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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教育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其中科

学（S）在于认识世界、解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

技术（T）和工程（E）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

上改造世界，实现对自然界的控制和利用，解决

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数学（M）则作为

技术与工程学科的基础工具。科学是 STEM 教

育的重要组成部分[1]。在科学课堂上开展 STEM

教育不仅能有效拓展科学学科的教学内容与资

源，也能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提供

更好的平台。

在小学阶段开展 STEM 教育，需要考虑小学

生的特点。STEM 教育倡导从多学科角度看待与

分析问题，并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真实问题。而

以小学科学课程为载体，基于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设计和开发 STEM 课程，更容易契合学生的发展

水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基于课程标准

的 STEM 教育也是对科学课堂的深化和拓展。

STEM 教育强调基于真实问题情境，学生面临的可

能是劣构、复杂的学习问题，需要把问题转化为

可操作的项目，而学习也将发生在解决问题和完

成项目的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像工程师一样

思考、设计和制作。

一、深挖教材，创设真实的劣构问题情境

STEM 也可以视为一种以项目式学习和真实

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学习方式。问题是跨学科知识

与技能的连接点，而真实的情境是学生进行跨学

科知识迁移的支架，因此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是

STEM 教育的开端。实施基于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的 STEM 教育，可以借助科学教材，思考教学内容

在实际生活中的应用，以及该部分内容可以结合

其他学科解决生活中的什么问题，通过这种方法

创设适合学生水平的劣构问题情境。也可以从生

活实际出发，依据课程标准，分析生活中的一些

具体问题需要用到哪些学科的知识来解决，设计

成适合学生探究的问题。比如，通过学习科学教

材中“声音的秘密”单元，学生了解了声音的产生

及传播等内容。在此基础上，可联系学生的实际

生活，开发“校园规划之防治噪声”的 STEM 课程，

使学生可以应用自己所学的有关声音的知识，解

决防治校园噪声的实际问题。再比如，在学习了

“有趣的浮沉现象”后，可以融合数学课“测量不

规则物体体积”的内容，探索测量不规则塑料玩

具体积的方法等。

二、恰当设计，提供深度思维的抓手

STEM 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是能激发学生深

度思考和创新思维，但这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

教师的有效启发，要有思维的抓手。针对学生问

题解决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教师要提供能支

持学生深度思维“攀爬”的抓手，使学生能在最近

发展区内开展学习并解决问题。所以，教师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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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恰当的解决问题的脚手架，这是开展 STEM教

育必不可少的。脚手架既能给学生解决问题提

供一定的思路，也是他们进行头脑风暴的依据。

比如，在“校园规划之防治噪声”项目中，可用思

维导图的方式帮助学生梳理不同噪声的来源以

及防治噪声的方法；在“搭建凳子”项目中，则可

以提供生活中各种各样的承重结构，给学生以

启迪。

三、合理选材，物化思维成果

基于项目式学习的 STEM 教育强调学生的动

手制作。通过制作，学生手脑并用，可将前期的思

考成果用实物的形式表现出来。在制作中，学生

将再次经历深度思考和思维碰撞的过程。在这一

环节，教师在选择制造材料时需要把握两个原则。

一是材料的适用性。要选用切合主题、易于操作

的制作材料，既能帮助学生简捷地物化自己的思

维成果，又可防止繁琐的材料分散学生的精力。

二是材料的多样性。应尽量提供不同种类的材料

供学生选择，支持学生以发散性思维解决问题，

并鼓励作品的多样化。如在“搭建凳子”的项目

中，教师给学生提供了牙签和水果软糖，学生只

能用有限的材料来制作承重模型。简单方便的制

作材料既能体现学生的设计思路，又可支持学生

不断修正与完善作品，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在“校

园规划之防治噪声”项目中，给学生提供了多种

多样的材料供学生选择，如各种绿植、吸声棉、彩

色卡纸、警示牌、建筑模型等，学生最后呈现的作

品也各有千秋。

四、灵活评价，指出努力的方向

STEM 教育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等特征，评价

学生的 STEM 素养或跨学科思维能力应采取更加

灵活的方式。过程性评价强调在完成任务或作品

的过程中评价学生的表现，注重评价学生的创新

能力、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STEM 教育评价

可以结合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以

更加真实全面地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就[2]。因此，评

价指标的设计很重要，通常包括两大部分。一是

对作品的评价，通过对学生作品表现的观察和判

断来评价学生的学习成就，凸显学生的思维成果

及动手制作的效果。二是对合作学习的评价，包

括成员学习的参与度与各自承担的责任。应在制

作环节之前就向学生展示评价指标（或量规），这

样可以为学生指出制作过程中努力的方向，知道

怎样做才算成功。如“搭建凳子”项目，用学生搭

建的结构是否能承受指定橡皮的重量来进行评

价；在“校园规划之防治噪声”项目中，用防治噪

声措施的数量作为主要的评价等。

五、自主展示，彰显学生个性

在 STEM 教学或活动中，自主展示通常是最

后一个环节。学生将以学习团队为单位讲解并展

示自己的作品。通过展示，学生要对团队的思维

过程以及成果进行说明，既可体现合作学习的成

果，又锻炼了表达能力。除了学生的自主展示外，

教师还可以通过启发性问题，拓展学生交流的深

度与广度。比如：你对这一作品的得意之处是什

么？你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什么困难？问题要能

够启发学生之间的深度交流，并为后续的团队学

习和合作提供经验。

STEM 教育在基础教育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已

经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在我国仍然处于初级阶

段。如何合理地设计与实施课程，使 STEM 教育不

流于形式并收到良好效果，仍需在不断实践中进

行探索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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