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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注注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文/摄

走廊上，满是精彩纷呈的项目展

板、自动旋转的磁悬浮太阳系模型、憨

态可掬的智能机器人……甚至还有直

接上阵吆喝的项目负责人。10月15

日，温州市第二外国语学校内，一场热

闹的教师“游园”活动正在进行。

教师们“游览”的，正是由未来城市

智能快递配送、土壤改良STEM劳动

教育、“学校安全”沉默舞台剧、家庭农

场、寻找看得见的声音等15个精选项

目组成的浙江省首届项目学习博览会。

对于从2018年开展项目学习“描

红”、2019年4月开始全省推广学习项

目设计到今年的项目学习网络公开课、

项目学习博览会这样“急行军”式的推

进，省教育厅教研室副主任张丰的理解

是：“作为体现核心素养发展取向的学

习方式，项目化学习切中基础教育之短

板，是我们面向未来的学习挑战。”

“琳琅满目”的项目学习博览会

“可能您最感兴趣的是这个磁悬

浮太阳系模型，它是浮在半空中的，原

理是……”

“一张A4纸做成的‘桥’，最多可

以放几个手机？”

“会记忆的书柜、公园专用智能

垃圾桶、情绪发泄灯、可编程皮影戏、

‘勿忘我’亲人提醒器……最喜欢哪

个项目？”

“扔骰子就能学会编程！老师们可

以来试试现学现参加两人对抗赛，看谁

能最早让小车到达终点！”

……

首届项目学习博览会现场，参观的

教师们眼动手动，更不断记录和思考每

一个学习项目的设计智慧，以及促进学

生思维发展的各种支撑手段。一圈转

下来，他们要参与投票，选出最佳项目

奖、最佳展示创意奖、最具人气奖等心

中的好项目。

选课走班学什么？获最佳项目奖

的杭州市文澜实验学校给出了数学能

量、科学能量、艺术能量、人文能量、技

术能量“补给站”这样的5个选择。当

然，这样的走班上课是在“学校设计师”

项目化学习框架下的。校园建成12年

后，哪些空间利用率不高，哪些功能还

不够先进？文澜实验学校六年级的一

个个班级变成了一个个设计研究院，下

设6个项目组，每个项目组都有项目策

划、设计师、建造师、艺术总监、首席发

言这5个职务，分工合作完成标段选

择、实地调研、创意设计、图纸绘制、模

型建造、参与竞标等工作。

“后疫情”时代，人们越来越关注自

己的健康。如何成为一个桌游设计师，

并设计一款有关“营养健康”的桌游？

温州道尔顿小学的“我是桌游设计师”

项目，让学生们在探究“营养与消化”的

知识，体验、了解更多游戏机制后，经历

提出问题、调研准备、创想建模、迭代优

化、阶段反思、发布产品这样“像桌游设

计师一样的思考与创造”的过程。在这

个获最佳项目奖的项目展示中，记者印

象最深的是，教师们如珍宝般保留下来

了桌游内测调研表、调研问卷、分析-知

识关系表、分析-知识系统图、体验表、

工作规划单等学生

一步步的思维、实践

“轨迹”。

“就是想通过多

样的表达呈现，帮助

教师们更加全面地

理解项目学习的意

义与方法。”省教育

厅教研室教研员管

光海这样理解首届

项目学习博览会的

召开。

项目化学习，

不仅仅是STEAM

“因为 STEM

我们开始并熟悉了

项目化学习。”当日，

绍兴市柯桥区实验

中学因“替代能源解

决方案和风力涡轮

机挑战”而名列3个

最佳项目奖之一。

开展偏重工程技术

的STEAM教育几年来，副校长沈志勇

有了这样的“表白”：“只要有学习的地

方，项目化学习都可以引入。”

2017年，温州市启动第二轮课堂

变革，正值我省全力推广 STEM 教

育。一直在科技创新、创客等领域深耕

的温州市很快成了区域推进STEM教

育试点区。“一开始我们开展的就是基

于项目式教学的STEM教育。”温州市

教育教学研究院院长胡玫介绍，今年，

温州市有11个跨学科、多学科、单学科

的项目化学习案例在‘学习素养·项目

化学习’全国案例征集与评选中获奖，

“项目式学习带来的课堂变革，如今不

仅仅发生在和STEAM相关的科学、技

术等学科，同样发生在语文、社会、数

学、音乐等多个单学科中”。

“我省推进STEAM教育的突破点

在项目化学习的推广。”今年6月，浙江

省STEAM教育协调创新中心发布了

这样的“宣言”。

项目化学习为何有如此重要的“江

湖地位”？

“二孩时代”，作为旁观者和经历者

的“大宝”能为“二宝”和爸爸妈妈做些

什么呢？婴儿趴睡提醒器、婴儿鹰嘴

兜、便携式奶瓶……杭州绿城育华亲亲

学校开展的“婴儿产品改进设计”项目，

学生们的“脑洞大开”和动手能力都让

这个项目瞬间成了“网红”。国庆长假

前的一周，来自全省8所学校的学生分

别经历了各自学校设计的一个完整的

综合性项目学习过程，10~12课时的课

程全程网络直播。

在这个国内首次STEAM项目学

习全过程的公开课教研活动后，10月

16日，浙江省第三届STEAM教育大

会·项目学习网络公开课研究报告环

节，参与直播的学校教师代表发布了自

己的收获与思考。

“寻找用户痛点，挖掘痛点背后的

真实需求，才让学生有了设计婴儿产品

的热情和思路；而学校提供的提前申请

预约教师指导的约课制度，在帮助学生

将设计变成现实的同时，更让他们收获

和夯实了学科知识。”杭州绿城育华亲

亲学校教师陈燕燕认为，在项目化学习

中，要常态化高阶思维，同样要认识到

夯实学科知识的重要性。

温州市实验中学教师徐墨涵团队

的“身边门锁中的STEM”是入选的8个

直播项目之一。在智能门禁系统模型

的设计与制作中，徐墨涵坦言，当时所

需的电学、磁、一次函数等知识还没有

教过，“学生们在做什么、怎么做、怎么

改、展示什么、怎么展示等环节中，不断

寻找解决问题的工具和方法。项目化

学习中学生体验到的思维极限、挫折、

碰撞和收获，是常规课堂无法给予的”。

要学习革命，教师如何实现“自我革命”

“开展一次项目式学习，每一个课

时所需的备课量，都是平常课堂的三四

倍。”这是来自一线教师的声音。

然而，今年上半年我省开展的“抗疫

情”项目化学习案例征集活动，依然受到

了各地学校教师们的积极响应，共收到

涵盖了各个学科的1150个项目化学习

方案、850个项目化学习案例。

“教师们都有了以项目化学习推动

学、教方式变革的意识。”张丰介绍。

实际上，这也与项目式学习几年开

展下来学生的显著变化有关。2019年，

在开展STEM实践3年后，湖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中心对该市3所试点学校（小

学、初中和高中各一所）学生进行了一

次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接受

STEM教育学生不仅在学习态度（兴趣

倾向和自我效能）和高阶思维（批判性

思维、创造性能力、合作能力和问题解

决能力）方面都有了大大的提升，他们

和没有接受STEM教育学生在学科成

绩上的差别还十分显著，如接受STEM

教育初中生的科学和数学学科平均分

要比未接受者高出7.4分和6.84分。“各

项指标的差距随着参与STEM时间越

长而越大。”调查负责人唐波介绍。

同样，今年 6 年发布的温州市

STEM教育调研报告也显示：如今温

州学生的4C能力（沟通交流、合作协

作、批判性思维、创新创造）自评等级都

较高；温州市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

的深入情况也要高于全国均值，中学阶

段更是高于全国平均值11个点。“这两

年，我们实现了学生素养和考试成绩的

双丰收。”温州教研院副院长陈素平说。

“当前，学科项目化学习在一些地方

已经呈燎原之势。”省教育厅教研室教研

员章新其介绍，如有对演讲单元的项目

化学习设计，将阅读放入新闻采访的情

境中，让学生跟随《红星照耀中国》中斯

诺的脚步一同来到苏区进行采访和新闻

报道；如设计开展“英语图表中的生命教

育”项目化学习等。但他同时认为，不少

项目化学习缺乏严谨的学习设计，学习

目标不清晰，教师过于关注学习结果（导

致家长代劳），而不是重点关注学生经历

真实学习、深度学习的过程。

对此，沈志勇也有同感。他说，有

些教师提炼驱动型问题不确切，缺乏对

高阶思维的引导和实践过程的指导策

略，常常使得整个项目化学习趋同于

“小制作”活动。

“目前，很多教师对本学科核心知

识的把握、对思维能力发展的引导、对

学习支架的设计、对什么样的问题是好

问题等的理解都才刚开始。”上海市教

育科学研究院夏雪梅同时还认为，项目

化学习在我国的本土建构，要尊重现有

实践中的各种样态，可以在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研究性学习等多

样的课程样态中，可以在德育、劳动教

育、艺术教育和科学教育等多样的领域

范围中，更可以在学校原有的探究性作

业、长周期作业、传统活动中生长。

“我们每一个学生每学期都要至少

经历一次综合性的项目学习。”在10月

15日的项目化学习学校实践样态典型

经验分享中，杭州市文海实验学校副校

长颜石珍介绍，该校每天的语文、英语、

数学、科学、社会等基础课程中，经常采

用学科探究式的单元整体设计项目式

学习。“这也让我校教师在区内教师教

育和教科研能力测试中勇夺第一，平均

分远高于其他学校。”颜石珍说。

“融入学科学习、融入课程发展、融

入学校教学制度是项目学习推进的3

条路径。”管光海认为。

□管 艳

事件回放：她又送东西给那些男孩了

接手这个班一个月后的一天，嫣然

急匆匆跑来告诉我，小萱带来了很多玩

具分送给班里5个特别调皮的男生，但因

分不匀，其中两个男生便动手打了小萱。

【初始判断】

听到这件事，第一反应是把小萱和

男生们叫进办公室了解情况，对打人者

进行批评教育，让他们把玩具还给小

萱。这看似是同学之间赠送礼物，但明

眼人都知道这已经是一起“校园欺凌”事

件。但理性告诉我，男生有问题，小萱同

样也有问题。而且，如果只是批评男生，

势必会再次引起他们对小萱的攻击，甚

至变成暴力行为。

我选择去教室一探究竟。小萱先开

的口：“老师，这是我送给他们的节日礼

物，没有关系的。”其中一个男生立马附

和道：“是她主动送给我们的，我还不要

呢！”“噢，原来如此。”我表示认同，笑呵

呵地问小萱，“那我有礼物吗？”小萱先是

一愣，接着回答：“有啊，只是我忘带了，

明天可以吗？”“好呀，那你明天要把礼物

亲手送给我。”我转身离开了，旁观的学

生也迅速作“鸟兽散”。

【读懂过程】

第二天，小萱带着一支已经用了一

点儿的护手霜走进办公室，轻轻放下，告

诉我说这是妈妈让她送给我的，而且她

刚才已经试了试，很不错。我把护手霜

送回小萱手里，拍着她的肩膀，说：“我想

抱抱你，好吗？”她迟疑了一会儿，眼圈开

始泛红。我用力抱了抱她，说：“你太委

屈了，现在我想帮助你，好吗？”小萱大声

哭了出来。

当孩子迷茫需要寻求航标之时，依

恋能让父母永远成为孩子的航标。小萱

的父母都很年轻，父亲经营着一个小工

厂，起早贪黑；母亲虽然是全职妈妈，但生了二胎后无

暇顾及小萱，小萱和父母之间这条亲子依恋的关怀纽

带可谓是岌岌可危。当父母导向缺失，关系就会被替

代。因此，同伴自然就成了小萱的主要依恋对象。低

年级时，为了讨好同学，小萱常常会送出一些礼物，被

当时的班主任制止。这也让被批评后的不少同学对小

萱敬而远之。而敢于向小萱索要礼物的这5个男生便

与她成了关系不对等的朋友。

教育之方：让弱势的孩子得到情感满足

此时此刻，唯一的希望就是和小萱重新建立依恋

关系。依恋，将是小萱告别欺凌的最重要的因素。

亲子关系——重建依恋，找寻关系。

我找到小萱的妈妈，多次沟通后，她渐渐明白自己

和小萱的亲子依恋出现了问题：孩子得不到有效的回

应，内心不能被看见，才会日渐和父母疏离，直到被班

中5个男孩欺负。

小萱的妈妈开始亲自接送女儿上学、放学，为女儿

背诵古诗打卡，将微信封面设置为女儿的照片……小

萱和妈妈之间的亲子依恋关系逐渐被重建起来，她感

受到了更多的看见、回应和爱。

师生关系——看见回应，开始满足。

在小萱对我的师生依恋中，回应就像一缕光，照

亮了她的世界，让她感受到久违的被爱、被理解和被

看见。

不得不说，回应也是一件需要技术含量的事。班

主任不仅要回应，而且要及时回应。早自修时，她一上

讲台背诵课文，我会立马停下手中的活，投以鼓励的眼

神；中午吃饭，小萱会告诉我“今天的牛肉真好吃”，我

就把自己的夹给她“那老师的也给你吃”；运动会前，我

一次次帮助她练习接棒……足够多的回应、看见，让小

萱彻底感受到她和我之间有着一种依恋关系，而关系

就是一切。这样，她对学校的生活开始有满足感和安

全感。

同伴关系——积极导向，证明强大。

小萱告别欺凌的过程中，嫣然起到的作用不可小

觑。从最初的旁观者到帮助者再到同行者，嫣然始终

在小萱身边，成为她的另一个重要他人。在这种正向

的、积极的同伴依恋下，小萱渐渐理解真正的朋友肯

定不会欺凌你。后来，她不仅能勇敢地对欺凌她的 5

个男生说“不”，更重要的是还用其他方式证明她的强

大，比如运动会上的奖牌、期末成绩的全优、书法作品

的发表……

当小萱变得强大时，那5个男生逐渐减少了欺负她

的次数。其中和小萱同组的两个男生还主动请小萱教

自己朗读英语、背诵课文。

自我关系——分离凝聚，走向独立。

最初，小萱缺乏自我关系，她的自我意识和内心体

验还没有分离，常常无法决定什么适合自己、什么符合

自己的习惯，其情感和想法难以承受复杂的状况。她

很少说出“我是这样想的”，很难在困境中看到事情“好

的一面”；反思能力不足，会被当下的体验困住。

成熟有一个统一的可以预见的顺序，那就是先

分裂再重新凝聚的过程。小萱开始学着从分裂开

始，把所有事物都分离开来，直到它们变成各自不同

的个体。

一年后，小萱已经不用费心思也可以拥有对父母

的依恋，对老师和同学的依恋，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个

体，能和他人愉快相处；积极投入到学习中，懂得了拒

绝，也学会了理解……

可 以 说 ，正 是 因 为 依 恋

关系变得安全稳固了，小萱

才有更多的勇气去探索未知

的世界。

（作者系湖州市东风小学
班主任、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

□本报通讯员 钭小亚 杜益杰

“山秀美，水秀美，锦绣仙都好山水……”

这是缙云县仙都小学教师樊守南结合地方

文化为宣传仙都旅游编写的快板作品。他

编写的仙都旅游快板不单是学生吟唱，还根

据需要编成音乐快板剧，多次在仙都旅游推

介会、缙云县招商大会等重要活动演出。

地处丽水首家国家5A级风景旅游区，

樊守南利用寒暑假等休息时间当义务导

游。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他组织编写校

本教材《走进仙都》和《仙都轩辕黄帝文

化》，让学生感受家乡的风土人情和博大精

深的黄帝文化。每年清明节和重阳节，仙

都有民间和政府组织的祭祀黄帝活动。其

中的大型团队活动迎罗汉面临着逐渐失传

的局面，只有一些偏远山村还有老人掌握这

项技艺。樊守南便带领师生前往各个山村

取经，有时甚至徒步几十里山路。如今，仙

都小学罗汉队成为常年活跃在仙都的一支

民俗表演队，每逢有重大活动，罗汉队就到

场为游客表演。仙都小学因此成为缙云民

俗迎罗汉的教学传承基地，师生精神面貌也

焕然一新。

“地方文化是数千年沉淀下来的精华，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既拓展了知识面，又增强

了家乡自豪感，何乐而不为？作为国家5A

级风景旅游区，仙都正在热情迎接八方宾客

前来观光旅游。我要把仙都的一切，全说给

你听！”樊守南说。

依
恋
，告
别
欺
凌
最
重
要
的
因
素

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注重“项目设计”等跨学科综合性教
学；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升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提出开展“项目化学习”。

而在中小学校，项目化学习正成为育人方式和课程教学变革的“生力军”。

“跳出”教材“费力”搞项目化学习，值得吗？
浙江首届项目学习博览会背后的“静水深流”

樊守南樊守南：：““我想把仙都说给你听我想把仙都说给你听””

动手动脑，教师先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