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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项目学习引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融合学科知识，萌发项目创新意识，在“边学边做”的基础上通过信息

化手段使用英语进行项目规划、协商、合作和汇报，从而明确“为用而学”的目标，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将语言知

识转化为技能，达到全面提升职业综合素养的目标。转型时期的地方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必须服务于学校应

用型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与定位，充分注重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以语言作为项目内容的载体，创新教学方法，

彰显课程在应用型人才培育中的渲染和熏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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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最新颁布的《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强调

充分挖掘大学英语课程丰富的人文内涵，实现工具

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统一。各高校既可以根据学校人

才培养规格和学生需要开设体现学校特色的专门

用途英语课程，也可以在通用英语课程体系内纳入

通用学术英语和职业英语等教学内容。对于应用型

本科高校而言，由于受到学生语言基础、师资和教

学课时的多重限制，大规模推进专门用途英语教学

的时机尚不够成熟。因此，依托我国现阶段高校良

好的网络和信息化环境，在教学设计中以项目教学

为载体，面向应用和创新实践，把体现工具价值的

专门用途英语内容融入通用英语课程体系不失为

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 

一、项目学习的渊源、内涵与研究现状 

西方教育界有两个并行的概念，基于项目的学

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 和 基 于 问 题 的 学 习

(Problem-based Learning)，都简称为 PBL，都是针

对改善传统课堂教学“知识灌输”“毫无生气”局

面而提出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正是因

为两者之间存在诸多共同点，通常在国内教学研究

领域被“混淆视听”，当作“项目教学”的同一个

术语。其实，前者源于 2 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做

中学”(Learning by doing)的实验主义观点，强调学

生自主发现研究主题、掌控项目的全过程和学科知

识的融会贯通。而后者则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加拿

大医学教育领域，侧重于学生在某一学科范围内依

托特定的问题，以解决问题为导向而主动学习知识

和获得技能[1]。本文基于应用型高校大学英语教学

现状，以语言为项目内容载体，选择在通用英语教

学中融入专门用途英语的内容，注重学科知识和语

言技能的整合利用，其研究内容显然是前者。因此，

后文论述中的“PBL”指“基于项目的学习”。 

项目教学是指课堂教学中教师引领和组织学

生实施 PBL 的一种教学模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围

绕某个具体的工作项目，充分选择和利用最优化的

学习资源，在实践体验、内化吸收、探索创新中获

得较为完整和具体的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专门

的技能，使个性得到充分发展[2]。一般项目教学体

现以下特征：①学生围绕项目主题构建新的知识体

系。②学生面对的是真实而具体的问题。③要求学

生利用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来解决项目中

的问题和任务。④强调协同合作，项目学习需要通

过实践体验、学习书本知识、考察调研等多种途径

来完成。因此，同伴之间、与教师或其他人之间的

合作努力显得尤为重要。⑤需要调动学生的多种情

感因素，诸如驱动力、激情、移情、创新精神和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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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⑥学习手段数字化、网络化[3]。总之，在贯穿

项目实施的各个阶段，驱动问题、批判性思维和研

究、分工合作、沟通、分享和使用技术手段都是非

常关键的要素。 

随着二语教学中内容教学法 (Content-based 

Approach)的时兴，以项目内容为载体的二语 PBL

教学日益受到关注。交际教学理念和“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观为 PBL 在二语教学领域的盛行奠定了

理论基础。二语教学中的 PBL 经历了基本内涵的

研究、理念探讨和模式构建等阶段[4]。研究的范畴

包括：①基础理论研究，例如学习动机、学习者自

主、有意义的语言输入与输出、学习者中心论等方

面的研究；②作用研究，通过项目实现语言知识与

技能的融合，促进学生合作学习、自主学习；③目

标分析，提高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精神、

创新能力、责任感、独立能力；④教师角色研究；

⑤课堂教学实践研究。其中以 Haines1989 年出版的

Projects for the EFL Classroom: Resource Material 

for Teachers 一书较具代表性，该著作的出版对在非

英语国家的英语教学实践中推广 PBL 产生了积极

影响[5]。国内 PBL 的教学和研究起步较晚，尚停留

在引进、仿效和探讨阶段。2000 年前后，南京大学

外语学院课开设的“综合素质实践课”就是让学生

完成“自选项目”和“必选项目”而达到“全方位

提高学生素质”的目的，课程涵盖了 PBL 的项目选

择、规划、实施、产品展示和评估的全过程，因而

被认为是在国内“首开项目教学应用于外语教学的

先河”。近些年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组织相

关院校依托《新视野大学英语》系列教材编写了“大

学英语项目化课程教学大纲”，通过通识教育网络

平台开展项目教学，标志着 PBL 在大学英语教学领

域的全面展开。与此同时，外语教育工作者开展了

大量的研究工作，研究成果主要是介绍或综述性的

论文，散见于各类教学期刊。例如，陆续有外语界

的学者发表 PBL 应用于写作、口语教学、专门用途

英语教学以及 PBL 本土化的利用与改造研究等多

个方面的论文，概述了国外语言技能整合训练教学

思路及其对我国外语教学的借鉴作用，期望项目

“成为学生进行思辨和创新训练的重要手段和盘

活学生已学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有效途径”[6]。 综观

国内 PBL 教改课题研究成果，主要围绕通过项目学

习实施学术英语写作教学展开，例如华东理工大学

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研究型高校本科生学术

英语素养发展模型研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项

目式学习模式的大学英语学术写作教学实证研 

究”[7]。近年来，也有一些地方高校依托信息化教

学和通识教育网络平台开展项目教学，虽取得了一

些成绩，但是研究成果级别较低，主要是一些校级

教改课题或经验性总结的论文，对 PBL 的理解并不

确切，不顾项目教学只是一种辅助教法的事实，试

图大张旗鼓地开展 ESP 教学，以项目学习替代其他

主流教法，甚至与任务教学混为一谈。笔者认为，

应用型本科高校由于受到学生语言基础、师资和教

学课时的多重限制，大规模推进学术英语教学的时

机尚不够成熟。因此，大学英语课程应当依托现阶

段高校良好的网络和信息化环境，在现行通用英语

的主流教学模式中镶入 PBL 教学内容，以语言作为

项目内容的载体，面向应用和创新实践，提高学生

职场环境下应用语言的能力，将服务学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目标落到实处。 

二、大学英语项目学习创新实践 

(一) 创新设想 

大学通用英语教材蕴含丰富的哲学思想、人文

理念和科技精神。但是，教材内容是相对静态的，

而学生对教学内容的需求是动态的。在新信息层出

不穷的年代，单一的教材无法满足学生的人格发展

和职业需求。因此，教师需要凭借信息和网络资源

充分整合教材内容，发掘教材中的实用题材，以项

目为“纽带”，联通和融合通用英语与专门用途英

语教学，推动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教学朝着培

养学生职场语言能力的目标迈进。具体的项目教学

创新目标与设想包括：①通过职场项目“串联”课

程教学中听、说、读、写、译各个环节，实现教材

内容、课程资源拓展、创新环节、团队合作、项目

评价等教学要素的联通。学生以项目为语言载体， 

“即学即用”, 解决他们在英文表达中词汇贫乏、

句子简单和题材空洞的问题，从而激发他们的创新

灵感和语言学习的热情，增强他们英语学习的自我

效能意识。②在项目规划、协调合作、资源获取和

成果演示的过程中充分依托网络资源和信息化教

学手段，探索课堂教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有

效途径，增加课堂教学的直观性，渲染课堂情景，

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和自主学习热情，增加语言学

习的新颖度，吸引学生提高语言输入与输出的频

率。③增强大学英语课程服务专业课程教学的意

识。逐步引导学生转变英语学习的“考证意识”，

树立技能意识与职业意识，让学生在参与项目时

“浸泡”于相对真实的语言环境中，通过自己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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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感知、体验和实践掌握语言应用的规律，在潜

移默化的环境下学习语言，体会到语言在完成项目

时的价值，从而真正意义上从“被动学习”向“主

动学习”转变。 

(二) 创新实践 

以 PBL 为纽带，在通用英语教学中融入专门用

途英语教学内容，以学生为主体，以完成职场任务

为先导，充分利用现代多媒体教学手段和网络资

源，模拟职场环境，探索能够满足学生职业性、实

践性、交际性和协作性要求的大学英语教学新模

式。具体内容和步骤包括：①项目规划：按照教学

对象分为两大类。针对基础专业的文理科学生，可

以依据大学英语教材单元主题模拟职场环境，设计

“实操型”语言交际任务。项目主题既可以源于教

材，也可以来自学生自己的生活经历。例如，在涉

及“旅游与消费”这一课文单元主题时，可以依托

教材语言布置单元任务，让学生就不同年龄旅游群

体的旅游偏好设计调查问卷，学生通过问卷星与微

信进行信息的发布与收集，最后分析原因，提出因

势利导推出旅游产品的对策。对于专业特色明显的

工科专业，学生根据自己的专业特点，结合自己的

兴趣和专长发现和选择项目主题。例如，鼓励计算

机专业学生设计小程序，电子专业学生研制遥控开

关，化工专业学生完成一个简单而又生动有趣的化

学实验。教材只是语言范本，起着语言支撑作用。

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利用教材或网络资源中的语言

素材，帮助学生创设主题情景，搭设项目平台，触

发项目灵感。②项目职责：项目实施无疑是落实

PBL 教法的核心和关键，它既是对学生实际操作能

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历练，也是对教师指导项目教

学能力的考验。项目实施阶段在课外执行，教师的

任务是鼓励和监控学生使用行业特色英语讨论项

目分工，落实项目责任，确立项目方案，相互协作，

相互交流，直至完成项目任务，同时提供必要的语

言帮助和指导。在项目进程中学生需要明确项目实

践的意义是为了巩固语言学习的成果，他们的职责

是以语言学习为目的完成项目任务的全部过程。因

此，他们需要比完成常规项目更多地进行语言交

流， 需要针对项目语言模块进行循环复制、模拟

利用，将项目的程式化语言转变为自己的语言，彰

显语言学习的效果。③项目实施、演示与信息化手

段的利用。由于 PBL 实施的大部分内容在课外进

行，课堂教学只负责项目的源头和收尾阶段，即项

目的规划与成果展示。因此，PBL 淋漓尽致地展现

了自主学习的理念和合作学习精神。现代社会的自

主学习、合作学习模式都与信息技术和网络资源的

充分利用一脉相承。信息化时代为外语教学提供了

全新的学习方式和前所未有的丰富资源。项目的实

施依赖网络与信息技术的支撑作用。在项目实施的

全部过程中，学生既需要充分利用网络获取项目资

源，又需要网络社交平台交流信息，分享项目成果，

同时也需要相关图文和视频工具对项目成果涉及

的专业知识、方法介绍和操作步骤进行数字化处

理，形成图文和视频文件，增强项目成果演示的直

观性。首先利用好合作学习工具。师生通过因特网

使用微信、QQ、电子邮件等社交软件交流和探讨

项目合作内容。其次利用好搜索工具。学生使用百

度、雅虎以及其他站内搜索引擎获取项目资源。最

后是利用好呈现和演示工具。学生通过图片、视频、

动画、制图工具呈现项目内容，通过 PowerPoint、

电子论坛及社交软件等多种方式展示项目成果。正

式汇报之前，小组成员可以使用 QQ 交流群、讨论

组或者微信群等方式对小组成果进行预演。预演中

每个成员都必须参与，汇报自己的成就，也可以对

整个项目成果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每个组推选一到

两名学生在全班进行 PPT 汇报演示。 

(三) 创新管理与评价 

项目内容主要是由学生在课外自主完成。因

此，项目完成的质量是否达到的语言学习目标取决

于学生的学习自主意识和项目过程中的交流与协

作。相对于英语学习项目而言，项目本身只是一种

载体作用，关键的教学效果在于项目完成过程中的

语言交流和文案写作。为了保证项目的实施达到预

期的语言教学目的，教师需要利用现代信息手段对

项目进行一定的远程管控和语言指导。例如，教师

可以组建或申请加入学生的项目微信群和 QQ 聊天

组，进而适时关注项目的进展和学生的交流情况，

必要时提供语言帮助，发布项目语言交流的样本、

范例，同时提醒语言使用规范。这样，一方面教师

可以监控和管理项目的实施情况，避免项目教学流

于形式。另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关注项目评判项

目小组人员的表现情况，为项目评价保留一手资

料。为了形成激励机制，通常将项目评分拉入学生

的学业成绩。权重分值实行小组评分和教师评分相

结合的原则，从而保证客观公正。首先小组长根据

本组人员的贡献评出每个项目成员的个人得分，然

后教师评定小组项目分。学生完成项目的成绩可设

定为个人分与小组分均乘以一定系数之后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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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学习案例设计 

(一) 项目来源 

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地方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

型的需要和大学英语教学服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韶关学院和重庆科技学院等地方高校联合编

写了《大学创新英语》系列教材，该教材共分三册，

已于 2018 年 8 月开始陆续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发行，交付多所地方高校试用。教材贴近时代，贴

近人才市场的需求，贴近人的生存发展需要，无论

是选材内容还是编排技术都融入了当代职业素养

教育元素，体现项目教学特色。教材《综合教程》

第一册第七单元介绍了澳大利亚自驾游行程路线

以及新加坡旅游攻略。广袤的澳大利亚大陆从沿海

到内陆，从浩瀚的沙漠到静谧的原始松林为兴趣不

同的自驾游爱好者提供多条线路选择；东西文化交

汇的新加坡是都市旅游圣地，聚集了众多充满欧亚

风情的旅游景点，满足游客的猎奇心理和多样化需

要。单元体裁属于旅游广告形式的应用文体，句式

结构规范，语言程式化特征明显，是优质的语言范

例材料。学生从主题阅读和范例学习中可以感受到

不同人群有不同的旅游偏好，因而滋生模仿欲望，

萌发项目意识，产生项目规划和设计的冲动—— 旅

行社需要根据顾客的需求进行市场调研，推出满足

不同兴趣顾客需要的旅游产品。 

(二) 项目方案 

项目参与人为韶关学院旅游管理专业大学一

年级学生，他们在第一个学期已修完旅游学概论、

旅游心理学和旅游经济学等专业基础课程，对旅游

市场营销有一定认识。现在要求他们根据《大学创

新英语》第七单元主题，结合专业学习体会分别规

划针对不同社会群体旅游偏好的调研活动，如大学

生、教师、公司职员、老年人等。项目以 5 至 6 名

学生为一小组的分组学习方式进行，要求小组人员

有明确分工，项目汇报阶段提交调研报告和 PPT 演

示文稿。 

(三) 解决问题 

学生建立项目微信群，项目组长为群主，邀请

教师以普通人员方式进入该群。教师一般不参与组

群讨论，只负责提供语言帮助和履行跟踪监督的职

能。微信群的工作语言为英语，以书写或语音输入

的方式进行交流。教师负责提供课文中涉及项目实

施的英文关键词语，如 travel modes(旅游模式)， 

package tours(背包游)，self-drive tour(自驾游)，

hiking(徒步)， itinerary(行程)，destiantions(目的地)， 

travel preference(旅游偏好)， travel personality(个性

化旅游)等术语，以便学生在英文网站中搜索有关定

义和解释，并模仿性地使用网络文本中地道的语

言。学生通过问卷星设计和发布调查问卷，内容涉

及被调查人群的旅游兴趣、目的地选择、旅游类型

和交通方式等相关要素，并适时收集数据，在微信

群进行讨论和分析，据此撰写调查报告初稿在群体

发布，如无异议则准备提交定稿，并约定时间在课

堂演示项目成果。 

(四) 评价与反思 

评价包括教师的评价、学生自我评价以及全班

学生的集体评价。对学生而言，项目学习收获与否，

重在反思。每组学生根据自己的调研项目归纳分析

出特定人群的旅游偏好，进而明确他们旅游方式的

选择，以便旅行社有针对性地推出产品。例如大学

生富有挑战性，喜欢具有冒险性的骑行和背包游；

老年人由于年龄和健康因素的限制，趋向于选择比

较有安全感的团队游。通过对自己项目的评价与反

思，学生对自己的专业意识进行自我培育，逐渐获

得职业认同感。在英语学习方面，学生把课文中的

词汇、句型和搭配方式进行了一次仿真的大演练，

进一步巩固了语言知识和提升了语言技能。尤为重

要的是，学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体会到学习语言

会传导一种愉悦的情绪体验，从而增加学生学习语

言的自我效能意识。 

四、结语 

PBL 以学生为中心，强调小组合作学习和对真

实任务的探究，体现了建构主义、实用主义、发现

学习和案例教学等诸多现代的教学理念，无论从目

标驱动、内容设计和成果分享以及教师和学生的角

色定位等诸多方面都切合新形势下多层次、多模式

的大学英语教学理念。毋庸置疑，将 PBL 教学理念

与方法引入大学英语教学有利于发挥以下三个方

面的教学协同效应：①项目处于教学中心，学生围

绕项目对接专业知识；教师以主题项目形式引入真

实语料，创设仿真业务场景，或者运用计算机、网

络技术等模拟职场情景，提高学生的职场交际的语

言综合应用能力，从而从真正意义上体现英语“做

中学”的职业教学特色。②在 PBL 模式指引下,教

师改变传统英语教学聚焦于语言知识传授的模式，

向学习者提供专题任务以及协作交流的指令,强调

通过学习者主体性的探讨、研究、协作来求得问题

解决，从而提高学生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和

运用信息的实践能力以及培养良好的创新意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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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作精神，进而使学生体会到项目成功的成就感，

提升学习的自我效能意识，培养终身受益的自主学

习能力。③PBL 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和学生的

角色定位。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演变为学习材料的

提供者、项目实施的指导者和促进者以及项目终结

的评估者。学生在项目规划和实施中起着主导作

用，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可能优于教师。这样学生

可以摆脱对教师的过分依赖，减轻学科专业知识给

大学英语教师所带来的压力。同时，教师作为项目

合作者和帮助者，通过与不同专业学生的互促互进

丰富了专业知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传统意义

上的大学英语教师向专门用途英语教师转变，缓解

一般应用型高校面临的专门用途英语师资匮乏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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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based learning leads students to integrate subject knowledge in English learning, to germinate the 

awareness of project innovation, and to carry out project planning, negotiation, cooperation and report of the project 

results in English by mean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n the basis of “learning by doing”, so as to clarify the goal of 

“learning for use”, and in this process gradually transform language knowledge into skills and attain the goal of 

improving th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ies. In the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ust serve the overall goal and orientation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content of the course, take language as the 

carrier of the content of the project, innovate the teaching methods, and highlight the function of rendering and 

edification of the course in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Key Words: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project-based learning; College English; subject knowledge; language 

carrier; innovative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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