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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版)》的颁布让“项目化学习”成为教育领域热点话题。

基于跨学科与素养导向等理念，本研究立足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开发并设计了一项小学语文项目式学

习活动——“怎么表演课本剧”。本项目化学习结合学生们都感兴趣的“课本剧表演”为主题切入“真

实情境”，用真实的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了“剧本创编梦工厂”“角色塑造艺术坊”

“舞台星光协作场”三个活动。新课标倡导评价的过程性和整体性，本项目评价量规贯穿整个学习活动，

以促进学生对学习成果和学习实践设计的完善，提升学生学习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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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ssuance of the newly revised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Plan and Curriculum Stand-
ards (2022 Edition)” has positioned “project-based learning” as a significant focus within educa-
tional discourse. Grounded in the principle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ompetency-ori-
ented education, this study centers on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and develops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activity for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titled “How to Perform 
Textbook Dramas”. This approach leverages the theme of “textbook drama performance”, which is 
highly engaging for students, to explore “real-world scenarios”. It employs authentic driving qu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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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stimulate student interest and engagement, while designing three structured activities: “Script 
Creation Dream Factory”, “Character Shaping Art Workshop”, and “Stage Starlight Collaboration 
Session”. In alignment with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mphasis on process-oriented and ho-
listic evaluation, the evaluation rubric of this project run through the entire learning activity to pro-
mote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learning outcomes and the design of learning practices, and en-
hance students’ learning compet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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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2 新课标《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中明确指出：“探索大单元教学，积极开展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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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夏雪梅认为学科项目化学习(Disciplinary Project-Based Learning, DPBL)是从某一个学科切入，

聚焦关键的学科知识和能力，用驱动性问题指向这些知识和能力[2]。项目化学习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

发现问题，通过小组合作解决问题，提升学生的学习迁移能力达到深度学习。 
本研究基于跨学科与素养导向等理念，立足于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言运用，思维能力，文化自信，

审美创造)，开发并设计了一项小学语文项目式学习活动——“怎么表演课本剧”，期望为小学语文教师

的项目活动开发提供一定参考。本项目化学习结合学生们都感兴趣的“课本剧表演”为主题切入“真实

情境”，用真实的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设计学习活动。 
传统的评价方式因局限于结果导向与单一维度，难以完整捕捉学生在项目化学习中的动态表现及能

力发展水平。相较之下，表现性评价(Performance Assessment)依托其多维性、过程性及情境适配性特征，

逐渐成为语文项目学习中的主流评价范式。表现性评价在监测学习过程、诊断发展需求及促进能力迁移

方面的实践价值，已得到教育研究领域的广泛共识。新课标倡导评价的过程性和整体性，本项目将表现

性评价量规贯穿整个学习活动，以促进学生对学习成果和学习实践设计的完善，提升学生的学习迁移能

力达到深度学习，从而提升学生各方面的素养。 

2. 表现性评价量规对项目化学习的重要性 

2.1. 目标指引与方法支架 

表现性评价量规具有显著的前置指导特性。“在接近真实的情境中，运用评分细则对学生完成复杂

且具有挑战性任务的过程表现与结果做出判断”[3]，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预先设置的评价维度与评价细

则，使学生在项目启动阶段既能清晰把握学习目标体系，又能思考与了解如何达成目标，并据此规划实

现路径。这种前瞻性认知可以有效指引学生明确正确的努力方向，思考有效学法并不断优化，在动态调

整中完成学习任务。 

2.2. 成果导向与过程监控 

针对语文项目学习特有的情境化、复杂性与挑战性的特征，表现性评价量规既关注最终成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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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重视学习的过程，为语文项目学习的效果与质量提供证据。其通过建立可观测的行为指标，为学生提

供实时反馈参照系(如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目标、还有哪些地方存在不足、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并加以努力)，
精准诊断目标达成度、流程优化点及后续改进方向，真正实现“以评促学”的良性循环。 

2.3. 互动生成与协作深化 

语文项目化学习不仅注重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更注重学生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如合作沟通的能

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表现性评价量规的设计与应用本质上构成了多维人际互动，设计与实践的过程

就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交流探讨和互相学习的过程。并且在相互交流中加深理解、启迪智慧、

促进合作，在明确现状与后续努力方向的同时，达成情感上的共鸣。这种深度互动不仅培育批判思维与

沟通能力，更在协商建构中形成价值共识，使评价活动升华为团队协作的学习共同体建设过程。 

2.4. 多元评价与发展激励 

表现性评价量规突破传统评价的单一维度，具有多维化、灵活性与多样化的特征。每个学习者都能

在项目化学习的不同阶段、评价的不同维度找到展现自我能力的机会，并且因为评价量规的前置化、清

晰化，学生往往会依据量规的不同维度表现出相对理想的水平，这就是表现性评价的激励功能，且会呈

现螺旋上升的趋势。这种差异化评价策略既尊重个体发展节奏，又通过可视化成长轨迹强化学习动机，

形成能力提升的正向循环。 

3. 语文项目化学习设计框架 

3.1. 教材分析 

本项目选自统编语文教材五年级下册第二单元，涵盖了《草船借箭》、《景阳冈》、《猴王出世》、

《红楼春趣》四篇选文，出自四大名著节选片段。基于单元“初步学习阅读古典名著的方法”目标，课本

剧表演成为联结文本理解与语言运用的有效载体。教学中以课本剧表演点燃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喜爱之情，

学生从生动形象的表演中得到体验，从创造性实践得以学习。本项目化学习活动结合学生们感兴趣的“课

本剧表演”为主题切入真实情境，用真实的驱动性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学生根据前置评价量规来

规范自己的学习活动。 

3.2. 理论依据 

3.2.1. 逆向设计理论 
以终为始，从“预期学习成果”反推任务与评价设计。以 Wiggins 和 McTighe 提出的“以终为始”

理念为指导，从“预期学习成果”(Understanding by Design)反推任务设计与评价标准[4]。在本项目中，

首先明确语文核心素养目标(如文化自信、语言运用)，进而设计“剧本创编–角色塑造–舞台呈现”三阶

段任务，确保学习活动与目标高度契合。 

3.2.2. 表现性评价理论 
表现性评价强调通过真实情境中的复杂任务，考察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与问题解决能力[3]。本项目

通过设计分阶段评价量规(如剧本逻辑性、角色分析深度、团队协作效能)，将抽象的核心素养转化为可观

测的行为指标，引导学生在复杂任务中展现高阶能力，实现“学习即评价”的闭环。 

3.3. 跨学科整合 

该语文学科项目化学习以语文学科为主体，立足于语文学科四大核心素养“文化自信、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审美创造。”融入多门学科元素，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通过课本剧的形式深入理解课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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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和角色特点，提升学生语文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融入历史学科元素，通过了解四大名著人

物历史背景，体会当时社会动荡不安，百姓生活困苦；融入艺术元素，设计人物角色卡，舞台布置，服饰

等提升学生审美。 
第一阶(学科互渗)：语文(文本解构)→历史(背景溯源)→艺术(视觉转化)。 
第二阶(主题统整)：以“名著人物命运与社会变迁”为主题，探究文化价值观的历时性演变。 
第三阶(素养共生)：生成“文化解释力 + 语言表现力 + 问题解决力 + 思维灵活力 + 审美创造力”

的整合型素养。 

3.4. 驱动问题 

本项目以“课本剧表演”为核心主题，“项目公开成果”明确产出目标为脚本创作、角色卡设计与课

本剧表演，形成从文本改编到舞台呈现的完整创作链条；“学科实践”部分通过“学习评价”机制，引入

多维度评价量规(如表演技巧、舞台呈现、团队协作等)，以分级标准(优秀、良好、需改进)量化评估实践

质量；“本质问题”聚焦“如何表演课本剧”，提出三大驱动性问题：① 如何在众多课文中选择并改编

一个适合表演的剧本？② 如何深入分析角色并准备相应的表演？③ 如何有效地进行团队协作，以确保

舞台呈现的成功？通过问题驱动与成果导向的量规协同作用，深化学生对戏剧艺术创作的理解，最终在

语文学科实践中实现语文素养与协作能力的双重提升，如图 1 所示。 
 

 
注：图借鉴《新课程关键词》P87 [5]。 

Figure 1. Diagram of the driving question 
图 1. 驱动性问题图 

3.5. 学习目标 

语文核心素养目标的设定遵循《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的四维框架，并融入项目化

学习的“真实性、整合性、实践性”原则。通过“剧本改编–角色塑造–舞台呈现”的任务链，将学科知

识转化为可迁移的素养能力，实现从“知识掌握”到“素养生成”的跨越。 

3.5.1. 文化自信：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解码与价值认同 
通过表演活动，深入理解和体验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增强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通过表演活动，学生能够解析名著人物行为的历史合理性(如《草船借箭》中诸葛亮的谋略与东汉末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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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生态关联)；学生能够识别文本中的文化符号(如《红楼春趣》中的节庆礼仪对清代贵族生活的映射)；
学生通过体验中华文化的“集体记忆”功能，形成“文化主体性”意识。课本剧表演使学生置身于历史语

境，从而理解“忠义”“智慧”等传统价值观的当代意义。 

3.5.2. 语言运用：交际情境下的语言重构与功能实现 
语言能力在真实的语文实践任务中发展，剧本创作与表演为学生提供“意义协商”的语言实践场域。

学生通过剧本改编和表演实践，能够完成“叙述性文本→对话性文本”的语体转换，掌握口语化表达的

适切性(如《景阳冈》中武松方言的使用)；能够运用修辞策略(如夸张、对比)增强台词感染力；能够学会

运用语言进行有效沟通和表达；能够提高语言的准确性、流畅性和感染力。 

3.5.3. 思维能力：问题链驱动下的高阶思维发展 
通过剧本改编、角色理解与表演创作，学生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原著情节的合理性(如《猴王出

世》中神话逻辑的自洽性)；能够通过创造性思维设计情节冲突的解决方案(如为《草船借箭》添加现代视

角的旁白)；能够在团队协作中运用元认知策略监控思维过程(如通过“思维导图”可视化改编逻辑)。 

3.5.4. 审美创造：多模态表达中的艺术转化与批判性审美 
通过剧本选择与舞台设计，整合文字、图像、声音等各种符号资源，实现“文本意义→视觉意义”的

跨模态转译。学生能够辨识文学文本的审美特质(如《红楼春趣》中“风筝”意象的悲剧隐喻)；能够通过

视觉符号(服饰、灯光)传递角色情感(如用冷色调渲染林黛玉的孤寂感)；能够在“传统审美范式”与“现

代艺术表达”的张力中探索创新路径。 

3.6. 学习实践 

本项目分为三大主题任务：剧本创作、角色塑造、舞台呈现。梯级式任务串联，层层递进式上升，每

个环节完成一个主题学习任务。本项目以五年语文项目化学习“如何表演课本剧”为例，展现研究过程

中如何将“培养学生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提升语文核心素养”落实到具体的项目化学

习实践之中。 

3.6.1. 学习任务一：剧本创编梦工厂 
驱动性问题：如何在众多课文中选择并改编一个适合表演的剧本？这一驱动性问题的设计，根植于

项目化学习的“真实性原则”与“认知冲突理论”。其核心目标在于引导学生通过“文本筛选—冲突识

别—语体重构”的认知链条，完成从“文学解读者”到“戏剧创作者”的角色转换。该问题契合新课标

中“在语言实践中发展创造性思维能力”的要求[1]，同时呼应戏剧教育领域“文本可表演性”的经典命

题。 
学生选择课文改编成剧本，最终呈现课本剧剧本。教师在活动前，先给学生展现剧本范例，学生通

过小组合作，分析本单元的四篇文章，共同选择同学们感兴趣的段落，对文章具有冲突和精彩的部分进

行创造性地艺术加工，完成课本剧剧本的文本创作。 
通过问题链搭建认知脚手架。学生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支架性问题，开展小组合作探究：① 课文中哪

些情节适合转化为剧本？(从“动作性”“对话潜力”“视觉化可能”方面考虑)② 如何强化课文中的关

键情节以吸引观众？③ 如何创造性地进行艺术改编？④ 如何将叙述性文本转化为对话文本？ 

3.6.2. 学习任务二：角色塑造艺术坊 
驱动型性问题：如何深入分析角色并准备相应的表演？这一问题的提出，植根于戏剧教育中的“角

色本体论”与“符号互动理论”。其核心在于引导学生通过多模态符号系统(语言、动作、视觉)解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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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多维属性，实现从“文本角色”到“立体人格”的转化，通过艺术实践深化文化理解。 
学生对课本人物角色进行深度分析，完成表演准备工作。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对角色进行深度分析，

设计角色卡，包含角色的时代背景、外貌特征、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要素。通过设计人物角色卡，学生

可以深入了解角色的内心世界，为表演课本剧做铺垫。 
学生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支架性问题，开展小组合作设计角色卡：① 角色的性格特点是什么？② 如

何通过台词展现人物特点？③ 如何选择和使用服装、道具来增强角色的形象？④ 如何控制声音、表情

和身体语言以传达角色情感？ 

3.6.3. 学习任务三：舞台星光协作场 
驱动型问题：如何有效地进行团队协作，以确保舞台呈现的成功？其核心在于通过角色分工、资源

共享与动态协调，将个体认知转化为群体智慧，实现“1 + 1 > 2”的协同效应。学生通过集体协作努力实

现课本剧的成功呈现。有了剧本和对人物角色的深入理解，学生们需要小组协作完成课本剧的表演。通

过课本剧的表演，使学生身临其境，体会角色情绪喜怒哀乐的变化。 
在协作过程中可以围绕以下几个支架性问题进行思考：① 如何在团队中分配任务，发挥各自的长处？

② 如何通过团队合作来提高表演的质量？③ 舞台布局如何与表演内容相协调？ 

4. 表现性评价量规设计 

项目化学习的评价是伴随着项目的进程而展开的，两者之间不可分割。项目化学习中的驱动性问题

创设了评价的主情境，随着驱动性问题的展开对大概念、知识、能力和学习实践等进行综合或独立的评

价[6]。本项目将过程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相结合，同时采用教师评价、同伴评价、学生自评的评价方式。 

4.1. 表现性评价量规设计 

本项目过程性评价量规贯穿整个学习活动，学生能根据前置评价来规范自己的学习活动，达到学习

目标，以促进学生对学习成果和学习实践设计的完善。 

4.1.1. 学习任务一“剧本创编梦工厂”——剧本改编评价量规 

Table 1. Evaluation rubric for adapted scripts 
表 1. 剧本改编评价量规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需改进 

内容情节 
情节复杂丰富，包含多个高潮

和转折点，能够激发观众强烈

情感共鸣。 

情节较为完整，有一定的起伏和

转折，能够引起观众一定程度的

共鸣。 

情节基本完整，但缺乏一些高潮

和转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引起

观众共鸣。 

逻辑结构 结构严谨，各部分紧密相连。

逻辑性强，情节发展合理。 

结构较为完整，大部分环节紧密

相连。逻辑性较好，情节发展基

本合理。 

结构基本完整，但存在不连贯之

处。逻辑性一般，情节发展基本

合理。 

创新改编 
创意极为新颖，展现出独特的

视角。忠于原著的同时，加入

创新元素。 

创意较好，有一定的原创性，具

有一定的新颖性，改编较为忠实

于原著。 

创意一般，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

原创性，但缺乏新颖性，基本忠

实于原著。 

 
剧本改编评价量规如表 1 所示，以“内容情节”“逻辑结构”“创新改编”为核心维度构建多层级

评估体系，采用三级分级指标(优秀、良好、需改进)对改编剧本进行系统性分析。具体而言，“内容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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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度强调情节复杂度、情感共鸣强度与叙事张力的递进关系；“逻辑结构”维度关注情节发展的合理性

与连贯性，要求从整体框架到局部细节形成严谨逻辑链；“创新改编”维度则聚焦于原著忠实度与创作

突破性之间的平衡，通过原创视角与创新元素的融合程度界定等级。量规通过标准化分级标准，为剧本

改编提供可操作的评估框架，既能识别作品的叙事优势与艺术价值，亦可明确改进方向，兼具学术严谨

性与实践指导性。 

4.1.2. 学习任务二“角色塑造艺术坊”——角色卡评价量规 
角色卡评价量规如表 2 所示，围绕“角色卡信息组织”“角色理解深度”“角色卡创意性”“角色

卡视觉呈现”四个核心维度，构建了针对角色塑造的多层次评估框架，采用三级分级标准(优秀、良好、

需改进)对角色卡进行系统性评价。具体而言，“角色卡信息组织”维度要求信息逻辑清晰、呈现有序，

以精准传递角色核心特征；“角色理解深度”维度强调对角色历史背景、心理特征及其复杂性的全面解

析与准确性；“角色卡创意性”维度通过独特视角与创新方法界定创作突破性，避免传统表达的局限性；

“角色卡视觉呈现”维度则聚焦色彩搭配、布局协调性及整体吸引力，以视觉美学强化角色表现力。量

规通过分级指标既为角色塑造的深度与艺术性提供学术化评判依据，也为实践创作中信息整合、心理挖

掘、创意表达及视觉设计等环节的优化提供明确指引，兼具理论规范性与应用操作性。 
 

Table 2. Evaluation rubric for character card 
表 2. 角色卡评价量规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需改进 

角色卡信息组织 
信息组织很清晰、逻辑性强，

信息呈现有序，有助于把握角

色的核心特征。 

信息组织较为清晰，逻辑性较

好，但分类上不够明确。 

信息基本有序，但在组织上有

些混乱，影响信息的理解和查

找。 

角色理解深度 
对角色的历史背景、心理特征

全面理解。信息准确无误，反

映角色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对角色有较为全面的理解，但不

够详尽。信息大部分准确，能够

较好地反映角色的主要特点。 

基本理解角色，但缺少对角色

深层心理状态的探讨。信息基

本准确，但缺乏深度。 

角色卡创意性 
展现出高度的创意，通过独特

的视角和创新的方法呈现角色

信息。 

有一定的创意，采用了一些新颖

的方法来展示角色，但不够突出

或全面。 

基本遵循传统方法，满足了基

本要求，但缺乏独特的创意和

个性化表达。 

角色卡视觉呈现 
极为吸引人，使用了恰当的色

彩搭配和布局安排，整体视觉

效果和谐。 

较为吸引人，使用了一定的设计

元素来增强信息传达，但不够协

调。 

能够满足基本的视觉呈现需

求，但缺乏吸引力、较为简

单。 

4.1.3. 学习任务三“舞台星光协作场”——课本剧表演评价量规 
课本剧表演评价量规如表 3 所示，以“表演技巧”“舞台呈现”“服装道具”“团队协作”“观众反

馈”为多维评估体系，通过三级分层标准(优秀、良好、需改进)对课本剧表演进行系统性评价。具体而言，

“表演技巧”维度涵盖技艺水平、肢体控制、表情丰富度及声音感染力，要求从精准动作到情感传递形

成完整的角色塑造；“舞台呈现”维度强调空间掌控力与观众互动效能，通过舞台调度与注意力引导体

现表演的整体协调性；“服装道具”维度聚焦视觉符号与叙事的深度融合，要求服装设计兼具角色个性

表征与时代背景还原，道具则需通过创意性与功能性强化剧情逻辑；“团队协作”维度通过成员间的默

契配合与任务协同性，衡量表演的集体完成度；“观众反馈”维度以观演互动为核心，通过情感共鸣与

评价数据验证表演的社会接受度。该量规为舞台剧表演质量优化、教学效果评估及艺术目标达成提供了

可操作的标准化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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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Evaluation rubric for textbook drama performance 
表 3. 课本剧表演评价量规 

评价指标 
评价标准 

★★★优秀 ★★良好 ★需改进 

表演技巧 
技巧精湛，肢体控制精准、表

情丰富、声音有感染力，使角

色栩栩如生。 

技巧较好，肢体语言和表情较为

自然，声音运用得当。 

技巧一般，肢体语言、表情和声

音基本符合角色要求。细节上缺

乏表现力。 

舞台呈现 
展现出强大的舞台魅力，能够

自如地控制舞台空间和观众注

意力。 

表现稳定，能够较好地利用舞台

空间和与观众建立联系。 
能够完成表演，但在舞台空间的

利用和观众互动上较为欠缺。 

服装道具 

服装极具创意，展现角色个性

和时代背景，对角色塑造和剧

情传达起到关键作用。道具设

计和制作精良。 

服装合理，符合角色和剧情要

求，对角色塑造有一定贡献。道

具设计和制作基本满足剧情和角

色需求。 

服装满足基本表演需求，但设计

上不够精细，对角色塑造的贡献

有限。道具满足基本使用要求，

但缺乏创意。 

团队协作 
展现出卓越的协作能力，与同

伴之间的配合默契，和谐统

一。 

能够较好地完成协作任务，与同

伴之间的配合基本顺畅。 

能够按照要求完成自己的任务，

与同伴之间的配合基本满足表演

需求。 

观众反馈 
赢得观众的高度评价和热烈反

响，观众对表演给予积极肯

定。 

获得观众的普遍认可和一定程度

的好评，观众对表演效果表示满

意。 

达到观众的基本期望，获得一些

正面的反馈。观众对表演效果表

示一般。 

4.2. 总结性评价 

班级展评，将学生的项目成果——“课本剧剧本改编”“角色卡”“课本剧表演”在班级中展览与

表演，结合教师评价、同伴评价、学生自评等评价方式，对学生项目化学习成果进行评价。量规实施的

多主体协同机制，整合了教师、同伴、学生三方视角：教师评价聚焦学科目标的达成度(如剧本的文学性)；
同伴互评通过“批判性友伴”模式提供改进建议；学生自评利用反思日志记录元认知发展轨迹。 

4.3. 评价量规的完善 

评价量规的规划工作在项目启动之初便已展开，它如同灯塔，为学生指明发展方向，但绝非固定不

变。在项目学习的动态推进过程中，学生往往会在探索中萌生新的见解与发现。鉴于此，评价量规需依

据实际进展灵活调整与优化。这一调整与优化的动态过程，本质上是师生协同进步的历程，不仅贯穿当

前项目学习的始终，更能为后续项目学习积累宝贵经验、提供有益借鉴。 
在评价量规的构建阶段，学生深度参与学习与思考活动，精准锚定语文项目学习中优秀表现的衡量

准则，明晰自身努力达成的目标方向；而在其应用阶段，则成为学生自我驱动、自我审视、自我提升的

关键工具。从构建到应用，从知识习得到深度反思，学生在表现性评价量规的全程陪伴下，于语文项目

学习的广阔天地里持续汲取养分、积蓄能量，最终实现自我超越与成长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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