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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可以有效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而当前基于单

元主题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施存在低效的问题。笔者以2024年人教版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Project板块为载体，将全程性评价贯穿于始终，分项目前、项目中、项目后层层递进介绍了如何基于单

元主题开展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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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based on unit themes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in the subject. However, the current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based on unit themes are inefficient. Taking 
the Project section of the third unit of the 2024 People’s Education Edition of Grade 3 Primary 
School English as the carrier, this paper introduces how to carry out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English based on unit themes, with formative assessment running through the 
entire process, and proceeds in a step-by-step manner from before the project, during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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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after the pro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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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2022 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课标)对英语课程提出了新要求，新课标明确要求

教师“探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题化、项目式学习等综合性教学活动，促进学生举一反三、融会贯

通加强知识间的内在关联，促进知识结构化”[1]。 
目前，基于单元主题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施还存在一些问题。部分教师对于基于单元主题的项目

式学习的理解和实施能力有限。存在项目化学习主题不鲜明、项目式学习形式大于内容、项目化学习的

主体淡化等问题。项目整体设计往往缺乏系统性、学习目标的全面性也存在不足、在重视团队合作成果

的同时，个人探究成果往往被忽视等。 
本研究本文以 2024 年人教版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Project 板块为载体，介绍了如何基于单

元主题开展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设计。旨在为一线教师依据单元主题情境下来开展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

提供案例参考，以期达到落实新课标、新教材预设的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目标。 

2.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路径设计思路 

对于项目式学习的模式，不少学者们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的“金标准”

获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该标准包括设计七要素(挑战性困境或问题，持续的探究活动，真实性，学生

的声音和选择，反思，反馈和修正，公开产品)和实践七要素(规划与设计，回应标准，建构文化，管理活

动，搭建学习支架，评价学生学习，参与和指导) [2]。我国学者刘景福、钟志贤将项目式学习分为选定项

目、制订计划、活动探究、作品制作、成果交流和活动评价六个基本步骤[3]。夏雪梅综合巴克研究所、

IB 课程等提出的设计要素，将学科项目化学习的设计分解为如下六个维度：核心知识、驱动性问题、高

阶认知、学习实践、公开成果和学习评价[4]。桑国元团队等人提出我们亟须构建符合中国教育实践情境

的项目式学习标准，以中国教育改革为经，以美国巴克教育研究所的项目式学习“金标准”为纬，依据

课程发展阶段理论，从项目式学习的设计、实施和评价三个层面构建了适用于中国教育情境的项目式学

习“三六标准”模型：设计六要表、实施六要素和评价六要素[5]。从以上模式可以看出，它们都包括了

一些共同的部分以确立项目、项目实施、成果展示和评价反思。 
目前，在我国对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研究中，学者们已经开始认识到项目式学习与单元主题之

间的密切联系，并努力将其融合，对本研究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我国英语项目式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研

究时间跨度并不长，目前理论研究处于理念探讨和模式构建阶段，理论驱动的实证研究较为缺乏。该

领域应深入探讨理论基础、内涵特征、实施原则和操作流程等理论层面问题，同时还需关注教学设计、

环境构建、师生角色和教学实效等实践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全面理解其本质和规律的关键，也

是指导教学实践、推动教学方式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据此，本研究旨在针对我国已有研究的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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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完善： 
本文所提到的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路径构建参考了以上学者们提出的模式，并以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多元智能理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为基础，分为了项目前，项目中，项目后三个板块，

层层递进，将全程性评价贯穿于始终。 
本研究中的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融合了建构主义教学的几项核心思想。第一，项

目式教学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可视化的学习成果由学生动态生成。第二，在持续的实践和实验中，研

究者注重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经验，关注与小学英语学习相关的现实问题，使英语知识与现实需求紧密结

合。第三，在项目式教学活动中，项目的完成通常需要学生小组间进行合作，这促使他们在自我建构的

基础上，逐步丰富和加深对英语知识的理解。第四，在项目式教学活动中，教师扮演项目策划者、指导

者等角色，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在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中，应用多

元智能理论，在项目分组时参考不同学生智能发展优势进行分组，能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和自我探索中

充分发挥自己的智能。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中也蕴含着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身影，着重强调

“经验、学生和活动”的三个核心要素，激励学生整合知识，应对复杂的现实挑战。 
项目前分析学情、新课标、课程内容进而明确单元主题；结合现实真实需求、提炼项目主题；从而

确定项目目标；结合教材内容和多模态课外资源整合项目内容；教师还需预设驱动性问题。项目中教师

需先提出项目背景、设置项目任务，其次师生共同探讨项目驱动性子问题、进行项目分组。最后小组探

究项目活动、教师适当提供支架。项目实施后进行最终产品展示。对项目式学习的全程性评价与反思分

阶段进行，每一个驱动性问题后都设置评价表。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开展前。第一，教师要通过研读 2022 年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

对于主题内容的要求，分析 2024 年人教版小学英语教材及学习者，进而明确单元主题。第二，再通过对

单元主题意义的分析、结合现实需求来提炼项目主题。项目主题的确立应源于《新课标》划定的三大主

题范畴并且要与英语课程的学习有密切的联系。新课标中对主题进行了分类，包含人与自我、人与社会

和人与自然三大范畴，这三大范畴下又分别划分主题群，各主题群下设若干子主题，本文所涉及的单元

主题正是基于新课标中的子主题。第三，项目式学习目标的设置应在提炼项目主题的基础上，基于《新

课标》中对学生英语核心素养提出的要求，具体考虑学情，融合单元学习目标，并体现学科育人理念。

第四，项目内容除了结合教材内容外，教师也需合理补充多模态课外资源。第五，教师可以先预设驱动

性问题。驱动性问题可以在教材话题的基础上设置，基于教材，超越教材。让学生能根据驱动性问题自

主探究和合作探究项目任务。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实施的活动过程中。首先，教师需结合现实需求提出真实的

项目背景。其次，教师需要创设进阶性的项目任务来支持学生的发展，师生共同探讨驱动性问题。再

次，可以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对学生进行分组，由于不同主题对不同学生来说的擅长和

熟悉程度不同，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在项目分组时参考不同学生智能发展优势进行分组，学生就可以

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相互学习的乐趣。最后，在项目活动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贯彻英语学习活动观。因

此，项目活动的设计应遵循由浅入深的原则，逐步引导学生从低阶向高阶发展过渡。这样的设计旨在

促进学生从简单的知识掌握逐步过渡到复杂的创新应用。在学生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不应成为单纯的

旁观者，教师需搭建适当搭建的学习支架，如情境型学习支架、策略型学习支架、资源型学习支架、交

流型学习支架与评价型学习支架，包括具体案例的展示、提出问题、提出建议、操作步骤的指导，以及

图表和表格的辅助说明。从而使学生在驱动性问题的引导下，完成进阶性的项目任务、活动，完成知识

向素养的转化。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实施后需要让学生进行结果展示，包括个体成果，团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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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展示多样多元作品。如海报，手工作品，模型，视频等。项目成果主要指向的是学科技能目标和育

人目标，可分为表现类和说明类的成果。 
值得注意的是将全程性评价与反思贯穿在整个项目前、中、后期，是为了用评价与反思来牵引学习，

关注学生的知识积累与思维发展，以及多样化项目成果的准备与呈现。教师可以提供学生自评、组员互

评、教师评价等多个维度的团队评价表，设计多元化的评估方法，包括项目成果评价、口头表达和书面

测试，以全面评价、全程评价估学生的综合能力。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步。 

3.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实际教学案例设计 

基于教材的项目化学习是指项目探究的主题基于教材单元主题或话题，以解决教材学习和关联生活

的真实问题而进行的学习[6]。 
本研究旨在以 2024 年人教版小学英语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Project 板块为载体，依托文本，根据上

文思路进行案例设计。本单元 Amazing Animals，这单元主题属于新课标中的人与自然这一范畴，涉及“常

见的动物，动物的特征与生活环境”。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到动物，会对不同动物的外形都有深

刻印象，所以在本课的学习过程中，要激发学生兴趣，利用他们好奇心强的特点，带领他们探索动物世

界，在本单元 Part A & Part B 部分学生已学习了核心词汇：like, dog, fish, cat, bird, rabbit, lion, panda, tiger, 
elephant, monkey, cute, giraffe, lion，核心句型：What’s this/that? It’s a/an 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基础。 

本单元的主题是“神奇的动物”。结合学生社会生活实际明确项目背景，即凤凰中华大熊猫园不仅

仅只有熊猫，还有其他动物，很多人以为只有熊猫，今天的项目主题就是“制作动物图画书”，项目任务

就是为凤凰中华大熊猫园制作一本动物图画书，介绍其中的动物。育人价值为：(1) 学生能够加深对野生

动物与宠物的了解，明白它们之间的不同。(2) 知道不同动物的样子、声音、喜欢的食物，询问并模仿不

同的动物。能够理解动物种类的多样性，热爱动物。(3) 学生能根据自身情况表达对动物的喜爱，从而进

一步学会爱护动物、保护动物，并能树立积极的人与动物和谐共处的意识。 
基于此，本项目设置的具体目标如下： 
1) 能复习巩固本单元的动物类(like, dog, fish, cat, bird, rabbit, lion, panda, tiger, elephant, monkey, cute, 

giraffe, lion)单词，并能运用核心句型(“This is my animal picture book. This is a(n)... t’s...”)进行问答。(学习

理解) 
2) 学生应能够理解录音内容，并准确圈出所听到动物的折纸图，同时识别并区分各类动物。(理解学

习) 
3) 学生需要掌握动物间的差异，并能够将它们分为宠物、野生动物以及个人喜爱的动物类别，进而

制作动物图画书。(实践应用) 
4) 学生应能够创作动物图画书，并使用所学的语言知识来描述书中的动物，形成小语篇，以此加深

对单元主题的理解，认识到动物种类和特征的多样性。(实践应用) 
5) 学生应在团队合作中提升自己的动手操作技能，并增强与同伴的协作能力。(创新迁移) 
2024 年小学英语新人教版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 Project 板块展现的话题有 4 个，话题一：孩子们喜欢

什么动物？听并圈出。话题二：这些动物不同吗？思考并归类。话题三：制作你的动物图画书。话题四：

在课堂上分享你的动物图画书。这四个话题是呈进阶性的，驱动性问题就可以在这四个话题的基础上设

置，基于教材，活用教材。据此，把驱动性主问题拟定为“如何制作动物图画书？”根据驱动性主问题师

生合作探讨设置 4 个递进的驱动性子问题，驱动性子问题一：你喜欢什么动物？驱动性子问题二：你为

什么喜欢这些动物？驱动性子问题三：怎样去制作一本动物图画书？驱动性子问题四：为什么要做这样

的动物图画书？(具体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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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ject-driven problems 
图 1. 项目驱动性问题 

 
让学生能在这些递进的驱动性问题的引领下，完成进阶性的项目任务，由自主思考最喜欢的动物是

什么、到团队合作交流为什么喜欢这些动物、到自主探究和合作探究基于此怎么去做一个动物图画书、

为什么这样制作。在学生实施的过程中，教师也应适学生实施情况提供支架，如提出的四个驱动性问题

后提供评价支架、教师可提供制作动物图画书的结构支架、在展示阶段，教师可以提供语言支架，即建

议学生可以运用本单元学习过的核心词汇和句型介绍制作的动物图画书等。 
基于本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实施后需要让学生进行结果展示，鼓励多种形式的展示。如

个人制作的动物图画书，团体制作的动物图画书，让学生口头表达进行成果介绍。 
对项目式学习的全程性评价与反思分阶段进行，评价主体包括自我评价、他人评价、教师评价。每

一个驱动性问题后都设置评价表。如驱动性问题一后设置评价标准为：1) 能够准确识别并朗读动物相关

的单词。2) 能够运用适当的句型来描述动物的特征，以及表达自己对动物的喜好。驱动性问题二后设置

评价标准为：1) 能够依据动物的特定特征进行分类。2) 能够听懂录音，并准确圈出相应的动物图像。展

现出对动物种类多样性的理解，并表现出对动物的热爱。3) 展现出对动物种类多样性的理解，并表现出

对动物的热爱。驱动性问题三、四后设置评价标准为：1) 学生应能够创作出结合图像和文字的动物图画

书。2) 能够使用本单元所学的词汇和句型来介绍自己的图画书，同时确保语音和语调的准确性，以及表

达的流畅性。3) 图画书的制作应精美且具有创新性。 

4. 结语 

基于单元主题的小学英语项目式学习研究，符合当前核心素养新时代的课程改革需求，为小学英语

教育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然而，这一教学模式需要教育界的不断探索和实践，不断适应时代的需求，

以更好地推动英语教育的发展，从而提升学生核心素养，充分发挥英语课程育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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