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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 

工 作 简 报 
（2022 年第 5 期） 

 

广州市教育局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 

学成果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2 年 7 月 28 日 

 

推进项目式学习课程构建优化，为学生创造 

变革性的学习机会 

——越秀区开展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阶段小结 

 

2021 年初，广州市越秀区成为全国基础教育国家级优秀教学成

果北师大二附中《基于项目式学习的课程构建与实施》推广应用示

范区支撑区。一年多以来，在广州市教育局指导下，越秀区教育局

通过越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牵头，与北师大二附中项目推广组专家

老师密切沟通，开展线上线下专题培训，深入学校调研；广州市第

七中学等 3所支撑校和广州市第十六中学等 5所参与校结合各自学

校实际，积极开展项目式学习课程构建探索，取得一定成效。 

2022 年 7 月 6 日上午，越秀区召开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阶段

小结会。本次小结会采取了集中汇报和线上交流相结合的方式，北

师大二附中项目推广专家老师、越秀区的项目支撑校、参与校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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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骨干成员，以及市、区教育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有关领导、教

研员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越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朱小群书记主持。 

 

 

 

 

 

一、理论先导，培训深研——越秀区项目式学习培训课程汇报 

为进一步推动项目式学习在本区的研究与实施，本学期越秀区

教育发展研究院开设了《项目式学习的概念、设计与评价》教师培

训班，来自越秀区各中小学多个学科的近 50 位老师参与了学习。

越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高中信息技术教研员朱剑瑛老师汇报培训

课程的开设情况，朱老师指出培训课程开设的背景是素养导向的教

学改革的实践需要；培训课程分为核心素养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的概

念、设计、案例、评价，共四段完成。朱老师点评参训学员通过学

习提交的项目式学习设计方案作业，指出高质量的项目式学习应该

是素养导向、问题引发、注重产出的教学活动，要强调“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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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果”“有角色”“有价值”，表扬了优秀作业，同时指出了存

在的问题和提出改进建议。 

 

 

二、学习成果，积极实践——支撑校、参与校成果推广汇报 

（一）广东实验中学越秀学校 

 

张劭敏主任以《以项目式学习撬动深度学习》为题汇报本校推

广运用优秀教学成果，构建项目式学习课程机制的情况。学校领导

高度重视，组建核心领导小组，积极鼓励教师参与，采取教研组主

题教研、跨学科集体研讨等多种方式定期组织学习培训，提升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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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力。学校在课时安排、资源助力、评价方式等方面提供有效

支撑，帮助老师形成个人研究项目和小组研究项目，推动成果落地。 

张主任分享了本校开展的两个项目式学习案例情况，由通用技

术教师杨雪梅主持，美术、地理、物理、化学、信息技术等学科教

师参与的跨学科研究项目案例《未来城市之粤派建筑》，以及物理

科组教师在高二开展的项目案例《电磁弹射项目式学习》。 

作品展示： 

 
作品 1时光博物馆 

 
作品 2 客家围屋酒店 

   
作品 3  自行车智能停车场 

作品 4 木棉花建筑  
作品 5 可持续智能房屋 

 
作品 6 粤派大剧院  

参与同学通过不同于课堂练习习题的方式学习了电与磁的知

识，完成了电磁弹射原理的调查研究，其中高二 4 班方泽彬在该项

目的引导之下，制作了利用单片机控制的含多项安全设计元素的电

磁弹射器，获得磁浮技术专家李杰教授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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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广州市矿泉中学 

陆叙波主任介绍学校通过多种途径，组织老师参加有关项目式

学习培训，老师们从初识学习到实施反思、从打破障碍到发现乐趣，

学校七、八年级全面实施了 PBL的课程开发与实施的情况。学校在

课时安排、课表编制、和绩效评价等多方面保障教师开展项目式学

习课程，教导处定期检查各科项目式学习开展情况，听取教师反馈

意见，解决教师在授课过程中的各种需求，如教师所需资料的购买，

学生作品制作等。 

     

学校为老师们创造各种学习交流的机会，今年 4 月学校申请加

入北师大未来教育学院设立的全国 PBL教学共同体，得到北京师范

大学未来教育学院 PBL教研中心年智英教授团队指导，专家肯定了

学校在教学中基于真实问题展开项目研究的核心内涵工作方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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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学校中心花园设计》项目不仅有学科知识的融合，更有学生

主人翁意识的培养和体现。6 月 25 日唐燕萍老师、黄粤华老师在第

二期全国 PBL分享论坛上分享自己备课组的项目式课程案例。 

 
 

（三）广州市第三中学 

 

邓润波副主任以《项目式学习为师生成长赋值》为题汇报了学

校开展项目式学习成果推广情况。学校和教师认识到学生通过项目

式学习主动探索现实世界的问题和挑战，在这个过程中领会到更深

刻的知识与技能。项目式学习驱动力量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它有着

更现实的场景、更具挑战性的过程。完成路径的复杂性、产品的创

造性都能给学习者带来极大的满足感，从而深层次地激发学习者的

内心愿望。介绍三中的项目式学习推进的现状处在“星星之火”阶

段，学校层面和学科层面有项目开展。在研究性学习（活动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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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各学科也尝试运用。 

 

邓主任分享了本校高一化学案例：走近苏氏兄弟，最后提出项

目式学习实施中的困惑：时间之困、教材之困、教师之困、评价之

困。 

（四）广州市八一实验学校 

 

梁盈老师以《项目研究 深耕作业》为题汇报学校的运用项目

式学习，聚焦双减，开展初中作业设计与实践校本研究情况。学校

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组织各学科、各级组骨干教师形成项目式推

广团队，将项目式学习与国家课程教学和校本红色文化特色相结

合，探索项目式学习的具体应用和常态化实施的有效路径。在项目

式推进过程中，学校逐步形成了“一个中心，三个维度”的科研模

式，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围绕“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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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三个维度去逐步开展校本研究与项目式落实，在全校范围内

纵横双线（科组、年级）推进项目式学习研究与教学实践。 

 

在越秀区项目化学习案例征集与评选活动中，《从小学先锋争

当好少年》获一等奖，《走进新河浦》和《“真情景真作业”——“双

减”背景下初中部英语项目式学习寒假作业集锦》获得二等奖；在

广州市寒假作业设计案例评选中，《越秀区八一实验学校七年级寒

假作业（史地政科组）》获一等奖。 

 

 

（五）广州市育才中学 

吴清霖老师汇报育才中学推广情况。本学期项目式学习工作小

组在区教育发展研究院的指导下开展了多次的学习研讨会议，观看

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成果展示，对如何推进项目式学习工作开展

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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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老师们对项目式学习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学校引入

C2LIPS 项目先导课程，让老师们能够系统学习项目式学习的流程和

实施方法。通过培训学习老师们认识到项目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中心

的学习方式，通过参与学术严谨的项目，学生会在收获知识的同时，

学会批判地思考、分析信息的可靠性、创造性的解决问题。而如何

借助项目式学习引导学生进行深度学习，如何注重学生高阶思维的

培养是我们教学设计的重点。学校目前以综合实践学科为主开展了

两个项目研究，《公厕灰水阶梯式项目生态处理系统的设计》和《“生

态绿洲”智能水培蔬菜无人船》。 

 

（六）广州市第十六中学实验学校 

李晶老师通过“腾讯会议”线上交流的方式汇报了学校开展项

目式学习研究情况。重点分享了跨学科项目式学习案例：《基于

STEAM 素养的地缘发电模式探究》课程构建和实施情况。该项目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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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力为题材创作了一套“创客”作品，结合了物理、地理、道法、

信息技术等学科知识概念。这套“光辉之源”作品，又名“电是从

哪里来的”，让大家直观地看见了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中国电力的发

展。 

 

（七）广州市第十六中学 

杨乐主任以《学习素养视角下 PBL 推进情况总结和项目案例介

绍》为题汇报学校开展项目式学习成果应用情况。学校组织各学科

教师集体培训，加强理论学习，聚焦学习方式变革，各学科提交推

进项目式学习方案设想。重点分享了学校由“鸡蛋撞地球”活动竞

赛拓展的“护蛋行动”项目式学习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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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创新突破，优案展示——广州市第七中学新能源小车项目

式学习汇报 

广州市第七中学作为优秀教学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的支撑校，

积极开展项目式学习课程构建，其中化学科组表现尤为突出。阶段

小结会上，郭虹燕老师以《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项目式教学实践——

以“新能源小车竞速赛”为例》作了优秀案例的展示。 

郭老师以“自制化学电源完成新能源小车五米竞速赛”为学习

主题和核心任务，通过项目式学习的方式开展“化学能与电能”核

心知识的教与学；通过创设真实情境“如何让小车动起来”、“如何

让小车快起来”，驱动学生主动运用电化学知识和物理学知识解决

真实复杂问题，提升学生的应用实践和迁移创新能力，发展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项目探究式过程中，拆解问题首先如何让小车动起来，

即如何设计电源，其次如何让小车快起来，也就是如何优化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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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探究过程中经历了学生自主学习：了解原电池工作原理—

—理论前导：学习原电池工作原理—— 实验探究：制作电源驱动

小车——实验改进：优化电源提速小车——成品展示及新能源小车

竞速赛等环节。得到大学的专家团队理论指导，提供专业实验室设

备的支持。郭老师带领学生研究团队参加 2022 年广州市中学生“我

与化学”活动新能源小车竞速赛取得优异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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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展示： 

 

 

郭老师分享了学生的感言，对项目式教学的实施困难与应对措

施提出自己的思考。她感到学生有限的知识以及现有实际能力水平

的不足，是项目式教学开展过程中最大的困难。器材设备等实验条

件的不足是项目式教学开展的另一难题。项目式教学的开展通常需

要持续较长时间，因此学生容易怠慢、气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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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专家肯定，点评解惑--北师大二附中项目推广组专家点评 

成果持有方北师大二附中成果推广团队在程海容主任的带领

下通过“腾讯会议”线上参加了越秀区的阶段小结会，几位专家老

师全程聆听了越秀区教研院和项目支撑校、参与校老师们的工作汇

报。专家团队对越秀区在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建设中扎实工作所取

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宋白珂和张永鑫两位老师对各校开展的项

目式学习案例进行了点评，同时期待疫情稳定后越秀区的骨干老师

到北师大二附中实地交流。 

 

五、规划展望，继续努力——新学年成果推广示范区建设计划 

越秀区教育发展研究院曾海刚副院长向

各校介绍了我区 2022 学年项目式学习成果推

广计划，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新学期推

广工作将从加强学习、深入调研、项目考察、

成果汇报等四个层面进一步深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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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朱小群书记感谢北师大二附中成果推广项目专家的大力

支持、专业指导！感谢越秀区成果推广应用示范区各支撑校、参与

校的努力工作，积极推进！展望新的学年越秀区将更加深入推进国

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应用，为学生创造变革性的学习机会而共同努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