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项目为载体 关注学生发展 

上海市徐汇区高安路第一小学   郝文轶 

——以“我们的奥运会”为例基于项目化学习模式下体育活动设计的思考 

摘要：这几年随着对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推进，项目化教学已成为学校日常教学

中一种模式。项目化教学模式实质上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主导的理论与实践有机

结合的“做中学”教学模式。这种模式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以学生为主体，以素质

为核心，以能力为本，促进对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本文以校运动会为切入点，

围绕“我们的奥运会”设计活动方案，提高学生对运动与健康理解，养成自主健

身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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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来源 

项目化学习模式主要是以学生为主，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主进行探究学习，

从而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而且项目化学习模式比传统教学更能激发学生学习积

极性。所以我就以 2020 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校运会为切入点，在五年级开展

项目化学习，设计一份“我们的奥运会”活动方案。通过这个项目化学习，让学

生在设计运动会活动方案的过程中，了解更多运动项目的运动价值与健康知识，

达到深度学习的目的。 

2.项目设计 

驱动性问题对项目化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夏雪梅博士

驱动性问题定义为：驱动性问题就是将比较抽象的、深奥的本质问题，转化为特

定年龄段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本质问题比较抽象，而驱动性问题则嵌入了学生

更感兴趣的情境。1所以说驱动性问题是具有开放性与指向性的，能让学习真实发

生的，且具有一定挑战性。本案例驱动性问题是“同学们你们将成为本次校运动

会策划师，请你们设计一份适合五年级同学参与的主题为‘我们的奥运会’活动

方案”。教师通过引导学生如何设计一份运动会方案入手，使学生在学习中了解

 
1 夏雪梅.2018.项目化学习设计：学习素养视角下的国际与本土实践 M.教育科学出版社，p056 



奥运会的历史，感知奥运会发展的艰辛历程，能熟悉 2—3 个奥运项目的小知识

与锻炼的价值。并通过小组分工-查询资料-小组讨论-实践检验-修改方案，最终

制定一份“我们的奥运会”活动方案，并在校运动上展示自己的活动方案成果。

在学习过程中，学生不仅知道运动的知识与技能，也能了解运动与健康的关系，

达到了知识迁移。 

 

 

 

 

 

 

3.项目过程 

3.1入项活动 

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主题介绍奥运会的介绍，让学

生能了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历史、现代奥运会的诞生、奥运精神等一些奥运知

识，引导学生知道举办运动会的意义，并结合实际情况，以学校操场为活动场

地，制定一份“我们的奥运会”活动方案。 

入项任务单： 

同学，恭喜你成为本届校运动会策划师！ 

东京奥运会刚刚拉下帷幕，我们学校的运动会将拉开序幕。今年我们将办一场

不一样的运动会，我们的运动会项目将由你们进行设计。请各位策划师找好 2-3名

小伙伴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利用国庆长假合作完成以下 3个任务。 

任务 1：由于疫情影响，东京奥运会再三延期，但奥组委最终还是克服重重困难举

办了东京奥运会，这是为什么呢？ 

任务 2：请你找一找奥运会有哪些运动项目，并试着了解这些项目。 

运动知识与
技能

运动与健康
关系

我们的奥运会

小组分工

查询资料

小组讨论

实践检验

修改方案



任务 3：请你为我们学校的运动会设计 1-2个项目，并说说理由。 

（1）项目名称 

（2）设计项目的目的与可行性分析 

（3）项目活动方法 

（4）评定标准 

（5）参赛人员 

（6）裁判人数 

（7）场地要求 

（8）器材准备 

（9）安全事项 

在本案例项目化学习过程中，以任务单形式去促使学生完成项目化学习，

通过一个个任务单，使学生快速完成学习任务，并在之后小组内进行交流，达

到一个相互学习，相互评价的作用。 

3.2知识与能力建构 

“我们的奥运会”项目化学习中采用概念支架、资源支架、元认知支架和体

育学科实践支架来帮助学生解决项目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比如在设计“我们的

奥运会”时，教师通过引导对奥林匹克运动会和校园运动会两者异同点，思考“设

计什么运动项目”和“怎么设计运动项目”，“为什么选这个运动项目”在设计运

动项目时需要考虑的因素，如锻炼的价值、可行性、安全性、参与人数，比赛方

法与规则等，通过学习支架帮助学生建立运动项目设计的概念，并从运动知识迁

移到运动与健康的关系。 

资源支架可以帮助学生扩展视野、发散学生思维、让学生在教师提供的资源

中找到项目的设计思路。教师在项目化学习中通过提供 2020 年东京奥运会视频

和世界各国运动员比赛视频向学生传递团结合作、努力拼搏、积极进取的奥运会

精神；提供奥运会知识，让学生掌握奥运会项目分类。 

在学生设计“我们的奥运会”项目时，教师通过制作课堂记录表和评价表，

记录学习中学生遇到的问题和问题反思，学生可以在评价表中对同伴和自己的学

习进行评价，从而达到元认知。 



3.3实践探究与形成成果 

3.3.1实践探究 

本案例具备3种学习实践形态，探究性实践、社会性实践、调控性实践。学

生在整个项目化学习过程中，自我思索探究，在实践中理解运动的知识与技能，

能掌握与运用知识，最后达到运动知识与健康知识的联系。通过设定小组，学生

能在小组内阐述自己的方案，并与同伴谈论，共同修改方案，在其过程中，提高

学生的交流能力，也使学生的认知不断更新，最终达到认知一致，形成最终成果。 

3.3.2形成成果 

项目化学习中，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主要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学习。在本

案例中教师引导学生分组，然后设定组长，并对组内成员进行分工，每名学生选

择2-3个运动项目，结合查阅资料、咨询等方法，制定1个运动方案，并形成书面

或海报。通过小组汇总整理成员的运动方案，并在小组内进行实践练习来检验运

动方案可行性，讨论与评价，对方案进行修改，形成小组的最终运动方案。最后

由老师组织全体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实践自己的运动会方案并再次讨论，最终形成

《我们的奥运会》活动方案，并在校运动会上实施。  

4.项目化教学策略： 

4.1项目选题，创设真实情境 

夏雪梅博士认为，要开展好项目化教学，首先一个良好的选题是项目化教学

成功的关键，最好的是从真实的生活中寻找题目。利用学生现有的知识经验和认

知水平，深入分析选题，在项目化学习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今年正好是奥运

年，所以本案例选了 “我们的奥运会”这个主题进行项目化学习，让学生能深

刻感受到奥运会的同时，也能让学生对这个活动有充分的认识，并在其中提高认

知能力，达到提升学生探究学习与自主健身能力。 

4.2提出驱动性问题 

确定好了选题后，就需要根据项目的情境提出一个驱动性问题。在“我们的

奥运会”这个项目中，我制定的驱动性问题是“同学们你们将成为本次校运动会

策划师，请你们设计一份适合五年级同学参与的主题为‘我们的奥运会’活动方



案”，在这个问题中把学生定位成了一名制定“奥运会”项目的决策者，提供了

学生真实的角色，激发他们求知的渴望，从而迎接不同的挑战。 

4.3探讨研究与提出问题 

探究分析学生根据教师提出的驱动性问题，在参与活动的情境中，完成教师

设置的任务。我设置了三个任务让学生去探讨，“运动与健康的关系”、“运动能

提高我们什么身体素质”、“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学生通过多元获取信息

的能力，运用多种学习工具去分析、思考、最终找到答案，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能更了解健康的意义，了解自身。 

4.4解决问题与达成共识 

问题的驱动，实践的探究，最终是为了解决问题。这也是知识构建与形成的

过程，同时也是能力提升的过程。然而问题的解决办法有很多种，只是要针对不

同情境下的相对合理、有效就可以。这个环节需要各学习小组组长带领自己的组

员进行梳理，总结，提炼。在这个案列中，学生小组合作进行探究，通过 “发

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从而激励学生深度理解学科核心知识，提升学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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