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4 ▲教育艺术

基于 STEAM 理念小学科学教学的探索

◎潘颖
摘要：本文笔者因 STEAM 教育的重要意义，开展基于 STEAM 理念小学科学教学的探索，基于实践提出 STEAM 理念

融入小学科学的三大教学策略，一是探究有效性的前提下，发展实践能力；二是课堂上积点成面，课外活动拓展开面；三

是着力于设计能力的培养，重视展示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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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教 育 就 是 科 学、 技 术、 工

程、艺术和数学的融合教育。为了让学生

在学习科学的过程中获得综合的知识、创

新的思维和使用的技能，更深刻地理解科

学技术的本质，科学技术教育专家提出了

STEAM 项目研究的学习方式。

2017 年新颁布的《义务教育小学科学

课程标准》中提出：“倡导跨学科学习方

式。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

工程（Engineering）与数学（Mathematics），

即 STEM，是一种以项目学习、问题解决

为导向的课程组织方式，它将科学、技术、

工程、数学有机地融为一体，有利于学生

创新能力的培养。科学教师可以尝试运用

于自己的教学实践。”可见国家这一顶层

设计中对 STEM 教育的重视。

小学科学是培养学生科学素养的重要

基础课程，小学科学学习是学生将来形成

科学思维模式的重要阶段，在科学教学的

实践中，将 STEAM 教育理念融入小学科

学教育中，融入数学、科学、技术和工程

学知识，并且通过选择具有趣味性的教学

内容，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乐趣，从而达

到高效的学习目的。

笔者基于课堂教学实践，提出以下三

条教学策略：

一、探究有效性的前提下，发展实践能力

STEAM 教育只是一种学习方法，与

小学科学地探究活动属并列关系，另外，

STEAM 教育方法运用的载体是小学科学

课堂，课堂的教学内容是教材，所以它不

能凌驾于小学科学课标之上，也不应该游

离教材之外。为此，原有的科学研究我们

要保持，而 STEAM 教育的特征之一就是

解决真实情境问题，即注重实践，这是原

来小学科学课堂所缺失的。现在的科学课

堂对学生提出更高要求：既要像科学家那

样去探究未知，又要像工程师那样运用已

知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我们在教学目标

的制定上既要保证科学探究的有效性，还

要兼顾学生实践能力的发展。如《杠杆类

工具》教学目标改动：将科学过程的“通

过实验认识到杠杆是否省力是由它的三个

点的位置决定的”改为“运用杠杆尺探究

杠杆的规律并会制作小杆秤”；将情感、

态度与价值观的“意识到不同种类的杠杆

有不同的用途，在不同条件下需要使用不

同类型的杠杆”改为“体会到收集数据的

重要意义，并意识到相互合作的重要性”；

将科学、技术、社会与环境目标的“理解

生活中熟悉的各种杠杆类工具的科学原

理”改为“理解生活中熟悉的各种杠杆类

工具的科学原理，并能运用原理设计制

作”。教学目标的改变引起课堂教学策略

的变化，这一变化既能保证科学探究的有

效性，同时兼顾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

二、课堂上积点成面，课外活动拓展开面

根据教材内容或学生课堂上的生成

性表现进行局部的学科渗透，不断地积

点成面，再通过课外或拓展性课堂进行

面的拓展。

如教科版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 3 课

《杠杆类工具》一课，课堂上学生已经掌

握杆秤的杠杆原理，拓展课时间让学生利

用钩码、一次塑料盘、棉线、一次性筷子

等材料设计制作可以至少称量 20 克重的

物体，完成后再让学生迭代升级，如何使

小杆秤承载更多的称重或者让小杆秤称重

更加精确。

STEAM 理念的点的渗透和面的拓展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学生创新思维的

发展。

三、着力于设计能力的培养，重视展示与

评价

《义务教育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明确

八个要素描述科学探究的学段目标：提出

问题、做出假设、制定计划、搜集证据、

处理信息、得出结论、表达交流、反思评

价。STEAM 教育总的来说具有六大特点：

一是具有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个要素；

二是以工程设计为主导；三是团队合作和

参与；四是关注现实问题，在真实情境中

学习；五是允许多个答案，结果不固定；

六是以学生为中心的主动实践。无论是科

学探究的“制定计划”还是 STEAM 教育

特点中的“工程设计”，它们都共同指向“设

计”，这是科学探究和实践活动的共同之

处。教师重视设计能力的培养，既能提升

科学探究的能力，也能发展学生实践能力，

可谓一举两得。

基于工程设计的 STEAM 教育是用科

学和技术设计和制作一个产品，经过团队

合作，反复讨论交流和产品迭代，最后分

享出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展示与评

价是不可避免的，展示可以使学生建构的

知识外显呈现，有效的展示可以促进学生

之间沟通，有助于学生的个人成长。评价

有过程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两个层面，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教师要提前告知学生的

评价标准，评价内容要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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