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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制作我的小乐器》
一课为例，探索“双减”下科学
课程中的小制作如何实施项
目化学习，阐述制作课中项目
化学习的实施策略，以及多学
科维度目标的达成。旨在通过
改变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发展学生沟通合作、批
判创新的高阶认知能力，从而
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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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我的小乐器

《声音》单元知识梳理思维导图

3.方案设计，交流完善，建构
知识与能力。

小制作项目化学习中，制作
方案的设计是重要一环，直接决
定作品的成败。四年级学生的年
龄特点决定了学生的思维具有
一定局限性，他们虽能利用生活
中的材料进行制作，但多是急于
求成，盲目无序地投入制作，动
手的欲望胜于对作品的设计。因
此教师采用“框架引领——交流
修改——完善定稿”三个步骤，
帮助学生进行方案的设计。

第一步：框架引领。
教师搭建设计框架后，引导

学生按框架的内容去思考：我要
做哪一类的小乐器，身边什么材
料可以制作？如何让它发出高低
不同的声音？半开放性的框架引
导着学生进行正确的思考，也迫
使学生动手之前先动脑。

第二步：组织交流。
孩子们设计图纸，想制作一

个弹拨类的乐器，用粗细不同、
长短相同的橡皮筋作为琴弦，弹
拨出不同的音阶。

通过激烈的辩论与分析，其
他同学给出了以下几点意见和
建议：

①大头针固定橡皮筋，不够
牢固，容易发生倾斜和位移；

②橡皮筋经过多次弹拨后，
容易发生形变，影响音阶的准

确度，建议更换材料；
③橡皮筋的一端，可以装一

个像真的吉他那样可以调节琴
弦的旋钮；

④小乐器的外观还可以再
美观漂亮一点。

第三步：修改、完善。
各小组在听取他组的意见

和建议后，修改完善自己的“自
制乐器”设计草图。对比前后两
份设计方案，我们发现通过“框
架引领——组织交流——修改
完善”三步曲，第二稿的设计更
加合理。交流中思维的碰撞，让
学生有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学生
从原理、材料、技术、音乐和美术
等多学科维度视角学会用调动
相关概念进行实证数据分析来
解决问题，完成了知识与技能的
再建构。

4. 作品制作，优化改进，推
动深入探究。

经过构思大碰撞，学生思维
的广度有了，制作一个能发出高
低不同声音的小乐器已不是什
么难事了。教师在此时可以借助
适当的引导，从小乐器的外观、
音色、音阶演奏等多维度鼓励学
生继续完善作品，以此加深学生
思维的深度。

如让自制小乐器从发出高
低不同的音，升级到发出高低不

同且有规律声音（音阶），这 就
需要学生再次综合应用声音单
元所学的知识与方法，考虑哪些
因素影响了声音的高低变化，
如何调整有规律的高低音。他们

“像工程师一样思考”，在“测试
——调整——再测试”中挑战
自己，完成产品的迭代，体验了
工程实践的魅力。

5. 评价前置，展示多元，达
成多维度目标项目化学习是综合
多学。

科的实践活动，是学生自主
学习、合作学习的活动。因此它
的教学目标也是多维度的。为了
达成多维度的教学目标，教师可
在项目化学习启动之时，同步
发放活动评价表。评价的目的，
不是给学生分等级，而是通过评
价表，让学生能明确任务、了解
要求，反思与总结，以指导学生
更有效地学习。

同时，项目化学习成果的展
示方式也可多元化，例如小组演
奏、视频播放、PPT 讲解、小报呈
现等，不仅可以展示最终产品，
也可以展示学生项目化学习的
历程。这样载体多元、形式多样
的展示方式，不仅有效展示了学
生的学习成效，同时促进学生自
我反思的能力，进一步提升综合
素养。

1.情境创设，激发兴趣，提出
驱动性问题。

项目化学习设计的一个关
键要素就是提出驱动性问题，在
定义上驱动性问题是“学科本质
问题的情境化和具体化”，它“通
过有趣的、与学生亲和的方式驱
动学生投入项目化学习”。在课
堂上，教师创设真实的情境来唤
起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提出一
个有挑战性的目标来引发学生

的高阶学习。
如《制作我的小乐器》活动

设计中，老师用 6个水杯，演奏
《小星星》导入，当1155| 665-|
4433|221-|熟悉的旋律响起，展
开对话：你想做一个这样的小乐
器吗？你们自己设计、自己找材
料制作，愿意挑战吗？在真实情
境的渲染下，学生融入制作小乐
器的项目化学习中。

2.任务驱动，架构主题，梳理

单元知识。
制作课的任务非常明确，就

是完成一件作品，如一把小乐
器、一辆动力小车等。它需要学
生将所学的知识与作品的创造
架构起来，利用项目的核心概念
统领单元教学中的零散知识，
可以梳理、形成系统的知识体
系，为项目作品的完成奠定坚实
的理论基础。以《制作我的小乐
器》为例见下图：

三、践行：小制作项目化学习的实施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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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小学科学新课标新增加了
“技术与工程教育”领域的学习内容，指
向增强课程的实践性与学生的参与度。
新教材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每册都在
单元中或最后安排了制作活动。

纵观教材内容，小制作在小学科学
教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在日常
教学中，许多教师仅把此类课程作为小
制作完成，科学课变味为学生的“劳技
课”。在此类课堂上，我们发现有的学生
面对材料，无从下手；有的作品缺乏设
计，毫无结构性；有的小组全靠某位同学
独立完成，全无团队协作。这样的制作活
动，学生缺乏思考，缺乏交流和协作，更
是把制作活动与本单元的教学内容割裂
开来，难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微项目制作”的实践与思考
——以《制作我的小乐器》为例

1.立足课本教程，减轻学生
负担——推动项目化学习日常化

把项目化学习与课本教程
融合起来，以微项目的方式在课
内展开，不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为项目化学习在小学科学的
日常实施提供了新的范式。

2.聚焦核心概念，构建知识
体系——促进单元复习多样化

在项目化学习中，学生为完

成项目的主题——自制小乐器，
运用本课的核心概念统领单元
教学中的零散知识，从而实现单
元知识的梳理，形成完整的单元
思维导图。改变了以往知识回
顾、整理的单一复习模式。

3.回归真实情境，创造真实
作品——落实科学素养实践化

项目化学习创建了真实情
境，吸引学生主动参与。学生在

经历设计、执行、展示的实践活
动中应用知识，发展高阶思维，
提高创新能力，创造出真实的作
品，是提高学生科学素养的有效
途径之一。

总之，在小学科学教学中，
项目化学习更能将“科学教学”
推向“科学教育”。从小制作项目
化学习入手，掌握项目化学习的
方法和特征，我们还需不断地探
索与实践。

四、感悟：小制作项目化学习给课堂教学带来的启示

教科版小学科学教材以大单元的形
式出现，一个单元就是一个学习主题。小
制作课一般被安排在单元学习的最后一
课，意在依托这一课程对本单元的知识
进行巩固与应用。因此，把教材中的小制
作“项目化”，用项目化学习把知识与创
造架构起来，让学生在项目的设计、执
行、展示中进一步理解和巩固知识，实现
对知识的迁移与应用，发展学生的高阶
思维，是“双减”下减轻学生课业压力的
一种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针对小制作
与项目化学习的特点，我们设计了下面
的学习流程（见下图）：

二、突破：
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制作课

一、缘起：
制作课的现状

双减政策下，基层教师课程教学设计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大家又有何心得体会？近段时间，《明州教

育》专栏联合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对此开展论文征稿。经审稿委员会评审，现刊出其中部分优秀论文，

供各位老师结合实际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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