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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teaching is a comprehensive and practical teaching form with a high degree of integration. The process of project-
based teaching is a continuous integration process. Teachers can integrate project characteristics,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textbooks, 
learning and school situations, and personal teaching advantages to optimize teaching, improv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develop 
students’ comprehensive literacy, and promot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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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项目化教学是一种综合性、实践性的教学形态，具有高度的整合性。项目化教学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的过程。教师可依据
项目特征、课标与教材、学情与校情、个人教学优势等进行整合，优化教学，提质增效，发展学生综合素养，促进学生整
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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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多次提到“项目”与“整

合”，比如“学习任务群以任务为导向，以学习项目为载体，

整合学习情境、学习内容、学习方法和学习资源，引导学生

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提升语文素养”，“加强课程实施的整

合，通过主题阅读、比较阅读、专题学习、项目学习等方式，

实现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合，

整体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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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教师“积极探

索基于情境、问题导向的互动式、启发式、探究式等课堂教

学，注重加强课题研究、项目设计、研究性学习等跨学科综

合性教学”，可见，“整合”和“项目”是当今课改中备受

关注的两个概念。

教学改革真正的意义，是推动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让学生成为真正的学习者，即乐学和善学的人，让学生通过

学习掌握核心知识、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发展核心素养，

拥有持续学习的热情和能力，能够应对现实世界中各种复杂

的不确定的问题，善于处理各种关系，拥有健康积极的生活

态度。千变万化的世界让人们认识到，学会如何学习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么重要。在新教材新课标全面实施的背景下，项

目化教学引发的研究热潮经久不衰，越来越多的一线教师感

受到项目化教学与课程标准高度的契合性，把项目化教学引

进课堂，使之成为一种重要的教学形态。整合既是项目化教

学的重要特征，也是项目化教学的重要策略 [1]。

2 整合的内涵和意义

从字面看，整合就是整理组合。整理可使杂乱的变得

有序，可以去粗取精、弃劣增优；组合则意味着按照一定的

顺序进行排列，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重组，使零散孤立的材

料间建立联系，把多种材料组织成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整体，

使之结构化。因此，整合不是简单的拼凑，整合的过程就是

开发、筛选、调整、重组和优化的过程。在语文教学中，教

师根据教学需要，把相关资源进行对接整合，在课本与生活

之间，在不同文本、学习任务群、媒介资源、学科知识间建

立联系，比较辨析，求同存异，有助于探究规律，掌握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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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会贯通，发展思维，提高学习效力，发展学科素养。整合

是新课标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统编版教材的重要特征，每

本教材、每个学习任务群、每个教学单元均是精心整合的结

果。在教学中，整合是优化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结构化的

必要环节，也是变革教学方式、推动学习方式变革的必要策

略。可以说，离开整合，真正的学习就不可能发生，学习方

式的变革就无从实现，核心素养的提升就是一句空话。

3 项目化教学的高度整合性

项目化教学通过做项目实现深度学习，是一种综合性、

实践性的教学形态，要求学生在核心问题驱动下进行自主学

习、深入探究和有效沟通协作，调动相关知识和技能创造性

地解决问题，形成项目成果，实现对核心知识的深度理解，

形成在新情境中迁移运用知识的能力。由此可见，项目化教

学具有高度的整合性。项目化教学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

主体，以项目为载体，以问题为驱动，以学科大概念为统领，

整合学科多方面的知识甚至是多学科的知识，形成可公开、

可展示的项目成果，在做中学，在学中做，评价贯穿始终，

体现了“做学教”的整合融通和“教学评”的一体化，不同

于过去的碎片化教学。项目既具有聚合功能，能够聚合相关

的资源、情境、知识、技能等；又具有较强的辐射性，能够

关联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具有开放性，能够产生多样化

的学习成果 [2]。

项目化教学的过程就是不断整合的过程。统编版高中

语文教材以“人文主题”和“学习任务群”两条线索组织教

学单元，体现了学科内容的结构化和主题引领的特点。尊重

教材的编写体例，体现教材的编写意图，进行大单元整体教

学，这是教师首先要考虑的。但是，双线组元、文体不一也

给大单元整体教学带来了很多困难，比如不同体裁的文章难

以融合，育人与素养目标难以兼顾，单元教学时间过长等。

就项目化教学而言，教师往往会根据自己的教学理念、教学

风格等对教材进行整合，制定项目方案，形成他实际采用的

或大或小的教学单元，比如单篇课文、群文组合、自然单元、

学科专题等。课本上的自然单元不一定是教师实际采用的教

学单元，“单元学（研）习任务”也需要经过教师的取舍、

改造与重组。教师在综合研究各类因素的基础上，确定学习

项目，进行教学设计，组织项目实施，整个教学过程就是复

杂的、整合的过程。项目化教学是与新课标新教材契合度较

高的教学样态，教师不再是一讲到底的知识的传授者，而变

身为教学资源的开发者、教学过程的设计者、教学活动的组

织者和引导者。学生不再是知识的搬运工和刷题机器，而是

在项目驱动下自主学习，积极参与语言实践活动，合作探究

解决问题的方案，共同形成学习成果，实现知识的迁移、思

维的发展，增强沟通协作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生命的整

体成长。项目化教学是极具创造性的劳动，体现着教师的教

学思想和教学智慧。整合则能反映教师的眼界格局、思维与

决策能力，整合的水平决定着项目化教学的效果。

4 基于项目化教学的整合策略

在项目化教学中，整合表现在方方面面，贯穿于教学

的整个过程。语文是综合性实践性课程，教学资源本来就非

常丰富。信息化时代，教学资源的获取更加便捷，信息技术

更是带来课堂教学的巨大变化。面对海量的资源和不断更新

的技术，教师应该如何科学地“拿来”、进行整合从而优化

教学呢？

4.1 依据项目特征
这是首先要考虑的，整合是为了助力项目的顺利实施，

达成预期目标。项目有大小、难易、繁简之分，每个项目涉

及的核心知识不同，预期目标不一样，整合自然表现出丰富

多元的形态。比如，针对河南屡屡遭遇地域黑、河南人求职

遭受歧视的现象，我们开展了“我为家乡代言”的项目化教

学，旨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理性分析社会热点，深入

思考偏见形成的原因，关心家乡建设，增强社会责任感。项

目的成果是要求学生以各自擅长的方式为家乡代言，比如解

说词、演讲稿、展板、宣传视频等。学习活动有：①了解歧

视与偏见：网上搜集外地人歧视河南人的表现及原因并进行

归类。②走上街头采访，了解河南人怎样看河南，怎样看待

外地人的歧视与偏见，并对采访结果进行整理。③重新认识

河南。结合亲身体验，借助书籍和网络资源，客观地认识河

南。④我为家乡代言，以视频、演讲、文字、图片等形式展

现河南形象。⑤小组展示优秀成果。这是个综合实践类的项

目化教学，整合了多种资源：社会热点及评论、调查访谈、

个人生活体验、书籍和网络中相关资料、必修上册第四单元

“家乡文化生活”、必修下册第四单元“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

等。其实，该项目不仅整合了丰富的资源，还整合了个人体

验情境、社会生活情境与学科认知情境，也整合了查阅资料、

调查访问、讨论、写作等多种语言文字实践活动 [3]。

4.2 依据课标与教材
新一轮课改给教师带来前所未有的创造空间，但是，

课标永远是最重要的教学指南，教材永远是最重要的教学内

容。项目化教学比较契合课程标准和教材编写的意图，这或

许就是人们对项目化教学越发关注的原因。整合要充分考虑

课标要求，深入研读教材上课文、单元导语、学习提示、单

元学（研）习任务等内容，在整体考虑的前提下进行整合和

设计。整合的目的是优化，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

过程，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切不可东拼西凑、贪多求全、

胡乱比较、喧宾夺主。比如必修上册第一单元，人文主题为

“青春激扬”，属于文学阅读与写作学习任务群，选文有五

首诗歌和两篇诗化小说。研读单元学习任务可以发现，通过

对诗歌的品读和创作，理解青春的价值与责任，表达青春的

理想与激情应是单元教学的重点，于是我们设计了“品读青

春风采，唱响青春之歌”的学习项目。本单元教学的难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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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和诗歌这两种文体的整合。其实，两篇小说之所以具有

浓郁的诗意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借助美好意象营造氛

围，塑造形象，表达情感，这就找到了小说与诗歌的相通之

处，对小说意象的品位鉴赏就成了项目学习中合乎逻辑且有

建设意义的一个环节。如果小说是小说，诗歌是诗歌，分别

教学，缺少整合融通，则没有理解教材的编写意图。如果忙

于补充大量的课外诗歌，对课内诗歌不能深入解读并加以比

较，又显得本末倒置、喧宾夺主。补充课外篇目和文学评论，

都要目的明确，适度适量。

4.3 依据校情与学情
以学定教，是不变的法则，校情学情是教师进行教学

时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在进行“家乡文化生活”的学习时，

笔者所在学校正在筹办 65 周年校庆，我们整合单元学习内

容和校园生活情境，设计了“游书香校园，品校园文化，绘

学校蓝图”这样的学习项目。校园文化是当代文化重要组成

部分。我们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建设，大至学校发展理念，小

至每个角落的布置，无不体现育人的用心。因为是就地取材，

又切合眼下校园情境，学生表现出极大兴趣。他们带着学习

任务去游览校园，用心品味校园中一字一语、一物一景中蕴

含的深意和期许，对学校有了很多新的发现，对学校的教育

理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引导他们畅想学校发

展前景，就校园文化建设给校长写建议信，主人翁意识得到

增强。

4.4 依据教师个人优势
教学是极具个性化的活动。教师的教育理念、知识积累、

教学能力、教学风格各不相同，教学行为也是各具特色。眼

界开阔、思维灵活的教师，在进行项目化教学及整合时会感

到得心应手，很多教师可能会感到很困难。如果英语水平可

以，在进行外国诗歌教学时，可以整合英语课本上的诗歌单

元，进行跨学科项目化教学。如果历史知识丰富，在进行《阿

房宫赋》《六国论》教学时，可引导学生运用历史材料佐证

或质疑作者的观点；如果驾驭能力强，可把《乡土中国》和

《红楼梦》整本书阅读进行整合，用《乡土中国》的观点来

解读红楼故事，用红楼故事来诠释《乡土中国》，相互对照，

加深对经典的理解，激发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及关注

中国社会现象的热情。

4.5 借助信息技术进行整合
信息技术为教学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多媒体为教

学提供了海量资源，这些都为项目化教学创造了良好条件，

也使整合的功能得以充分实现。信息时代，电脑、手机也是

学习工具，网络成了学习交流的平台，线上学习成为重要的

学习形式。我们已经习惯借助多媒体获取自己需要的教学资

源，习惯向学生推送优秀时评和优秀文化节目等。学习空间

无限扩大，学习途径更加多样便捷。信息技术为教学带来太

多的可能性，教师借助信息技术，可以更好地整合教学资源、

教学方法和教学情境，优化教学过程，丰富评价方式，提升

教学质量，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促进学生整体发展。信息技

术服务于教学，要用之有度，而不能本末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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