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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统编教材四年级下册“遇见吟诗的你”现代诗项目化学习为实践案例，针

对学生创作中情感表达浅表化、意象选择同质化等“无效试错”问题，探讨通过“有效

试错”设计推动知识建构的转化路径。研究基于桑代克“尝试错误说”与建构主义理论，

通过诊断核心问题、创设低结构探索空间、设计梯度任务链及多元评价体系，引导学生

在真实情境中暴露问题、反思修正，实现从无序试错到有序探究的认知升级。实践表明，

以子问题链驱动的有效试错能促进学生对现代诗情感、意象、形式等核心要素的深度理

解，提升诗歌创作能力与文学素养，为语文项目化学习提供了“问题解决—知识建构”

融合的可操作范式。研究提出，教师需转变知识传递理念，珍视错误资源价值，未来可

结合信息技术优化个性化试错引导，关注不同学生的失败体验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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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四年级下册“遇见吟诗的你”现代诗项目化学习为例，聚焦学生在创

作中暴露的情感表达浅表化、意象选择同质化等问题，探讨如何通过“有效试错”

的设计与引导，推动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自主探索、迭代修正，实现知识能力的深

度建构。研究发现，将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有机融合，通过子问题链引导学生在

试错中反思，能有效提升其诗歌创作能力与文学素养，为语文项目化学习提供可

借鉴的实践路径。

一、问题的提出：从“无效试错”到“有效试错”的转化需求

在统编教材四年级下册第三单元“现代诗”项目化学习中，学生初次创作暴

露出情感表达浅层化、意象选择程式化、语言分行随意化等问题，反映出对现代

诗形式特征与情感表达策略的理解不足。传统“先讲后练”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

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试错过程缺乏明确反思指向，沦为“无效试错”。为解决这

一问题，需将学生的创作困境转化为“有效试错”，通过设计以暴露问题为目的



学习活动和任务链的引导，使错误成为激活认知冲突、驱动深度探究的契机。

“有效试错”的理论基础可追溯至桑代克的“尝试错误说”，其强调通过不

断尝试与错误淘汰无效反应，形成刺激-反应联结。建构主义理论进一步拓展了

试错的内涵，维果斯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指出，学生在教师引导下的“挑战

性试错”能推动认知跃迁，而项目化学习则将试错嵌入真实问题解决，通过“做

中学”实现知识建构。“有效试错”的关键在于教师设计出以暴露问题为目的学

习活动——教师通过任务设计，让学生在可控范围内暴露问题，进而通过元认知

策略（如反思日志、同伴互评）实现自我修正。

学生创作中的无效试错主要表现为情感表达依赖“妈妈送伞”“雨夜背就医”

等高频素材，意象选择重复“烛光”“大海”等传统符号，语言分行缺乏节奏与

情感的同频共振。其认知根源在于经验窄化、符号依赖、形式误解和元认知不足。

教师引导有效试错的策略设置，构建任务链、工具链和评价链：先通过自由创作

暴露问题，记录高频错误并通过作品对比引发认知冲突；再开展“意象联想游戏”，

以生活细节替代传统符号，提供意象链分析模板；最后通过通感手法组合意象，

引导学生分析经典案例并尝试感官转换。评价链采用档案袋评价，收录初稿、修

改稿、反思记录，重点评估“错误修正轨迹”；同伴互评设计《现代诗评价量规》，

从四个维度量化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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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策略，学生的试错从“无序混乱”转向“有序探究”，教师的引导

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支架”，真正实现了“在错误中学习，在试错中成长”

的项目化学习目标。这一过程既符合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中“最近发展区”的认知

跃迁逻辑，也通过元认知策略和技术工具的整合，推动学生从“试错”到“思错”

的认知升级，最终实现知识向能力的转化。

二、“有效试错”的实践路径：基于子问题链的知识建构

（一）诊断失败成因，锚定核心问题

教师通过分析学生初稿，提炼出四个核心问题：情感表达如何从浅表走向细



腻？主题内容如何突破同质化？生活素材如何转化为诗歌意象？自由形式如何

体现“诗味”？这些问题直指现代诗的 核 心 要 素

——情感、主题、意象与形式，构成驱 动知识建构

的子问题链。

（学生初稿）

（二）创设“低结构”探索空间，引发认知冲突

在“如何表达细腻又独特的情感”子问题中，教师摒弃传统的技巧灌输，而

是先让学生阅读冰心《繁星（七一）》，自主发现“通过具体场景而非直白抒情”

的表达策略。学生在对比自己的初稿与课文时，意识到“妈妈做饭”的陈述式表

达缺乏画面感，进而尝试模仿“月明的园中/藤萝的叶下/母亲的膝上”的场景化

描写，将“妈妈深夜盖被子”转化为“月光漫过窗台/您的影子轻轻落在床沿/

被角的褶皱里藏着无声的暖”。这种“先暴露问题，再对照反思，后迁移应用”

的路径，让学生在失败中自主发现知识缺口。

（三）设计梯度任务，在迭代修正中建构策略

以“意象选择”为例，教师设计三级任务：①基础任务：从《白桦》《在天

晴了的时候》提取意象，分析“白桦—高洁”“小白菊—蓬勃”的象征关系；②

实践任务：小组开展“意象联想游戏”，为“愧疚”主题联想新颖意象（如“冷

掉的饭菜”“丢在一旁的绒线裤”替代传统“白发”）；③创新任务：运用“通

感”手法组合意象（如“父亲的呼噜声/是深夜里的摇篮曲/粗糙的手掌/摸过作

业本时像砂纸拂过纸面”）。学生在三次修改中，逐步掌握“意象需贴合情感、

新颖独特、富有画面感”的选择策略。



（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固化失败经验

教师引导学生制定《现代诗评价量规》，从“情感表达”“内容选择”“创

意表达”“层次结构”四个维度细化标准（如“情感表达”要求“通过具体场景

而非直接抒情”“能引发读者共鸣”）。学生对照量规自评互评，将失败中总结

的经验转化为可操作的评价指标，形成“实践—反思—修正—再实践”的闭环。



三、教学设计：在“有效试错”中重构项目化学习的知识观

（一）打破“知识传递”定式，确立“建构生成”理念

传统教学视知识为“预设的真理”，而项目化学习中的“有效试错”揭示：

知识是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与文本、同伴、教师的互动而主动建

构的。如学生在修改分行时，通过分析《绿》的“突然一阵风/按着节拍飘动在

一起”，发现“短句突出节奏、空行强化画面”的形式策略，这一知识并非教师

讲授所得，而是在反复调整诗句排列的失败中逐步生成。

（二）彰显“错误资源”价值，构建“问题导向”的学习生态

学生的创作失误成为重要的教学资源。教师将“选材无序”转化为“如何通

过视角变换丰富内容”的探究任务，引导学生从单一叙事转向多维度描写（如从

视觉“妈妈的白发”、听觉“爸爸的叮咛”、触觉“掌心的老茧”等角度立体呈

现父母之爱）。这种将失败转化为探究起点的设计，培育了学生“在问题中学习”

的思维习惯。

（三）深化“任务群”实施路径，落实核心素养

项目化学习作为“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的重要载体，通过“有效试

错”的引导，实现了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的整合发展。学生在推敲意象时提

升语言敏感度，在解决“如何让诗更有诗味”时发展创意表达能力，在为父母写

诗的过程中深化对亲情的理解，体现了“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核

心素养导向。



四、反思与展望

“有效试错”的关键在于教师的“退后一步”——克制即时给予答案的冲动，

让学生在安全的试错空间中自主探索。未来可进一步研究如何通过信息技术手段

（如创作过程可视化工具）精准捕捉学生的失败节点，提供个性化引导；同时，

需关注不同学习水平学生的失败体验差异，避免“无效失败”演变为“挫折感”。

语文项目化学习的本质是“通过解决真实问题实现知识建构”，“有效试错”

是连接问题与建构的桥梁。当学生在失败中学会反思、调整、创新，学习便真正

发生—— 这正是项目化学习的核心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