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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综述了项目式学习研究其在不同教育阶段的应用与成效。以学生为中心，强调情境学习、积极参与

和真实问题解决，项目式学习促进了学生的自我调节学习、概念理解和问题解决能力。研究显示，在学

前、小学、中学及高等教育中，项目式学习均取得积极成果，但部分研究存在方法局限。技术推动、高

质量小组合作和教师支持是实施成功的关键因素。本文为项目式学习在主流教育中的推广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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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the applic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Student-centered, emphasizing situational learning, 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real problem 
solv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promotes self-regulated learning,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problem-solving. Research shows that project-based learning has achieved positive results in pre-
school,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but some studies hav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Technology enablement, high-quality group collaboration and teacher support are key factors for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This paper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populariz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mainstream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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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式学习理论基础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是把语言和内容相结合的一种方法，它反映了以学生为

本的教育思想[1]。PBL 源于 20 世纪初期杜威提出的“做中学”思想[2]，其以社会构建论为理论依据，

同时借鉴了情景学习、社会互动以及认知工具[3]。该教学方法于七十年代后期引入外语教学。相较于传

统的教学方法，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将语言和内容结合起来的“以学生为本”的教学思想[4]。这一方法可

以有效地提高学生在实践中的应用[5]。基于实际需要的交流行为不但可以让学生获得可听懂的语言输出，

还可以在学习动机、专业能力和以学生为中心等多个层面上对语言学习产生积极影响[6]。 

2. 项目式学习的特征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形式，它基于三个建构主义原则：学习是特定于情境性的，

学习者积极参与学习过程，他们通过社会互动和知识和理解的分享来实现自己的目标[7]。它被认为是一

种特殊类型的基于探究的学习，学习的背景通过现实世界实践中的真实问题和问题提供[8]，从而导致有

意义的学习经验[9]。例如，布卢门菲尔德、菲什曼、克拉契克、马克思和索洛威[10]描述了基于投影的科

学的过程如下：“我们的假设是，学生需要有机会通过提出和精炼问题、设计和进行调查、收集、分析和

解释信息和数据、得出结论和报告调查结果来解决真实的问题来构建知识”。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教学形式，与其他教学方法有明确的联系，如基于问题的学习等[11]。两者的重

点都是让参与者通过协作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在他们参与一个项目时，学生可能会遇到需要解决的

问题，以构建和展示最终的产品，以响应问题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学生主要关

注学习的过程，而项目式学习需要最终形成最终产品[12]。项目式学习也与其他教学实践进行了比较，如

经验学习或协作学习。项目式学习[13]是一种协作的学习形式，因为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为共享的结果做出

贡献，并且具有积极反思和有意识参与的体验学习元素，而不是被动体验是必要的。 
本研究主要回顾了上述定义的项目式学习的相关文献，以及国际上寻求评估学习益处的 相关研究。

最后提出了六项关键建议，被认为对在主流学校环境中成功采用项目式学习方法至关重要。学界一直认

为，学生的自由和挑战经验的解决问题出现在设计和建设他们的项目导致高水平的学生参与由于认知挑

战以及强大的情感、道德和审美维度，形成一个精心设计的项目的一部分[14]。Thomas [15]确定了项目的

五个基本特征：中心性、主导问题、建设性的调查、自主权、现实主义、以及学生合作、反思、重新起草

和在其他出版物中强调的演讲的重要性。 
项目式学习的独特性在于构建了一个最终产品，一个“具体的人工制品”[16]，它代表了学生的新理

解、知识和对被调查问题的态度通常通过视频、照片、草图、报告、模型和其他收集的人工制品来呈现

[17]。有人认为，它可以帮助促进自我调节的学习，并可以在记录和反思学习的系统过程中促进学生的概

念知识[18]。学生通过设定目标、规划和组织来学习自力更生，他们通过社会学习来发展协作技能，并通

过鼓励在自己水平学习的同时锻炼选择元素而获得内在的激励[19]。项目式学习已在不同的背景下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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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育的不同阶段，从从中小学到高等教育的早期教育阶段进行了探索。 

3. 关于项目式学习的有效性的证据的概述 

大多数回顾的研究没有涉及将参与者随机分配到控制组和实验组，因此，项目式学习指导和积极的

学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不能确定。这些研究中的大多数都是基于准实验的前测–后测设计，并对在课

堂水平上的测量结果建立了一些基线等价性。一些质量较差的研究是基于对学生在没有比较小组的情况

下的行为、态度和成就的观察[20]。其他的研究也使用了国家标准化的测试平均值来比较 7th/8th 年级学

生[21]和 12 岁年级学生。克拉克[22]强调了不同教学程序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的重要性，以为项目式学

习的有效性提供更有力、更可靠的证据。 

3.1. 学前和小学教育 

Habok 实施了一项基于项目的概念映射发展方案，以促进儿童的经验推理和关系理解[23]，为参加了

匈牙利两所幼儿园之一的实验小组报告了积极的结果。特别是，即使实验组一开始的成就处于劣势，但

与对照组相比，这一组的发展有了显著的增加。Habok 的结论是，在学校实践中使用概念地图有望作为

一种视觉表达工具，以促进对联系和因果关系的理解。另一项针对瑞典学前科学教师的研究[24]认为，学

习学习项目模式(一种结合变异理论与课堂研究概念的行动研究)有可能促进学前科学。在他们的准实验

研究的有效性项目学习在希腊，卡尔迪，菲利帕图和戈[25]认为小学学生可以发展内容知识和小组工作技

能除了动机和积极的态度同行从不同的种族背景通过项目学习教学。同样，Karaçalli 和 Korur [26]也进行

了一项准实验研究土耳其有四年级的理科学生(相当于英国的五年级)，并发现项目式学习学生在学术成

就和知识保留方面有统计学上的显著影响。美国的一项研究探讨了一个基于项目的方法的有效性(相当于

第一年在英国)社会研究和内容区域素养报告积极结果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声称项目式学习方法有可

能帮助缩小差距低和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生在社会研究和素养。该研究采用了一种“设计或形成性实验

方法”，其中 6 名教师和他们的一部分学生参与了这项研究。两名教师来自高社会经济地位学校，四名

教师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学校。低社会经济地位学校的教师在其教学中实施了由研究者开发的以项目为

基础的单位。除了学生评估，数据还通过课堂观察和教师访谈收集数据。研究有一些局限性，如小样本

量(N = 10~12 从每个类 43 个孩子和 20 个孩子)，缺乏对照组和研究人员设计评估措施可能不可靠和有效

相比其他发表的标准化措施。 

3.2. 中学教育 

Al-Balushi 和 Al-Aamri [27]对 6211 人进行了准实验研究阿曼的女学生(相当于英国 12 年级)，探讨了

环境科学项目对学生环境知识和对科学态度的影响。两个类被随机分为一个实验组和一个实验组控制栏

在环境知识测试和科学态度调查中，实验组的表现明显优于对照组。然而，作者承认，不能排除新奇效

应，因为实验组的学生对使用新技术设计产品的热情可能会导致后测试产生更积极的结果。在历史学习

方面，Hernández-Ramos and De La Paz [28]让美国的八年级学生(相当于英国的九年级学生)在一个为期六

周的历史单元中学习制作多媒体迷你纪录片。与接受传统教学的学生相比，参与项目基础学习课程的学

生表现出积极的情感效益，在内容知识和历史思维技能方面都有显著的提高。这是一项准实验研究，采

用前测-后测设计，没有随机分配学生或教师来控制和实验条件。因此，不能肯定地推断，知识的获得必

然是干预学校的技术增强的项目基础学习的结果，因为其他教学和学习活动可能有助于积极的结果。另

一项在美国进行的准实验研究[29]探索了七年级学生(相当于英国八年级)在面向图形的计算机辅助项目

式学习环境中论证技能的发展和科学知识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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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高等教育和职前教师培训中的项目式学习研究 

许多研究探索了项目型学习在不同国家高等教育中的有效性。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工程教育上。例

如，Ruikar 和 Demian [30]通过英国的多媒体播客与行业参与建立了联系，Hassan 和他的同事[31]在西班

牙采用了一种综合的、多课程的、基于项目的电子工程学习方法，Fernandes 等人[25]遵循了 Powell 和

Weenk [32]开发的项目主导的教育模式，让学生在葡萄牙的一所大学学习。在澳大利亚，Stewart [33]在研

究生管理课程中调查了自我导向学习准备和项目式学习结果之间的联系，发现自主学习准备，如具有较

高的自我管理技能，是从项目式学习中取得成就学习成果的关键促成因素。另一项研究[34]在爱尔兰的一

项大学语言项目中使用活动理论调查了基于项目的语言学习。本研究报告了不同的学习结果，因为研究

参与者的活动系统(eg. 不公平的劳动分工，由于社区义务或反对管理模块内的活动而被认为缺乏时间的

规则)。一些研究已经将项目式学习的原则应用于职前教师，并声称学生–教师可以成为更好的问题解决

者[35]，可以从形成性评估中获得好处，并更加了解学习的对象，从而促进学龄前儿童的学习。文献回顾

表明，某些因素有助于促进课堂教学。这些内容将在下面的一节中进行总结。 

4. 项目学习教学实施的促进因素 

根据他们的研究和发现，Al-Balushi 和 Al-Aamri [36]得出结论，基于项目的教学不是比传统教学的资

源和时间，可以实现很少的资源，在学校建筑内和时间分配给特定的研究主题。现代数字技术是学生轻

松地参与设计和开发项目过程的主要推动因素，因为他们可以记录整个过程，并轻松地以数字格式分享

他们的创作。研究发现，有效利用技术作为教学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帮助弱表现和强表现的学生

在基于 项目的学习环境中构建知识。然而，Bell [37]指出，儿童在安全有效地使用技术时需要得到指导

和支持，以获得技术参与所能提供的创造力支持。此外，高质量的群体过程(被概念化为表现出积极的相

互依赖、个人问责制、平等参与和社会技能的群体成员)已被发现在项目式学习中在合作的成功中发挥着

关键作用[38]。高质量的小组工作变得更加重要当挑战与社会阶级差异，性别和成就等级被发现影响一些

学生的权力关系在项目学习小组导致不平等的学习可能性。Crossouard 认为，在最初的教师教育和持续

的专业发展中，教师需要得到更好的支持[39]，发展对社会和性别等级的敏感性，往往隐含在学生的话语

中，特别是在与同伴评估互动方面。 

5. 结论 

综上所述，项目式学习(PBL)在不同教育阶段和学科领域中显示出其潜在的积极影响。从基础教育到

高等教育，项目式学习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知识掌握和技能发展，还能促进学生的情感态度和合作能力。

然而，为了确保项目式学习的成功实施，需要考虑一些关键因素。总之，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有效的教

学方法，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然而，为了实现其潜力，需要教师、学生、学校和教育机构共同努

力，克服挑战，创造有利于项目式学习的环境。未来的研究应继续探索项目式学习的最佳实践，并提供

更深入的见解，以指导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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