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项目化学习强调对真实问题的解
决，追求知识与能力在新情境下的迁
移运用，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需要依
托真实情境的创设。真实、富有意义
的语文实践活动情境是学生语文学
科核心素养形成、发展和表现的载
体。

根据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
第四单元的课程目标，依据浙江教育
出版社配套的《语文作业本》创设的
情境来落实“家乡地名故事调查”这
个项目要求。

地名是社会历史的见证者，浓缩
着我们城市的思想、文化和生活。地
名的由来、命名的原则和寓意都蕴涵
着历史的传承和传统文化的精髓，承
载着城市乡村丰富的人文底蕴，记录
着人类的历史、民族的融合、环境的
变化、社会的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历
史悠久，目前流传下来的千年古县约
有800多个,古镇1000多个，古村落
10万多个，百年以上的地名不计其
数。但近些年,许多古老地名消失了，
乱改老地名、热衷起洋名等现象屡见
不鲜。

鉴于这一情况，我们对自己的家
乡——宁波（你也可能是个新宁波
人）的地名进行一次寻访探究活动，
选择一组有关联的宁波老地名，了解
乡土文化，为家乡留一段记忆。采用
小组合作、文献查阅、问卷调查、实地
考察、人物访谈等方式，向大家介绍
本地历史悠久、内涵丰富的老地名，
让更多的同学了解地名背后的文化
内涵，弘扬乡土文化。

开放性的情境，能够吸引各种类
型的学生参与，过程有挑战性，需要
完成多项任务，综合不同类型的信息
资料，运用多种能力解决问题，关联
了语文学科的核心素养。

创设情境，
明确项目要求

一.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 周红

项目化学习，是当今全球教育领域的一个热点话题，已成为落实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学习方式之一。

项目化学习的过程强调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展出来的技巧和技能，包括怎样获取知识、如何计划

项目和控制项目的实施、如何在学习过程中进行团队沟通与协作等。高中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语言建构

与运用”“思维发展与提升”“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与项目化学习模式的学习过程和目标高

度契合。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上册第四单元属于“当代文化参与”学习任务群，在选择家乡文化载体的

时候，笔者以“家乡地名故事”为切入口，构建学习情境，引导学生开展寻找地名、人物访谈、写出感受等实

践活动，让学生关注家乡文化生活，参与家乡文化生活，从而有感悟，有收获，有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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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化学习的主体是学生，学
生在有意义的学习实践过程中构
建核心知识即“知”，对老地名的分
类进行知识储备，通过小组合作进
行调查采访、信息搜集与处理、表达
与交流、展示与评价等探索活动，在
开展项目化学习过程中做到知、行、
思合一，培养了学科核心素养。
（一）前期准备

地名虽然只是一个代号，但它
折射的是城市的地理人文特征。人
们最初给某地理实体命名时，有特
定的根据理由，反映着当初人们对
这地理实体的看法和认识。研究区
域地名的命名理据，能从另一种角
度挖掘这个区域人们的特有心理
和文化，更能还原这个区域的部分

历史面貌，对了解保护这个区域的
文化历史有着积极的作用和意义。

查阅相关资料，把老地名大致
分为五大类：

1. 古城镇、古村落为古政区地
名：如慈城、鸣鹤、前童等。

2. 古街巷、古街道为古聚落地
名：如药行街、长春路、和义路等；

3. 古代场馆楼阁为古建筑地
名；如天童寺、七塔寺等；天一阁、
天封塔等；

4. 地质形成古远的山、河、湖、
洞、泉、关隘等为古山川地名；如东
钱湖、月湖等。

5. 古老工厂作坊和商业店铺
为古坊店地名：如状元楼、缸鸭狗、
赵大有等。

（二）中期执行
实地探访，在景点或者地名街

区附近随机采访当地老人、过往游
客、行人，及时拍照或摄像记录探
访过程。访谈前预设采访问题，围
绕“家乡地名故事”展开，了解地名
的得名来历、神话传说、人物故事、
历史沿革、语词内涵、实体内涵以
及现存情况等（不必面面俱到）。
（三）后期整理，呈现作品

学生收集、整理访谈成果，最
后完成作品，呈现的作品形式可以
多样（调查报告、调研小论文、PPT
展示、活动微电影、公众号、美篇
等），但作品内容必须包含访谈成
果、调研经过、活动反思、地名蕴含
的文化内涵等。

三.知行合一，开展项目活动

为了更好地开展项目活动，教师
必须为学生搭建学习支架。语文教材
提供了《调查的技术》《访谈法》《节日
与文化》三篇文章作为学习资源，教
师提供《非常静距离》《杨澜访谈录》
《鲁豫有约》等视频资源，调查报告写
作的结构和写法等文本资源，让学生
了解访谈的程序、方法以及访谈提纲
设计的策略，学习调查报告的基本要
素与一般写法，提高具体情境下的语
言文字运用能力和分析研究能力。

提供资源，
搭建学习支架

项目化学习的评价与成果的
产生、公开的成果展示密不可分。
评价的主体是学生，学生要参与制
订评分规则。鼓励学生对自己的主
动参与程度、完成任务能力、团结
合作精神等进行客观地自我评价，
总结自己的体验；鼓励学生之间进
行相互评价，对照自己和同伴的行
为，引发自我反思，促进学生更深
层次地探索、创造与合作。结果性
的评价往往更多以成果展示的形
式出现，师生以评分细则为标准共
同为各小组的分享展示打分。（见
右表）

在语文学习过程中融入项目
化学习，在项目的完成过程中探究

思索、解决困难、团结协作和展示
成果，通过主动学习丰富了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培育了基本的人文
精神和必备品质。

五.制定规则，评价项目成果

评分项目
1.选题地名类别明确

2.作品内容完整，包含访谈成果、调研经过、活动反思、地名蕴含的
文化内涵等

3.资料真实，调查详实
4.有实地探访记录（文字、照片、音视频皆可）
5.根据调研，概括出小组调查的地名特点
6.了解地名的历史或时代沿革，挖掘其蕴含的文化内涵
7.作品文字流畅，阐述清晰
8.作品有亮点，有创新
总分

分值
10

20

10
10
10
20
10
10
100

得分

项目作品评分表

项目化学习要强化过程管理，
除初期教师介入外，过程管理的主
体是学生。执行期间，学生需要完
成阶段性任务，组长协调人员分
配，商定小组活动规则，确定出访
时间、地点、出行路线，安排交通
工具，准备访谈设备，各小组成员
需要拟定访谈提纲，制定组内评分
标准。

探访后，及时反思考察探访的
不足之处和成功经验，并再次探访
来完善自己小组的活动目标。后期
的成果展示更需要通力合作，全员
参与。这样的实践活动能锻炼学生
统筹安排、搜集处理信息、沟通交
流、文字表达等能力。

古楼阁地名故事小组探访活
动后学生总结：

本次活动因为疫情的缘故，未
能完成全部的探访任务，随机采访
也因为准备不足，沟通能力的欠
缺，在鼓楼没有人接受我们的采
访。小组成员讨论反思之后，改变
了提问的策略，在月湖公园成功采
访了两位当地的游客，最终顺利完
成了访谈任务。

这次任务让我们认识到自身
的不足，和行人交谈要多注意语境
和口气，及时纠正不得体的地方，
访谈时要大胆、自信，多学习与人
交流的方法，相信下一次我们会做
得更好。

学生项目化学习的成效不只
是要求学生“做出”什么，同时还要
求学生能够反思自己和小组为什
么这样做，做的过程是什么，经过
了怎样的思考和调整。在项目开展
中提高学生处理解决问题的能力，
从而培养学生的素养。

项目化学习完成后，成果的呈
现可以有选择性，这是为包容不同
学生的学习差异，为此我们设计个
人和团体相匹配的成果。

个人成果：每个小组成员参与
项目活动时的态度、投入程度、主
动性等表现。

团体成果：访谈记录（文本或
音视频文件），演讲展示。

四.全程管理，呈现活动成果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