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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用混合研究方法，通过问卷调查、访谈和实物法的形式进行资料收集，以幼儿园、小学、
初中、高中和高等院校中有过项目化学习经历的教师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项目化学
习中的教师素养包括四个维度：学习素养、设计素养、协作问题解决素养和评价与反馈素养。研究结果
为教师培养与发展提供启示：第一，通过项目式教师教育，丰富教师自身的项目化学习体验；第二，通过
循证式教师教育，提升教师的项目化学习设计、评价与研究能力；第三，通过混合式教师教育，提升教师
的技术使用与学科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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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养：
基于混合调查的框架构建

一、问题提出
)年来，Z目化学习逐渐成为教育的重要风向

标。在国家政策层面，2019 年颁布的《关于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和《关
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
见》等文件均提出，将推广Z目化学习作为深化课
堂教学改革，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路径。在实
践层面，一线教育实践者也关注到其在创新教学
组织模式、~务学生多元化高层次发展中的积极作
用，Z目化学习逐渐成为许多地区和学校提升教
育教学质量、激发育人活力的抓手。①

然而，一线教师在实践Z目化学习的过程中，
面对生动丰富的问题解决过程和学生表现时，却
时常出现应对无序、教师主导行为明显、淡化利

用Z目式学习帮助学生掌握学科知识目标等现
象。 [1]这些现象反映出在学科教学中实施Z目化
学习对教师自身教育知识、能力、信念等多维进阶
的要求。许多研究关注到了如何通过Z目化学习
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与高阶能力，却较少讨论教
师在设计与实施Z目化学习的过程中应当发展的
素养与品质。 [2]Z目化学习本质上指向教育改革
的核心———即教与学方式的变革，它打破了传统
教学中的知识传递机制与身份角色定位，将教师
置于一种新的挑战之中。可以肯定的是，身处其中
的教师也在经历着身份与工作方式的转变，高质量
的Z目化学习需要以教师自身的素养发展水平作
为内在的基石。因此，本研究旨在剖析一线教师开
展Z目化学习的Q身体会以及在实施过程中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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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挑战，并以此建构Z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养框架。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两个研究问题：
1.教师在开展Z目化学习的过程中面临哪些

挑战？
2.教师在开展Z目化学习的过程中需要具Y

哪些素养与能力？

二、文献综述
所有的素养都是与特定情境相依在一起的，[3]

本研究聚焦Z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养，尤其是Z
目化学习的关键特征对教师素养的要求。

（一）项目化学习
高质量的Z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具Y四点关键特征。第一，与课程内容适Q
衔接。Z目化学习并非是脱离课程学习内容的“课
外活动”，而是建立在学科知识学习基础上的综合
性、社会性运用，并以发展综合能力和素养为指
向。[4]第二，基于真实情境的驱动问题。Z目化学
习发生在真实的、情境性的问题解决场景之中，教
师需要引导学生将真实生活经历与课堂中所学习
的知识建立起认知交汇的桥梁。第三，学习者的
深度参与。Z目化学习是一种凸显主体驱动性

（Agency-driven）与社会文化限定性（Social-cultur－
ally Shaped）的学习形态，它与学习观念的转型存
在深刻的内在关联。[5]第四，重视表现性评价。基
于表现的评级方法在Z目化学习中至关重要，尤
其是关注学生的知识积累与思维发展，以及多样
化Z目作品的呈现。[6]

现阶段，国内外关于Z目化学习的研究主题
主要集中于学科教学的理论与实践，涵盖学前教
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类各学段
教育活动，Z目化学习的设计思路在 STEAM 教
育、创客教育、教师教育中创造性运用的作用也得
到广泛关注。[7]此外，亦有研究关注Z目学习中的
具体技术与环境建设，如合作策略、[8]线上学习 [9]

等。在研究方法上，以个案研究、[10]实验研究 [11]为
主，也有部分学者开展了关于Z目化学习的调查
研究，但调查对象以学生群体为主体。 [12]R体来
看，Z目化学习研究中的“教师视角”仍然关注不

够，且多样本的调查研究也相对较少。
（二）教师素养
为适应 21 世纪教师多元角色的转变，国际社

会正在积极构建教师素养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路
径，成为教师教育中新的方向性指导。如欧盟在

《支 持 教 师 能 力 发 展 以 取 得 更 好 的 学 习 结 果》
（Supporting teacher competence development: for
better learning outcome）报告中将教师素养划分为

“知识与理解”“技能”“包含信念、态度、价值和奉
献的情意”三个维度。 [13]国内研究者认为，教师素
养产生并~务于学生的学习需要，[14]是教师能够
在恰当的场景中合适地运用的一系列不可分割的
整体素养，即知识、能力与态度的综合，它可以体
现在课程设计与教学设计、组织、实施，评价与调
整等多个环节中。[15]

本研究的核心任务在于构建Z目化学习中的
教师素养框架，因此，教师素养的推导过程尤为值
得关注。多W（Dodl）认为教师素养的推导来源于
对其角色的界定与描述，以及对工作中遇到问题
的分析，因此，教师素养的推导主要基于四种形
式，包括角色分析（Role Analysis）、理论模型分析

（Theoretical Models Analysis)、 需 求 评估（Needs
Assessment）及课程转化（Course Translations）。[16]库
珀（Cooper）等人将教师素养的建构基础分为四
类：B学基础（Philosophical Base）、实证基础（Em－
pirical Base）、学科基础（Subject Matter Base）与实
践者基础（Practitioner Base）。通过实证研究推导
教师角色及其对应的素养与能力，是对日常经验
的理论转化，其成果亦能对教育实践本身产生反
作用。[17]

综上所述，教师素养是教师V成特定任务所
需的价值理念、实践能力与产出的统整。本研究将
以实证调查结果作为教师素养推导基础，通过角
色分析与需求评估，构建Z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
养框架。

三、研究方法
混颁

;

访



序性策略，探究教师在Z目化学习中面临的挑战
及所需具Y的素养。为了更好地理解群体异质性，
我们通过目的性抽样，邀请了六位有过Z目化学
习经历的教师作为访谈对象（见表 1），同时S集
了这些教师在开展Z目化学习时的视频、照片以
及教学反思日志。借助 MAXQDA 软件对访谈资料
进行编码，使用类属分析与情境分析的方法，对教
师在Z目化学习不同阶段的情境感受与行为进行
深描与解释。

表 1 质性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学段学科 学校属性 地区

C老师 女 26 1 硕士 小学语文 G立 广东深圳

W老师 男 34 11 本科 小学科学 G立 北京

Z老师 女 45 20 本科 初中数学 私立 湖南长沙

N老师 女 25 4 本科 初中历史 G立 湖南长沙

L老师 男 35 10 硕士 高中英语 私立 上海

Y老师 女 28 3 硕士 高中化学 G立 四川成都

为了印证访谈分析结果能w推广并解释于更
多的教师，我们立足Z目化学习的全过程设计了

《Z目化学习教师调查问卷》，问卷题Z维度来源于
访谈主轴编码，包含 PBL 理念、PBL 设计、PBL 实
施等维度。经过问卷回S与数据清洗，最终获得有
效问卷 280 份，样本特征见表 2。该问卷的内部一
致性系数 Cronbach’s α 为 0.83，所有题Z的载荷
量均在 0.70 以上，问卷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选Z 人数 百分比（%） 变量 选Z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46 16.4

学段

小学 120 42.9

女 234 83.6 初中 60 21.4

教龄

≤5 年 51 18.2 高中 29 10.4

6~10 年 54 19.3 其他 71 25.3

11~15 年 67 23.9

学科②

语文 78 27.9

16~20 年 39 14.0 数

以关 关实普7行高通特通 高 思在通 益论色通析的建实中高 思在9通 思其实色中创析分析中 基行于高析实高高 高 思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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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借助数字媒介和 3D 打印技术，制作了教室
历史周边（N-D-20201228）。在日常教学环境中，
受限于班级容量、学校资源与课时



调查与分析 调查与分析

与评价，以及基于反馈进行反思与改进。

五、项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养框架构建
教师所具Y的核心素养是Z目化学习高质量

实施、取得可观教育成效的先决条件。本研究基于
教师在Z目化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及遇到的挑战，
从Z目化学习的理念、设计、实施与评价四个层面
构建了Z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养框架（见图 1）。

（一）学习素养
具Y学习素养的教师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和独

立s断，能根据已有的需求、条件和资源，创造性
地将陌生情境转化为自己熟悉的问题，进行知识
和意义的再生产。[19]在Z目化学习中，教师的学习
素养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成长思维。当教师在
Z目化学习中具有成长思维时，学生会倾向于从
教师身上获取更多支持，并增强面对Z目化学习
中不确定性问题时的信心与动力。[20]第二，e证研
究与实践能力。Z目化学习的全过程体现了基本
的e证研究逻辑，即寻^现实问题—通过观察、调
查、资料阅读等方式发现解决路径—生成产品—
借助反馈促进产品迭代。持续性探究是学习素养
中最为关键的学习情感与心理品质。[21]第三，能动
性。相对于传统教学，Z目化学习需要教师跳出

“舒适圈”，z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与此同时，Z
目化学习的进程是一个重构知识、重塑情境的过

程，教师在学习中需要充分展现创新思维。
（二）设计素养
在设计Z目化学习时，需要同时把握“Z目

线”与“学习线”。前者作为一条明线，要求教师借
助设计思维方法，熟悉Z目化学习的主要流程与
关键环节，后者作为一条暗线，需要教师深刻理解
大概念和学科核心概念，同时具Y课程整合的能
力。因此，在设计Z目化学习时，教师需要掌握并
运用概念思维与设计思维，以此来实现“深度学
习”和“Z目运行”的双重功能。

1.大概念思维。一个好的驱动问题，通常是突
出指向“大概念”的。不过“大概念”不会直接体现
在教材或课标中，这意,着教师需要超越单元甚
至学科事实，去探索突破主题界限的问题。我们可
以将“大概念”理解为一个“魔术贴”，它能将知
识、经验、事实等室剖蒋剖燕抓颁石廉 硕割Z 硕搭轻戈蒋颁肯剖肯石抓戈 硕搭轻戈蒋颁肯剖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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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享的方式，来扩大Z目化学习在学校的影
响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声望与认同，从而逐步建
立Z目化学习的专业实践共同体。与此同时，也可
以寻求校外资源及跨界资源，吸引更多校内教师
的加入。

2.支持学生。良好的、有建构性的师生关系成
为协作的基础。此外，教师需要具Y营造合作学习
文化的能力，以确保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互相
帮助，并重视同伴的建议与经验教训。在同一个Z
目化学习中，学生的理解程度和学习进展存在差
异是常见的现象，此时教师应该给予更多正向的
情感支持，适当提供脚手架，以帮助学生在Z目化
学习中获得积极的学习体验。

3.使用技术。为了提升教师的Z目化学习实
施效率，教师需要充分借助技术手段。现代信息技
术扩展了Z目化学习的时空界限，教师对于人工
智能技术、自适应学习技术以及下一代数字学习
环境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Z目
化学习的效率与质量，体现在教师对学生学习数
据的分析、学习进程的监控、个性化学习指导等多
个方面。[24]

（四）评价与反馈素养
教师的评价素养（Assessment Literacy）体现在

制定清晰的评价标准，关注评价中的G平性与伦
理标准、使用多样化的评价工具、具Y多方评价意
识，通过评价结果促进Z目迭代等方面。[25]教师在
Z目化学习中的评价素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利用评价引导学生学习和反思的评价目的意
识；二是能够设计表现性评价任务，这种评价要求
教师具Y关于学生学习差异性的知识，多元的评
价标准制定意识，以及设计表现性评价任务的能
力；三是针对复]多样的Z目化学习场景，采取适
应性的评价方案，包括具体评价技术与量规。教师
可以通过观察、访谈、视频分析等手段，了解学生
在Z目化学习中的表现及变化。

为了真正实现引导学生学习的自我调节、监
控与评估，以及促进Z目产品迭代的评价目的，教
师的反馈素养（Feedback Literacy）也十分关键。教
师需要具有促进学生参与反馈的责任感，即帮助

学生形成使用并回应反馈的能力，这是因为成功
的反馈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由于Z目化学习
的最终产品需要面向G众展示，因此，教师要引导
学生正确地对待不同群体，如同伴、家长、社会人
士等人的评价，并给予相应的反馈。

六、结语
教育改革的内外一致性决定了基础教育的改

革必然引起教师教育的价值联动，教师的素养将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能w在教育
实践中真正落实。尽管Z目化学习带来了明显的
学习S益，但在开展Z目化学习的过程中，教师仍
然面临着很多现实挑战。为了高质量地实现Z目
化学习的教学目标，教师有必要重新廓清在学习
活动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并由此发展相应的教
学能力与行动策略。为此，我们认为在未来的教师
教育中也需要进一步关注Z目化学习中的教师素
养培育。

1.通过Z目式教师教育，丰富教师自身的Z
目化学习体验。相关研究显示，Z目化学习的教师
培养模式有利于提升教师的创新意识与专业发展
能力。[26]在Z目式的教师培训中，学员教师和指导
教师会共同商定驱动性问题，有利于增强培训的
针对性和教师学习中的自我导向性。而Z目化学
习生成的“产品”，也帮助教师在工作场域中将理
论与实践更好地联系在一起。

2.通过e证式教师教育，提升教师的Z目化
学习设计、评价与研究能力。通过课程学习—e证
实践—行动研究的模式，建立以e证教育逻辑构建
研究本位、实践取向的教师培养与发展路径，并重
视教师Z目化学习的共享交流平台建设。

3.通过混合式教师教育，提升教师的技术使
用与学科整合能力。Z目化学习要求教师重新思
考教材与技术在教学中的运用，并在教学模式、教
学方法等方面做出改变。 [27]通过掌握Z目学习中
的技术支架，教师能够提高问题设计、学习需求分
析、活动序列与空间设计的效率。与此同时，在内
容层面的混合也能帮助教师建立跨学科的视角。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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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2020 年 10 i，上海市启动《义务教育Z目化学习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 年）》，旨在形成义务教育Z目化学习行动指

南和推进策略，培育覆盖全市所有区的 100 所义务教育阶段Z

目化学习实验校。

②“物化生科”指物理、化学、生物和科学四个学科，“政史地

法”指政治、历史、地理、道W与法治四个学科。由于部分老师承

担了多学科的教学任务，所以R人次大于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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