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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mmon problem of fragmented knowledge and low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middle school mathematics review 
classes, this study proposes micro project based learning improvement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Corps. 
By constructing a “dual dimensional” teaching design model and using typical lesson examples such as “Intersection Lines and 
Parallel Lines” to illustrate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micro content”, “micro tasks”, “micro problems”, and “micro evaluations”, a 
replicable paradigm is provided for improving the reform of mathematics review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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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初中数学复习课知识碎片化、学生参与度低的普遍问题，本研究以兵团教育实践为背景，提出微项目化学习改进策
略。通过构建“双维度”教学设计模型，以《相交线与平行线》等典型课例阐述“微内容”“微任务”“微问题”“微评
价”的实施路径，为改进数学复习课改革提供可复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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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教育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传统章复习课的教学

模式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如学生参与度不高、知识整合不

够系统、难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等。本课题旨在将微项目

学习理念引入章复习课，通过设计一系列具有针对性、趣味

性和挑战性的微项目，激发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提高章复

习课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知识、技能、思维和情感态度等

多方面的发展。

2 问题审视：初中数学复习课的现实困境

现如今有些教师对于复习课的认识不足，在他们看来，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遗忘一部分之前的知识，复习课的作

用就是对他们之前学习的知识进行一个梳理，以此来让加深

学生对于知识的记忆。一方面，由于教师将复习课当成习题

课来上，他们在课堂中的教学目标就变成了提高学生的解题

能力，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套教学模式：首先让学

生回顾已经学习的概念和定理等，接着讲解几个例题，最后

让学生做练习。对学生而言，学生在复习课中接触的是已经

学习的知识，对于这些知识学生缺乏新鲜感，如果教师按照

这种模式来开展教学，很难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最终导

致复习课变成“炒冷饭”。另一方面，由于固化时间一堂课

40 分钟所限，宏大的项目学习活动学生无法驾驭，有时学

生学习兴趣正浓却戛然而止，完整的知识体系被割裂，学生

运用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难以培养，复习课成了习题解

决课，实践育人的理念难以落实。

由此可见，传统的数学章复习课聚焦数学内部知识与

技能，割裂了知识间、知识与生活、学科间知识的纽带，对

数学内在的知识体系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外在的结构关联也

不够清晰，特别是在真实情境下解决问题的能力显得明显不

足，章复习成了数学问题的演练。导致学生只见零碎知识、

不见块状知识，只有局部认识、没有整体认识，最后造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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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局面，出现学生数学学习“离位”

和“错位”问题，未能有效实现学科教学从“知识本位”向“育

人本位”转变，未能真正促进学生深度学习，推动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

3 理论建构：微项目化学习改进复习的内涵、
特征与模型

3.1 微项目化学习改进复习的内涵及特征
微项目化学习，遵循了项目化学习的基本理论与思想，

致力于将项目化学习深度融入现行的课堂教学中。微项目化

学习是项目化学习深度融入课堂教学的产物，最大限度突破

了项目化学习与学科课堂教学之间的壁垒。

微项目学习下的复习教学是指：在一定的主题下，依

赖真实（仿真）情境，由师生共同设计有关联、起驱动作用

的任务链，每项任务以问题串为引领，通过学生的独立思考、

自主实践、小组合作等探究方式形成可展示、可共享、有价

值的微成果（知识结构、方法策略、模型思想等），并能运

用相关成果解决跨学科问题。通过复习再构学生的知识、方

法与经验，获得能力不断进阶，最终实现学生素养综合提升。

微项目化学习改进章复习课的特征具有微型化，体现

在通过对“微内容”“微问题”“微任务”“微评价”对教

材中的章复习教学内容、方式、评价等进行重构；具有真

实性，体现在活动的情境源于实际情境或仿真情境，以此在

完成实际任务的过程中国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具有结构性，

微项目化学习下的内容强调将碎片化知识整合，并以关联为

主要特征，基于学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生长，培养学生核心

素养。

3.2 微项目化学习改进复习教学设计“双维度”模型
结合章复习课的教学特点，初步构建了微项目化改进

章复习课教学的”双维度”设计模型框架（如图 1）。明确

了以章为单位，依据章节知识体系和学生的学习需求确定微

项目主题，围绕主题设计项目任务、学习活动以及评价方式

等关键要素。

教学设计前必须研读《课标》，提炼数学大观念，把

握学业质量要求；必须通读教材，立足大单元视角整合本章

与相关内容，梳理研究内容、研究脉络与研究方法，形成立

体化的内容体系。

微主题的确定取决于研究内容，一般而言既没有项目

化学习主题的深度，也没有其广度，研究的时间较短。微主

题名如同一个剧本的名称，具有统领性与鲜明性。微任务是

由几个互为关联且具有递进关系的子任务所组成，每个子任

务包含一定情境下的问题串，每个情境的选择要依据目标，

问题设计导向明确，具有一定的启发性、开放性、思辨性和

进阶性。微成果的类型多样，可以是知识体系、方法策略、

模型思想，也可以是具体的实物模型、宣传海报。微成果需

经过小组讨论、交流、提炼而形成。微展示就是以小组单位

面向全班或更大范围内进行分享、补充与完善，展示的时机

可以为单项成果或多项成果提炼之后。

“双维度”是指横向上的“再构维度”与纵向上的“进

阶维度”，“再构维度”主要是教师通过任务驱动、问题引领、

以评促思、以评助学实现学生从知识、方法、思想等维度的

再构。“进阶维度”主要是通过有关联性、递进性的任务与

问题推进学生素养从显性到隐性的提升。

4 实践路径：例析微项目化下的单元复习教
学——以“相交线与平行线”为例

4.1 确定微内容与明确教学目标

确定微内容需要理解课标、理解学情、理解内容，通

过理解课标确定大概念与任务群，由大概念确定微内容，在

理解学情、理解内容的基础上明确教学目标。

4.1.1 确定微内容

从《课程标准》中梳理了 15 条教学要求（略），在大

概念“角与线的位置关系”下，确定了“垂直”与“平行”

为本单元核心概念，明确了本节课复习的走向。

4.1.2 学情分析
学生在学完本单元知识后 , 对某些知识可能还存在一些

不同程度的问题。比如 , 基础知识似懂非懂、不能在解题中

准确应用所学知识等等。问题比较集中的可能会是垂线的存

在、唯一性及平行公理的限制条件的理解、平行线的判定和

性质定理的区分及综合应用等方面 , 教师应注意学生出现问

题比较集中的知识点 , 教学中作重点突破。

图 1 微项目化学习改进复习教学设计“双维度”模型



189

现代教育进展·第 03卷·第 06 期·2025 年 03 月

4.1.3 教学目标
（1）理解邻补角、对顶角、垂线 ( 段 )、平行线的概念。

（2）能用三角板或量角器过一点画已知直线的垂线 ,

能用三角板和直尺过已知直线外一点画这条直线的平行线。

（3）运用平行线的判定和性质定理能进行说理和简单

推理。

（4）通过本节课的学习 , 掌握复习数学的方法 , 在学

习过程中获得成功的体验 , 发展推理能力。

4.2 梳理微问题

图 2

微问题的设计要基于微内容的主题下，结合教学目标

而定。一般而言，单元复习的任务是知识的回顾与重构、巩

固与再生。为此，微问题的设计指向三个方面：一是知识结

构如何重构？二是数学方法如何形成？三是能力素养如何

生成？梳理知识框架（如图 2）是设计问题的前提，形成以

下微问题：

微问题 1：相交线与垂线有何关系？       （指向研究方

法：一般与特殊）

微问题 2：平行与垂直在研究方法上有何异同？（指向

研究方法：类比）

微问题 3：平行与垂直在生活或其它学科中有何应用？

（指向学科价值：素养）

4.3 设计微任务
微任务的设计基于微问题，微任务的设计离不开情境。

情境是外部问题与内部问题知识经验条件的适当的冲突，使

之能引起最强烈的思考动机和最佳的思维活动的一种驱动

氛围。在真实情境下，通过“做中学”“用中学”“探中学”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数学及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发现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体会数学价值。设计“在情境挑战中构建知

识体系”“在问题驱动下建立概念要素关联”“在实践活动

中感受数学价值”三个微任务，在挑战性情境通过“观察、

操作”唤醒认知，通过“问题驱动”建立要素联系，通过“反

思、内化”促进知识机构化，通过“问题解决”感受数学价值。

4.4 激活微评价
微评价应贯穿微项目化学习的始终。纵向上关注学生

知识结构体系化水平，通过提问、访谈等方式进行反馈；横

向上关注学生基于问题或情境任务完成的表现，教师通过设

计不同层次的问题或任务，根据任务的难度或解决问题的方

案多样性评价学生的思维水平。

微评价体现在：一方面“任务一”中方案的多样性，

体现学生不同的思维水平；“任务二”中对研究思路的梳理

与总结，反映学生学习能力水平；“任务三”中解决问题则

可监测出学生推理能力和思辨能力。另一方面三个任务学生

的表现来看，不少学生积极参与任务的完成，特别是对“任

务三”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对音乐、物理、体育与数学的融合，

真切感受到数学的价值。

5 实施成效与反思

5.1 实施成效
通过课堂观察、学生作业、测试成绩以及学生的反馈

等多种方式收集数据，对微项目化复习课的教学效果进行分

析。结果表明，与传统章复习课相比，学生在微项目化复习

课中的参与度明显提高，学习兴趣更加浓厚。大部分学生能

够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任务中，在小组合作中发挥自己的

优势，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在知识掌握方面，学生对章节知识的系统性和连贯性

有了更好的理解，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

时，微项目化复习课还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团队协

作能力和沟通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学

生们需要不断地思考如何优化项目方案、如何与小组成员协

作完成任务以及如何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成果，这些能

力的培养将对学生的长远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5.2 反思
由于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能力和学习风格等存在个

体差异，可能会出现部分学生在项目中参与度不高、依赖其

他小组成员的情况。如何在微项目化复习课中关注学生的

个体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和指导，确保

每个学生都能在项目学习中有所收获，是我们面临的又一

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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