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8), 11-16 
Published Online August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81365     

文章引用: 艾一端. 项目式学习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4, 14(8): 11-16.  
DOI: 10.12677/ae.2024.1481365 

 
 

项目式学习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艾一端 

华中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湖北 武汉 
 
收稿日期：2024年6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25日；发布日期：2024年8月5日    

 
 

 
摘  要 

随着教育改革进程的推进，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艺术课程正式进入核心素养阶段，基于艺术学科本位核

心素养的教学活动，重视学生的审美、认知、创造和综合素养，注重学生的可持续性发展。然而，当前

初中美术教育依然存在着知识碎片化、活动单一化、方式被动化等问题，需要采取合适的教学方法与教

学理念来解决问题。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动态的学习方法，通过项目式学习，学生能主动探究现实世界

中的问题与挑战，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不仅能掌握知识与技能，还能充分发展各方面的素养与能力，对其

核心素养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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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he education reform process, the art curriculum in China’s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has officially entered the core literacy stage, an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core literacy of the art discipline properly pay attention to students’ aesthetic, cognitive, crea-
tive and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focu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owever, 
the current junior high school art education still has problems such as fragmenta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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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ledge, homogenisation of activities, and passive approach, which need to be solved by 
adopting appropriate teaching methods and teaching concepts. Project-based learning, as a dy-
namic learning method, enables students to actively explore real-world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through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which students can not only master knowledge and skills, but 
also fully develop all aspects of literacy and competence, which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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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重视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下，美术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一门重要课程，是提升学生审美能力、

鉴赏能力和创造能力的重要渠道，具有陶冶智慧、提升审美情操的作用。美术课程也凭借其独特的课程

特质，成为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受到公众的普遍关注与认可。《义务教育艺术课程

标准(2022 年版)》提出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需要掌握的四种核心素养，分别是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

意实践、文化理解，艺术核心素养直接影响了课程目标的设置。初中美术课程应注重在学习中培养学生

的审美、认知、创造和文化内涵能力，让学生建立起完整的核心素养体系，培养学生适应社会发展的终

身学习能力[1]。要想在课堂中体现与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教师应该持续研究适合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

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实现教学的长效发展。 

2. 项目式学习下的初中美术教学 

2.1. 项目式学习的概念 

项目式学习(Project Based Learning)是一种动态的学习方法，它通过提供一些关键素材来构建一个基

于真实问题的环境，学生组建团队，以自主探究、分工合作等方式拆解难题，最终做出制品解决问题[2]。
项目式学习在美、英、法、日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各个学段被广泛使用，以此来锻炼学生的计划能力、领

导与合作能力、创造力、动手能力与执行能力等。由此可以看出，项目式学习主要特征表现为：一是强

调学习的真实性与问题性；二是注重学生探究性与合作性的培养；三是最终成果的呈现。其主要特征与

以核心素养为本位的课程教学理念不谋而合，这也是项目式学习方式相比于传统教学的优势所在。因此，

将项目式学习引入基础教育课堂，能够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让学生更早地面对现实中的问题，培养应

对真实世界、面向未来挑战的能力。 

2.2. 项目式学习的现状 

在国外很多学校已经成立了相对成熟的项目式学习探究模式，并将其广泛应用于不同学科的教学中。

例如，德国的职业学校在教学中引入项目式学习模式，通过项目的完成进度即可评测学生对知识掌握情

况[3]。美国 Morales 将 VR 技术融入项目式学习，利用 VR 技术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以达到促进学生自

主探究的目的。在国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了项目式学习在教育领域的运用优势，并投身该理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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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实践。2016 年至 2024 年，知网中有关项目式学习的相关文献数量开始大幅度上升。项目式学习

的研究大多是基于教学模式理论的研究，相比之下，实施应用研究、教学设计研究、问题与对策研究的

成果较为稀缺，在这些领域还需要更多的关注与研究[4]。并且，我国教育领域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对项

目式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还不够全面，项目式学习的范围也主要集中于中小学信息技术、化学与数学

等学科，以“项目式美术”为主题进行检索，发现仅有 363 篇相关文献，在“项目式学习”的研究中占

比不到二十分之一。因此，其他学科中的项目式学习研究还需要得到更多学者与教育者的关注。 

2.3. 项目式学习下的初中美术教学 

在传统的初中美术教学中，普遍存在着知识碎片化、活动单一化、方式被动化等问题，美术课堂作

为培养学生美术学习的主要阵地，承担着培养学生美术知识技能、美术学科核心素养、创造性思维能力

的重要作用，因此，初中美术课堂的教学理念与教学模式应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更新，采用最适切于

学生发展的方式来提升教学质量[5]。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的研究性学习活动，其优势表现在目标明确、

知识主线清晰、实践与研究活动相融合、方案成果直接、培训效果显著等多方面。在初中美术教学中合

理运用项目式学习模式，能够进一步优化美术课堂，对于学生思维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实践能力、

合作探究能力的提升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需要注意的是，初中美术分为“造型·表现”“设计·应用”

“欣赏·评述”“综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并不是所有领域与课题都适合项目式学习模式，不能盲

目地为项目而项目，应结合现实情况而定。教师根据实际情况，借助项目式学习模式优化美术常态课堂，

能够构建开放交流且具有创造性的课堂形式，为学生提供更为丰富的活动内容，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培

养，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3. 项目式学习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设计方案 

3.1. 设计原则 

初中美术课程的教学目标不仅重视对学生知识技能的培养，也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变化和综合素养

的提高。在项目式学习中，通常会以最终的制品为直接考察对象，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所获得的知识

技能、思维能力的变化、综合素养的提升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标准。在以美术学科为基础的项目式学习

模式中，要想让学生各方面的能力都能得到提升与发展，教师应该遵循基本的设计原则，合理设计项目

活动。首先，应遵循实用性、主体性、真实性等原则，立足于学生的现实生活，将系统知识引入真实的

情境中。不仅要确保设计内容符合美术课程标准的要求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也要能够融合知识、审美、

素养、人文与生活等多个方面，满足学生多元化的培养需求。其次，在过程中也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学

习氛围，遵循合作探究性、发展性、综合评价原则，通过小组合作的学习形式，促进学生之间灵感、思

考的碰撞与交流，使学生在解决问题中养成思考的习惯。同时，还应时刻注意学生对知识原理的掌握情

况、学生思维能力的变化、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提升等方面，关注学生的动态发展。最后，项目式学习

以产品为导向，学生制作的产品即包含了教学目标的达成，教师应该给予正向的综合评价，激发学生的

学习热情，着眼于学生的素质提升与能力发展。 

3.2. 设计内容 

美术教材中的知识要点通常由浅到深、由易到难地分布在各学段与各单元中，由于课时的限制，很

多内容都被零散化分布，学生很难在有限的课时内进行深度学习。若将项目式学习模式引入课堂，教师

首先需要重视对教材中美术知识体系的构建，根据学生的实际需求，灵活地把各单元内容进行整合、编

排、重组，基于项目主题与内容，将分散的课时衔接起来，增强美术教学的连续性，让学生在新旧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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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与巩固中建构自身的知识网络。此外，教师应在遵循美术课程标准与教材的基础上将教学知识点

的范围扩大，超越美术学科区域观点，基于核心素养的培养要求，灵活选择不同门类与本课相关的内容，

以促进学生综合素质的发展为目标，扩大学生的知识视野，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创造条件。 

3.3. 设计手段 

美术教学的理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教师在教学中也会采用更加灵活多样的方法，在项目

式学习的设计手段选择上，教师也应结合教学目标、学生特点、现实条件等多种因素，充分利用有效的

辅助手段，使项目更加顺利地开展。 
随着网络时代的发展，教师越来越多地利用新媒体技术来提高课堂的效果与质量。例如，在美术项

目式学习中，教师可以利用数字化技术营造情境，拉近课堂与学生之间的距离，给学生带来更加丰富生

动的课题内容。有效地运用多方面的数字化资源，如各种图片、动画、微课、云直播等，采用数字化的

教学手段，带给学生丰富的课堂体验，营造既高效又充满活力的课堂氛围。此外，在最后的产品创作环

节，可以让学生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使自己的作品表达方式更加多元，通过全方位地展示作品，也让学

生获得更多的学习资源，提高教学的效果和效率。还可以采取不同的教学模式，例如，针对一些在课堂

无法完成的内容，教师可以通过项目任务的形式，让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收集资料，自主完成任务，将课

上课下时间整合起来，也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意识。 

3.4. 设计方案可能存在的局限 

根据以上设计方案，将项目式学习引入美术课堂，通过研究课程标准和教材大纲对原有教材进行适

当编排与重组，将学科知识转变为一个个与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项目任务，不仅能增强美术学习的探究

性与趣味性，也能够让项目式学习成为学生校园美术学习的常态方式。但以上设计方案只是一种理想状

态，实际实施可能存在一些局限，例如，在教学准备阶段，根据项目编排教材的难度较大，如何使项目

学习兼具系统性的学科知识与真实性的活动内容，在满足教学目标的同时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与综

合能力的提升，如若编排不当，可能会造成后续的教学混乱，不仅难以发挥项目式学习的优势，还可能

导致基本教学目标都无法达成，因此需要教师在教学准备阶段仔细斟酌与把握。在教学实施阶段，由于

项目式学习所包含的环节与活动内容较多，教师根据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完全按照设计原则逐条规划，

可能会使项目实施过于死板，不利于学生主动性的发挥。在日常实际课堂中，教师应将项目形式的原则

内化于心，把握其核心理念，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使项目式学习真正服务于教学，着眼于学生的发

展。 

4. 项目式学习在初中美术教学中的实施 

根据美术课程标准中的要求和项目式学习的设计方案，结合方案实施中可能存在的一般问题，将通

过以下路径在项目设计中提供帮助，让学生能够落实在做中学习的理念。 

4.1. 基于核心素养，以“大概念”整合单元项目 

美术项目式学习与普通的美术教学都需要以美术教材为根本，以培养学生的美术学科核心素养为目

标，根据项目主题整合单元内容，搭建新旧知识相互衔接的路径，设计结构合理的教学活动内容。在单

元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上，教师可以基于核心素养，围绕美术学科并整合多学科知识与技能，以“大概念”

“大观念”来统领单元内容，“大概念”指向学科的核心概念，能够超越固有学科分割，打破学科孤岛，

是对众多知识的筛选与整合。项目单元和“大概念”是紧密关联的，“大概念”需要到单元教学中落实，

单元以核心素养为目标，因此，“大概念”是素养形成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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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概念”为统领的项目单元可以是生活难题、社会问题、科技议题等，旨在加强学生生活与现

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以解决真实问题的学习项目来组织课程内容、编排课程单元，也要确保项目内

容具有逻辑清晰的知识结构，才能为项目式学习的开展奠定基础。在以“大概念”为统领的项目单元中，

鼓励学生采用跨学科视角调动相应的知识和技能，学生也能够更好地创作出内容丰富、内涵深刻的艺术

作品，真正形成知识迁移素养。 

4.2. 设置真实的主题与驱动性问题 

教学活动开始之前，确立清晰的学习目标至关重要，它决定了学生需要解决哪些实际问题或完成哪

些项目。在确定完项目目标与内容后，教师应该结合单元教学内容、学生最近发展区、教学实际情况来

规划与安排任务。首先应该确立项目主题，主题将与以“大概念”整合的单元内容相符合，也与教学目

标以及真实生活紧密联系，并具有足够的价值与意义，能够启发学生思考。 
再确立主题后，教师需要在活动中设置项目任务，可以通过驱动性的问题激发学生的动力，让学生

自觉地围绕问题情境进行探究，确保后续项目的顺利进行。在设置驱动性问题时，教师要遵循真实性、

挑战性、开放性、持续性等原则，最大程度地模拟现实，选择与学生生活实际相关的、具有开放性和挑

战性的问题，让学生产生持续而深刻的理解，进而脱离浅层次的探究转为深度学习[6]。需要注意的是，

驱动性问题应是直指主题的核心内容，且符合美术学科课程标准，才能在规定的范围内发挥真正的作用。 

4.3. 规划项目式学习流程，进行有效教学 

项目任务的达成需要制定项目计划，通过合理的学习流程的实施，确保项目在合理范围内进行。项

目教学设计需要有条理地进行详细策划，其中包含了问题、教学、任务、情境等设计环节。项目教学要

求既不完全超出了学习者现阶段的能力范围，又保持一定的认知成长空间和挑战性，教师应当为学习者

搭建学习支架，但在其执行过程中，一定还是以学习者为主体来加以管理和推进。 
在活动安排阶段，教师需按任务内容与班级人数将学生分组，给每组成员分派项目学习的指导计划

书，并在每组内选派组长，组织项目计划的实施。在活动实施阶段，小组成员按照项目计划分配的任务

各自完成，并在过程中相互协作共同促成目标的达成。教师作为指导者的角色应适时对小组提出建议，

随时为学生在项目中难题的解决提供帮助。 

4.4. 启发学生思考，关注思维变化 

美术学习的学习效果通常可以通过作品来判定，学生在课堂创作中自由抒发情感、表达创意，在实

践中检验自己的学习成果。项目式学习视角下的初中美术教学也十分注重最终的模型成果，但学习成果

不仅是最终实物的展现，还表现在学生对知识技能的理解与探究、思维能力的变化、美术素养的提升中。 
其中，思维能力的培养体现在学习者的问题求解能力、决策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等

方面。在课堂中，教师可以营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给予学生充分表达的自由，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

题，并且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理解知识的本质，培养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造能力。杜威

认为，思维是由“难题或困惑”引发的，最适合思维训练的方式应是以思维为基础的问答策略。教师应

该精心设计项目学习中的问题，以具有挑战性、开放性和层次性的问题锻炼学生的问题求解能力与决策

能力。当学生在项目学习中遇到无法解决的困难时，教师也要及时搭建脚手架，防止思维成长的中断，

以确保学生完成项目任务，促进思维发展[7]。 

4.5. 细化评价指标，推进项目延伸与反思 

小组完成项目任务后，需要进行成果展示，展评也是项目式学习升华与反思的重要环节。项目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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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展示应体现出多元化、个性化、人文化的特征，从多个角度对成果进行考量，激发学生的创作热情。

除了最终的实物模型外，学生思维的变化、创作的过程、各环节的表现情况都是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教师应该将项目评价的指标细化，构建有利于学生成长的有效评价体系。对于初中阶段的学

生，可以采用研究报告的形式，让学生将作品的创作过程记录下来，包括收集资料、小组讨论、设计过

程、实施搭建、最终效果等多个环节，学生通过记录与回顾自己的表现，对自己进行总结评估。评估除

了学生自评外，还应包括组内互评和教师评价，对学生的整体表现进行综合客观的总结。课后可以将成

果以艺术展览的形式进行呈现，既能体现美术课程的特色，也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与创作热情。一个合格

的项目学习应该具有延伸性与长远性，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美术学科知识与技能，还要为他们综合素养的

构建铺路，让学生自觉搭建自身的知识结构体系，养成有利于终身学习的思维能力与习惯。 

5. 结语 

初中阶段是培养学生美术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时期，美术课堂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核心素养的培育效

果[8]。根据实际情况，在初中美术教学引入项目式学习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获

得积极的情感体验，从而激发学生的潜能，真正地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与综合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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