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21世纪科技革命的不断推进，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越来越多。教育工

作者意识到学校教育必须顺应世界的变化，学生们不仅需要专业知识，还需要具备灵活

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制定计划并监控、评估自己的能力等。近年来，全球范

围内对学习素养和实践的研究不断深入，项目化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作为培育素养的一种重要手段得到了新的发展。

本书作者——夏雪梅博士是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通教育研究所与教学研究室

主任。这本书是夏雪梅博士领衔的2015年上海市教育科学重大项目“‘零起点’政策

背景下指向终身发展的儿童学习基础素养的课程与教学培育研究”的研究成果。

为了使每一位学生成为心智自由的学习者，作者提出了指向学习素养的项目化学

习，其特征为：核心知识的再构建、创建真实的驱动性问题和成果、高阶思维包裹低阶

学习、素养转换为持续学习。

本书的亮点在于兼顾中小学学情与学习素养培育，基于国家课程标准创建了六维度项目化学习框架，提供了符合我国

本土情况的项目设计方案。

维度一：核心知识。从需要学生理解和掌握的核心知识出发，聚焦指向思维发展的概念性知识，启发学生整合事实性

知识并进行抽象性思考。

维度二：驱动性问题。向学生提出一个抽象的、深奥的，指向核心知识的本质问题，再将其转化为学生感兴趣的驱动

性问题。优质的驱动性问题应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直接影响了项目实践的过程和结果。

维度三：高阶认知。利用驱动性问题引导学生使用高阶认知策略，在有意义地运用知识的过程中，调用问题解决、创

见（创造力、想象力）、决策、实验、调研和系统分析等高阶认知策略，并向下包裹信息收集、比较、分析等低阶认知策

略，提高项目化学习的质量。

维度四：学习实践。“实践”不仅是动手“做”技能，更重要的是动脑“学”知识。它由探究性实践、社会性实践、

调控性实践、技术性实践、审美性实践构成，其中，前三种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实践。

维度五：公开成果。教师事先需要根据核心知识预设设计成果，并明确成果类型，例如制作表现类或是解释说明类。

公开成果可以激励学生回顾自己的项目历程，促进反思，还可以让学生个人和团队所学的知识变得可视，便于师生分享、

讨论和评价。

维度六：全程评价。项目化学习的评价应指向学习目标、核心知识和高阶认知，有效的评价可以促进学生个人和团体

的共同进步。

夏雪梅博士提出的六维度框架及其对应案例，为广大一线教师开展项目化学习提供了操作性强的设计模板，一定程度

上解决了“浅项目化学习”的问题。期待更多教师通过阅读此书，积极主动开发项目化学习，转变知识观和教学观，建立

起学科知识与真实世界、多种情境之间的联系；促进学生大脑的发展，知识、能力与态度的整合，培养学生具备能在当今

世界取得成功所需的核心知识和学习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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