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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活动探究”单元的教学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打破了传统的语文单元学习方式,以任务单

的形式对于新闻、演讲、诗歌、戏剧单元进行编排,各有其特色。但在当前的“活动探究”单元教学中,

绝大多数教师依旧选择单篇教学模式。“项目式学习”立足于学习内容,以学生的“学”作为出发点,指

向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本文将“项目式学习”落实在“活动探究”单元,以项目的方式分别设计教学

内容,意图为“活动探究”单元教学找到新路径。 

[关键词] 项目式学习；初中语文；活动探究；教学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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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核心素养的项目式学习是一

种建立在学生兴趣和需要的基础之上

的,以有目的的活动作为教育过程的

核心和有效学习的依据的教学模式。

它并不是简单地依托于一系列项目而

展开教学,它强调学生在课堂上的合

作探究,强调教学内容能够引起学生

的兴趣,从而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1]本文拟以统编语文教材为例,

探讨“活动·探究”单元项目式学习

的开发与设计。 

1 项目式学习的设计流程 

项目式学习的主要特征是强调以学

生为中心,旨在促进学生的深度学习,培

养学生的高阶思维。[2]语文课堂中的项

目式学习可分为三阶段六步骤,以引入

项目、探究项目和展示项目为基础,在课

堂中进行选定项目、制定计划、活动探

究、作品制作、成果交流和成果评价六

个环节,教师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项目式学习的开展需要一定时间,

并不是一个课时就可以结束的,它以教

师和学生的活动为实施主体,教师需要

创设情境提出问题,然后提供资源进行

支架教学。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还担任着

指导、总结和评价的角色。学生需要参

与到项目中,进行小组分工,自主探究,

然后在课堂上进行汇报展示,学生之间

相互交流后,并进行反思,解决教师提出

的一系列驱动性问题,学会从多角度进

行思考,并对其他小组的成员表现进行

合理的评价。[3]  

2 在“活动·探究”单元教学

中应用项目式学习 

2.1新闻单元,读写一体 

教师在课前可以给学生布置预习的

任务：新闻的特征有哪些？消息、通讯

和特写有什么区别？完成课本上任务一

板块。阅读《“飞天”凌空》,结合课本

第九页,归纳出什么是新闻特写。 

学生在自主查找资料,通过阅读和

课本补充的知识,能够对新闻有大致的

了解。教师在此基础上,把学生分成几个

小组,给出一张“倒金字塔结构”图,开

始布置第一个项目：对照课文把图上的

空填满,注意区分次要事实与再次要实

事。然后分别请每个小组代表展示,其他

小组可以提出意见并说明理由。这样,

学生能够快速进入文本,从而集中注意

力寻找每篇课文的导语、主体、背景,

有助于学生理解新闻的特征。 

第二个项目：采访你身边熟悉的普

通人。教师给学生一个特定的情境,但又

不限制学生的采访对象。“普通人”可以

是你身边的朋友、老师、家人,也可以是

大家身边的学校工作人员；而“熟悉”

就要求你对你的采访对象有一定的了

解。因为本单元旨在使学生明白新闻的

相关要素,带领学生体会新闻语言,而并

非培养学生成为一名合格的记者。教师

在这一步可以让学生列出采访的提纲,

这一项目设计的目的是让学生对新闻的

特征学以致用,同时体会新闻工作者的

工作步骤。在课堂上分别请每个小组的

两位成员进行汇报,之后给出第三个项

目：整理采访提纲,写出一篇完整的新闻

稿。[4] 

“新闻·活动·探究”单元的教

学不仅仅是为了培养学生写作新闻的

能力,“阅读”同样重要。因此教师也

需要简单讲解课本上几篇新闻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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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促进学生读写一体化,同时通过

新闻的真实性来熏陶学生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 

2.2演讲单元,掌握学情 

将项目式学习应用于此单元,教师

可以依据课文内容制作出一张表格,包

括演讲词本身的构成要素,即演讲的目

的、背景、主题,以及演讲者和听众之间

的互动等。此单元的项目式学习实施主

体任务是安排学生撰写演讲稿,以及上

台演讲。演讲需要一定的技巧和表演能

力,因此对于学习小组的安排,也不同于

其他单元。 

本单元的四篇演讲词的中心思想很

重要,所以这个单元的项目式学习设计

需要与传统的教学方法结合。教师可以

设计如下项目： 

(1)朗读《最后一次演讲》,注意演

讲者的语气语调,理解即兴演讲的特点。 

(2)朗读《应有格物致知精神》,体

会事例对于观点的印证作用。 

(3)小组讨论,选出四篇演讲稿中你

最喜欢的段落,与全班同学分享。 

《最后一次演讲》交替使用大量设

问句和反问句,对待不同的群体,讲话的

情感也是不同的,或满怀崇敬,或充满蔑

视；《庆祝奥林匹克运动复兴25周年》站

位高、格局广。教师设计项目：找出演

讲稿中的不同对象、演讲稿是怎样层层

递进、思路清晰地阐述观点的？你认为

演讲稿有哪些特点？ 

教师布置这些项目是为了让小组探

讨,引发学生的兴趣,教师需要对学生回

答的问题进行点拨,还要组织其他小组

成员进行点评。最后一个项目是：撰写

演讲稿并进行演讲。这一环节是在学生

对课本有深入了解,掌握了演讲的要求

以后布置的,请小组中性格外向,善于表

演的学生进行演讲,教师和其他成员进

行点评,更深一步熟悉课文,从而回归到

语文本体。 

2.3诗歌单元,朗诵体悟 

设计三个流程,首先举办朗诵会,

从学生朗诵自己喜欢的诗歌入手,将

分析意象的过程融入在朗诵会中。教学

诗歌单元要把教材的内容转化为学生

的学习,如在《我爱这土地》中,作者用

了一系列意象,土地、河流、风,这几个

意象用的修饰词是比较悲壮的,激动

的；而后突然转折,用了温暖的意象：

无比温柔的黎明。作者为什么这样写？

读到这里,感情应该有怎样的变化？而

后又进行转折：然后我死了,这一句的

感情,又该如何表达？因此第一个流

程“读一读”中,朗读是本单元教学的

重点,朗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学生自

主欣赏的过程。 

本单元选取的五首诗歌有其共性,

都是通过写景或写物来抒发作者内心的

情感,这在第一个流程中,教师需要引导

学生自主探究来发现。第二个流程“品

一品”,要求每一组成员根据诗歌中的意

象,写出内心的感受或者画出心目中的

图景,将成果展示给全班。这样设计的目

的就是让全班同学参与到对诗歌的理解

中去,体会诗歌的“意境”。《沁园春·雪》

的冰封雪飘,艳阳高照,都给人一种阳刚

的感觉,而作者却用“妖娆”、“多娇”这

样的词语来修饰,为什么？这个问题就

可以作为这首诗的驱动性问题之一,这

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并非不能

解答,学生需要“踮起脚来摘桃子”。解

答这个问题,就要联系整首诗,江山如此

多娇,竟然“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为何

折腰？冰雪覆盖山河,这种美让英雄折

腰,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之下,当然用“妖

娆”就不突兀了。[5]这个阶段也要求学

生进行朗读,朗诵会是本单元项目式学

习的驱动性任务,此时学生的朗读与第

一阶段的朗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是带

着感情朗读的。 

“诗歌·活动·探究”单元设计的

目的最终要落实到实践中,在第三个流

程“作一作”中,教师需要注意的是,创

作诗歌不是通过一个单元的学习就能够

掌握的。因此要求每个小组创作一首,

或者每个同学写一句,能够符合诗歌的

格式要求即可,无需过分强求。《沁园

春·雪》是古体诗,《乡愁》是现代诗歌,

学生首先要理解它们的区别,然后再进

行自己的创作。 

2.4戏剧单元,矛盾冲突 

教材选取的戏剧都是文学戏剧,戏

剧具有舞台性,但是在语文课堂上进行

戏剧单元的教学不能脱离“语文性”,

同时也不能把戏剧教成小说或是散文。

项目式学习下的戏剧单元教学,首先要

求学生在上课之前进行预习。因为课本

上的戏剧都是经过节选的,所以要求学

生在课下对原文进行大致的了解,了解

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样有助于学生对人

物有更深刻的理解。然后让学生自主查

阅有关戏剧的常识,教师在课堂上结合

提问大致给学生厘清即可。 

项目一,准备排练。要求学生对戏剧

内容进行充分了解,对于戏剧中体现的

矛盾冲突,对话无疑是最关键的一个突

破点。比如《天下第一楼》中的五个冲

突,教师可以给出驱动性的问题：为什么

卢孟实愿意给钱却不愿意交人？为什么

钱能够被强要？这些冲突,究竟是什么

冲突？学生小组讨论的过程中,教师需

要引导,对于课文里的对话,如： 

王子西：侦缉队打点好了? 

卢孟实：不买账,看来想敲咱们

一笔。 

对话反映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反

面人物密谋一件事时,应该是什么样的

心理？教师可以先让小组内根据不同的

对话进行讨论,逐步分析出课本中人物

的性格。 

项目二,正式表演。要求各组对于

《天下第一楼》进行表演。 

项目三,写一篇心得体会。这一项

十分重要,教师可以从学生的体会中

看出学生对于戏剧的掌握,从而改进

教学方式。 

3 项目式学习总结评价环节 

项目式学习评价的目标将从知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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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两个维度展开,其结果的评价也不

同于传统的以试卷为主的方式,要求教

师明确评价的内容,并且使项目作品与

学习目标相符。[6]在课堂上可以通过评

价量表的方式,让每个小组进行打分或

给出等级。 

这一环节是不可缺少的,比如在诗

歌单元,制定语速、语调、停连、重音、

节奏五个方面,然后给出相应的评价标

准,如轻重缓急、停顿是否恰当等。这样

学生在强化了诗歌内容的同时也能够对

朗读的要求有一定的了解。 

新闻单元的评价表要求更细致一些,

对于标题、导语、主体、结语几个方面

都要有具体化的评价标准,如完成“倒金

字塔”的速度,准确率,回答问题的完整

性等。在学生展示自己写的新闻的环节,

评价标准应定位在标题是否有新意或凝

练,内容是否贴切主题,阐释是否清楚。

演讲单元的评价分为演讲者的仪态和演

讲的内容两个部分综合评价,教师同时

应给学生树立正确的审美观,不能单纯

以外表来判断一个人的仪容仪表。在戏

剧单元中,小组成员可以进行互评,从排

练的准备前提到排练过程中出现了哪些

问题,以及对于表演的结果,组员的表

现进行评价,写一份详细的汇报。在教

师制作的评价表中,无论是学生对作品

里面呈现的矛盾冲突的表演是否到位,

还是语言神态表现是否恰当,教师都需

要给出详细的评分标准,让学生在课堂

上完成。 

4 结语 

在“活动·探究”单元中应用项目

式学习,学生的思维是开放的,对于诗歌

中的意境及其表达的感情,戏剧人物的

形象,必将会有多元化的解读。虽然“一

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是

也不应过分解读,不能脱离文本。因此在

评价环节,教师制作的评价表要贴合文

本,以期学生对文本的掌握不偏离,在此

基础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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