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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目标，引领项目化教学开展

在《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中的“综合·探索”
学习领域，提供了美术学习领域之间、美术与其他
学科、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相综合的活动，旨在发展
学生综合实践能力和探究发现能力，提升学生美术
核心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这是我们美术教师的最终目标。

二、选取内容，跨学科建构知识网络

1.来源于师生共同经验
余姚市凤山小学开展蝴蝶特色课程研究已有

三年，校内蝴蝶资源丰富。
美术学科的育人本质是以美育人，其核心素养

的生发之源是基于视觉形象。将蝴蝶作为素材，利
用它多彩的视觉形象元素，进行项目式学习探究的
媒介。全校师生在校蝴蝶文化的熏陶下积累了很多
蝴蝶相关知识经验、饲养经验、生活经验。这些经验
能帮助学生顺利开展跨学科项目化学习。

2.建构跨学科知识网络
在学校的统一规划指导下，我校形成了美术、

科学、语文、音乐等学科教师组成的教师研究队伍，
结合小学各学科内容，构建了跨学科的蝴蝶知识网
络。

“蝶为媒”校本课程项目化学习将“蝴蝶”作为
知识网络的中心轴，从内向外散发各学科关于蝴蝶
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具有联结性与差异性，学生
通过教师构建的蝴蝶知识网络，在中心轴概念的引
导下，运用多种学科知识解决具体的情境问题（如
下图）。

三、驱动问题下的实践策略

巴克教育中所提出设计驱动性问题的原则：能
激发学生的兴趣；开放性的；能直指某个科目或领
域的核心内容；可以是现实生活中的两难问题；与
课程标准的内容应保持一致；动手实践与知识学习
能结合起来。

因此在设计驱动问题时，教师需根据学生的学
龄特点与已知学习经验来设计问题，尽量创设情境
问题，让学生能亲身体验解决问题。学生则需要运
用已知的多类学科知识进行综合探索，尝试采用多
种实践活动，进行跨学科学习，形成深度学习。

创设情境。“蝶为媒”校本课程学习中，创设“第

二课堂”进行情境学习，能让学生更贴近蝴蝶，有利
于观察学习，结合生活经验解决问题。第二课堂主
要由校蝴蝶谷、中草药基地、蝴蝶文化长廊、蝴蝶工
作室组成。

亲身体验。“蝶为媒”校本课程实施中，学生在
美术学科进行关于蝴蝶的多种表现手法学习，创造
蝴蝶形象、纹样、标志、立体造型等；在科学学科中
通过饲养、观察、记录等科学手段进行蝴蝶生物学
研究；在语文学科中通过诗词、民间故事等了解蝴
蝶寓意等文化内涵。这些学习都是在蝴蝶知识网络
下进行的，更具专业性与综合性，需要学生亲自体
验参与，系统地解决问题。

深度学习。项目化学习指向深度学习，强调学
习与真实世界的链接，以产品制作为导向的逆向教
学设计，以及以核心知识和素养的培育，深刻体现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因此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仅一节课时，不能解决项目驱动问题。“蝶为媒”
校本课程实施形式分为校内学习和校外学习。校内
学习主要是通过“蝶为媒”校本课程进行学习，让每
个学生都能参与其中。校外学习主要通过学生在家
时用手机等设备扫描“蝶为媒”校本教材的二维码
进行科普知识学习有关蝴蝶的知识，实现家校共
学。在学习过程中，学习时间轴又分为短、中、长期
学习，以此来进行一课时、一课内容多课时、整个课
程多学期的深度学习，保证了学习的延续性。

表现性评价。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评价学生进
行项目在教学情境中既关注学生学习的过程，也关
心学生学习的结果，立足于现实的生活情境，关注
学生的学习态度、合作能力、实践能力、表达能力等
多方面的素养。在学习成果评价时进行多角度的评
价，主要构成以学生、作品和教师作为三维空间轴。

根据以上四点方法，笔者进行了小学美术项目
化教学的探究，以“蝶为媒”校本课程四年级《蝴蝶
的一生》为例。

《蝴蝶的一生》一课中，教师引导学生通过学习
单对本课进行各学科目标制定。美术目标是通过饲
养了解蝴蝶的生长过程，用手抄报的形式表现蝴蝶
的一生。养成善于观察，团结合作精神，激发学生热
爱生命的情感。

学生在饲养蝴蝶的过程中，边养边用不同手
法记录，探索形成项目成果。最后经过多方位评
估完善作品，并对作品和整个过程进行反思和评
价，并能把这种学习方式运用到类似的课程上去
（如下图）。

《蝴蝶的一生》项目化学习过程为半学期，学生
在通过科学饲养，日记、摄影记录，美术绘画蝴蝶形
象学习，最后通过多学科不同的展示方式来展现学
习成果。在项目初期，美术、科学、语文教师形成项
目式学习教师团队，共同建构学习目标与课程实施
总体规划。通过教师下发学习单了解学生的问题与
想学习的知识兴趣点来设置的驱动问题，引导学生

进行跨学科项目化学习（如下图）。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合理利用学校自然资源，
亲身饲养观察，了解蝴蝶变态发育过程与适合生存
的条件等问题，日记、摄影记录蝴蝶成长过程，绘画
蝴蝶卵、虫、蛹、蝶不同时期的外表形象，深度了解
蝴蝶的一生，促进学生高阶思维能力。在整个学习
过程中，教师起到协助辅导的作用，把学习的自主
权交给学生，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同时，在学习过程中，学校结合各学科的特质
对学生的学习成果进行展示，激发学生的自信
心，促进学生之间、师生之间、家校之间的交流，
让学生懂得反思与提升，以此来培养学生良好的
个性品质。

美术学科核心素养本位的美术教学核心是“解
决问题”。通过项目式学习，教师启发引领，综合资
源，提供学生思考与学习的空间，学生将学习的重
心从被动学习知识转移到主动学习中去，重于实
践，成果共享，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小学美术跨学科项目化学习探究
——以校本课程《蝴蝶的一生》为例

陶远 余姚市凤山小学

本校自 2018 年开设“蝶为媒”小学美术校本课程以来，通过跨多学科进行课程统
整，推动小学美术项目化学习策略的探索，让学生利用更加科学的方法去学习美术知识
与技能，培养学生高层次的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并且把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迁
移到其他学科的学习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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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蝴蝶知识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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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寄主植
物喂养蝴蝶

内容

一年级下册《奇妙的昆虫》、
二年级下册《折剪蝴蝶》、
四年级下册《虫虫大聚会》、

“蝶为媒”校本课程

三年级下册《动物的生命周
期》、《昆虫的变态》
校STEM课程《蝴蝶探秘》

三年级下册《昆虫备忘录》、
四年级上册《蝴蝶的家》

《锦瑟》、《蝴蝶飞》等古诗

《梁祝》

校《药·部落》课程

《蝴蝶的一生》学习单 班级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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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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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蝴 蝶 的
一生》
微距拍摄

蝴蝶的变
态发育

《蝴 蝶 的
家》

问题

手抄报排版，蝴
蝶 不 同 时 期 的
造型表现
微 距 拍 摄 如 何
拍，用什么拍

如何孵卵、喂养
幼 虫 、成 蛹 、破
蛹条件等

下 雨 天 蝴 蝶 如
何躲藏，在哪躲
藏

解决方法

课堂学习、第
二课堂观察、
绘画周记
自 制 手 机 微
距拍摄镜，体
验拍摄

《蝴蝶探秘》学
习、亲身饲养、
交流、汇报

观 察 、交 流 、
日记记录

《蝴蝶的一生》项目化学习过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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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规划：

提出问题
设计项目
创设情境
探究学习
展示评价

激发

美术：造型表现
手抄报排版

科学：饲养、了解蝴蝶
生长阶段与习性

语文：解决《蝴蝶的家》
学习疑问写作、
日记

摄影：微距拍摄

●蝴蝶谷观察
●中草药基地养殖
●蝴蝶工作室探究
●各学科课堂学习交流
●家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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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手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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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放飞
语文：作文
摄影：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