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设计集锦: 项目的特点 

项目学习的探索：小学1-2年级 
 

池塘与青蛙：一个小学1,2年级，生命科学的学习项目 
小学生从卵开始饲养青蛙，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内容丰富的小册子来分享他们的经验，这个小册子是为当地动物

园新近举办的一个两栖动物展览会的参观者准备的。 当你观看完整的池塘与青蛙的单元计划

时，你可能需要打印这一页。 
 
以学生为中心 
这个学习项目通过提出基本问题来联系学生的实际生活:为什么人们说没有地方比得上家？学生研究青蛙，创

办时事通讯，发布人工建造的青蛙栖息地的情况，进行观察，制作观察结果幻灯片。 
 
结合课程标准  
项目活动是课程的中心。根据国家和地区课程标准，生物体和它们的生存环境通常是小学K-
4年级生命科学课程的一部分。它包括关键的科学过程：观察，创建和比较栖息地等。  
 
重要问题 
基本问题和单元问题可以引起有趣的讨论，这些讨论可以适当地远离课堂。 
“为什么人们说没有地方比得上家？”的问题帮助小学K-
2年级学生将自己的真实生活和单元内容联系起来。内容问题如“健康的青蛙栖息地需要什么？” 
促使学生思考有关的情况和知识，引导出高一层次的问题。在整个单元的学习过程中，学生有很多机会探讨基

本问题，如个别反思，一对一交流，分组讨论等。这不仅给学生在高层次上思考学习内容的机会，而且也给教

师提供了学生对学习内容理解程度的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指导并调整讨论和教学。 
 
多种形式的评价和过程性评价  
评价是以观察日记的形式，通过文字或图形的方法记录想法，并且贯穿整个单元学习。学生也在日记里回答老

师提出的问题。这类问题很多是单元问题和内容问题。学科内容量规常常用来评价日记，学生有机会及时收到

反馈。教师用幻灯片评价量规来评价最后的学习成果。在整个项目学习过程中，学生用同样的评价量规来检查

学习效果。  
 
真实的活动  
学生需要通过观察和比较自己的家和青蛙的家，才能将真实生活与基本问题联系起来。学生同样可以通过参观

当地动物园，为参观者创作一篇新闻通讯将学习单元和社团联系起来。  
 
学习范例  
学生完成的几件作品：一幅装饰画或者野外活动指南，也可以是最后的幻灯片和新闻通讯。对任务而言，这些

作品在本质上是有魅力的、真实的。  
 
技术提高学习 
学生利用技术来创作新闻通讯和幻灯片展示，可以和更大范围的听众一起分享学习成果。用数码相机为新闻通

讯和幻灯片制作图片，通过因特网搜索学习需要的各种资料。 

 

更高级的思维技能 
完成青蛙自然栖息地资料的收集后，学生通过完成以下两件任务之一来综合分析这些资料：一幅装

饰画或野外活动指南。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和从自然栖息地获得的知识来建立一个人工的栖息地。

学生在最后的幻灯片介绍中利用更高级的思维来回答基本问题和单元问题。在单元学习过程中，K-
W-L图促进思维和研究，而教师通过日记中的问题，鼓励学生提高思维层次。 
 
 
 
 
 
 



多种教学策略   
• 预备知识：在单元学习开始时，学生通过“知道－想知道－学会”图表获得预备知识。图

表的建立者从中可以引出学生好奇的问题。在整个单元学习中，可以随时参考“知道－想

知道－学会”图表，单元学习结束后庆祝获得的关于青蛙和栖息地的知识时，再重新回顾

这个图表。   
• 图形管理器：单元学习从一个“知道－想知道－学会”图表开始，在单元学习过程中，学

生不断地增加这样的图表。用T图表比较青蛙和人类在成长过程中需要什么。用图表从逻

辑上展示青蛙的生命周期。情节串连图板计划编制单帮助学生设计演示文稿。   
• 建立合作小组：学生在协作团队中活动，创建幻灯片和简讯。在完成整个学习项目的过

程中，每位学生负责一个指定角色的任务。最好是学生两人一组来完成青蛙生命周期这

个难题。   
• 学生和教师的反馈：在整个单元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通过观察日记得到教师的反馈。

学生作为协作者给同伴反馈并共同起草简讯作品。   
• 赏识:学生通过发表简讯和幻灯片得分获得承认。幻灯片和其他班级的同学共同完成，与

成年人和高年级伙伴合作，他们肯定并帮助指导学生活动。    
• 提问：在单元学习过程中，可以用日记中记录的问题以及对基本问题、单元问题和内容

问题的讨论等进行提问。当学生填写“知道－想知道－学会”表时他们被反复询问，你知

道什么？/你想知道什么？/你学会什么？进一步促使他们在高层次上思考。   
• 范例：教师提供收集资料的示范并指出要点。有许多可模仿的活动范例，如学生幻灯片

范例、动物园里青蛙栖息地的真实生活实例。   
• 课堂管理：学生两人一组或分小组活动，设法完成技术作品。由于这是一个幼儿园的学

习单元，学生同样需要在成年人和在高年级伙伴的帮助下设法完成学习任务，如阅读，

书写和使用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