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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项目式教学法（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PBL）

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学生参与并完成具有实际意

义的项目来促进学习和发展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法鼓

励学生在真实或模拟的环境中，主动探究和解决问题，

从而获得知识和技能。项目式教学法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00多年前美国学者威廉·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该

方法强调学生在自己设计的单元活动中获得知识并形成

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中国，项目式学习的研究热点经历

了从聚焦教学本身，到与信息化技术相融合，再到关注

劳动教育的转变。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项目式学习逐

渐成为教育创新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在《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每门课程都要拿出

一定课时进行跨学科学习的要求下，项目式学习成为落

实这一要求的有效途径。

项目式教学法的实施对学生能力的提升有显著成

效，包括工程创新素养、工程人文素养、AI素养等方

面，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投入度，增强学习体验和教学

满意度，并促进产学研的深度融合。此外，项目式学习

的研究也趋向于支撑学生全面发展，创新评价体系，并

加强合作研究。

PBL作为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在过去

六十年间在美国及国际教育领域中经历了多次高潮和低

谷。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对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法，

包括PBL，进行了重大投资，以支持学生在学习中的参与

度和主动性［1］。PBL被认为能够显著提高学生的高阶思

维技能、学习动机、问题解决能力、团队合作和沟通技

能。研究表明［2］，PBL可以提升学生在能源相关领域的

知识、态度、行为和信念。尽管PBL在提高学生学习效果

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其复杂性和多样性导致研究结果

并不一致。一些研究发现PBL与传统教学方法相比效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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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或存在一些负面影响。Zhang［2］通过元分析方法，综合

了66项关于PBL的实证研究，以量化PBL方法对学生学习

效果的影响，并探讨了不同变量（如学科领域、课程类

型、学校类型等）对PBL效果的调节作用。中国的PBL教

育创新可以为其他国家提供启示，尤其是在传统教学方

法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中国的研究集中在小学教师对PBL

的态度，以及影响其态度的因素［3］。这些研究和实践表

明，项目式教学改革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它需要教

育工作者、研究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努力，以实现更

为有效的教学和学习体验。

PBL对于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创新型复

合型人才具有积极意义。它有助于学生在知识学习与能

力提高方面取得显著进步，特别是在学习动机与态度、

学习内容与资源、学习环境与活动以及教学行为等方 

面［4］。PBL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特别是在构建高

质量教育体系、深化课程教学改革、转变育人方式等方

面。它有助于实现课堂革命、作业革命、评价革命，提

高学生的整体学业质量和核心素养，建设健康且可持续

发展的新教育生态［5］，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与学习

兴趣，提升自主、协作、探究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适

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必备价值观、品格和关键能 

力［6］，有助于学生在习得学科知识、提升学科素养的

同时，获得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通过有效的学习

行动，建立科学的探究学习范式，即发现问题、制定计

划、探究实践、反思改进、迭代提升，获得融入并推进

现代化发展的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7］。PBL作为一种教

学模式，能够从以“教学”为中心转向以“学习”为中

心，提供学生数据并培养创新思维，增强学生的自学能

力和工程实践能力［8］。PBL在各学科中的应用，为新课

标的落实以及学科育人价值的发挥提供了新的思路，特

别是在劳动教育、科学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方面［9］。

项目式教学改革研究的价值在于其对教育改革的

推动作用、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对跨学科学习能力

的培养、对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促进以及对教学模式的

创新。

2  项目式教学改革的实施案例分析

河南农业大学在2020年开始，以“地理信息系统”

课程为例，开展项目驱动型教学改革与实践，探索以

“学”为中心的教学改革路径。

教师根据“两性一度”的课程建设标准，运用项目

驱动教学法，开发课程配套项目库。“地理信息系统”

这门课程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只有采用理论联

系实践的方式才能取得良好教学效果。配合课程的理论

教学，同时结合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在资源调查

评价和规划、环境分析、城乡规划、空间分析建模、国

土资源数据库建设、农用地质量评价、环境影响评价、

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城市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空间模式

分析等方面，加强对学生创新和应用技能的训练。因

此，围绕上述需求并配合理论教学的进度，开发建设了

课程配套项目库。根据教学目的和挑战度的不同，课程

项目库分为理论验证性项目和解决专业现实问题的挑战

性项目。具体内容为：课程第五章讲“GIS数据获取”，

安排学生利用互联网获取遥感影像、道路网络、人口热

力等数据；课程第六章讲“几何变换”，安排学生对网

上获取的数据进行几何校正和投影变换等处理；课程第

七章和第八章分别讲“空间数据准确度和质量”与“属

性数据管理”，安排学生按照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土地利

用现状数据库建设标准，遥感解译家乡的土地利用现状

数据；课程第九章讲“数据显示与地图编制”，安排学

生编制土地利用现状图和行政区划图；课程第十章讲

“数据探查”，安排学生以空间的视角观察河南省的经

济与农业的格局；课程第十一章讲“矢量数据分析”，

安排学生根据某城市现状教育资源的分布，提出新建

学校的布局规划建议；课程第十二章讲“栅格数据分

析”，安排学生根据某一植物的生长习性，利用土壤和

地形数据，为其规划栖息地；课程第十三章讲“地形制

图与分析”，安排学生根据河南省地形坡度，编制退耕

还林规划建议；课程第十四章讲“视域和流域”，安排

学生为某电信公司编制信号塔布局方案，并为某一土地

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灌溉与排水系统；课程第十五章

讲“空间插值”，安排学生通过土壤采样点，生成土壤

养分图，服务精准农业；课程第十七章讲“最小耗费路

径分析和网络分析”，安排学生开发一套郑州市的交通

导航系统。

教师与学生借助互联网技术支撑项目驱动型课程教

学。利用超星泛雅网络教学平台，建立地理信息系统网

络课程。主要内容包括：理论课的网络视频课、课程课

件、电子教材、实践项目指导、实践项目案例数据库、

学习资料数据库等。学生可以从网络平台领取实践案例

数据，了解项目要求，开展项目实战练习。当遇到不太

困难的问题时，学生可优先通过查阅学习资料或观看实

践项目视频加以解决，教师则可以集中精力指导学生无

法解决的问题。在网络课程的支撑下，学生开始聚焦自

主学习，教师开始聚焦高难度问题的讨论与指导，在不

知不觉中实现以“学”为中心的课程教学方式转变。

在信息网络技术的辅助下，教师得以实现对学生

的过程性考核和指导。不可否认，大多数学生的学习需

要教师的督促，然而教师受精力的限制，以往对学生的

过程性考核往往流于形式，大多数情况下仅仅体现在课

程考勤和期中考试方面。信息网络技术应用于课程教学

后，能够打破时空限制，提供泛在教学辅助支持，帮助

教师实现课程的过程性考核与指导。教师可以在课前、

课中和课后随时向学生推送课程学习内容和效果测试，

大多数测试题可由平台系统自动批改，并定时推送答

案。学生可以根据系统反馈，自主验证学习效果并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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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教师的精力能够主要投入在测试题设计、测试结

果的总结与反思、共性问题讨论以及教学内容与方法

改进等方面，而不是重复、费时地批改作业。教师根

据课程进度，适时推送课程实践项目，提出项目成果上

传到网络平台的时间、内容和格式等要求。学生收到项

目实践任务后，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任选时间完成项

目，将项目的关键中间成果和最终成果上传至网络平台

即可。学生遇到问题在网络平台上发布消息就可获取帮

助，可将精力聚焦于完成项目本身，不因无效活动而消

磨自主学习热情，遇到问题时可及时通过网络向教师求

助，教师可在网络平台上实时收到学生求助并及时给予

指导。教师收到学生提交的项目成果后，借助系统平台

辅助功能，可快速评定等级并打分，省时省力，在有限

的时间内实现对每位学生的指导与反馈。实践表明，在

网络课程平台的支持下，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过程性指导

与考核快捷高效，时间与精力完全能够满足大班授课的

要求，而每个学生都能频繁地获取系统或教师的反馈与

激励，自主学习的热情持续增强。

河南农业大学自2020年以来的线上线下混合教学

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首先，学生评教成绩从97分提

高到99分，学生对课程的满意度明显提升。其次，通过

对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指导和考核，极大地提升了学生自

主学习的热情。最后，学生的创新能力得到了增强。从

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国土空间规划大赛和土地整治大赛

的情况来看，2020年和2021两年内，专业学生获得特等

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三等奖1项的好成绩。

新的教学模式实现了三个转变，即由以“教”为中心向

以“学”为中心转变，由表层学习向高阶性学习转变，

由知识记忆向创新能力培养转变。该成果同时被华北水

利水电大学、河南理工大学、郑州轻工业大学和平顶山

城建学院等高校借鉴，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受益教师14

人，受益学生450余人。

3  总结与建议

3.1  项目式教学改革的优势与局限性

通过对河南农业大学项目式教学改革实例的研究，

可以发现项目式教学改革有其独特的优势，效果也很明

显，但在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总结如下。

项目式教学改革的优势：

（1）提升学生综合能力：项目式学习能够实现协同

知识建构与综合能力的提高，对学生的知识学习与能力

提升具有积极推动作用。

（2）增强学习动机与态度：实验班学生在学习动机

与态度、学习内容与资源、学习环境与活动以及教学行

为这四个方面的评价均显著高于对照班级。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项目式学习实现了理论教

学与项目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升了学生学习的自主性。

（4）促进高阶思维能力：项目式学习有利于培养和

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显著

正相关关系。

（5）创新教学模式：项目式学习的教学模式具有自

主性、合作性和探究性等显著特征，已被广泛应用于高

校教学创新与改革实践中。

项目式教学改革的局限性：

（1）驱动性问题设计缺乏梯度：在项目式学习实践

中，所设计的问题过于封闭和狭窄，答案过于固定，拓

展空间有限，导致学生解决问题的方式和答案趋同，探

究活动受到限制。

（2）实践活动混同于项目式学习：项目式学习常与

实践活动相混淆，实践者认为只要是以活动贯穿学习始

终，就是项目式学习，这导致项目式学习缺乏聚焦的驱

动性问题，学习过程缺少探究性。

（3）材料搜集不能有的放矢：学生在项目初期可能

不了解项目式学习的过程和要求，导致材料不足，且搜

集资料的工具和途径有限，进而影响项目的开展。

（4）教学设计注重面面俱到：教师和学生可能过于

习惯传统的教学方式，希望在教学过程中尽量照顾到全

体，然而这可能不符合项目式学习的要求。

（5）产品反馈不够细致深入：在实践中，产品反馈

可能不够细致深入，从而影响学习效果。

3.2  项目式教学改革的建议

（1）加强教师培训：提供定期的教师专业发展培

训，帮助教师理解项目式学习的核心理念和实践方法。

（2）明确学习目标：确保每个项目都与明确的学习

目标相对应，且这些目标应该与课程标准和学生的核心

素养发展相契合。

（3）跨学科整合：鼓励跨学科的项目设计，使学生

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整合不同学科的知识和技能。

（4）以学生为中心：将学生置于学习过程的中心位

置，鼓励他们主动探究、提问和解决问题，同时提供必

要的指导和支持。

（5）资源和材料的准备：提供充足的资源和材料，

包括图书、互联网资源、实验室设备等，以支撑学生的

项目研究。

（6）评估和反馈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评估体系，包

括过程评估和结果评估，以及同伴评价和自我评价，确

保学生在整个项目过程中都能获得及时的反馈。

这些总结和建议为高校项目式教学改革提供了一个

全面的视角，强调了项目式教学改革在教育改革中的重

要性和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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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Wang Chuhong Wang Heying

Hunan City University, Yiyang

Abstract: With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deepening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reform, and transforming the way of educating 
people have become important directions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The purpose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is to achieve a revolution in the classroom, homework, and evaluation, to improve the overall academic quality and 
core literacy of students, and to build a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new educational ecosystem. At the same time, project-
based learning aims to lead the innov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methods, emphasizing innovative, generative, 
developmental, and cooperativ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Project-based learning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improving students’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attitudes, learning content and resources, learning environment and 
activities, and teaching behaviors. However, project-based learning also has its limitations. This article combines theory 
with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ways and methods of project-based teaching reform, and on the basis of its 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fers some constructive suggestions for reference in teaching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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