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
程标准》强调以发展学生的核心
素养为目标，设计以学生为主体
的教学过程和教学活动，使他们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教师在教学中必须注
重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解决，凸
显学生主体地位，关注学生个性
化、多样化的学习和发展需求。项
目化学习正是指向这一目标的新
范式，而微项目化学习作为其中
一种课程样态，有利于项目化学
习的常态化开展。

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是项目
化学习有效开展的关键钥匙。在设
计驱动性问题之前，需要先搞清楚
学科本质问题。本质问题是在学科
中、认识发展历程中或是对世界的
理解中真正持久而重要的问题。因
此本质问题常常是抽象的，是统摄
教学的大概念、大问题。而驱动性
问题就是在本质问题的基础上，根
据教学目标，同时结合学生现阶段
的年龄特征，以来自于生活、贴近
生活的真实性的情境为导入，让学
生在解决真实性问题的过程中提
升学科核心素养与必备品格、关键
能力。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具有真
实性、开放性和挑战性的特点（图
1）。那么，针对不同课型的初中历
史课，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设计可
以尝试以下三个路径。

图1 本质问题与驱动性问题

一、新课——遵循逆向
设计，搭建表达框架

对于新课课型的微项目化学
习的驱动性问题设计，可以按照逆
向设计的方法，以“终”为“始”，也
就是从学生最想了解和学习什么、
学生想要学会什么作为出发点，然
后进行精准的教学设计。因为对于
新课，学生还是充满未知的，有未
知就容易产生疑惑，有疑惑就会有
想要破解的内驱力。所以可以在上
新课前一周就做好学生的问题收
集工作，让学生针对新课内容提出
自己最疑惑、最想要破解的真实问
题，然后教师将这些问题进行整
理，再按照如下的驱动性问题的表
达框架（表1）进行表述。

比如在上《世界历史》九年级
上册《探寻新航路》一课前，笔者先

收集了学生提出的各类问题，然后
对学生的问题进行整理，发现学生
感兴趣的问题主要集中于新航路
开辟的原因、条件、过程和影响。新
课标中对本课的内容要求主要是
认识新航路开辟的世界影响，理解
世界逐渐形成一个整体。学生想要
探究的问题与新课标的要求是一
致的。于是按照表达框架，设计了
以下驱动性问题：

假如你穿越成15世纪的一名
航海家，如何向王室争取开辟新航
路的财力物力支持？

这个驱动性问题中，框架词是
“如何”，主体是“作为航海家”，可
以带入开辟新航路的代表性航海
家，因不固定而具有开放性，行动
是隐含的，也就是撰写一份宣讲
词，目的是争取王室的支持，所以
行动也就有了方向，宣讲词里必须
对为什么想要出海航行（原因），已
经具备的主客观条件以及会给王
室带回什么（积极影响）进行条理
清晰地论证说明。

二、复习课——明确核
心概念，理解拆分问题

对于复习课课型的驱动性问
题设计，可以结合学科核心概念进
行。因为复习课涉及到的知识点较
多，所以复习课的驱动性问题要以
帮助学生建立学科结构框架为导
向。在驱动性问题中，首先需要明
确核心概念，通过真实性情境，帮
助学生理解驱动性问题，然后对驱
动性问题进行合理拆分，并能迁移
运用知识到新的情境中。比如在上
中国近代化历程的复习课时，笔者
设计了以下驱动性问题：

近代中国历经磨难，重病缠
身，今天请大家做一回医生，分析
已经开出的几张药方的疗效并给
出一张你的药方。

这个驱动性问题的核心概念
是“中国近代化的探索”，以“开药
方”为行动，以“救治近代中国”为
目的，笔者引导学生理解拆分问
题，在这个问题中需要先分析已有

的药方，药方包括病情诊断、医生
处方、医生和开药时间，也就是地主
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
阶级革命派、先进知识分子采取的
措施的背景、做法、影响。学生在这
个过程中可以总结出中国近代化经
历了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历
程，以及这几张药方没有起到根治
病根的疗效的原因，最后自己开出
的药方必然是从具象到抽象的提
炼，是对历史发展趋势的感知和认
可，有利于学生形成“专家思维”。

再比如在复习《中国历史》八
年级上册的有关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
放的内容时，核心概念是“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这也是近代中国
要解决的任务，需要学生搞清楚中
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是怎样为
实现这个目标而付诸行动的。笔者
想到生活中学生喜欢用QQ发动
态和进行评论，所以以此设计了以
下驱动性问题：

在重要的历史时刻或自己感
到愉悦的时刻，我们会喜欢发QQ
动态分享，请选择一位中国共产党
的代表人物，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为时间线索，为他设计一条图文
结合的 QQ 动态及评论，内容包
括：点赞人（必须同一时代）、点赞
数量、评论人、评论内容（不少于6
条）、QQ头像、动态主题。

这个驱动性问题以设计QQ
动态为行动，详细的说明，有利于
帮助学生理解核心概念，并明确如
何完成成果的拆解步骤。同时时间
跨度大，人物和历史事件选择多，
这种未知性有利于学生选择自己
感兴趣和基础较扎实的知识进行
迁移运用，同时点赞人和评论这两
个约束条件，有利于学生建立历史
事件和人物之间的联系，形成从点
到面的学科结构框架。

三、学科实践——课上衔
接课后，形成迭代闭环

课外是课内的延伸和补充，同
时课外还可以反过来强化课内。

有些微项目化学习在课堂有限的
时间内还不能充分完成，还需要
进一步深入，可以通过精心设计
的驱动性问题将课内和课外进行
有效的衔接。比如在复习中国近
代史部分时，可以设计如下驱动
性问题：

《申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
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
为纪念《申报》，请精心设计一期

《申报》内容，图文结合，内容来自
中国近代史史实。

因为这个“产品”的内容比较
多，需要花费较长时间，课堂上的
时间主要用于讨论确定这一期的
主题、选用的事件、大致排版等，剩
下的包括历史事件的阐述、相搭
配的图片等，只能作为课后延伸
去继续完成。在驱动性问题的引
领下，学生在课上完成顶层设计，
提升的是学科整体思维，课后再
进行进一步加工美化，促进跨学科
能力的培养。

还可以将课后实践拓展到暑
假时间，拓展到实地走访，有利于
将书本知识真正运用于生活实践。
家国情怀是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
一，历史学科本就承担着帮助学生
形成对家乡、国家和中华民族的认
同，成为有担当的人的育人责任。
在学习中国近代史内容时，考虑到
每个地方总能找到红色爱国主义
景点，可以将爱国主义教育、红色
乡土资源融入到驱动性问题的设
计之中，有利于学生挖掘红色资
源、探寻红色历史、讲好红色故事，
爱国情感也会油然而生，而不是来
自于教师的说教。比如可以设计如
下驱动性问题：

我们班倡导过一个有意义的
暑假。暑假期间，实地走访镇海，探
寻英雄足迹，寻访红色故事，设计
一条“镇海红色印记”的特色旅游
路线，路线合理，避免重复，突出主
题，图文结合，并写出该路线设计
的依据。

学生在课堂上可以讨论确定
初步的红色路线图，然后利用暑
期进行实地参观走访，在走访后
再对路线进行修订，梳理红色资
源的价值。在开学后，让学生向同
学们宣讲自己在暑期了解到的红
色故事，激发同学们对英雄的敬
佩和感恩之情。同时将学生完成
的红色路线设计与设计依据进行
排版装订成册，结合评价量表选
出完成质量较高的小组进行班级
内的颁奖和赠书仪式。学生看到
自己的成果成为“书”，不仅是对
小组一起努力付出的肯定，而且
也激发了他们更加踊跃参加项目
化学习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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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驱动性问题的表达框架

1.框架词 2.主体 3.行动 4.目的

怎么能 我(我们) 设计 现实问题

怎么做 我们作为(角色) 攥写 对于人

可以吗 学校 倡导 对于事件

应该吗 社区 创立 对于公众

如何 城市 决定 对于班级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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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微项目化学习是项目化学习的样态之一，具有短而精的特点，适合平时的
日常教学。而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设计是微项目化学习有效开展的关键钥匙。本文探索
在初中历史教学中，分别在新课、复习课和学科实践活动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课型中，设计
高质量的驱动性问题以推进微项目化学习实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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