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科实践活动研究”子课题开放申请指南 

一、课题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2022 年，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新课标中明

确提出要变革育人方式，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经验、社会生活的联系，

强化学科内知识整合，统筹设计综合课程和跨学科主题学习，加强学科间相互关联，带动课程

综合化实验，强化实践性要求。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强调素养导向、学科育人，重组

课程内容，探索与素养目标和内容结构化相匹配的、学科典型的学习方式，推进以学科实践为

标志的育人方式变革。所谓学科实践，指的是具有学科意蕴的典型实践，即学科专业共同体怀

着共享的愿景与价值观，运用该学科的概念、思想与工具，整合心理过程与操控技能，解决真

实情境中的问题的一套典型做法。2023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

化行动方案》强调“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加强机制创新，指导、发动各地和学校深化育人关键

环节和重点领域改革，更新教育理念，转变育人方式，坚决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切实提高

育人水平，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以及课程方案转化落地规划行动、教学方式变革行

动、科学素养提升行动、教学评价牵引行动、专业支撑与数字赋能行动几项重点任务。项目式

学习以真实情境为基础，以现实问题和真实任务为驱动，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需要学生主动思

考、合作与探究，解决实际问题，其主观能动性和学习动机被充分调动起来，有助于促进学生

学科知识与能力的综合运用、培养学生的复杂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能力。项目式学习符合新课

标要求，契合双减政策，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有效方式，也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落实

学科实践的有效途径之一。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以下简称“高精尖中心”）是北京市政府支持建设

的首批高精尖中心之一，是以教育科技创新为核心方向的高水平国际化创新平台。面向教育深

化综合改革的重大实践需求，高精尖中心汇聚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信息化领域、学科教育领域

专家，发挥既有学科和专家团队优势，深入探索新课标下的学科课程实践，创新变革教育教学

方式，并通过持续实践和改进，形成了一系列包括平台、工具、资源、学科实践质量提升的教

学教研系列解决方案，并在全国重点区域开展了实践探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积累了丰富的

学科实践相关研究与实践经验。 

本研究将以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为支撑，基于前沿信息化教育教学理论，利用信

息化手段及大数据技术，以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科实践为导向，结合北京师范大学教学研全方

位优势和优质智力资源，推进新课标背景下的学科实践活动开展，解决在教育改革中的问题和

挑战，落实新课标中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和育人的目标，现发布高精尖中心子课题申请指南。 

 



二、课题目标 

1.聚焦课改，推动新课标真实落地 

新的课改方案充分体现了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课程改革的需要教师的教学理念不断更新，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把“教”建立在

“学”的基础上，把“教”和“学”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健康发展，推动

课堂教学关系的深度调整和人才培养模式的重大变革，引领教学理念、教学方式、评价体系、

教学组织管理制度等全方位的变革，推动新课改真实落地。 

2.素养本位，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研究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一项重要举措，核心素养是每门学科中最

基础的思想方法和关键能力，是学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社会责任的基石。坚持核心素养

导向不仅关注到了学科的视角和思想方法，而且关注到跨学科的关联和学科在真实世界中更

为宽泛的育人价值。各学科基于本学科的特色，提出了本学科的核心素养，并对本学科的核

心概念、基本知识和能力素养进行了重新整合，重组教学内容，明确课程要求，指导教学评

价，最终，在素养导向的学习体系中，引领每一名学生从浅层学习走向深度学习。 

3.深度教研，提高教师高级教学能力 

面向与胜任未来教育需要关注和发展教师的核心素养及高级教学能力，教师除了承载人

才培养的使命，更担负着教育教学领域内的科研工作。开发学科实践活动案例，本身也是教

师专业自主实践的良好契机。教师不仅要弄清本学科的内在逻辑，还要将学生、学科与社会

实践议题有机融合，形成更加富有生命色彩和真实生活价值的理解；开发跨学科主题的实践

活动，也会催生不同学科教师开展跨学科的联合教研，培养教师的跨学科意向、认知、应用

以及技术应用能力，让面向未来的教师由教学型逐渐向研究型教师转变，让学校不同学科的

教师真正成为有密切学术业务合作的教师团队。 

4.强化学科实践，开展项目式学习 

各学科的新课标在“教学提示”和“教学建议”中都提出了大量的实践性活动的要求。

学科实践不仅要去“做”，不仅包含技能，也包含着“学”，包含对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反思。

同时，义务教育新课程致力于改变零散学习、单科割裂学习的样态，促进学生学习的跨学科

综合学科实践。项目式学习作为推进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改革的有效策略之一，很好的关注

到了“做”和“学”的关系，通过围绕挑战性的学习主题，提出问题，深度参与探究，通过

对核心知识的学习，关注学生情感、思维与学科能力的全方位发展，提升核心素养。 

 

三、课题专题组 

为了加强对子课题的指导力度，使试验得以顺利的进行，本课题将联合北京师范大学组

成联合的总课题组，总课题组结构如下： 

顾问： 

余胜泉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执行主任  



组 长：  

马  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移动学习”教育部-中国移动联合实验室副主任，

北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首席 

成 员：  

吴  娟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首席专家  

陈  玲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主任  

李葆萍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项目首席专家  

卢  宇  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未来教育高精尖中心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  

李晓庆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科教育实验室常务主任  

张  翔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合作发展办公室主任  

崔京菁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学习科学实验室主任  

陈鹏鹤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人工智能实验室副主任  

高梦楠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智能平台实验室主任  

李维杨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区域项目主管  

陈祎譞  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融合应用实验室助理教研员 

 

四、开放对象 

中小学教师，高校与科研院所、科技场馆、青少年宫、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教育机

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中的专业人员。 

五、课题方向与内容 

子课题选题可围绕新课标中“学科实践活动”、“跨学科主题活动”、“项目式学习

协同育人研究”、“学习支架设计与开发”、“评价设计与研究”、“教师学科实践设计

能力发展”“学科项目式学习”展开相关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包括但不限于如下题目： 

（1） 基于学科内容统整的研究设计： 

⚫ 基于新课标学科/课程核心素养的学科实践活动设计与实践 

⚫ 基于深度学习的学科实践活动设计与研究 

⚫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学科实践活动设计与实施 

⚫ 证据导向的学科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 

⚫ 基于单元整体教学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 

⚫ 基于智能教室场景的学科实践活动设计与研究 

…… 

（2） 基于跨学科主题活动的研究设计： 

⚫ 基于核心素养的跨学科主题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 

⚫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校本课程设计与实践 

⚫ 基于STEM的项目式学习教学设计与实践 

⚫ 跨学科背景下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 

⚫ 基于深度学习的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践探索 

⚫ 混合学习环境下项目式学习的设计与实践研究 



…… 

（3） 基于项目式学习开展协同育人研究： 

⚫ 家校合作提升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策略研究 

⚫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家校共育策略研究 

⚫ 家校合作中项目式学习资源整合研究 

…… 

（4） 学习支架的设计与开发 

⚫ 混合式学习情境下支架的设计与应用实践 

⚫ 基于EPBL平台的项目式学习设计与实践 

⚫ 基于项目的在线协作学习支架策略研究 

⚫ 项目式学习中促进深度学习的支架设计 

⚫ 跨学科主题活动中学习支架的设计研究 

…… 

（5） 评价设计与研究 

⚫ 学科实践活动中多元化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研究 

⚫ 证据导向的学科实践活动评价设计与研究 

⚫ 基于核心素养的表现性评价设计与研究 

⚫ 核心素养背景下的项目式学习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评价探究 

⚫ 多元评价在跨学科主题活动中的运用策略 

⚫ 跨学科主题项目式学习开展的评价设计研究 

…… 

（6） 教师学科实践设计能力发展研究 

⚫ 核心素养视域下教师专业发展研究 

⚫ 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学科核心素养研究 

⚫ 义务教育阶段教师核心素养的构成要素及其养成策略 

⚫ 新课标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有效途径 

⚫ 面向整个STEM的教师跨学科素养研究 

…… 

（7） 项目式学习促进学科能力发展研究 

⚫ 大概念统整下的学科项目式学习设计 

⚫ 学科项目式学习创新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 项目式学习在学科中的应用 

⚫ 学科项目式学习的价值及实施路径研究 

⚫ 深度学习理念下学科项目式学习路径设计 

…… 

六、课题实施 

1. 课题实施与组织 



 

 

 

图1 课题组织结构示意图 

2. 课题实施形式 

 

 
图2 课题实施流程 

课题申报指定发送邮箱：epbl_gaojjbnu@163.com 

课题实施与活动公示网站：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epblzt/xmktbj/index.html 

实施的主要形式是： 

⚫ 总课题组根据试验区、试验学校选择申报的子课题，提供必要的技术和理论支持 

⚫ 总课题组每年举办一次全国研讨会，不定期开展区域性教研、培训等活动 

⚫ 各省市课题组根据情况不定期举办地区研讨会 

⚫ 各试验区、试验学校之间组织参观、交流 

⚫ 充分发挥课题管理微信群、官方网站的作用，加强相互之间的交流 

3. 课题实施周期 

2022年8月-2027年12月 

 申报时间 立项公示时间 结题时间 

第一期（2022年度）子课题 2022.8.10-10.10 2022.10.11 -11.11 2025.12  

第二期（2023年度）子课题 2023.10.16-11.17 2023.11.18-12.31 2026.12  

第三期（2024年度）子课题 2024.9.1-10.10 2024.10.11-11.12 2027.12  

 

 

七、课题平台及资源支撑  

1. 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Evidence-based Project Based Learning System, 

EPBL系统），http://epbl.aicfe.cn  

mailto:epbl_gaojjbnu@163.com
https://aic-fe.bnu.edu.cn/xwdt/ztdtrky/epblzt/xmktbj/index.html


子课题以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EPBL）系统为载体，EPBL系统由高精尖中心自主研

发，在对国内外优秀项目式学习方案和案例进行汇聚的同时，基于各学科课程标准和学科

知识图谱，以及学习者能力发展模型，实现自动推荐、人为筛选等多种方式的项目式学习

方案生成，同时支持学习者在线学习及全学习过程的数据采集和智能测评，从而不断促进

学习者问题解决能力、创新能力等综合素养的发展。 

 

图 3 证据导向的项目式学习系统首页 

2.项目式学习MOOC课程 

为了培养学生新世纪核心素养、发展教师职业能力、适应世界教育改革发展趋势，北

京师范大学未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与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合作开设了项目式学习MOOC

课程。项目式学习MOOC课程依托北京师范大学“学习元”平台进行开发，课程立足于探讨

如何将数字技术与学科教学进行有机融合，在混合式学习理念的视角下，设计、开展基于

项目的学习，变革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21世纪核心素养和能力的发展。课程设计围

绕开展项目式学习的6大环节展开，主要涉及的内容包括：项目式学习的定义和学习过程、

情景设置和问题分析、资源检索与利用、项目作品的评价等。 

（课程网址：http://lcell.cn/courses/38ebde62aee14e33a5b5db6fd00911d8） 

 
 

http://lcell.cn/courses/38ebde62aee14e33a5b5db6fd00911d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