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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下简称“新课标”）中明确指出，新时期义务教育中

要全面深化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培养，积极运用各式先进的教学方法，融入更先进教学理念为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发展提供更加有力、全面的支持。基于新课标提出的大背景，研究中具体以济南版初中生

物八下第六单元第一章“生态系统”实验教学活动为例，探讨项目式学习方法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

的实践应用路径，由此为新课标视域下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发展提供实质性的路径参考，为学生各方面

学科能力素养发展提供切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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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urriculum Standards （2022 Editio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explicitly states that in the new era of compulsory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subject competencies，actively employ various 

advanced teaching methods，and integrate more progressive teaching concepts to provide strong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suppor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core subject competencies.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this study specifically takes the experimental teaching activities of the first chapter 

"Ecosystem" in the sixth unit of the eighth-grade biology textbook （Jinan Editio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paths of project-based learning methods in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This provides substantive reference path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biology 

experimental teach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offers practical assist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various subject competency liter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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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物学科的知识内容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关联紧密，教

师在授课时不能以照本宣科式的方法讲解理论知识，应积极运

用时下最先进的教学理念与方法，让学科教学活动具备推动学

生多方面能力素养发展的效果。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活动开展，

需要着重培养学生的实践探究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协同沟通

能力等多项能力，引导学生在实验中建构完善的科学探究思

维，从而为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帮助。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核心，以学生自主学习为主要

载体的新型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在教学中创设真实实验情境，

以情境引领学生开展协作与动手实践，主动形成对实验活动知

识的深刻认知。项目式学习模式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的应

用，对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有着显著的作用，为此，广大初

中生物教师需要对这一教学模式在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的实

践应用建立充分的认知，掌握相关各项教学方法，保证项目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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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模式教学效能得到充分发挥。 

1.新课标背景下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项目式学习模

式应用注意事项 
根据新课标要求，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就项目式学习模

式应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充分突出学生在实验活动中的主体性。初中生物

实验教学活动开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学生学科实践能力

的提升。这种情况下，实验教学活动中，学生需要有足够的空

间与时间亲自执行实验操作内容，通过实操实现学科实践能力

的发展。而项目式学习模式运用，要从根本上契合新课标下初

中生物学科整体的教学要求，在实验教学中，项目式学习模式

理应为学生进行实验实操提供更大的便利，让学生在实验活动

中真正占据主体地位，以此为学生学科实践能力发展创造更有

利的环境。 

第二，体现跨学科特征。依托项目式学习模式开展初中生

物实验教学，实验活动主题设计一般以学生日常生活中常见的

问题为基础。由此，学生对实验现象的深入理解，往往需要与

其他学科知识进行连接，以便在实践中顺利解题。对此，项目

式学习模式投入初中生物实验教学应用，教师需要以跨学科思

维，创设如文献阅读、数据统计、表格制作等多样化的实验活

动任务，为其他学科知识介入实验提供契机，让学生通过实验

活动形成对所学知识更加深入的认知。 

第三，突出学生之间的团队协作。开展初中生物实验项目

式学习活动时，教师应为学生提供更多样化的实验探究主题，

引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展开合作交流。学生可以根据学习需求

分配任务，在彼此的合作和帮助下成功解决问题。通过学生之

间的协作，有助于学生在实验中积极拓展知识学习的范围，让

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得到更广泛的助力，从而更有力推动学生学

科核心素养的进步。 

2.新课标背景下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项目式学习模

式应用实践路径 
2.1以新课标要求为核心构建生物实验项目式学习活动框架 

以项目式学习模式组织开展初中生物实验活动，教师需要

深入研读新课标中对初中生物教学的详细要求。在此基础上将

实验教学活动内容带入其中，由此得出充分契合新课标要求的

实验活动整体组织框架。以“生态系统”主题实验活动设计与

实施为例，教师需要在实验活动设计环节，带入新课标中对这

部分知识教学的要求，提炼单元核心知识，如生态系统的组成、

能量流动、物质循环以及生态平衡等。立足于此，教师要在实

验活动内容设计中融入学生的日常生活元素，由此将抽象的理

论知识转化成学生可以通过实验进行探究的现实问题。例如，

教师可以创设“如何通过实际行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问题，

这一类问题与学生日常生活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符合大

部分学生的兴趣导向。在提出这一问题之后，教师要结合学生

当下的生物学科知识水平与兴趣指向，创设真正能通过实验进

行探究的项目式问题集，通过多项相互间关联的问题引导学生

逐层深入实验探索，形成多层次实验结论。另外，项目式问题

集设置中要具体考虑不同问题对应的核心素养要求，全面落实

新课标中提出的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具体要求。由以上思

路，教师具体进行项目整体构思、项目目标、内容、流程规划

各项内容，形成实际可用的“生态系统”主题实验项目活动整

体框架。 

2.2 创设项目情境引导学生开展实验探究 

初中生物实验项目开展中，教师需要在项目初始阶段构建

一个高度仿真的实验项目情境，通过情境的运用激发学生对于

后续实验活动的兴趣。以“生态系统”主题实验项目为例，在

项目刚开始的阶段，教师可以向学生播放一段视频材料。视频

材料内容为一片湿地，在未得到开发的情况下，这片湿地水草

茂盛，其间分布各种各样的动物，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而

该湿地随后被人为开发，原有的美景消失，各种各样的动物也

离开这里。通过这段视频，可以让学生更直观的领略自然环境

的美，而通过之后人类开发对自然美景的破坏场景的展现，能

够给学生心理造成巨大冲击，让学生更充分认识到自然环境保

护的重要性。而在此基础上，教师就可以提出项目主线任务—

—自己动手改善周边的生态环境。基于这一主线任务，带领学

生通过实验项目掌握生态环境保护的知识与技能。提出主线任

务之后，教师向学生展示一组照片：一张照片是湿地生态系统

中常见的芦苇丛，另一张照片是学校内的池塘。学校中池塘没

有种植植物，是一个毫无生命美感的大水坑，与一旁的芦苇丛

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由此结合之前的视频内容，可以进一

步激发学生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引发学生改造环境的意识。 

基于此，教师根据主线任务提出项目核心主题——改造学

校中的池塘。之后，教师引导学生依次开展芦苇植被的生态特

性、学校池塘当前环境评估、池塘环境改造方案等项目的合作

讨论。通过上述活动，学生可以充分运用“生态系统”部分

知识解决项目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在解决问题时将环境科学、

美学、工程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带入到项目中，为学生解决

实际问题提供更多维度的知识，无形中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创造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对后续实验项目推进具有

显著作用。 

2.3 以问题引导推动学生项目实验探究 

前文中有关实验项目框架构建与项目情境创设部分都提

到项目问题设置的内容。新课标视域下，初中生物实验项目活

动开展中，需要根据项目核心目标创设实验探究问题，借助问

题引导学生开展有效的实验探究，让实验项目真正发挥其应有

作用。 

以“生态系统”主题实验项目为例，教师在项目中设置第

一个子问题：芦苇为什么喜欢湿地环境。基于这一问题，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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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准备与问题内容关联的各种学习资源，帮助学生全方位了

解芦苇生态特征以及芦苇植被与湿地生态系统运行之间的关

联。随后，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自主探究。这一过程中，一

部分学生可能由于接收知识内容过多，难以把控自主探究的重

点；亦或是在探究过程中仅凭个人兴趣，对芦苇生态特征探究

陷入片面化的境地，忽视芦苇植被与湿地生态系统之间的协

同。针对这些问题，教师要对学生的自主探究过程进行适当干

预，纠正学生探究方向的偏差。与此同时，教师要鼓励学生在

自主探究中，运用思维导图或概念图对自己实验探究过程进行

总结，梳理自己的实验成果，形成对实验项目背后知识的更系

统理解，建构独立的生物学科知识框架。 

随后的实验项目中，根据项目总体目标规划，教师提出第

二个子问题：学校中池塘目前的生态系统处于什么状态？根据

问题内容，教师可以采用情境教学方法，围绕问题在学校内创

设实验项目情境。情境创设以学校内池塘为核心，学生根据情

境提示来到池塘边，根据初中学生的思维特点，池塘水面上的

浮萍、水中的水草会首先吸引他们的注意，而对于其他生态系

统中的组成部分则难以引起学生的关注。由此能够看到，学生

在运用生态系统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时存在思维层面的局限性。

针对这一情况，教师可以在学生观察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学科

实践支架与概念支架。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在学生观察中对学

生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的问题，如“除了我们现在看见的各种植

物，池塘中还存在哪些生物？”“池塘中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

物与池塘大环境之间如何发生相互作用？”等，通过问题引导

学生对课堂上所学的生态系统知识进行系统回顾，将与眼前情

境相关的知识应用到当前活动中。经过问题引导，学生可以在

该环节中识别出池塘中的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等各个生态

系统角色，以及生态系统中的非生物成分。而在池塘生态系统

中的深入探索环节，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一步回顾以往所学各

个学科的知识内容，通过关联以往所学，引导学生使用 PH 试

纸测试池塘水体酸碱度，使用显微镜观察池塘水体中微生物群

落等创新实验项目。 

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验项目最终目标指向，提出第三个子

问题：如何让芦苇顺利加入学校池塘生态系统？问题中提到的

将芦苇引入池塘生态系统不是简单的生物增减问题，而是要求

学生基于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与和谐性，对池塘生态系统重构进

行长远设计规划。具体到实验项目中，教师要组织学生开展芦

苇植被生态特性的系统调研，教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为学生

提供一切所需的知识材料。与此同时，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与当

地湿地生态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从专家那里获得专业指导。在

此基础上，教师向学生提供“池塘生物群落现状”与“芦苇友

好型生物推荐”两份清单，帮助学生了解各种适合与芦苇共存

的生物，指导学生已芦苇为主重构池塘生态系统。由上述过程，

学生可以系统回顾之前学习的生态位、食物链、食物网等生态

系统的理论知识，并掌握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与

方法。而在实验项目持续推进中，学生们可以基于前面的实验

探究过程，创新性的提出各种方案，例如向池塘中投放鱼类抑

制水中藻类繁殖、投放底栖生物改善池塘水质、引种开花时间

与芦苇开花时间不一致的水生植物丰富池塘生态景观层次等。

这些创新性方案能够充分体现出学生经过实验项目学习，已经

建立起对生态系统内涵的深度理解，也能够体现出学生解决实

际问题过程中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新课标的初中生物实验教学中，项目式学

习模式的应用为此项教学活动开展提供了有力的基础模式支

撑。依托项目式学习模式开展初中生物实验教学，教师需要严

格按照新课标中要求构建实验项目整体框架，创设真实的实验

项目情境吸引学生关注，并积极利用问题引导让学生科学开展

项目中的各项实验探究活动，让学生各项学科思维能力都得到

充分的锻炼，促进学生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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