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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讨

项目化学习在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
	◎ 王彦成						浙江省定海一中		

项目化学习是基于素养落地的教学实践。主张

实现以讲授为中心的课堂向以探究学习为中心的课

堂的转变。旨在通过核心问题驱动引领学生的思维

路径，培养学生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项目

分解、互助学习，增加团队合作意识，在实践中提

升学生的沟通合作能力；使学习活动走向研究型、

合作型、自觉型、主动型。[1]其中问题驱动教学的

理念，合作沟通、探究交流的方式有助于学生多维

能力的培养和学习技能的全方位锻炼，既能优化课

堂教学效果，满足 21世纪人才培养的要求，又可以

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基础。基于此，在课堂教学

中引入项目化学习成为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必然趋势。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项目化学习可将教学过

程安排为项目设置、情景营造、过程评价、成果展

示四个阶段，这要求教师整体把握和设计教学环节，

具有大局观念和细节意识。但是，如何在高中课堂

教学中合理安排和科学使用项目化学习，还要充分

考虑到学科特点和高中学习阶段性任务的要求，将

人的终身培养目标和阶段培养任务有机衔接，实现

教育手段和效果的最优化。本文将结合高中历史学

科的特点，就课堂教学中有效推进项目化学习提出

一些思索性想法。

一、项目设置的选择性与目的性

学生参与是项目化学习推进的关键，问题驱动

是指引学生参与的前提，课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整

合是科学的设计驱动型问题的保障。因此，项目设

置既要充分考虑高中生的认知特点、心理特质；也

要充分把握教材的知识结构和学时要求，与学科教

学有效衔接，通过指引学生的探究实践，落实知识

目标，达到学科素养要求。以《中外历史纲要上》“辽

宋夏金元的文化”一课为例，如果简单将项目设置

等到于导学案的知识梳理，涵盖教材中的所有内容，

则既浪费了教学时间，忽略了主次；又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深化学生的认知思维。我们可以将

本课内容分成两个层级：理论级和现象级；再合二

为一，汇聚成课题中的文化一词，对文化进行解读

和认知。所以本课的项目设置最好只以理学为切入

点，探究复兴两字：何为复兴？借何复兴？为何复

兴？怎样看待这场复兴？将这几个可待剖析的问题

再梯度分解，引领学生思维。如：复兴是否只是回

复到董仲舒儒学的官方哲学地位？如何看待宋明臣

子尽忠、妇女守节的现象？这说明宋明理学使儒学

上升到了一个什么高度？从这个高度回看两宋儒学

的复兴，复兴又有何深意？渐进性的问题驱动使学

生的探究能力逐渐地从低级思维训练引向高级思维

训练，也加深了学生对宋明理学与董仲舒新儒学两

充分利用核心概念的内涵与外沿，整合纷繁复杂的

学习内容，创新学习的各个环节，提升学习效果，

推动核心素养的培育助力深度学习的发生。

【注释】
[1]陈志刚、王继平：《大概念的理解与教师备课》，《历

史教学（上半月刊）》2020年第 9期，第 37—43页。

[2]徐蓝：《历史核心素养统领下统编高中历史教科书的编

写》，《课程·教材·教法》2019年第 9期，第 33—39页。

[3]何兆武：《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史学理论研究》

1996年第 2期，第 36—43页。

[4]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20年修订版）》，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 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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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不同历史发展期的儒学的认识。如果在文学艺术

及民族文字上冗滥的使用项目设置，既可能浪费了

有效的课时，又可能使学生丧失了探究的兴趣，导

致学习走向枯燥。因此，项目设置在课堂教学中要

注意处理好所设置内容的质量和数量之间的关系。

过多的项目设置会增加课程容量，增强学习难度，

降低学生的感知度，加剧学习困难，也会造成教师

对教材主次取舍的盲目性，而降低教学效率。当然，

就本课而言，我们也可以把文化现象和思想演进两

者合一去探究如何从商业经济发展的角度理解宋代

的文化创新，进而使学生加深对“一个时期的文化

是一个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这一理论的认识。

这样同质的思考性问题的循环训练，问题驱动型渐

进性分析，会逐渐养成学生的思维意识，提高其思

维能力，使项目化学习走向研究型学习，使学科思

维在项目化学习中有效落地和达成。

二、情境营造的有机性和融入性
情境认知策略、角色体验策略的合理运用，可

以让学生在项目参与过程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也可以增加其对历史认知的理性。历史学科是在史

料中探寻真实，在过往中吸取经验的学科。史学评

价往往受时代影响，那么如何走进历史的真实？陈

寅恪先生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所写的审查

报告中提到：要对立说之古人表一种理解和同情：

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

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

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

而无隔阂肤廓之论。那如何在教学过程中最大化地

传递给学生这种理解与同情呢？这需要教师有选择

的精心设计，营造意境，创造情趣。但在课堂教学

中的情境创造并非易事，情景创造也不适合所有的

教学内容。情景创造要以丰富的学习资源为辅助，

问题设置为导向，项目达成为目的，同时起到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和热情的作用。情境营造的有机生成，

课堂教学的高效融入，需要精准选择、细心酝酿。

以《中外历史教学纲要上》“秦统一多民族封建国

家的建立”一课为例，在理解秦始皇巩固统一的措

施这个问题上，可以创设如下情境：

通过学生神入历史的角色扮演，引领学生从不

同角度搜集相应史料，加深学生对秦始皇巩固统一

的制度理解，解决了本课的教学重点；我们还可以

进一步设计，假如你是秦始皇本人，面对上述的诸

多可能性事件，你又会如何做？那么纵观秦始皇的

功绩或暴虐，请进一步思考秦始皇求仙药、焚书坑

儒的背后又有哪些全局设计？最后，我们可以走出

历史，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去思考为何后世对秦始皇

有了褒贬分歧，我们又该如何评价秦始皇的功过？

使学生认识到历史人物受时代的限制，历史人物的

所作所为有时代的痕迹，只有神回那个时代才能了

解得愈加真切，而神回历史去找到当时各色人物认

知的依据便是史料，丰富的史料在情境教学中起到

了复活历史人物的作用，在实践历史教学探究中也

增加了学科的趣味性，推动了情景设计与教学目标

达成，核心素养落地的有机交融。这种神回历史的

情境创设适合人物史、改革史教学的设计和思考，

可以起到突出重点的作用。但是在文化史、经济史

教学中不加区别的使用则可能会使问题变得突兀、

牵强，造成时间的浪费，也很难激发学生的参与热

情和学习兴趣。

三、过程评价的常态性与引导性
新课程教学改革指出“以学论教”，强调学生

在课堂学习过程中呈现的情绪状态、交往状态、思

维状态、目标达成状态。[2]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主

体地位的实现需要教师起到科学的引导作用。在明

确项目任务，做好情境创设后，在学生的整个学习

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评价机制，巧用激励性评价。

神入角色 变数 应对 举措
六国王孙故旧 谋变生乱 制度、军备、政令统一 郡县制、道路交通

六国文教风俗下的小民 王令不达 经济统一；文化统一 半两钱；度量衡器；文字统一；法令、户籍；

抨击秦政的文人 惑乱人心 文化统一 严刑峻法、以吏为师
边疆民族 武力入侵 抵御；征伐 设置郡县；修长城

内部宗亲、守旧文人 诸侯分封
割据重演 废分封 郡县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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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性评价最好按问题分层，按照学生的学习梯度，

进行项目激励；对于学弱群体充分使用，鼓励其课

堂参与度；对于优等生可以适当引领思维，使项目

探究走向深化。只有逐层深化的项目推进，才能锻

炼学生的思维，提升课堂的精度。以问题的延展度

引领学生的思维路径，对于锻炼学生的学习能力，

深化知识理解具有重要作用。所以，激励性评价要

运用到项目探究的过程中，做到过程中评价，评价

中引导，引导下推进。如对两宋儒学复兴这个子目

的了解：梯度性的问题引申，类比性的问题设计，

可以使学生认识到理学化的儒学不仅再次成为官方

哲学，而且其影响力扩展，成为中国人乃至东亚民

族的精神准则，处世之道；其逻辑力增强，弥补了

汉代儒学的逻辑缺陷，走向思辨化、哲理化。儒学

就这样随着时代演进、更新，增加了新的内涵。项

目研究的逐级推进在完善知识结构、增强思维训练

的同时也提升了学生学习的成就感。

四、成果展示的总结性和核心素养的
达成性
项目设置的最终落地以成果展示的方式呈现，

成果展示的状态最好涵盖整个探究过程，

是问题导引的最终指向，项目探究的最终升华。

成果展示可以选择多种形式，但是要尽量体现出项

目探究的层次性和完整性，在基础知识落地的前提

下推动思维探究走向深入。如对中国古代儒学的发

展这一问题的探究，既要通过时间轴线体现儒学发

展的时代性，又有必要通过表格梳理体现内容的完

整性和特点的差异性。针对由西汉到明清新儒学的

核心主张的变化：由“‘君权神授’到‘理’即是

‘仁’再到‘反对独治、提倡众治’”的递进式梳

理，自然加深了学生对古代儒学思想演进的理解：

政治上由倡导皇权独尊到主张君民共治；思想上儒

学完成了从皇权选择的工具到华夏民族的精神准则

的转变；而这一切发生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发展。这

一思维路径的引领又会给学生带来新的收获：虽然

从王朝时代的政治演进来看，军机处的设置使皇权

达到顶峰；但从社会思想演进的角度来看早期民主

思想已然萌发；两相对比，必定加深学生的三个理

解：①统治思想虽然是政治选择的结果，但其走向

最终是社会经济推进的，经济基础才是上层建筑变

动的根源；②儒家的生命力体现在与时俱进上，随

着时代的演进儒学也在不断地自我蜕变，赢得新生。

③明清之际的政治统治愈加反动表明封建时代逐渐

走向没落。这样一种全方位、深层次、多维度的成

果展示方式不仅会加深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也

推动学生的认知思维得以锻炼和提升。从长远来讲，

必定会给学生的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思维基础。

成果展示可以使学生的表达能力得到锻炼，激

发其问题探究的兴趣与期待，也会使其合作意识和

能力得到明显的提升。但是在引导学生进行成果展

示时要充分考虑到学生的个体差异性。如对中国古

代儒学演进这一问题的成果展示可以将步骤分解；

针对时间轴式的梳理和表格式的罗列以多鼓励学困

者积极参与为主；针对思维难度的推进侧重指导优

秀生进行逻辑深入；学生展示时，也可以适当剖出

新问题激起学生新的探究兴趣，培养学生搜集史料

和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成果展示是教学内容落地的过程，也是学生成

就感满足和思维提升的过程，因此成果展示的精心

设计可以使课堂教学的效果得到极大的升华。

综上，项目化学习是推进课堂教学改革的一次

理论创新，也是传统的研究型学习的一次逻辑深化，

无疑会带来现代教育领域的变革。但是也应看到，

项目化学习只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手段，教无定法，

贵在得法，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有效落地都要综合

考量诸多因素。如何在学生学习的阶段性目标和终

身发展之间找到一种平衡，需要教师灵活地运用各

种教学手段，谨慎地对待、思考和处理不同的文章

章节和内容结构，在课堂效率、应试需求和思维延

展方面做好规划。本文只是选取几个教学片段对项

目化学习在课堂教学中的有效落地进行了初步探

讨。其实，项目化学习作为一种学习的合作探究模

式更适合运用在同一主题的跨章节运作中，也会对

现实问题的认识起着指导性作用，只是在高中教学

的具体实践中，这无疑又与学生的整体素质有着密

切的关系。

【注释】
[1]胡佳怡：《项目式学习的本质、模式与策略研究》，《今

日教育》2016年第 4期，第 47页。

[2]唐桂春：《高中新课程与教学新理念》，《北京教育（普

教版）》2007年第 4期，第 54—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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