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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PBL是以问题为导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旨在引导学生通过解决实际问题来获取知识和技能。

5E教学模式是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的教学模式，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重要

途径。文章在分析PBL教学模式与5E教学模式的基本内涵和特点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种教学模式融合框架，

并以“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例进行教学设计，旨在为教师有效开展项目式教学实践、促进教

学质量提升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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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 is a problem-oriented and student-centered instructional method de-
signed to guide students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nd skills through solving real-world problems. 
The 5E Instructional Model, grounded in constructivist teaching theory, serves as a critical pathway 
to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enhance their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ie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fundamental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both PBL and the 5E Instructional Model,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framework for their synergistic application, and develops an instructional 
design centered on the theme of “Toward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 Sustainable Devel-
opment”. The research aims t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ducators to effectively implement 
project-based teaching practices and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eaching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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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2017 年版)》(以下简称“课程标准”)明确提出，地理课程需以核心素养培育

为导向，通过“人地协调观、综合思维、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的落实，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1]。
传统地理课堂仍存在知识传授碎片化、学习情境脱离实际、学生主体性不足等问题，难以满足新课标对

“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可持续发展价值观”的培养要求。如何创新教学模式，将地理学科

理论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性学习，成为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方向。 
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 PBL)与 5E 教学模式作为建构主义理论的两种典型实践路径，分

别从问题驱动和知识建构的角度为地理教学提供了新思路。PBL 以真实问题为起点，强调在复杂情境中

通过项目探究实现知识迁移；5E 教学模式则以“吸引→探究→解释→迁移→评价”的递进式框架，帮助

学生实现概念的深度理解。这两种教学模式理念高度契合，但目前的研究多集中在单一模式的应用上，

对双模式融合的探索仍显不足。本研究以“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为例，构建 PBL 与 5E 教学模

式的融合框架，旨在通过情境化、结构化的教学设计，解决传统课堂中探究目标不明确、理论与实践脱

节等问题，为落实地理核心素养提供具体方案。这一尝试不仅符合新课标对跨学科和学科实践的要求，

也为地理教学转型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 

2. 融入问题导向的 5E 教学 

2.1. PBL 教学模式 

PBL 是一种在现实生活的探究过程中，通过小组合作进行项目规划、解决项目任务，进而完成知识

建构的学习方式，旨在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关于 PBL 的定义，学术界众说纷纭，胡佳

怡认为[2]，PBL 是一种教与学的模式，强调学生在解决现实问题和开展探究活动过程中主动学习，自主

建构知识意义，以生成的知识和培养的能力为最高目标。PBL 以学生为主体，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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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掌握关键知识和核心原理为内容，以完成知识建构为目标，突出学生在实际社会环境中学习的自主性

和能动性，以及现实社会对学习的促进作用。吴晓燕认为[3]，PBL 的核心理念聚焦于学生在探究过程中

知识的内化以及能力的构建，同时强调对学习过程的动态追踪。综上所述，PBL 作为创新型教学模式，

其核心是学生主体性，强调“情境化学习”，将抽象概念与多维度实际情境结合，以增强知识迁移能力。 

2.2. 5E 教学模式  

5E 教学模式是由美国生物学课程研究会(Biological Science Curriculum Study, BSCS)于 20 世纪 80 年

代末基于建构主义教学理论提出的一种教学模式。该模式以五个教学环节为核心框架，分别为 Engagement 
(吸引)、Exploration (探究)、Explanation (解释)、Elaboration (迁移)和 Evaluation (评价)，这种教学模式强

调学生主体性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促使学生从传统的知识被动接受者向知识的主动建构者转变[4]。其中，

吸引环节通过创设认知冲突情境，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探究环节依据认知冲突引导学生展开探究；

解释环节中学生对自己的探究结果进行展示和分析，教师给出科学合理的解释，帮助学生深入、全面地

理解科学概念；迁移环节将所学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深化学生对新概念的理解；评价环节贯穿于课堂教

学的各个环节，注意评价的及时性和多元性[5]。5E 教学模式在各教学环节中都充分彰显了学生的主体地

位，旨在通过组织学生开展探究和解释等学习活动，推动学生实现对知识的深度理解，激发学生的学习

热情，增强学习的自主性，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2.3. PBL 教学与 5E 教学模式相结合 

PBL 和 5E 教学模式均基于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生通过主动探索和实践构建知识体系。PBL 通过

真实情境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学习、深度思考，从而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5E 教学模式通过“吸引→探究→解释→迁移→评价”的递进式学习流程逐

步引导学生从浅层认知走向深度理解，持续激发学生学习动机，确保教学实施的高效性。传统 5E 模式主

要侧重于帮助学生理解地理概念，将 PBL 融入 5E 教学模式，不仅可以改进教学流程，还可以进一步促

进学生的深度理解。通过 PBL 的真实情境驱动，学生能够将地理知识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从而拓宽地

理学习的视野，提升地理素养。这种融合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提高教学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由此构建了融入 PBL 的 5E 教学模式框架，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5E instructional model integrated with project-based learning 
图 1. 融入 PBL 的 5E 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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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融入 PBL 教学的 5E 教学模式案例 

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五章第二节“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跨学科复杂性和现实问题导向性，

PBL 以问题为导向，注重在实践过程中学习，有效解决了传统 5E 教学模式可能出现的探究目标不清晰的

问题；而 5E 教学模式的分阶段框架则为 PBL 提供了清晰的结构化指引，防止项目式学习过于偏重实践

操作而忽视理论知识的学习。在“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教学设计中，将 PBL 与 5E 教学模式

相结合，能够将可持续发展的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的实践任务。这样的设计不仅契合地理学科的综合性

和实践性特点，更能通过激发情感共鸣，引导学生深刻领会“人地协调”的重要性及其实践路径。 

3.1. 课标分析 

本节课在《普通高中地理课程标准》的内容要求为：运用资料，归纳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说

明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缘由。本节课主题内容不涉及归纳人类面临的主要环境问

题，主要围绕“说明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及其缘由”进行，即学生应能运用资料，了

解协调人地关系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实例说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以引导学生形成

绿色发展、共同发展、人地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念。 

3.2. 教材分析 

本节课节选自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二第五章第二节，是在学生掌握了人口地理、产业地理、文化地

理、区域发展等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环境与人地协调的相关知识，为后续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学习

奠定坚实基础。本节教材着重讲解了相关概念的内涵，并探讨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并配

有相关的关系示意图，能够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相关概念，从而激发学习兴趣，显著提高学习效果。 

3.3. 学情分析 

本节课所面向的学生经过必修一的学习已经掌握了基本的地球科学知识，理解了一些自然地理现象

的过程与原理，具备了对生活中的自然地理现象进行观察、描述的意识与能力，能够树立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观念。进入到必修二——人文地理，经过前四章的学习，已经掌握了人口、城镇和

乡村、产业区位选择、交通运输布局与区域发展等知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区域认知和综合分析问题的

能力，但本节内容需要学生能够形成判断人类活动与资源环境问题的初步意识，培养人地协调观，因此

本课教学需要运用资料，具体分析体现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典型实例，帮助学生理解发展理念，

掌握分析人文地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3.4. 教学目标 

结合实例，了解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人类的必然选择。(人地协调观) 
运用资料，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原则。(综合思维) 
结合实例，说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区域认知、地理实践力) 

3.5. 教学重难点 

教学重点：运用资料，理解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内涵、原则。 
教学难点：结合实例，说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途径。 

3.6. 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讲授法、角色扮演法、讨论法、自主探究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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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教学设计 

在本节课的教学设计中将 PBL 融入到 5E 教学模式，建构融入 PBL 的 5E 教学模式的教学设计流程

图，如图 2 所示。在导入部分指出南极变“绿”的现象，并提出问题：南极为什么会变“绿”？吸引学

生的注意力。在探究、解释、迁移环节设置核心问题，环环相扣，引导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学习知识。 
 

 
Figure 2. Instructional design flowchart for “towards human-environment coordination -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图 2. “走向人地协调–可持续发展”教学设计流程图 

3.8. 教学过程 

环节一：创设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 
教师展示南极冰雪景观及企鹅的图片，以及当前南极部分地区变“绿”的图片，让同学们思考：南

极为什么会变“绿”呢？ 
【设计意图】通过认知冲突激活学生的前概念，以图片对比的形式创设问题情境，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环节二：依托问题情境，开展合作探究 
探究一：南极为什么会变“绿”？由南极变“绿”为探究起点，启发学生的地理思维，南极变“绿”

是指南极半岛等地区，苔藓和地衣等植物的生长速度显著加快。绿色植物扩张的“惊人”速度凸显了人

类给地球气候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学生会发现可能与气候变化有关。引导学生展开讨论，从而得出

南极变“绿”的原因。 
探究二：可持续发展的相关概念是什么？以南极变“绿”这一现象为切入点，它实际上是地球向我

们发出的警示信号，提醒我们人地关系已经失衡，南极的生态环境变化，反映出人类活动对地球环境的

深刻影响。通过这一现象，引导学生认识到当前人地关系已经严重失衡，探究应该怎样解决人地失衡的

现象，在此基础上，引入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借助相关资料和教材内容，深入学习可持续发展的定义、

内涵以及基本原则。 
探究三：为什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图片的形式展示“第八大陆”垃圾带的案例，直观呈现人类

活动对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在探究二中，已经明确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包括公平性原则、持续性

原则、共同性原则。借助图片材料，学生可以清晰地看到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所导致的环境危机，进而

深刻认识到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设计意图】在 5E 教学模式下，以问题情境为驱动，结合真实案例展开探究活动。通过这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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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调动学生的注意力，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他们主动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学生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环节三：迁移拓展概念，解决实际问题 

材料一  据英国《自然》周刊网站近日报道，在南极洲南极半岛的一块区域，通过卫星图像显示，其植被覆盖

面积在过去 35 年的时间里，增长了近 13 倍，即从 1986 年的不到 1 平方公里增加到近年来的近 12 平方公里，与该

研究跨越 40 年的整体情况相比，特别是 2016 年至 2021 年的变化速率更快，植被扩张速度大约高出 33%。 

材料二  南极变绿，即南极地区植被覆盖面积的增加对地球和人类将产生一系列深远的影响，例如：生物多样

性变化、碳循环和气候变化、冰川融化和海平面上升、影响生态安全、引发气候灾害等。此外，南极地区的生态变化

还可能影响到渔业、旅游业等产业的发展。例如，随着冰川的融化和生态系统的变化，一些鱼类资源可能会减少或

消失，而南极地区的旅游业也可能受到生态变化的影响而减少。 

探究问题： 
结合教材内容与上述资料，探讨在南极变“绿”现象所引发的挑战下，政府官员、企业领导以及公

众个人应如何积极应对，并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设计意图】通过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主动参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学生不仅能够将课堂所学的理论知识与实际问题相结合，还能在实践中逐步深化对可持续发展道路的理

解，掌握其具体实施策略。同时，这种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方式能够帮助学生进一步巩固本节课的核心

内容，提升他们的综合素养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环节四：多维度科学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设计意图】在 5E 教学模式中，评价方式注重多元化，评价环节贯穿课堂教学的全过程。评价主体

不仅包括教师对学生的评价，还涵盖学生的自我评价以及同学之间的互评。教师在每个环节都需对学生

进行及时、多维度的评价，同时对学生的学习成果给予积极肯定，并结合学生的表现进行综合评价。这

种评价方式有助于培养学生地理素养，帮助学生构建科学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4. 结语 

将 PBL 融入 5E 教学模式，为地理课堂的深化改革提供了新思路。通过情境化的问题驱动，激发学

生主动探究的动机，促进知识的建构。以项目式学习为载体，在“探究–迁移”环节中搭建理论与实践

的桥梁，引导学生从现象分析走向问题解决，深化对人地协调观、可持续发展观的理解。PBL 与 5E 的融

合打破了传统课堂的边界，使地理学习从“知识记忆”转向“问题解决”，推动地理教学从“教教材”向

“用教材育人”转变，为地理学科育人价值的实现注入了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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