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质教育　 　 2023. 7　
QUALITY EDUCATION

　 　 　

道德与法治微项目化学习初探
———以“中国为和平作贡献”为例

陆玲玲

　 　 【摘　 要】微项目化学习作为项目化学习的一种学习方式,是促进素养落地的重要教学载体。 基于课标把

握单元内容结构,提炼课时核心概念,围绕核心概念设计微问题,创设真实的任务情境,并搭建任务支架促进

主体思维表达,以微评价深化价值体认,从而将低阶认知“包裹”入高阶认知,驱动自主探究与思考,落实核心

素养培育。
　 　 【关键词】道德与法治;核心素养;微项目化学习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2022 年版)》
(以下简称课标)倡导项目式学习等方式,将其作为

促进素养落地的重要载体。 项目式学习作为一种深

度学习方式,指向学习者核心知识的再建构,注重学

习者在新的情境中迁移、运用、转换,产生新知识,并
能在行动中解决实际问题[1]。 但在实际应用中,项
目式学习一般周期较长,探究问题难度较大,难以在

课时教学中实施。 基于此,我们尝试将微项目化学

习引入道德与法治课堂。
微项目化学习是项目式学习深度融入学科教学

的实践产物,指“在课堂中为学生提供 15—20 分钟

长时段的探索性项目任务,或者在课堂外用类似实

践性作业的形式对某个内容或主题进行小探索” [2]。
这一学习方式强调立足学科课程标准和教材设计任

务,通过核心知识的提出、挑战性问题的解决和学习

成果的评价等,将低阶认知“包裹”入高阶认知,“聚
焦学科关键问题,体现对学科的本质性理解” [3]。 道

德与法治微项目化学习聚焦微内容,即具体的课时

学习内容提炼核心概念,进而设计微问题和微任务,
从而将具体的知识情境化、项目化,驱动学生展开深

入的探究思考,在完成任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
现道德的自主构建,落实核心素养培育。 在此,以
“中国为和平作贡献”(六年级下册第 10 课)一课为

例,阐述我们的探索。
一、基于课标把握单元内容结构,提炼课时核心

概念

“项目化学习需要用概念作为聚合器,不断地聚

集更多的知识信息,将事实性知识以一种有效的方

式整合起来。” [4] 在微项目化学习中,核心概念同样

是骨架和灵魂。 道德与法治微项目化学习须基于课

标统整单元内容,立足单元大概念逐层分析,准确提

炼课时核心概念,从而整体把握育人目标,建立“课
程→单元→单课”之间的下沉通道,使素养渗透到每

一节课中。
研读课标不难理解,六年级下册第四单元“让世

界更美好”作为小学阶段最后一个内容,拓展至“我
与国家和人类文明的关系”,属“国情教育”主题,旨
在落实“关心时事,热爱和平,初步具有国际视野和

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目标,指向“政治认同”“责
任意识”等核心素养的培育。 观照现实,当今世界正

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面临许多共同挑战。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命题,中国提

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是破解世界难题的钥

匙。 教材以“人类世界———共同力量”为学习主题,
从科技、国际组织、和平三方面帮助学生形成人类社

会共存共荣的意识,激发学生让人类世界变得更美

好的责任感、使命感,逐步形成对单元大概念“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深度理解(见下页图 1)。 由此,引领

学生关注世界,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现在在哪里、将
到哪里去”,做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现代公民。

“中国为和平作贡献”是本单元第 10 课“我们爱

和平”最后一个话题,引导学生在认识“战争带来的

伤害”,理解“和平是世界潮流”基础上,进而理解

“中国在维护和平、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发挥

的重要作用”“具有维护国家利益和祖国尊严的意识

与行动,形成中国人的身份认同感”,激发民族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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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感。

图 1　 单元大概念结构图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将本课时核心概念确定为

“推动世界和平的中国贡献”,并根据教材内容将其

进一步细化分解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原则”
“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中国声音”“一带一路共同发

展的中国主张”“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国行动”。 如此,
将零散的知识点化为系统的知识网,为微项目化学

习的设计与实施提供锚点。
二、聚焦核心概念设计微问题,创设真实任务

情境

微项目化学习是通过问题引发学生对核心概念

的思考和探究的。 所谓“微问题”,即与教学目标相

关并适合学生在较短时间内完成探究的问题。 “微
问题”能够将核心概念具体化为小问题,进而以问题

为纽带,连接情境与任务。 好的“微问题”聚焦核心

概念,注重引发高阶思维,将问题情境化,从而驱动

学生投入微项目化学习中。 学生在主体探究活动

中,将成为虚拟情境的真实参与者,形成未来解决现

实世界问题的专家素养。
“推动世界和平的中国贡献”这一核心概念指向

的具体问题即“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哪些贡

献”,如何将这一问题情境化、真实化、生活化,驱动

学生主动思考,是教学的关键。 刘徽教授指出,创设

真实性问题情境最好的办法是“逆推”,即“原型改

编”,也就是说在现实世界中寻找应用的真实场景或

情境,对真实情境做进一步的修改和打磨。[5] 现实世

界的问题原型常常是复杂的,教师须围绕微问题解

决的需要对其进行整理、加工和架构。 我们引入相

关时事素材,创设了如下任务情境:
在和平的时代潮流下,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 近年来,国际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炮制“中
国威胁论”,在外交部新闻发布会中,经常会遇到外

国记者的刁钻提问:

A 国记者:中国的迅速崛起,导致了对中小国家

的“轻视”,使周边邻国感到不安。 请中方就此做出

评论。
B 国记者:“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共赢”,而是中

国在“掌控”。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C 国记者:近几年中国的军费不断地增长,这看

起来并不是十分和平……
同学们,你们想不想为中国发声? 让我们一起

来到外交部新闻发布会现场,来做“外交部新闻发言

人”,用事实说话,为中国发声!
这一任务情境将学生置于“外交部新闻发布会”

这一特定真实情境中,赋予学生“外交部新闻发言

人”这一角色,吸引学生投入探究之中。 三个记者的

提问以微问题为线索,分别指向本课的四个核心知

识(见图 2)。 以此激发使学生从“局外人”变成据理

力争的“当事人”,在分析、比较、综合中提出自己的

看法,立足社会、情理、国际等多元视角,运用所学知

识剖析现实问题,完成“用事实说明中国为世界和平

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发声”这一任务,实现对本

课核心概念的理解。

图 2　 微问题与课时知识结构图

三、指向素养搭建任务支架,促进主体思维表达

学习支架是教师设计的、能够帮助学生有意义

地解决问题或有效完成任务的各类支持。 夏雪梅教

授整合学习支架的功能与形式,将其分为概念支架、
元认知支架、资源支架等[6]。 其中,概念支架指向学

科核心知识的习得,如提问、学习单、概念图等;元认

知支架指借助思维导图、问题解决流程图、矩阵分

析、维恩图等对自己认知过程、结果的思考和监控;
资源支架则是为学生提供资源支持,如网址、视频、
辅助阅读资源等,助力其拓展视野、延伸思维。

具体到“中国为和平做贡献”一课,其主题较为

宏大,而教材篇幅有限,内容言简意赅,学生理解存

在困难,这就需要教师提供资源支架,作出有效补

充、延伸拓展。 同时,为帮助学生深入理解、思考、加
工资源素材,还须引入元认知支架,促进学生发挥主

体思维,加深对核心概念的系统理解。 例如,为了让

学生理解中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境问题,提出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提供了如下素材资源。
·71·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素质教育　 　 2023. 7　
QUALITY EDUCATION

　 　 　

资料一: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总理在同印

度政府代表团就两国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关系问题举

行谈判时,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资料二:中国一直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 中

国的地缘环境特殊,有 14 个陆地邻国。 1949 年新中

国成立时,几乎与所有周边邻国都有边界争议。 而

如今,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已与其中 12 个陆

地邻国妥善解决了边界争议,还与 8 个周边国家签

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资料三:不丹是我国的邻国之一,国土面积仅为

3. 8 万平方千米。 中国和不丹在边界有 6 块争议土

地。 为解决边境问题,从 80 年代起,中国跟不丹先

后进行了 20 余次谈判。
这一资源不仅有“面”上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

介绍,还有“点”上典型案例的支撑。 课堂上,师生一

起观察世界地图,直观感受中国的“大”和不丹的

“小”;从 20 余次谈判中,学生感受到中国绝不“以大

欺小”,而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秉持同周边国家和

平共处、共同发展的大国外交理念。 在此基础上,为
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自主加工素材资源,我们使用

了阅读策略———井字游戏(见图 3),为学生提供元

认知支架。 立足素材资源的阅读理解,学生将填写

三个格子使其穿过中心点且连成一条线。

图 3　 井字游戏示意图

例如,学生在阅读“一带一路”时政资料时,关注

到这样的细节:“乌兹别克斯坦有三千万人,其中一

千多万人,由于山脉阻隔,去首都要先绕到其他国

家。 通过一带一路,中国建设者用了 900 天时间建

成最长的隧道,偏远地区的人民坐火车仅用 900 秒

就能穿越大山到达首都。”通过分析,学生深刻体会

到“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你输我赢’,而是合作共

赢,所有参与方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好处。”最终,形
成如下结论:通过“一带一路”让沿线各国共同繁荣,
让各国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

的促进者。 借助这一游戏思维支架,引导学生深度

阅读素材,从关注“事实、细节、表象”走向“分析、对
比、评价”,进而发现表象背后的本质,最终得出“综
合”的结论。

借助多样的学习支架支持,学生在课堂上像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一样思考,掷地有声、有理有

据地反驳外国记者的谬论。 透过种种现象,学生深

刻感受到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

体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自己是中国人深感

自豪。
四、立足概念理解设计微评价,深化价值体认与

担当

评价是道德与法治教学的重要环节。 核心素养

具有综合性、内隐性的特点,一般难以直接观测,需
要通过具体情境中具有操作性、可观测的行为表现

来进行。 微评价的重点在于评价学生是否理解核心

概念,通过学生的课堂学习行为,着重评价三个方面

的表现:一是是否回答了驱动性问题? 二是是否产

生了对核心概念的深度理解? 三是是否进行了价值

澄清? 在微项目化学习中,我们使用“评价量规”这
一工具,力求将“看不见”的素养转化为“看得见”的
行为表现。

以“我是小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评价量规(见
下页表 1)为例,这一内容是本课核心的学习活动,教
学着重提供了资源支架和元认知支架。 基于此,评
价主要观察阅读思考和交流表达两大维度,阅读思

考着重评价素材资源的阅读井字游戏表现;交流表

达着重评价学生作为“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观点表

达,以及证据的使用等,深化价值体认与责任担当等

核心素养。
细化的微评价等关注四个方面:一是学生是否

解决了驱动性问题,即能否说明中国为维护世界和

平做出了哪些贡献? 二是是否实现了对核心概念的

深度理解? 即能否借助具体事例、数字、时政热点

等,阐释中国是世界和平的维护者、世界发展的贡献

者。 三是是否进行了价值澄清? 即学生的观点表达

能否体现其理解了国强必霸的逻辑对中国从不适

用,形成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情感态度,表现出作

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这一微评价贯穿微项目化学习

始终,评价量规不仅为学生探究指明了方向,并以此

提供学习指引,引领学生对照自己和同伴的行为,自
我评价、自我反思,实现更深层次的探索、创造与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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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我是小小外交部新闻发言人”评价量规

评价

维度

评价等级

初级 良好 优秀
自评

互评

互评 1 互评 2 互评 3
师评

阅读思考
·没有借助井字阅读工

具,思考比较浅层。

·初步借助井字阅读工

具,进 行 比 较 系 统 的

思考。
·通过分析资料,开始

形成观点。

·借助井字阅读工具,
圈点勾画、深入思考。
·通过分析资料形成清

晰的观点。

交流表达

·没有组织自己的观

点,或组织的比较乱。
· 不 连 贯, 表 达 较 为

空洞。
·不自信,语调平淡。

·观点较为清晰流畅,
声音比较响亮。
·能够说明中国为和平

做出贡献,但案例支撑

较为单一。
·能够使用合适的语

调,较为自信。

·观点清晰流畅,声音

响亮。
·借助案例、数字、时政

热点等,说明中国为和

平做出贡献,有理有据。
·运用让人印象深刻

的、富有创造性的方式

进行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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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之广博的品性的时候,我们善良的动机才能成

比例地加以运用,并且会完成成其为德行美的那种

高贵的形态” [5]。 这意味着,并非所有的道德规范价

值都能实时转化为主体的意义,但是,德育的效用则

体现在这种转化的过程中。 同时,需要引导个体在

更大的视野上与世界中的崇高价值产生关联,个体

才会在逐渐 “打开” 自己中获得更多意义转化的

资源。
德育如何提高实效,这是德育实践始终要叩问

的问题。 而将道德规范的价值向个体精神世界的意

义感知进行贯通,其实质在于将道德规范的“应然价

值”转化为“实然价值”,将社会普遍的道德承诺转

化为个体的道德奉行,德育实践就走在了正确的道

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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