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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项目化学习 探索命题新路径
宁波大学青藤书院 任佳敏

【摘 要】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初中道德与法治学科命题中，教师应根据学生认知特点，

创新命题方式。项目化学习命题模式是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路径之一。本文以“宁波海洋文明发

展”为例，聚焦核心概念，设计驱动问题，借助学习实践与成果构筑考查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构建指向“宁波自信”的项目化学习试题。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 命题 项目化学习

初中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教材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遵
循，努力回答“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基于这一编
写思路，采用纸笔测试的命题须探索如何考查学习者的核心素养。笔者期望借
助项目化学习提高道德与法治试题的价值追求，促使核心素养落地生根。在
此，以“宁波自信”为例，设计“宁波海洋文明发展”试题，探索基于项目化学习
的道德与法治命题设计。

活动方案是项目化学习的重要
组成部分，在命题中具有“壹引其纲，
万目皆张”的功效。

1.聚焦核心概念
核心知识的再建构作为项目化

学习的本质特征，需要学生通过学
习核心知识在新的情境中实现知
识的再构建与迁移。如何将学科知
识点有效整合，提取学科核心概
念，是项目化学习试题设计的重点
和难点。

设计项目化学习试题的考查目
标时，应从学生学习的难点出发，寻
找上位概念构成有意义的话题，引发
学生对文本进行新解读。统编《道德
与法治》九年级上册教材以价值观主
线，呈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伟
大成就、面临的时代机遇与现实挑
战，引导学生将个人发展与时代特征
紧密联系，做自信的中国人。依据上
述内容，分析核心学科概念为“中国
自信”。深入理解“中国自信”能将学
科重要概念有效组织，形成完整的学
科知识网，引导学生对国家有认同，

对文化有底气，对发展有信心。
2.设计驱动问题
真实的驱动性问题是启动项目

化学习的关键要素，要求教师在构建
项目化学习的试题前，依据项目化学
习所指向的核心知识，明晰驱动学生
主动投入的问题。

设计项目化学习试题的驱动性
问题时，应把握学科本质问题，基于
学生经验设计开放式问题。统编《道
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教材融合道
德、法律与国情知识，让学生在生活
场景中理解“我”与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的关系，促成对国家和时代的认
同感与使命感。因此，需要设计连接
本质问题“中国自信是什么”与学生
真实世界的驱动性问题，引导学生通
过信息提取、整理、批判性思考分析。

3.整合活动方案
基于上述理念，本次命题以“宁

波海洋文明发展”为主题，以宁波地
域性材料为依托，引导学生热爱家乡
文化，关注家乡发展。设计活动方案
如下（见表1）：

项目名称

项目简述

核心知识

驱动性问题

实践与评价

宁波海洋文明发展

通过宁波海洋文明的发展脉络，引导学生在活动中探究起源、加深理解、
传承精神。学生通过回答设问，深化对家乡文化的认同，厚植家国情怀

1.主要知识点
（1）知识：中华文化的特点；科技的重要性；民族精神的地位
（2）技能：理解概念性知识与事实性知识，总结和综合研究信息
2.核心概念：宁波自信

本质问题：中国自信是什么
驱动性问题：宁波市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自信何在

成果与评价

过程性评价：略

项目过程：略

个人成果：
1.完成评价单，探究宁波海洋文明起
源发展；
2.将基础知识与技能应用于个体生活

评价的知识和能力：
海洋文明的理解
整合信息的能力
组织语言的能力

表1 活动方案

一、设计活动方案：壹引其纲，万目皆张

二、落实学习实践：慎易避难，敬细远大
学习实践是项目化学习的核心，

应落实“慎易避难，敬细远大”的原则。
1.立足真实情境
情境是落实学习实践的平台。在

创设情境时，要选择基于学生经验与
认知水平的材料，激发学生学习的内
动力，创造出作品。在与材料的互动
过程中，交叉低阶学习与高阶学习，
引导学生形成知识网络。

统编《道德与法治》九年级上册
教材存在抽象的意识形态教育，如果
单纯运用宏大的材料，学生难以理
解。因此，应当在项目化学习情境下，
重点关注国家和地方的政治、经济、
文化和社会生活，凸显时代气息和地
方特色。一方面，以社会热点为载体，
体现时代主题，弘扬时代精神，增添
试题的时效性；另一方面，结合学生
的生活实际，解决学生成长中的困
惑、指导学生的实践。宁波既是中国

大运河南端出海口，也是“海上丝绸
之路”东方始发港，从诞生之日起与
海洋有着不解之缘。这一海洋优势孕
育了宁波人海纳百川、勇立潮头的人
文精神。基于以上思考，将井头山遗
址、宁波2025年远景规划等时政热
点与宁波的舟船代表、宁波帮的海洋
文化情结引入试题。

2.运用高阶认知
用高阶学习包裹低阶学习是项目

化学习的重要特征，关键在于运用具
有挑战性的问题创造高阶思维的情
境，提出高阶认知策略的项目任务，激
发学生的内动力，创造出真实作品。

问题设计是培养学生高阶思维
的有效手段。设计项目化学习试题的
问题，重点培育分析、综合、评价等高
阶思维，相应交叉知识、理解、应用等
低阶思维。设计试题与认知策略如下
（见表2）:

学习实践

（一）溯源千年古港，探寻海洋文明曙光
宁波某校同学组建了采访团，探究宁波

海洋文明的起源井头山遗址。采访片段如下：
问题：对于井头山遗址的发现，您有

何感想？
朱友君（城市文化研究学者）：不仅让

海内外华人同胞感受到了中华历史的悠
久厚重，更为宁波增添了“加快建设现代
化滨海大都市”的自豪感和凝聚力。

（二）千年几度变迁，见证甬城沧海桑田
为更好探究宁波海洋文明的发展历

程，考察团收集了以下资料：

（三）商帮勇立潮头，积淀海洋文明底蕴
宁波帮在征服海洋和接受海洋陶冶

中,形成了“敢于弄潮”“守信如潮”的海洋
精神。宁波改革开放历程中满是宁波帮的
浓墨重彩——或修桥铺路，或兴学办医，
或扶贫济困。

评价单

任务一：
从文化的角度，

谈谈井头山遗址的发
现有何意义？

任务二：
结合年代尺，分

析宁波航海工具发生
变化的原因。

任务三：
商帮助推宁波发

展。青少年如何传承
宁波海洋精神？

认知策略

·识记
·理解
·分析观点

·比较
·归纳推理
·组织信息

·创见
·归纳推理
·应用

1123年 1854年 2044年

独木舟 万斛神舟 宝顺轮船
“东方宁波”

距今约
2900年

表2 学习实践

三、构筑学习成果：和羹之美，在于合异

学习成果

项目活动到了呈现成果的时候，根据项目的
方案，完成《海洋——宁波生命线》成果集制作。
请根据活动体验，完成本集“宁波自信”这部分。

要求

综合上述材料，分析
宁波市打造“全球海洋中
心城市”的自信何在？

表3 成果构筑

学习成果的呈现是项目化学习
的显著特征，起到“和羹之美，在于合
异”的作用。

1.指向学习素养
从本质看，“学习素养”是在不同

情境中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能力。通
过“学习实践”，学生在特定学习任务
指引下，在实践情境中解决问题，实
现不同情境间的知识迁移。

在本题中，学习实践一取材于井

头山遗址热点，展示城市文化研究学
者评价，是宁波文化自信的阐述，也
是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的体现。学生通
过回答意义，认同家乡文化，增强文
化自信；学习实践二取材于历史上的
航海工具，航海工具的更迭是宁波海
洋文明发展的缩影，也是科技发展的
必然结果。学生通过回答原因，培育
时空观念，提升解释能力；学习实践
三取材于宁波帮与海洋文化的不解

综上所述，项目化学习不仅是一种新型教学形式，也可以成为试题组织
形式。教师在设计项目化学习试题时，要基于核心素养，通过设计活动方案、
落实学习实践与构筑学习成果，提升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能
力，让项目化学习成为助力学生核心素养的引擎。

之缘，宁波帮的事迹正是宁波海洋精
神的例证。学生通过回答措施，明晰
价值导向，厚植家国情怀。

2.围绕核心知识
项目化学习的核心知识包括知

识、技能与核心概念三方面。在本道
试题中，以中华文化、科技、民族精神
等知识点考查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熟
练程度；在学生理解概念性知识与事

实性知识、综合研究信息的过程中，
实现知识和材料的双向建构；以“宁
波自信”这一核心概念发展学生高阶
思维能力，集中体现培养“全面发展
的人”这一核心素养要求。

将上述理念具体到本次命题，即
完成《海洋——宁波生命线》成果集制
作。要求学生根据学习实践完成“宁波
自信”这一部分。设计如下（见表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