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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课标对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项目化教学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实践能

力，对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有明显帮助。文章通过对项目化教学进行研究分析，设计了“光污染及其控

制”的项目化教学案例并对项目化教学的实施提出了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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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 puts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
ity. Project-based teaching is conducive to cultivating students’ independent inquiry ability and prac-
tical ability, and is obviously helpful to improve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Through the re-
search and analysis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this paper designs a project-based teaching cas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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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pollution and its control”,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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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时代的高速发展，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高，传统的教学方式已经不能满足学生发展的要

求，现代化的教学改革迫在眉睫[1]。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对初中物理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教学中，要

依照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及教学对象灵活采纳教学方式，提倡教学方式多样化[2]。项目化教学作为一种

基于理论指导实践的行动导向教学模式[3]，能够创设一种学生积极参与、乐于探究、善于实验、勤于思

考的学习情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以及全面发展的能力，适应

新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4]。 
项目化教学近几年在我国的发展很迅速，各个领域的研究也非常广泛，在学科领域的应用案例也比

较多，在物理学科领域，虽然也有很多案例，但都大多集中在高中物理领域，对于初中物理的教育研究

比较少[5]，笔者希望能够进一步对在初中物理中实施项目化教学进行研究，并提出可供参考的建议。 

2. 研究分析 

2.1. 研究现状分析 

项目化教学也叫项目教学，是基于项目学习的教学法[6]，1918 年，克伯屈首次提出“项目教学”的

概念，并详细论述了项目的概念和项目设计的流程，自此项目教学在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开始流行[5]。
在我国，许多教育家深受杜威等西方实用主义教育家的影响，逐渐开展了许多项目化教学的实践和理论

研究，近二十年来有关项目教学的研究越来越丰富，应用和实践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就目前来说，项目

化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就基础教育而言，主要集中在英语和数学等学科[7]，
对物理学科的研究相对较少，且大都集中在高中物理阶段。 

2.2. 教学理论分析 

项目化教学是理论和实践互动的一种教学模式[2]，主要的理论基础包括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教学观，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以及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可以看出各个理论与项目化教学的特点之间的关系。 

2.2.1. 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教学观 
建构主义教学观强调，“教”是一种学习情境的创设过程，“学”是学习者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

“教学”是师生合作探究的过程[8]，建构主义教学观主张让学生在问题解决中进行学习，提倡做中学学

中做[9]。项目化教学需要师生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强调活动的建构性并且注重小组合作学习，在

完成项目的过程中进行对知识的意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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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Analysis chart of theoretical basis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图 1. 项目化教学理论基础分析图 

2.2.2. 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即社会。在教学方法上主张“从

做中学”，他认为儿童不从活动而由听课和读书所获得的知识是虚渺的[10]。项目化教学强调对学生动脑

动手能力的培养，强调“经验”、“学生”和“活动”这三个中心。同时采用的是“做中学”的方式，

让学生通过完成项目任务来完成知识的学习[11]。 

2.2.3. 布鲁纳的发现学习理论 
“发现学习”实质上是在教师提供相应的学习材料后，学习者自己去发现其中的基本知识、原理、

概念，探求有规律的学习方式[12]。项目化教学同样注重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通

过各种探究活动对所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最后形成自己解决问题的结论[11]。 

2.2.4.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了人至少具有八种智力[13]，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学生特殊才能的充分展示。项

目化教学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优势，提倡学生探究过程中方式方法的开放性，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保证学生的全面发展，同时在评价上主张对学生进行多元评价。 

2.3. 应用内容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项目化教学在物理学科领域的应用，通过文献检索和分析，笔者整理并分析了项目化

教学在物理学科领域的教学案例，如表 1 所示。 
 

Table 1. Project teaching in the field of physics teaching case table 
表 1. 项目化教学在物理学科领域的教学案例表 

作者 项目化教学案例及分析 

彭羿 以“制作可调节亮度的手电筒”项目为例，进行初中物理项目化教学设计并对已有物理知识

进行整合[14]。 

张锐 以设计“反冲运动火箭”项目为例对高中物理项目化教学过程和教学实践进行总结[15]。 

丁宁、李振文 以“制作反应时测量仪”为例开展项目式教学，帮助学生将实际生活问题转化为物理模型，

并进行实践研究[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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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万仓 以“制作潜望系统”为例探究项目式学习在初中物理中的实践应用，同时还提出了多元评价

的思想[17]。 

赵宁 以初中阶段“测量工具的使用”的项目为例，说明项目式教学在培养学生主观能动性等方面

的重要作用[18]。 

邓中良 通过比较有新意的微型项目式教学，将人教版“牛顿第一定律”一节进行整合，探索发展学

生核心素养的新途径[19]。 

唐珊珊、李卫东 以“力的合成”教学过程为例，探索项目式教学应用于物理课程中的可行性，为物理教学提

供借鉴和参考[20]。 

刘晓 以“电梯加速度测量仪”的制作为例，提出了高中物理项目式教学的实施策略[21]。 

宁文文、李振文 以“如何制作欧姆表”为项目驱动问题开展高中物理项目化教学实践，从而达教学目标[22]。 

王海涛、陈万海 以“探究半开放条件下石块和木块的密度测量法”为例将项目化教学与其他教学方式结合进

行初中物理项目教学探究[23]。 

3. “光污染及其控制”项目化教学案例设计  

3.1. 项目背景 

《光现象》是人教版初中物理教材第四章的内容，本项目的主题就来源于第二节“光的反射”中镜

面反射和漫反射这部分内容。为了使这一节的内容与生活联系更加密切，提高学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和学

习物理的兴趣，可以将本节的想想议议专题中“黑板反射的光有时会晃到同学的眼睛，提出合理化的改

进建议”设计成“光污染及其控制”的项目化教学案例。光污染是现代社会产生的过量的或不适当的光

辐射对人类生活和生产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的现象。通过项目的学习可以让学生感受到物理知识来源

于现实生活又服务于现实生活。 

3.2. 项目设计 

项目实施的具体流程和内容如表 2 所示。 
 

Table 2. “Light pollution and its control” project teaching process table 
表 2. “光污染及其控制”项目化教学流程表 

项目任务 教师活动(驱动问题) 学生活动 设计意图 

子项目一：“调

查并列举光污染

的主要类型” 

1) 问题一：黑板反射的

“光”有时会晃到同学们的眼

睛，这属于什么反射类型？ 
2) 问题二：在生活中同学

们都见到过哪些光污染现象，

举几个例子。 
3) 问题三：光污染的类型

其实有很多，请同学们课后通

过查阅资料列举光污染的主

要类型。 

1) 学生回忆课堂讲述的

有关“光的反射”相关内容，

判断出这种现象属于镜面反

射。 
2) 同学们可以举出大厦

的玻璃幕墙，大理石地砖等光

污染现象。 
3) 同学们以小组为单位，

通过课后查阅资料，将光污染

的主要类型进行总结，并举出

例子，完成调查报告。 

1) 让同学们对黑板反光

这种类型的光污染现象进行

判断。 
2) 让同学们对生活中常

见的光污染现象能够有所判

断。 
3) 颁布第一个项目任务，

对光污染现象进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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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项目二：“调

查分析造成光污

染的主要原因” 

1) 问题一：请同学们画一

下黑板反光的光路图。 
2) 问题二：请同学们在课

后根据所调查的光污染的主

要类型，分析造成光污染的主

要原因。 

1) 同学们根据所学的光

的反射光路图的画法，结合镜

面反射的特点画出了黑板反

光的光路图。 
2) 同学们通过调查发现

光污染的类型有很多，其中因

为镜面反射产生的光污染只

是其中一种。通过分析总结不

同类型光污染产生的原因并

完成报告。 

1) 带领同学们复习一下

光的反射光路图的画法。 
2) 让同学们认识到光污

染的类型不只有有一种情况，

并总结出不同类型的光污染

现象产生的原因。 

子项目三：“调

查并列举光污染

的危害” 

1) 问题一：长时间看反光

的黑板会有什么感受呢？ 
2) 问题二：请同学们课后

通过调查资料列举光污染的

危害。 

1) 同学们各抒己见，把自

己看到反光黑板的感受进行

交流分享。 
2) 同学们通过搜集资料，

总结光污染的危害，完成调查

报告。 

1) 让同学们积极参与到

我们所研究的问题中来并对

项目任务产生兴趣。 
2) 完成第三个项目任务。 

子项目四：“提

出光污染的防治

方法” 

1) 问题一：为什么班级里

要经常更换同学们的位置？ 
2) 问题二：我们还可以采

取什么措施来减少这种危

害？ 
3) 问题三：请同学们在课

后针对不同类型的光污染现

象，提出一些应对措施。 

1) 同学们立马联想到是

因为减少黑板反光给我们造

成的危害。 
2) 同学们通过讨论总结

出各种方法。 
3) 同学们查阅资料，总结

光污染的防治方法，完成调查

报告。 

1) 让同学们意识到物理

知识和生活实际可以紧密联

系起来。 
2) 让同学们发动脑筋思

考其他解决问题的措施。 
3) 完成最后一个项目任

务。 

3.3. 项目评价 

教师对学生在项目完成过程中的表现进行多元评价并进行等级考核，评价内容见表 3。 
 

Table 3. Multiple evaluation scale 
表 3. 多元评价等级表 

学习目标 
评价等级 

A B C 

知识与技能 

1) 能够准确判断镜面反射

和漫反射，并说出它们的异同。 
2) 能够准确画出镜面反射

光路图(黑板反光的光路图)。 
3) 能够辨别生活中的光污

染现象。 
4) 了解光污染产生的原因

及其危害。 
5) 能够提出光污染的解决

措施。 

1) 能够准确判断镜面反射

和漫反射。 
2) 能够画出镜面反射光路

图(黑板反光的光路图)。 
3) 能够辨别生活中大部分

的光污染现象。 
4) 了解光污染产生的原因

及其危害。 
5) 能够对部分光污染现象

提出解决措施。 

1) 可以判断大部分镜面反

射和漫发射的情况。 
2) 可以画出光的反射光路

图。 
3) 能够辨别生活中常见的

光污染现象。 
4) 了解光污染产生的原因

及其危害。 
5) 能够提出常见的光污染

现象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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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与方法 

1) 能够高效的利用身边的

资源进行项目内容的调查。 
2) 能够采用不同的研究方

法对调查结果进行整理和分析。 

1) 能够利用身边的资源进

行项目内容的调查。 
2) 能够对调查结果进行比

较清晰的整理和分析。 

1) 能够利用身边的资源进

行项目内容的调查。 
2) 能够将调查内容进行整

理。 

情感态度与 
价值观 

1) 在项目过程中，能够和

小组成员积极合作，提出自己的

意见和建议，统筹安排，并将调

查结果和组内成员进行良好沟

通。 
2) 对生活中的光污染现象

进行改进或提出合理建议。 

1) 具备合作的意识，积极

完成组内分配的任务，能够和组

内成员良好沟通。 
2) 在生活中将研究内容进

行应用。 

1) 愿意和小组成员进行合

作，能完成组内分配的任务并参

与讨论。 
2) 能够辨别生活中的大部

分光污染现象。 

调查报告完成

和汇报情况 

1) 认真完成每一项调查内

容。 
2) 报告中有自己的分析和

见解(有创新点)。 
3) 在汇报时能够清晰完整

的进行表达和阐述。 

1) 认真完成每一项调查内

容。 
2) 报告中部分内容有自己

的分析和见解。 
3) 在汇报时能够清晰完整

的进行表达和阐述 

1) 认真完成每一项调查内

容。 
2) 在汇报时，能够完整表

达出自己的研究结果。 

4. 教学建议 

项目化教学目前存在着选题不合理，实施效率低，教师引导不到位导致学生做无用功等问题，所以

在实施项目化教学的过程中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选取合适的项目内容。项目的选择要真实，可以源于教材实际，也可以源于实际生活。并且

项目要与知识紧密联系，然后根据所选的项目设计合理的项目实施流程。 
第二，明确教师的角色。在项目化教学中，教师作为项目的设计者与开发者，在教学过程中起到指

导和评价的作用，要和学生打好配合，在教学的各个环节发挥作用，从而实现项目化教学的最好的教学

效果。 
第三，采取多元评价的方式。项目化教学对学生的评价应该是从智力的各个方面，通过多种渠道，

采取形式不同的评价方式，使我们对学生的评价成为每个学生充分发展的有效手段。 
第四，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项目化教学并不适用所有的课程，一般而言，比较侧重基础知识和理

论讲授的课程并不适用项目化教学的方法，而涉及到实践探究，实验类，以及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比较

强的课程会比较适合应用项目化教学。同时项目化教学也不适合所有学生，所以我们不但要了解学生的

已有的知识建构水平，还要充分研究课程，包括课程目标教学目标等，并结合实施项目化教学对学生产

生的影响来决定是否应用项目化教学。 

5. 总结和展望 

初中物理课程越来越注重知识与生活的联系，培养学生对物理知识的应用能力。因而很多生活现象

会设计成物理问题要求学生进行分析，尤其近几年的中考物理，实验题部分增加了根据生活情境自主设

计实验进行验证的问题。并且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也提出了现在的物理课程不仅应注重科学知识的教授和

技术的训练，而且应注重对学生学习爱好、探讨能力和创新意识和科学态度、科学精神方面的培育。所

以初中物理课程可以结合项目化教学进行教学实践活动，以达到提升学生科学素养的目的。笔者也会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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