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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project-based	learn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by virtue of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unique advantages. The paper first outlin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of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nd then analyzes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thinking, and inspiration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using the real-life case of “water resourc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project design, it was found that in order to make 
mathematics	a	part	of	daily	life,	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with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and	find	situations	that	are	in	line	with	students’	
common sense in teaching design. This will enable mathematics teaching to be carried out through practical situations, and students 
to solve problems and learn mathematics in simulated real situ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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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数学生活化教学设计——以体积与容积
单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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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新时代教育的不断发展，项目式学习凭借自身特点与独特的优势被广泛应用于教育领域。论文首先概述了项目式学习
的发展与困境，然后以“水资源”这一贴近生活的案例进行小学数学项目式学习设计、实施、思考与启示的剖析。通过对
项目设计的过程发现，要让数学生活化，必须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入手，在教学设计上寻找符合学生生活常识的情境，让数
学教学能够借实际情境展开教学，让学生能够在模拟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学习数学。

关键词

项目式学习；小学数学；数学生活化；体积

【课题项目】论文属于福田区课题《基于项目式学习

的数学生活化研究》研究成果的一部分（项目编号：

FTJYYB2022073）。

【作者简介】杨文萍（1988-），女，硕士，小学一级教

师，从事数学教学研究。

1�引言

根据研究显示，项目式学习是培养学生合作学习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以及自主学习能力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 [1]。

项目式学习强调学习和实际生活的练习，通过问题驱动的形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多学科知识融合的基础上解决问

题，同时也培养了学生实践能力以及合作学习的能力。

《2015 年地平线报告（基础教育版）》[2] 中认为项目

式学习是典型的深度学习方式，其优势体现在通过与实际生

活建立联系促进学生更好地运用所学知识，从而促进知识内

化，同时培养 21 世纪所需的多元能力。也有研究表明，参

与项目式学习的学生相比传统教育的学生而言，在很多方面

表现得更加优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指出，“让学

生感悟自然界和生活中的数学，在获取知识的同时，激发学

习数学的兴趣”[3]，通过跨学科的融合，积累数学活动经验，

体会数学的应用价值，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现阶段的基础教育中，项目式学习的实践还较为薄

弱，对于数学学科的实践应用方面更为缺乏。因此基于项目

式学习小学数学生活化的实践研究有应用的必要性，能提

升学生的问题驱动以及动手合作能力。为了解决实践缺乏问

题，论文结合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数学体积与容积这一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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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以及四年级下册的滴水实验，整合科学的水资源知

识，进行了项目式学习的设计。

2�小学数学项目式学习的教学设计

在北师大的五年级下册数学教材中，体积与容积是安

排在第四单元《长方体（二）》，有关体积和容积的相关知

识在这一单元中主要是与长方体有关的，课本有关于体积和

容积的问题显得有些刻意且距离学生的生活实际有点距离，

学生理解起来也会有点难度，学生因此产生对这一内容的畏

惧。为了让体积与容积的相关知识让学生更容易接受，论文

重新整合这一单元的内容，进行了““数”说水资源”的项

目式学习活动。

2.1�创设项目情境
在项目设计时，既要考虑到所创设的情境不能离学生太

远，必须贴合学生生活实际，另外创设的情境需要能够激发

学生解决问题的兴趣。结合学生五年级下学期科学正在学的

水资源现状，因此确定了项目情境是国际以及中国现在可用

水资源紧缺的现状。让学生意识到虽然深圳水资源不缺乏，

但是其他地区并不是像学生现在所使用的水资源那般充裕。

2.2�整合单元内容
作者在五年级的体积与容积的教学中，发现学生在这

一部分的出错率会比较高，学生对这一部分的内容兴趣不浓

厚，学生做题就是套公式，没法达到活学活用。原单元是按

照先认识体积与容积的概念，接着学习长方体（正方体）的

体积，然后接触体积（容积）单位从而知道实际意义以及知

道怎么换算，最后是探索不规则物体体积的测量方法。另外，

在四年级上册的“数学好玩”这一模块，有一个“滴水实验”

的内容，这个内容是独立的一个内容，跟四年级上册的其他

内容相关性不大。由于这是操作性的内容，老师在上课时不

够重视。

为了让教学内容更接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能够在

动手操作以及跨学科的情境下积累数学活动经验，因此把五

年级下册的“体积与容积”及四年级上册的“滴水实验”做

一整合，结合五年级下册的科学内容“水资源”进行项目式

学习的教学设计。

2.3�明确项目目标
本项目式学习的活动，确定的目标如下：①能够根据

查阅的资料获取水资源现状的数学信息。②根据所获得的水

资源资料的数学信息提出数学问题。③学会用统计表等数学

工具分析水资源现状问题。④用数学的语言表达，提出切合

实际的节约用水倡议书。

2.4�选定驱动问题
本项目设计了如下驱动性问题：①根据现阶段的水

资源现状，你能得到什么信息？②观察现阶段的水资源现

状，用统计图绘制出数据信息，你能分析水资源的情况吗？

③怎样保护水资源？你能用你擅长的方式来宣传保护水资

源吗？

2.5�明晰项目特点
2.5.1 探索跨学科融合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 版）》提倡可采用项

目学习的方式，通过整合数学和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思想方

法，从而让学生感受数学与其他学科的融合，积累数学活动

经验，体会数学的价值 [3]。本项目的设计参考了教科版《科

学》五年级下册第三章“环境与我们”的“珍惜水资源”，

选择性使用这一内容的部分资料和实践调查环节。科学中的

强调动手实验操作，与数学学科经历问题的分析、数据的解

读、问题的解决综合在一起，设计了数学与科学学科的跨学

科融合案例。

2.5.2 结合学生生活实际
该项目基于学生日常生活接触的水资源，通过网上查

阅的资料让学生了解水资源的状况，让他们意识到虽然自己

所在地区用水相对来说比较充裕，但是地球上的水资源远远

是缺乏的。因此，从学生自己身边的水资源入手，调查家中

每个月的用水量，初步了解家里的用水情况，培养数据的意

识。既然水资源如此匮乏，因此从学生身边的浪费水资源现

象为背景，设计模拟水龙头没有关紧的实验，记录一分钟滴

水的量，让学生意识到没关紧水龙头是特别浪费水资源。在

动手实验和记录数据的过程中，感受水资源的重要性，要学

会节约运用水资源。

2.5.3 立足数学核心素养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学习体积与容积知识，教师通过适

当的活动指引，让学生经历在水资源问题中收集、处理数据，

分析问题，在动手做滴水实验的过程中学会运用数据解决实

际问题。利用数据分析问题并获取信息的过程，掌握统计相

关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积累基本活动经验，建立数据分

析观念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2.5.4 培养小组合作探究。
该项目涉及学生小组的组内合作和组间合作，以及学

生和教师之间的合作 . 学生通过合作完成问题“一个没有拧

紧的水龙头一分钟流失多少水？”，通过模拟实验，完成表

格填写，并计算出问题的结果。在实验中，小组之间要交流

实验的感受，以及自己实验获取的数据。在项目进行的过程

中，教师鼓励学生探究自己发现的问题和想法。

3�小学数学项目式学习的实施

本项目为主题整合教学设计，共分为四个模块：“数”

说水资源入项课，水知多少，滴水实验，节水我能行。活动

对象是五年级的学生，实施时间为 40 分钟。

情境引入：地球的储水量是很丰富，地球表面的 70%
被水覆盖，但淡水资源仅占所有水资源的 2.5%，近 70% 的

淡水固定在南极和格陵兰的冰层中，其余多为土壤水分或深

层地下水，不能被人类利用，能直接被人们生产和生活利用

的，约占地球总水量的 0.26%。全球淡水资源不仅短缺而且

地区分布极不平衡，中国人均淡水资源只占世界人均淡水资

源的四分之一。约占世界人口总数 40% 的 80 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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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15 亿人口淡水不足，其中 26 个国家约 3 亿人极度缺水。

更可怕的是，预计到 2025 年，世界上将会有 30 亿人面临缺

水，40 个国家和地区淡水严重不足。

活动 1：在阅读材料中获取数学信息。

问题：你能获取哪些数学信息？

学生活动：独自阅读材料，并获取数学信息，然后与

小组同学交流。

【设计意图】通过数据感受水资源的缺乏，让学生在

阅读材料中寻找关键数据以及关键信息，学会获取信息的

能力。

活动 2：学会用数学的方式处理数据。

世界各地水资源的年人均拥有可再生水资源的数量如

表 1 所示。

表 1�世界各地年人均拥有可再生水资源的数量

问题：请你用适当的统计图绘制如上表格，并说说你

的发现。

学生活动：独立完成统计图，完成后交流想法。

【设计意图】通过把数据以统计图的形式表示出来，让

数据更为直观，更能让学生体会各国拥有水资源的差异性。

活动 3：实验分享感受和收获。

学生活动：全班交流分享。

【设计意图】感受数据的差异，体会水龙头越不拧紧，

浪费的水越多。

活动 4：用自己擅长的方式提倡节约水资源。

问题：怎样保护水资源？你能用你擅长的方式来宣传

保护水资源吗？

任务内容：

①制定倡议书，向全校学生、社区宣传“节约用水”

专题知识，号召全校同学一起节约用水，珍惜宝贵的水资源。

②制作一份“节约用水”的手抄报，或者制作一个“节

约用水”的节水设备。

学生活动：回家后独立完成作品。

【设计意图】通过以布置家庭作业的形式，让学生梳

理节约用水的方法，并能够把节约用水的理念传播出去。

4�小学数学项目式学习的思考与启示

4.1�充分挖掘项目式学习的“育人”价值
在本项目进行的过程中，需要小组合作完成各项实验

和学习单数据收集的任务。小组任务的设置，使得学生有机

会通过与他人交流，交流收获多种想法，培养了学生的合作

能力、交流能力，有利于学生学业水平的提高。另外，本项

目的设计，注重关注全球重点关心的水资源问题，让学生在

学习数学知识的同时，学会用数学的眼光去看待水资源问

题，意识到水资源的重要性，从而学会从生活中节约用水。

因此，在设计项目活动时应该着眼于数学知识的渗透，以及

学生核心素养的培养，同时考虑项目的“育人”价值。

4.2�项目式学习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途径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可以将数学知识与生活情境紧密结

合的载体，可以为学生提供活动的平台，让学生在实践的过

程中提高运算能力，培养数学应用的意识。教师要从生活

情境出发，让学生亲历和体验用数学语言表达及计算的全过

程，该项目的设计起源于水资源紧缺的实际生活情境，能够

促进学生获得和运用数学学科的核心知识，获得学习活动中

的交流合作等高层次素养。学生在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会经历

相互交流、阐述想法的过程，收获教师与同伴对自己的想法、

意见的评价与指导。

4.3�项目式学习有利于数学生活化
在项目式学习的过程中，把生活和数学知识联系起来，

让学生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学习数学，使得冰冷的数学知识

在现实的背景下火热起来。项目的开展，贴近了学生的生活

实际，让抽象的数学知识有了现实直观的支撑，使得枯燥乏

味的数学知识更容易让学生接受并获得。这就提醒我们在项

目式学习案例的开发过程中，要注重创设生活的情境，让学

生感受数学在现实世界的广泛应用，体会数学的价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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