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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文言文项目化学习中的驱动性问题设计
宋龙女

（浙江海洋大学师范学院　舟山　316022）

摘　要：驱动性问题是文言文项目化学习的核心要素，它将文言文知识以问题的形式表现出来，驱动学生

主动、深入地思考探究。驱动性问题的设计主要有以下五个基本原则：可行性原则、挑战性原则、趣味性原则、

开放性原则与主题性原则。本文以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中的两篇文言文为例，在遵循驱动性问题设计原则的基

础上，结合产品导向、角色导向的驱动性问题设计思路对其进行项目化学习的设计，以期为一线教师的教学提

供参考，有效促进学生文言文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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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

追求，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要

思想支撑。文言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

一，在初中语文教学任务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同

时也是学生学习的难点。目前，初中生普遍存在着文

言文学习的畏难情绪，而教师讲授文言文的教学手段

和形式也比较单一，文言文的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

研究表明，在项目化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文言文教

学的探究，学生的各方面能力可以得到有效提升，形

成完整的文言文知识框架，由此文言文的教学质量也

能得到提高。驱动性问题是项目化学习中的核心要素 ,

如何通过设计驱动性问题，让学生参与进文言文课堂，

实现文言文的有效教学，是目前亟须思考的问题。

一、文言文项目化学习概述

文言文项目化学习主要是指将项目化学习这一教

学方法应用于文言文教学当中，它具有情境性、实践性、

问题导向等特点，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实现文言文有

效教学、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等方面有独特优势。

（一）文言文项目化学习的内涵

项目化学习是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它是对复杂、

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

和实施项目任务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能够掌

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目前对项目化学习的研究大多

强调这些要素：真实的驱动性问题；在情境中对问题

展开探究；用项目化小组的方式进行学习；运用各种

工具和资源促进问题解决；最终产生可以公开发表的

成果。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文言文项目化学习就是在

文言文教学中创设一定的情境，设置一定的驱动性问

题，让学生以项目化小组的形式运用各种工具和资源

解决问题，最终获得成果的过程。

文言文项目化学习主要有三方面的特点，一是情

境性。它是通过创设真实的情境进行的，学生在一定

的情境中开展文言文的学习。二是实践性。在学习的

过程中，学生通常要进行很多的实践活动，比如查找

文言文的相关背景知识、提出疑难问题、与小组成员

沟通协调、评价项目等活动。三是问题导向。项目化

学习中的问题设置主要是驱动性问题。驱动性问题是

项目化学习的核心。整个项目化学习的过程以驱动性

问题为导向，问题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多个，可以由

学生提出，也可以由教师提出。在这过程中，教师主

要起引导作用，引导学生将问题表达出来，学会提出

高质量的问题。

（二）文言文项目化学习的价值

首先，文言文项目化学习能够提高学生学习文言

文的兴趣。传统文言文教学方法主要是串讲法，教师

带着学生梳理文言字词，翻译，再分析课文内容。这

种方法比较枯燥乏味，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不高，课

堂成了教师的“独角戏”。文言文项目化学习通过创

设一定的情境，让学生进行文言文的学习，能够提高

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文言文项目化学习能够实现文言文有效教

学。学生在课堂学习过程中进行了一定的实践活动，

通过实践获得的知识能够让学生印象更深刻。而且学

生的学习兴趣高了，课堂的参与程度也高了，获得的

文言文知识也更全面充分。

再次，文言文项目化学习能够突出学生的主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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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传统文言文课

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学习地位。文言

文项目化学习让学生以项目化小组的形式解决问题，

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是文言文知识的探索者、学习者。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生能够进行有效的沟通协调，

团队合作能力得到了充分锻炼。

最后，文言文项目化学习能够落实新课标提出的

要求。2022 年 4 月，教育部颁发了《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2022 年版），这一新课标提出了“增强课

程的情境性与实践性，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的课程理念，

文言文项目化学习以其情境性、实践性的特点体现出

新课标背景下它的独特优势。

综上，文言文项目化学习有着独特价值，能够提

高文言文的教学质量。那么如何进行文言文项目化学

习？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设计驱动性问题。

二、驱动性问题的设计原则

驱动性问题直接影响项目化学习的实践过程和实

践结果。一个好的驱动性问题，不但能激发学生学习文

言文的内在动力，还能给学生指出持续思考和探究的方

向。夏雪梅认为驱动性问题就是将比较抽象的、深奥的

本质问题，转化为特定年龄段的学生感兴趣的问题。设

计驱动性问题首先要理清它的设计原则，笔者认为驱动

性问题的设计主要遵循五大原则：可行性原则、挑战性

原则、趣味性原则、开放性原则、主题性原则。

（一）可行性原则

设计驱动性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实际情况以及

课堂的实际情况，确保问题是可行的，最终是可以解

决的。学生实际情况主要指，设计的问题要依据学生

的实际水平，让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课堂的

实际情况主要指，要符合课堂的实际条件，要考虑到

课堂的可用资源，不能超出这些条件，否则设计的问

题可能就无法解决。例如，学习《孙权劝学》这篇课

文时设置这样的问题“假如你的同桌不爱学习，你会

怎么劝说？把整个劝说过程用文言文记录下来。”大

部分学生学习文言文都存在困难，更别说写文言文，

这一问题超出了学生的实际水平，即使学生最后能够

写出来，也会占用很多课堂时间，不具备可行性。

（二）挑战性原则

驱动性问题要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学生深度投入，

而不是表面的轻易就能解决的。

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理论认为学生的发展有两种

水平：一种是学生的现有水平，指独立活动时所能达

到的解决问题的水平；另一种是学生可能的发展水平，

也就是通过教学所获得的潜力 , 两者之间的差异就是

最近发展区。驱动性问题设计要符合学生的“最近发

展区”，为学生提供带有难度的内容，调动学生的积

极性，发挥其潜能，让学生形成高级思维，具有收集、

整理、分析信息等能力。

例如，教学《爱莲说》时可以这么设置驱动性问

题：“假如你是周敦颐，现在要参加一场诗歌朗诵会，

主题就是‘莲花’，你会怎么准备？”这一问题对学

生来说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学生首先要理解这篇文

言文的内容，理清作者的喜爱莲花的理由以及在文中

所表达的情感，其次要将文言文改编成一首现代诗歌，

最后还要将其声情并茂地朗诵出来。学生在解决问题

的过程中能够深度投入，积极思考，收集、整理、分

析信息的能力得到了提高。

（三）趣味性原则

驱动性问题要能够激发学生学习文言文的兴趣。

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联系学

生的生活实际，可以是生活中的两难问题，也可以是

具有争论性的问题。夏雪梅认为在事实型问题、概念

型问题和争论型问题中，争论型问题可以成为一种比

较有效的驱动性问题。争论型问题就是会引起学生争

议辩论的问题，这类问题很能激发学生讨论的兴趣。

但这类问题会占用较多的课堂时间，教师要把控好学

生讨论的节奏，不能让学生一直争论下去。

例如，教学《愚公移山》时这么设计问题：“文

中的‘愚公’是否真的‘愚’？说一说你的观点和理

由？”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学生可以说

“愚公”是真的“愚”，理由是他要移山这件事是不

现实的，人在山的面前是十分渺小的，移山会耗费很

多的人力财力物力，学生也可以说“愚公”实际上“不

愚”，理由是他这是一种敢于挑战自然大无畏的精神，

一种坚持不懈永不放弃的精神。这类问题既能够引起

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能够激发学生多角度思考，锻

炼学生的发散思维。

（四）开放性原则

驱动性问题是开放性的，不是仅凭“是”或者“不

是”就能回答的。

例如，教学《陈太丘与友期》这一课时，可以这么

设计“你认为元方‘入门不顾’的行为对吗？”这个问

题就是一个开放性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对”和“不

对”都有各自的理由。再比如，教学《诫子书》时，可

以设计“如果你是诸葛亮的儿子，你会如何做？”这个

问题就是需要学生结合课文内容去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观

点，每个人的行为做法都会有所不同，这种开放性问题

就会让学生走出思维定式，多方面多角度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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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主题性原则

驱动性问题一定是紧扣主题的，围绕主题设计，

与教学目标密切相关。问题要有明确的目的，是为了

达成某个教学目标而设计的。例如，在教学《陋室铭》时，

可以这么设计“试着画出你想象中的陋室，说说为什

么作者觉得‘陋室不陋’？”学生通过课文内容能够

知道陋室实际上很破很简陋，也能够将其简单画出，

而让学生思考作者为什么认为不陋这一问题，主要是

为了让学生体会作者洁身自好、不慕名利的生活态度。

总之，在设计项目化学习中的驱动性问题时需要

遵循这五个原则。

三、文言文项目化学习驱动性问题设计

张玮逸等人认为在项目化学习中，驱动性问题的

设计思路分为三种：争议导向、产品导向、角色导向。

争议导向就是设计争议性问题。产品导向就是要让学

生产出一个项目产品，有一个最终的结果。角色导向

就是为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角色，以解决问题或完成

项目。这三种设计思路不是单一割裂的，而是可以综

合起来的。

因此，可以在遵循驱动性问题设计原则的基础上，

结合张玮逸等人提出的驱动性问题的设计思路进行文

言文项目化学习驱动性问题设计。笔者从初中语文教

材中选取了两篇文言文进行了如下设计：

（一）七年级文言文《狼》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了解作者及其作品，熟读课文，理清故事的情节结构。

品味本文叙事简洁而又情节曲折、引人入胜的特点。

分析狼和屠户的形象，学习屠户勇敢机智地与邪

恶势力做斗争的精神。

【教学过程】

本篇课文项目化学习主要分五个步骤进行，分别

是确定项目主题、项目准备、项目实施、项目成果汇报、

项目评价。

1. 确定项目主题

这一环节，教师主要设计以下驱动性问题导入课文：

“假如你是一名导演，你们团队准备拍摄一部电

影，以《狼》这个故事为题材，你们将如何准备？”

这一问题赋予学生以一定的角色，学生要完成这

个任务必然要了解课文，理清故事的情节结构。

2. 项目准备

这一环节，让学生四人为一组进行小组合作。首

先教师要和学生明确拍摄电影的几个关键步骤：收集

资料、编写剧本、挑选演员、进行拍摄等。

3. 项目实施

如表 1 所示，小组合作依次完成各个活动任务：

表 1《狼》的项目实施过程

实施
步骤

活动 参考内容 教学目标

收集
资料

收集作者蒲
松龄的资料、
《聊斋志异》
的资料

蒲 松 龄（1640-1715）， 字
留仙，号柳泉居士，世称聊
斋先生，清代文学家。代表
作是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
志异》。
“聊斋”是蒲松龄书斋的名
称，“志”是记述的意思，“异”
指奇异的故事。作者将花妖
狐魅和幽冥世界的人物人格
化、社会化，充分表达了其
爱憎情感和美好理想。郭沫
若赞其创作“写鬼写妖高人
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了解作者
及其作品。

编写
剧本

朗读、翻译
课文；概况
段落大意；
扩充故事，
增加人物语
言、 动 作、
心理等描写

遇狼——惧狼——御狼——
杀狼
剧本设计格式：
场景一：遇狼
时间：傍晚
地点：路上
人物：狼 1、狼 2、屠户
内容：屠户动作、心理描写

熟读课文，
理清故事
的情节结
构； 品 味
本文叙事
简洁而又
情节曲折、
引人入胜
的特点。

挑选
演员

确定每个角
色的扮演者，
明确扮演者
要演出人物
的哪些特点

狼 1：同学甲
狼 2：同学乙
屠户：同学丙

分析狼和
屠户的形
象。

进行
拍摄

近景、远景、
特写镜头安
排并说明理
由

近景：惧狼、御狼（故事的
发展阶段）
远景：遇狼（故事的开端）
特写：杀狼（故事的高潮和
结局）
旁白：最后一段议论

理解课文
主 旨， 学
习屠户勇
敢机智地
与邪恶势
力做斗争
的精神。

4. 项目成果汇报

每个小组派代表汇报成果，汇报内容主要包括作

者及作品资料、剧本设计内容、角色扮演者、拍摄镜

头安排。

5. 项目评价

其他小组对汇报的小组的成果进行评价，要说出

优缺点。最后教师进行总结补充。

【设计说明】

艺术情境能够增强了学生的设计、想象、直觉等

创造性、批判性思维。电影属于生活中常见的一种艺

术表现方式，本节课的教学联系了学生们生活中熟悉

的电影，设计了这一驱动性问题，打通了文言文与真

实生活的联系，既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将学生

带入更加深广的思考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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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电影的了解可能比较表面，具体拍摄电影

要做哪些准备学生可能不太明确，因此在项目准备阶

段，教师首先给学生进行分组，再引导学生明确拍摄

电影的几个关键步骤，以便学生开展接下来的活动。

在项目实施阶段，为确保问题的可行性，教师

要将学生需要做的活动具体化，提出明确的要求，同

时提供一些参考资料，以便帮助学生完成任务。比如

剧本的写作不是本节课的重点，因此剧本设计环节，

教师要给学生提供相应的格式模板，让学生在模板的

基础上填写相应的内容。另外，参考内容只是仅供参

考，学生只要能说出合理的理由，设计方案可以有所

不同。

项目成果汇报阶段，主要让学生汇报作者及作品

资料、剧本设计内容、角色扮演者、拍摄镜头安排等

内容，同时让学生对成果进行说明。这一环节主要是

让学生在深入解读文本的基础上有自己的思考，锻炼

学生的想象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由于课堂时间有限，

表演展示环节将让同学们课后完成。如果条件允许，

可以选取某个片段请学生上台表演，比如杀狼这一片

段，让学生感受屠户的机智勇敢以及狼的阴险狡猾。

项目评价阶段是对全文内容的再次总结，学生通

过评价能够进一步把握课文的重点。

虽然这篇文言文的故事情节学生比较容易读懂，

但文言文的字词始终是学生需要掌握的重要部分。教

师首先要安排学生课文预习，让他们梳理课文的重点

字词，其次对字词的点拨要贯穿整节课堂，学生难理

解的字词要重点强调。另外，对于课文的分析理解也

要让学生回到具体的段落语句当中。

（二）八年级文言文《桃花源记》教学设计

【教学目标】

感受桃花源优美的环境、淳朴的人情，认识作者

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

【教学课时】

第 2 课时

【教学过程】

本篇课文项目化学习主要分五个步骤进行，分别

是确定项目主题、项目准备、项目实施、项目成果汇报、

项目评价。

1. 确定项目主题

这一环节，教师主要设计以下驱动性问题导入课文：

“假如你是桃花源景区的工作人员，现在要为桃

花源写一条宣传语。你会怎么写？”

这一问题确定本次项目的主题：为桃花源写一条

宣传语。

2. 项目准备

这一环节，让学生四人为一组进行小组合作。教

师首先要和学生明确宣传语的要求：语言简洁、表情

达意准确、突出要点、具有宣传性和鼓动性。其次，

明确学生的学习任务：了解这是一个怎样的桃花源，

确定宣传内容。

3. 项目实施

如表 2 所示，小组合作依次完成各个活动任务：

表 2《桃花源记》的项目实施过程

活动步骤 参考内容 教学目标

找出文中描写
桃花源的语句，
分析并概况桃
花源的特点。

景色优美、土地肥沃、风俗淳朴、
人民安居乐业、非同寻常有神秘
色彩

感受桃花
源优美的
环 境、 淳
朴的人情。

阅读工具书了
解文章的写作
背景，结合写
作背景，说说
第 2 段环境描
写的作用

写作背景：作者生活在晋宋易代
之际。东晋王朝极端腐败，连年
混战，人民备受剥削和压榨。
环境描写的作用：描写桃花源的
自然环境优美，人民生活安乐幸
福，反衬外界战乱频繁、社会黑
暗、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现实。

认识作者
追求理想
社会的思
想感情。

模仿示例，根
据桃花源的特
点，为桃花源
设计一条宣传
标语并说明设
计理由。

示例：义务献血的标语“真情流
淌，血脉相通”“民族在奉献中
崛起，生命在热血里绵延”；保
护耕地的宣传语“但存方寸地，
留与子孙耕”。

感受桃花
源优美的
环 境、 淳
朴的人情。

4. 项目成果汇报

每个小组派代表汇报成果，汇报内容主要包括桃

花源的特点、设计的宣传语以及设计理由。

5. 项目评价

其他小组对汇报的小组的成果进行评价，要说出

优缺点。最后教师进行总结补充。

【设计说明】

这是《桃花源记》第 2 课时的内容，在第一节课

的学习中学生已经梳理完字词，了解了文章的大意。

本篇教学设计主要通过设置驱动性问题来让学生感受

桃花源优美的环境、淳朴的人情以及理解作者追求理

想社会的思想感情。

学生对于宣传标语的要求可能不够了解，因此在

项目准备阶段首先要给学生进行分组，其次给学生明

确宣传语的要求，给学生一个明确的活动内容：了解

桃花源的特点。

项目实施阶段主要通过前两个活动让学生充分理

解课文内容，感受桃花源优美的环境、淳朴的人情以

及理解作者追求理想社会的思想感情。最后在理解课

文的基础上进行实践，设计宣传标语，这一环节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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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如何，加深学生对课文内容的理

解。尽管给学生明确了宣传标语，但学生对宣传标语

的写作还是比较模糊的，因此还要给学生出示一定的

示例，让学生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创作。

项目成果汇报阶段主要是让学生把设计的宣传标

语进行课堂展示，并让学生说出设计的理由。这一环节

实际上是展现学生思维形成过程的环节，教师能够通过

学生的设计说明更加了解学生的想法。有时候有些学生

的想法天马行空，教师无法理解，那么就要让学生说出

他是怎么有这种想法的，如此教师便可站在学生的角度

上思考，以便根据学生的情况调整自己的教学。

最后项目评价阶段同样是对全文内容的再次总结，

学生通过评价他人的成果能够进一步把握课文的重点。

总之，驱动性问题一般只设置一个贯穿整节课堂，

但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以解决其他问题为前提和基础，

这样学生能够在这一问题的驱动下深入文本，仔细探

究，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文言文项目化学习中的驱

动性问题设计可以综合产品导向和角色导向这两种设

计思路，给学生提供一个真实的角色，让学生通过小

组合作产出一个项目的产品。角色导向的驱动性问题，

赋予学生以现实生活中的角色，让学生更有代入感，

学生对文言文的学习也会少一点由时代差异带来的生

疏感。而产品导向的驱动性问题使学生不仅学习了文

言文知识而且锻炼了其他方面的能力，比如写宣传语

的能力、写剧本的能力等。不过，无论以哪种设计思

路设计问题，始终要围绕可行性、开放性、挑战性、

趣味性和主题性的原则，这样的驱动性问题才能切实

提高文言文的教学质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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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iving Problem of the Project Learning in Classical Chine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Song Longnu

Abstract: In the project learning of classical Chinese, driving problem is the core element, which shows classical 

Chinese knowledge in the form of problems and drives students to think deeply and explore actively.The design of driving 

problems mainly has five basic principles: feasible , Challenging, interesting, open, and thematic.This paper on the basis of 

driving design principle,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 oriented, role oriented driven design ideas for the design of classical 

Chinese project-based learning, mainly selected the unified version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materials of 

two classical text design,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hool teachers teaching, promote students to effectively learn 

classical Chinese.

Key words: classical Chinese in junior middle school; project learning; driving problem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