剪，打开竟是美丽的窗花！对折的次数是秘密钥匙：折两次变成四瓣花，折三次变出六角星……

剪掉的形状越有趣，展开的图案越惊喜！通过剪一剪的操作活动，一张张彩纸瞬间变成了各种美丽图案！

任务四：童心绘童画

思维导图像一条神奇的线，将零散的珍珠串成璀璨的项链。同学们以“摩天轮”为中心，延伸出旋转的奥秘；以“天坛”为起点，串联

对称的规律。这些色彩斑斓的数学小报，不仅是知识的梳理，更是创意的爆发。手抄报上编织的一张张‘图形运动知识网’，用关键词捕捉核

心，用分支连接灵感，让思维的火花自由流淌！

二、项目反思

对空间想象能力较弱的学生，缺乏针对性的辅助工具。后续可提供“图形变换工具箱”（含实物卡片、操作步骤卡），帮助学困生突破难

点，实现差异化教学。将数学图形变换与剪纸和美术设计结合，有效激发了学习兴趣，但部分学生过度关注艺术表现，忽略了对数学原理的

严谨表达。后续可增加“数学元素标注”等任务要求，平衡学科融合的侧重点。项目采用“过程性评价+成果展示”的方式，但评价指标中对

“思维能力”的量化标准不够清晰，导致评分存在主观差异。需细化评价维度，并提前向学生明确评分细则。



一、项目开展情况概述

昆虫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动物群体，人类已知的昆虫有 100余万种，

还有许多种类尚待发现。昆虫不但种类多，而且同种的个体数量也十分惊人，是一个

名副其实的庞大“家族"。这个“家族”的踪迹几乎遍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广泛适应

各种环境条件，与人类生活密不可分。四年级学生大都有捕蝴蝶、捉蜻蜓、养蚂蚁的

经历，他们对昆虫并不陌生，但是对昆虫的共同特征及其在生命周期内的变化，他们

的认知存在着模糊和不确定。比如，会有凡是虫子都是昆虫的片面认识，知道昆虫有

腿但说不准有几条腿、腿长在什么位置等等。因此，本次项目学习以昆虫为对象开展

探究活动，旨在帮助他们纠正认知偏差，形成清晰、完整的昆虫概念，了解昆虫的主

要特征，知道昆虫的生命活动和生命周期。

本次项目化学习，通过“养蚕”为驱动目标，通过观察、饲养、实验探究等活动，

充分调动学生的多种感官，将动手与动脑结合起来，在发展概念的同时促进学生思维

水平的提升。

1．通过“观察、做模型、描述”这几个层次的活动，帮助学生了解昆虫的共同特

征，建立起昆虫的概念，认识到昆虫的“家族”很庞大。

2．通过“饲养”的方式，让学生亲历昆虫一生的变化。一方面，了解生命有生有

死，从生到死的过程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并体验对生命的尊重和责任。

3．通过“养蚕知识竞赛”和制作养蚕手抄报，通过记录、整理饲养日记，学会像

科学家那样处理信息，在活动中发展科学思维，提升探究技能，发现昆虫的奥秘。



二、项目反思

通过本次项目学习，学生能够了解昆虫的共同特征，知道昆虫一生的发展变化，经历科学探究的全过程，达到本次项

目学习的最基本的学习目标。同时孩子们也在整个饲养过程中，亲近、关心小动物，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

整个项目学习过程里，学生科学的观察和记录能力得到了提升，科学思维也在逐步发展。本次活动也有一些需要改进

的地方：

本次项目学习里成蚕研究过程中，学生跟踪研究的时间较长。而蚕的变化又不大，蚕每天吃桑叶的数量由先前的半片

不到增加到 2-3片。蚕越来越能吃，常常掏出零花钱为它买桑叶。粪便也越来越多，每天得为他当清洁工，清理粪便。再

加上平时成蚕比较熟悉，于是，学生的研究热情有所下降。此类活动中，我们也要增加一些中期的交流活动，引导孩子们

坚持科学地记录蚕的生长变化，同时要让孩子们明白，饲养小动物要有足够的耐心和责任心。

我国养蚕的悠久历史，项目学习过程中还可以增加人文内容，进行融合教学。如有关蚕的神话故事：皇帝的妻子嫘祖

教人们养蚕、仙女偷蚕给人间、江南民间祭祀蚕等风俗，了解了我国的一些民族文化，进行民族文化熏陶；还可以讲解我

国古代通过陆上、海上丝绸之路，繁荣了古代经济，加强了与外邦的文化、经贸交流的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一、项目开展情况概述

本项目基于 “遨游汉字王国” 教学背景正式启动，旨在通过多元活动激发学生对汉字文化的兴趣，引导其深入探究汉字的起源、演变及趣味知识，培养文化自信、

观察力、创造力及团队协作能力，让学生成为汉字文化的积极传播者，使古老汉字在新时代焕发新生机。

（一）汉字文化课堂与历史探究

教师在课堂上系统讲解汉字的起源（如仓颉造字传说）、演变历程（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及造字法（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结合甲骨文图片、汉

字演变动画等资源，帮助学生建立汉字发展脉络认知。

布置 “汉字历史探究” 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选择感兴趣的汉字发展阶段（如秦朝小篆统一文字的意义）或特定字体（如行书的流畅特点），通过查阅书籍、纪

录片（《汉字五千年》）、博物馆官网等渠道收集资料，制作成 PPT 在班级分享，如某小组通过对比甲骨文与现代汉字字形，解读 “日”“月” 等字的演变逻辑。

（二）汉字趣味活动体验

开展 “汉字嘉年华” 系列游戏：

猜字谜大赛：教师收集经典字谜（如 “一口咬掉牛尾巴” 打 “告”）及学生自创字谜，以小组抢答形式进行，激发逻辑思维。

汉字听写大会：选取课本生字、易错字（如 “辩”“辨”“辫”）进行听写，设置 “书写规范奖”，强化汉字书写能力。

成语接龙与歇后语大比拼：通过接力赛形式积累成语（如 “龙飞凤舞→舞文弄墨→墨守成规”），结合图片提示猜歇后语（如 “外甥打灯笼 —— 照旧（舅）”），感

受汉字组合的趣味性。

（三）书法艺术实践与展示

开设 “书法小课堂”，教师示范硬笔书法（楷书结构规律）与毛笔书法（基本笔画 “横”“竖” 的写法），学生临摹经典碑帖（如《颜勤礼碑》选段），并鼓励为自

己的姓名设计个性化书法字体。举办 “翰墨飘香” 书法作品展，将学生作品分为 “硬笔组”“毛笔组”“创意组” 展出，评选出 “最佳笔锋奖”“最具创意奖”，同时

设置 “书法知识问答区”，增强活动互动性。

（四）汉字规范使用与纠错行动

布置 “错别字侦探” 任务，学生分组查找校园内（黑板报、宣传栏）、社区中（店铺招牌、广告标语）的错别字或不规范用字（如 “仃车” 应为 “停车”、“补胎

冲气” 应为 “补气”），用相机记录并整理成《错别字调查报告》，分析错误类型（同音替代、形近混淆、笔画错误）及成因。

开展 “规范用字小卫士” 活动，学生向校园后勤部门、社区商户提出纠错建议，如某小组为校园门口便利店纠正 “另售” 为 “零售”，并设计规范用字宣传海报

张贴在社区公告栏。



（五）汉字创意设计与文化传播

组织 “汉字美学” 创意设计活动：

姓氏图腾设计：结合姓氏起源（如 “李” 姓源于官职），用象征元素（如 “木”“子”）设计个性化图腾，如学生将 “张” 姓设计为 “弓” 与 “长” 组合的抽

象图案，寓意 “张开弓箭，勇往直前”。

汉字表情包制作：选取 “笑”“哭”“怒” 等表情相关汉字，用卡通化手法设计动态表情包，如 “囧” 字表情包配文 “今天忘记带作业了”。

汉字文创设计：制作汉字主题书签（如刻有 “勤”“悟” 等字的竹制书签）、海报（以 “汉字之美” 为主题，融合书法与水墨画元素），在校园文创市集展出销售。



二、项目反思

汉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其文化内涵博大精深。在本次项目

中，我们通过 “历史探究 + 趣味活动 + 实践创作” 的模式，成功激发

了学生对汉字的兴趣，多数学生能主动探究汉字背后的故事，并在创意

设计中展现独特视角。但仍存在一些不足：部分小组在汉字历史探究时，

对专业文献的解读不够深入，停留在表面信息整合；书法教学中，对不

同学生的个性化指导不足，导致部分作品风格单一。未来，我们将借助

数字化资源（如汉字全息数据库、VR 书法体验系统）拓展探究深度，

同时引入 “汉字文化进校园” 专家讲座，提升学生的文化认知层次。此

外，计划将错别字纠错活动常态化，与社区、商场合作建立 “规范用字

监督岗”，让汉字文化从课堂延伸到社会生活，真正实现 “在生活中发

现汉字之美，在实践中传承汉字文化” 的教育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