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7), 218-224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71205   

文章引用: 许双双.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教育进展, 2025, 15(7): 218-224.  
DOI: 10.12677/ae.2025.1571205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许双双 

扬州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扬州 
 
收稿日期：2025年6月3日；录用日期：2025年7月4日；发布日期：2025年7月14日 

 
 

 
摘  要 

英语写作能力是高中英语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教学中脱离真实情境、缺乏学科整合的问题在

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高阶思维的发展。项目式学习以真实问题为驱动，强调跨学科协作与情境化任务

完成，为写作教学的发展提供了创新路径。本文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理论内涵，分析其在高中英语写作教

学中通过真实情境激活写作动机、跨学科整合优化思维结构的独特价值，并结合“家乡文化英文宣传册

制作”等具体教学案例，系统阐述项目式学习从情境化项目设计、阶梯式任务实施到核心素养导向发展

的完整实施路径，旨在为提升学生复杂情境下的英语写作能力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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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 school English core literacy, and the problems of 
detachment from authentic contexts and lack of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traditional teaching con-
strai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to some extent. Project-based learning, 
driven by authentic problems and emphasizing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and contextualized 
task completion, provides an innovative path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riting teaching.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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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this paper analyzes its unique value of activating 
writing motivation through authentic contexts and optimizing thinking structure through interdisci-
plinary integration in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and combines it with specific teaching 
cases such as “making English brochures of hometown culture” to systematically describe the devel-
opment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contextualized project design, step-by-step task implementa-
tion to core literacy-oriented development. It also systematically describes the complete implemen-
tation path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from contextualized project design, step-by-step task implemen-
ta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literacy orientation,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
cal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students' English writing ability in complex contex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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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强调语言学习需依托“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

与自然”三大主题语境，融合多学科内容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与跨学科素养[1]。传统写作教学中，

情境脱离现实、学科知识割裂等问题往往导致学生写作内容空洞、逻辑单一。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教学模式，通过“提出真实问题–整合多学科知识–

完成挑战性任务”的动态流程，将写作从机械的语言操练转变为真实情境中的语言应用实践。本文结

合具体教学实例，从理论耦合、实践优势与实施路径三方面探讨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

创新应用。 

2. 项目式学习的内涵和理论基础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其核心是让学生在参与真实或模拟的项目任务过程中

掌握知识和技能。实施过程中，学生需在教师引导下，围绕特定主题或问题展开探究，通过团队协作、

自主探究及实践操作等多元方式完成任务目标，最终实现对知识的建构与应用能力的提升[2]。项目式学

习的理论基础植根于建构主义学习观，该观点强调知识是学习者基于已有经验在与环境互动中主动建构

的，而非被动接受[3]。这一核心思想得到认知发展理论的深化，皮亚杰指出学习者通过“同化”与“顺

应”机制解决认知冲突、实现思维跃迁[4]，而项目中的复杂问题恰能驱动这一过程。社会文化理论进一

步补充，维果茨基认为学习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项目小组内通过协作对话、提供“脚手架”支持，使学习

者能在最近发展区内达成更高水平的表现[5]。同时，情境学习理论揭示了项目价值，莱夫与温格认为脱

离情境的知识是惰性的，项目式学习通过模拟或融入真实世界的实践共同体，让学习者在解决有意义的

任务中掌握知识技能及其应用情境[6]。最后，自我决定理论解释了项目式学习的内在动力机制，当项目

设计满足学生的能力感、自主性和归属感需求时，会激发更深层次的内在动机和持续投入[7]。因此，项

目式学习并非简单的活动形式，其效力源于上述理论共同阐明的核心原则：通过有意义的、社会化的、

情境嵌入的主动探究过程，有效促进深度知识建构、认知发展、社会协作能力及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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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式学习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理论耦合 

3.1. 项目式学习的核心特征与写作教学的适配性 

项目式学习起源于杜威“从做中学”的教育理念[8]，其核心在于通过真实、复杂且具现实意义的项目

激发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典型的项目式学习具备四大特征：其一，情境真实性，任务需源于学生可感知的

生活实践，如校园活动策划、社区服务方案设计等，使写作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而非课堂练习；其二，

学生主动建构性，学生是学习的主体，通过自主探究、合作实践解决问题，而非被动接受知识；其三，学

科整合性，要求学生调用多学科知识和技能完成任务，例如撰写校园建筑历史变迁报告需融合历史资料的

时间梳理、地理数据的空间分析与美术设计的视觉呈现；其四，现实应用性，写作成果具有明确的现实应

用场景，如向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介绍中国地域文化、为校园活动撰写可执行的英文策划案，赋予写作真

实的交际价值。这些特征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培养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运用语言解决问题的目标高度契合。 

3.2. 项目式学习对写作教学的多维赋能机制 

传统写作教学往往聚焦语言形式(如语法规则、词汇搭配)，而项目式学习通过任务驱动实现三重突破：

首先，从语言操练到意义建构，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体会写作的本质——运用语言传递信息、

影响他人决策，例如为环保项目撰写英文倡议书时需通过数据论证污染危害并提出解决方案，而非简单

堆砌环保相关词汇；其次，从单学科孤立到跨学科联动，写作成为多学科知识的输出载体，学生需将历

史的时间逻辑、数学的量化分析、艺术的审美表达等融入英文文本，形成立体的认知框架；最后，从被

动接受到主动创造，学生在项目中扮演研究者、设计者等角色，如为国际文化交流日制作英文宣传册时，

需自主调研文化素材、设计叙事结构，在问题解决中培养创新思维并提升对认知过程进行主动监测和自

我调节的元认知能力[9]。 

4.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践优势 

4.1. 激活真实写作需求，提升内容深度与文化厚度 

项目式学习通过模拟现实场景，将写作转化为有目的的沟通行为，促使学生超越教材范文的局限，

深入挖掘内容的思想深度。以“跨文化节日对话”项目为例，学生需用英语撰写中国传统节日介绍手册，

目标读者为外籍学生。为满足跨文化传播需求，学生主动查阅中西方节日文化对比相关资料，对比中西

方节日的文化内核，如将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与古希腊奥运会的竞技精神进行类比，同时结合民俗学研究

阐释粽子包裹形制的象征意义。这种任务驱动下的写作不再是事实罗列，而是具备文化阐释力的深度表

达，例如学生在了解端午节相关文化背景后可知，起源于战国时期的端午节，将粮食崇拜的原始信仰(粽
子形制)与士人精神的历史记忆(屈原投江)相融合，展现了地域文化融合多元、不断传承发展的特点。在

此过程中，学生自主对比中西方节日文化，发展跨文化参照思维，提升写作能力与跨文化传播实践力，

最终产出读者友好的、易于文化理解的英文手册。 

4.2. 促进跨学科知识整合，优化思维结构与逻辑表达 

项目式学习要求学生将碎片化的学科知识转化为知识整合的应用体系，在写作中构建“现象描述–

原因分析–结论推导”的逻辑链条。以“校园可持续发展方案设计”项目为例，学生需用英语撰写绿色

校园行动计划，其中“垃圾分类成效评估”章节整合了多学科思维：例如，数学层面，通过量化分析回收

纸张可减少的垃圾填埋量、可节省的处理成本数据，对比不同方案的经济性；科学层面，大量实践数据

表明，LED 灯具的能耗普遍低于传统灯具，这一特性可作为节能改造建议的核心依据；艺术层面，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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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心理学原理(绿色标识传递环保理念)设计英文海报的视觉方案。这种跨学科整合使学生的写作跳出

了单一的线性叙事模式，形成“数据支撑论点、理论解释现象、设计增强说服力”的立体思维结构，显著

提升文本的逻辑严密性。 

4.3. 培养批判性思维，深化高阶认知与创新表达 

项目式学习以开放式问题为导向，要求学生在写作中展现分析、综合、评价等高阶思维能力[10]。例

如，在“人工智能(AI)对未来就业的影响”的辩论稿写作项目中，学生需综合多学科视角展开论述：经济

学层面，剖析技术变革引发的就业结构动态调整，探讨新兴产业崛起与传统岗位转型的内在关联；社会

学层面，对比重复性劳动岗位与创造性岗位受 AI 冲击的差异，提出加强跨学科教育以培养重要的人际沟

通能力的对策；哲学层面，探讨技术伦理对未来职业发展的隐性影响。这种多维度的思辨过程可以促使

学生跳出“非此即彼”的简单判断框架，形成论证严密、层次分明的写作范式。同时，这一过程能够帮助

学生理解并表达出以下观点：AI 不是职业的终结者，而是人类认知边界的拓展者；当我们学会与技术协

同进化，写作就会成为记录这种进化的思想载体。 

5. 项目式学习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施路径 

5.1. 情境化项目设计中教材主题向现实议题的转化策略 

情境化项目设计需遵循两大原则：一是紧扣学生生活经验，降低认知门槛。在实际教学中，教师需

要选择与校园生活、社区发展紧密相关的主题，如“英文校刊专栏写作：我眼中的校园文化”“给社区居

委会的英文建议信：改善社区公共设施”等，使学生能够基于已有认知展开探究。以“家乡文化英文宣

传册制作”项目为例，学生对家乡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有基本了解，在此基础上教师引导其用英语进行

系统化表达，可有效缓解学生的写作焦虑。二是嵌入跨学科目标，明确知识交融点。以“家乡文化英文

宣传册制作”项目为例，教师需引导学生预先规划各学科知识的融入方式：学生可结合历史学科系统梳

理家乡历史脉络并制作中英文对照时间轴；从地理学科视角分析地形对饮食、建筑的影响并绘制英文分

析图表；运用美术学科知识，将家乡传统图案纹样(如民俗刺绣、古建筑雕花等)转化为适用于现代场景的

视觉设计元素(如标志、图标、文创图案等)，并配有详细的设计说明以阐述转化思路与创作理念；围绕英

语学科任务，优化宣传册中语言内容表达的准确性与流畅性，同时针对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尝试设计

符合其英语语言习惯的文化介绍方案，例如标注地方特色文化词汇的英文释义等。通过这种跨学科任务

分工的形式，学生可在写作中实现多学科知识的有机整合，避免陷入碎片化知识堆砌的误区，进而提升

写作中知识运用的系统性与逻辑连贯性。 

5.2. 阶梯式任务实施中从知识建构到成果产出的阶段式推进 

在阶梯式任务实施中，分阶段目标的有序推进成为连接知识输入与成果输出的关键纽带。教师通过

将复杂写作任务拆解为符合高中生认知规律的递进式子任务，引导学生在完成“信息收集–逻辑建构–

规范表达”的螺旋上升过程中，实现从语言知识积累到真实情境应用的能力跃迁。以“校园英语经典读

书会策划方案”项目为例，学生以设计跨年级英文阅读共享平台为目标，分组完成包含书目推荐、活动

形式、成果展示的英文策划方案。学习过程分为三个递进阶段：首先通过小组讨论确定读书会核心定位，

接着运用层级化框架法搭建策划案的整体结构框架，最后参照其他阅读联盟活动案例优化细节。初期方

案多为碎片化活动罗列，经教师引入目标拆解法和多轮方案互评后，学生学会运用“需求分析–策略设

计–效果预设”逻辑链组织内容，实现从模糊构想到逻辑建构的思维发展。学生在反复修改中逐步掌握

策划方案的英文规范表达，语言逻辑性从初期的活动堆砌转向目标导向型表达，实现从随意陈述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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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写作的跨越。在这一过程中，学生通过梳理活动逻辑优化语言表达，又在语言精准化的过程中深化对

策划目标的理解，实现应用写作能力与思辨能力形成有机融合。 
下文将以“家乡文化英文宣传册制作”项目为例，展开具体分析。项目实施可划分为三个递进阶段：

情境导入与知识储备，协作写作与修订完善，公开展示与多元评价。 

5.2.1. 情境导入与知识储备 
项目式学习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引领，有激发学习动机和承载核心知识的驱动性问题[11]。在情境导

入与知识储备环节，教师可采用问题链驱动和文化对比体验的方式激活学生认知：首先播放 3~5 分钟的

“外国学生眼中的中国城市”短视频片段，引导学生观察并记录“视频中哪些家乡元素被重点呈现？外

国创作者是如何解释这些文化现象的？”；接着抛出开放性问题：“如果由你向来自其他国家的学生/游
客介绍家乡，你会选择哪些独特的人、事、物？用英语表达时可能遇到哪些障碍，如‘方言童谣’‘节庆

禁忌’该如何解释？”激发学生结合自身经历展开头脑风暴；随后教师引入霍尔提出的文化层次冰山模

型简易图示：表层可见文化包括饮食、服饰、语言、仪式等外显行为要素，深层隐性文化涵盖价值观、思

维模式、社交规则、时间观念等无意识规则[12]，讲解跨文化传播中显性信息翻译(直接传递表层语义)与
隐性文化阐释(解读符号背后的文化逻辑)的区别，例如“春节贴春联”不仅需要翻译字面意义，还需说明

“红色象征吉祥”“对联文字的祈福寓意”等文化内涵，从而培养学生透过表层行为洞察深层文化逻辑

的认知能力。随后，教师可通过整合多学科资源构建自主学习支架，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能力：教师

精选并整合教材及网络平台中与对应家乡历史事件有关的中英文对照文本(如地方志摘要、重大文化事件

报道)，引导学生从中提炼关键时间节点与文化要素，完成历史脉络信息卡的中英文对照梳理；借助 PPT
或视频展示国内外优秀文化宣传册案例，解析图文比例协调、色彩象征意义等视觉叙事的原则，提供含

传统纹样简笔画、地形轮廓图等元素的视觉素材包，指导学生用简易设计工具规划宣传册版式；针对跨

文化写作难点，教师结合具体案例(如“庙会”“非遗手艺”等词汇的翻译)，详细讲解音译加注释、意译

转化等“文化负载词”处理策略[13]。 

5.2.2. 协作写作与修订完善 
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明确分工和阶梯式任务推进，将零散知识转化为完整成果。首先是角色分

工与知识收集阶段：每个小组根据任务需求分配“文化考据员”“数据分析师”“视觉设计师”“文案策

划师”等角色，例如文化考据员负责挖掘老宅故事、民俗传说等文化典故，数据分析师负责统计建筑材

料使用比例、非遗传承数据并制成图表，视觉设计师负责收集老照片、绘制地标插画并设计文化元素图

标，文案策划师负责整合素材撰写初稿，组内成员通过小组讨论共享成果，将零散的文化素材转化为兼

具故事性、数据支撑和视觉美感的宣传内容。接着进入教师指导与结构搭建阶段：在语言层面，教师针

对高中生常见的“中式英语”表达进行指导，例如当学生将中文句子“家乡有很多美景。”直译成“The 
hometown has many beautiful sceneries.”时，引导学生修改为更地道的表达“The hometown boasts picturesque 
landscapes.”；在结构层面，教师引导学生运用“总–分–总”的框架组织段落；在学科整合层面，教师

提示学生用历史数据支撑文化起源论述，用地理图表解释建筑特色形成原因等，让不同学科知识自然融

入写作。最后是小组互评与修改完善：组内成员从内容准确性、逻辑连贯性、语言规范性、跨学科整合

性四个维度对宣传册内容进行检查，经过 2~3 轮讨论修改，将原本分散的学科知识点和文化素材，在小

组协作中整合成一本兼具专业性与可读性的家乡文化英文宣传小册，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分工合作能力，

也让各科知识在真实写作中活学活用。 

5.2.3. 公开展示与多元评价 
在成果展示与评价环节，各组通过 PPT 汇报家乡文化宣传手册的设计思路，同步将电子海报发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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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官方公众号，向师生及家长公开呈现创作成果。评价从三个方面展开：语言准确性聚焦语法规范、

词汇搭配的地道性，例如是否规避“中式英语”表达并合理运用复杂句式；跨学科融合度考察历史事件

梳理、地理环境分析等知识与文化主题的融合深度，例如能否用建筑材料的历史数据解释地域特色；创

新影响力结合校园公众号的阅读量、师生留言互动情况及班级展示后的同学评分，综合评估宣传册是否

生动传递家乡文化特色并引发情感共鸣。这种“公开展示 + 多元反馈”的模式，既为学生提供了真实的

语言应用场景，又通过师生共评、数据驱动的评价方式，实现从成果产出到反思优化的阶梯式提升。 

5.3. 核心素养导向下写作能力向多元能力的整合性发展 

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项目式学习框架中，教师需突破单一技能训练的局限，将写作能力培养与学

科核心素养的整体发展深度融合，构建起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的整合提升路径[1]。
教师可结合社会热点设计具有高阶思维含量的项目任务，例如让学生为中外文化交流活动撰写英文解说

词，开展“用英语讲中国故事”创作活动等。在这类任务中，学生需要首先运用跨文化视角分析目标受

众的认知特点，通过对比中外文化表达差异调整写作策略，直接强化文化意识的养成；其次，在论证观

点时综合运用归纳演绎、辩证分析等思维方法，通过反复修改文本结构提升逻辑严密性，实现思维品质

的逐步发展；此外，项目实施往往要求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分工协作，从调研数据的收集到多版本文稿的

修改完善，每个环节都需要自主规划学习进度、主动协商语言表达方案，将被动的写作训练转化为主动

的意义建构过程。这种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实践过程，使学生不仅能够熟练运用语法、词汇等写作技能，

更能在真实语境中培育学生的文化理解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和创新传播能力，最终实现从完成写作任务

到运用语言解决复杂问题的认知跃迁，让英语写作成为学生建构世界认知、发展核心素养的重要工具。 

6. 结语 

项目式学习通过“真实情境创设–跨学科知识整合–挑战性任务完成”的立体化路径，为高中英语

写作教学注入了实践智慧与创新活力。其价值不仅在于提升学生的语言准确性与表达丰富度，更在于引

导学生以英语为工具认知世界并参与现实问题解决，培养其跨文化理解与批判性思维的核心素养。当写

作成为连接历史与现实、学科与生活、个体与社会的桥梁，学生方能真正体会语言作为思维工具与文化

载体的深层意义。尽管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学生英语水平差异化指导、跨学科资源整合以及写作思维结

构化引导设计等方面的挑战，但通过分层式任务框架的搭建、多模态素材的提供以及过程性评价与反馈

机制的完善，项目式学习可成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创新发展的关键协同要素。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项

目式学习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的深度融合，为数字化时代的写作教学开辟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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