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青浦区关于落实《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

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实施方

案 
 

为贯彻落实《中共上海市委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

质量的意见>的实施意见》（沪委发〔2020〕3 号）等文件精

神，进一步促进本区义务教育改革发展，根据《上海市义务

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提出的目标

任务，特制定青浦区关于落实《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

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年）》的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进课程教学改

革，提高区域义务教育质量。深化“青浦实验”新发展，以

“从‘领会’到‘探究’—— 长作业设计与教学”项目为

基础，以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能力为导向，着力项

目化学习的实践与研究，促进义务教育学校教与学方式变革，

进一步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二、工作目标 

根据《上海市义务教育项目化学习三年行动计划

（2020-2022 年）》，按学段、学校有序探索和推进项目化学



习，通过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目的有机整合，探

索项目化学习教与学的新样态，高质量落实国家课程方案，

具体目标如下： 

1.构建市级实验校、区级实验校、区级后备实验校分层

提升的三级项目化推进机制，形成一系列项目化学习的典型

经验和案例。 

2.形成以“校长领衔、骨干先行、专家支持”的项目核

心团队，为区域项目化学习可持续发展提供队伍保障。 

3.建立健全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机制，积极探索培养学

生实际问题解决能力的途径和方法，通过渐进式的实践活动

为青浦区基础教育阶段创新人才培养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主要任务 

1.开展学习宣传，达成项目共识 

把项目化学习作为本区“十四五”推进义务教育教学改

革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领导，开展学习和宣传，充分理解

项目化学习基本内涵，达成基本共识，形成良好氛围。根据

区域和学校实际，通过主题学习、专题教研等方式，积极开

展相关实践与研究，促进教与学方式变革和教师专业成长，

激发学校办学活力。 

2.统筹区域资源，盘活项目资源 

    有机整合区域教师资源、课程资源和场馆资源，加强统

筹调配，发挥科研、教研等领域专家的引领作用，形成目标

一致，协同高效的合力。有效整合校外资源，用好校外项目

化学习专家力量，鼓励学校积极对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科普文化场馆、科技企业等各类社会资源，共建共享师资。

融入项目化学习设计要素，开展丰富的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

究。鼓励并支持教师参加相关项目化理论学习，提升教师项

目化学习设计与实施能力。 

3.开放项目平台，鼓励特色创新 

以学段、学校特点为依托，细化三类实践和研究项目的

区域架构。学校可以根据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认知特点与知识

结构，选择活动项目、学科项目和跨学科项目，开展项目化

学习的实践研究。各校应以项目为抓手，融合本校特色，选

好主攻方向，整合力量，重点突破某一类项目，形成具有校

本特色的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究案例。 

4.运用信息技术，推动因材施教 

统整信息技术等现代化手段，充分利用云计算、大数据、

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项目化学习研究，推进学

生个性化学习平台建设和应用，推动以自主、合作、探究为

主要特征的规模化因材施教。 

5.开展分层培训，满足教师需求 

定期开展项目化学习相关培训，构建立体多元、分层、

分类、覆盖全员的项目化学习培训体系。对尚未开展项目化

学习的学校与教师开展通识培训，对有一定项目化学习基础

的学校与教师根据实际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培训。在培

训方式上，优化培训内容，推动信息技术与教师培训的有机

融合，实行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培训。 

6.优选重点项目，提升研究品质 



以活动项目、学科项目、跨学科项目为主要载体展开专

题研究，探索项目化学习教与学的新样态。定期进行项目化

学习方案设计、实施案例等方面的评选，发掘各校优秀典型，

通过项目评选成果展示会、成果发表等方式推动项目化学习

在区域内的实施与发展，激发一线教师参与项目化教学的积

极性。定期针对典型案例进行研讨，优化项目化学习的主题，

博采众长，形成合力，提升项目化学习的效能与研究品质。 

四、推进机制 

1.行政推动，专业指导 

区教育局负责研究制定项目实施方案，统筹推进区域项

目化学习实践研究工作，做好组织协调和服务保障等工作，

推进长效机制建设。区教师进修学院要整合科研、教研、师

训等领域专业力量，成立项目专家组，加强研究、指导和培

训，及时掌握项目化学习实施的进展情况，总结推广好经验、

好做法，并研究分析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做好推动落实

工作并及时进行总结。 

2. 以点带面，滚动推进 

采取推荐和自荐相结合的方式，组织 2-3 轮区级实验校

申报，并推荐有强烈参与意愿、较好研究基础的参加市级实

验校申报。申报学校须提交学校项目化学习实验校申报表和

项目化学习实施方案，经专家组评议后，确定项目化学习的

区级实验校及后备实验校。市、区实验校（含后备实验校）

均须研制年度工作计划，提交年度总结。区教育局统筹专家

资源和社会资源，为实验校开展项目化学习实践和研究提供



专业培训和指导，并建立项目化学习项目管理制度和绩效评

价制度，对实验校项目化学习的实践进展和绩效达成情况进

行过程管理。 

3.交流展示，凝练成果 

定期组织项目化学习交流研讨活动，原则上每年举行

1-2 次全区项目化学习交流研讨或成果展示活动，实验校原

则上 2-3 年内在区级及以上平台上交流展示。区级层面将总

结提炼有关实验校的典型经验，形成具有可借鉴的项目成果，

通过项目成果展示会、论坛交流、成果发表等方式进行推广。 

五、保障措施 

1.专项经费支持 

统筹安排区教育经费，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市、区实验

校开展项目化学习实践与研究，重点用于相关研究推进、专

业资源引入、展示交流等支出，切实保障项目化学习的开展。 

2.课程安排支持 

基于项目化学习的基本特点，为相关实验校匹配一定弹

性的课时调配空间和更加灵活的课程教学机制，赋予实验校

项目化学习课时安排的自主权，激发教师参与项目化学习探

索实践的积极性和创新教与学方面的活力。 

3.教师发展支持 

经区级及以上教育部门认定，教师参加市、区项目化学

习培训，可计入教师培训的相应学时和学分。学校对积极参

与项目化学习实践并取得创新突破的教师，在绩效分配上予

以鼓励和倾斜，区教育局对表现突出的、提供优秀资源和经



验的学校和教师予以相应奖励。 

4.宣传推广支持 

    通过“青浦教育”公众号、各学校公众号、网站等多种

渠道展示实验校、后备实验校的项目化学习活动动态和典型

经验。在相关媒体和期刊上对项目化学习成果进行宣传报道，

在区级刊物上给予成果发表一定优先权，积极推动成果发挥

辐射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