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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EAM 的小学科学项目式学习设计探究
——以《设计制作小赛车》为例

赵　畅　王　婷

（青岛恒星科技学院，山东青岛 266000）

摘要：本文选取教科版小学五年级中“设计制作小赛车”进行教学实践，以基于项目的学习模式，并运用 STEAM 教育，帮助学生整

合学科知识，引导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真实情景中的现实问题，发展学生探究能力，完善学生知识建构，培养学生科学素养，并为开

展 STEAM 教学活动提供一定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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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的课程标准中，强

调以核心素养为导向，倡导各门课程跨学科主题学习，培养学生

在真实情境中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STEAM 教育是一种

协助学生融合各学科知识，引导学生在实际场景中挖掘、分析和

解决真实问题。项目式学习（Project-Based Learning，简称 PBL）

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通过完成实际项目来提高学生

问题解决的能力。同时，在教育实践中，各学科之间的孤立现象

较为严重，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以将知识应用于实际问题。

本文旨在对小学科学教学过程中渗入 STEAM 教育和项目式学习，

为我国小学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实践案例。

一、教学内容分析

设计制作小赛车选自教科版《科学》教材五年级上册第四单

元的内容，是基于前人关于项目式学习和 STEAM 理念在小学科学

课程的研究理论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构建基于 STEAM 教育的

小学科学项目式学习课程。本文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选择了他

们熟悉的气球作为对象，让学生在亲手操作而非单纯理论学习的

情境中，综合运用科学、数学、技术、艺术和工程等学科知识，

并且可以协助学生融合各学科知识，引导他们在实际场景中挖掘、

分析和解决真实问题，提升学生探索能力，优化知识体系，塑造

学生科学精神。

二、跨学科目标设定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综合运用科学、数学、技术、艺术和

工程等学科的知识，帮助学生整合学科知识，以此实现本次课程

的教学目标。

表 1  关于“设计制作小赛车”STEAM 的教学目标

学科 学习目标

重点

学 科

科学

1. 认识反冲力、摩擦力等各种力，以及各种力学与运

动的关系；

2. 使用相关材料设计小赛车，同时，认真实验、收集

数据并解释实验的过程；

工程

1. 多次实验改进设计制作小赛车以找到最快速的设计

制作小赛车装置；

2. 体验团队合作和不畏困难的精神，尊重自己和他人

的劳动成果，培养积极参与探究的兴趣，激发创新意识；

技术

1. 掌握运用相关软件测试小赛车制作运行时间、展示

团队作品及查询相关信息的方法。

2. 发挥头脑风暴，结合生活实践，创造性的制作小赛车；

辅 助

学 科

数学 学会用“速度等于路程除以时间”的公式计算小车速度；

美术 对小组的设计制作小赛车成品进行美化装饰；

语文 对项目产品进行介绍概述；

三、教学环节设计

环节一：情景导入，提出问题

看一看：通过播放气球和动力小车的相关视频，吸引学生注

意力，激发学习兴趣。

玩一玩：邀请学生上台演示吹气球。

猜一猜：让学生预测气球松手后的动态。

验证：学生通过手势模拟气球的飞行轨迹，得出气球先上升，

后因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偏离原来轨迹的结论。

想一想：探讨气球为何会飞出去？

【设计理念】采用抛锚式的教学策略，围绕游戏过程产生的

结果提出疑问，激发学生的探索精神。同时，在这种教学情境下，

学生的好奇心得到满足，对相关的知识产生浓厚兴趣，进而主动

探索。

环节二：自主探究，合作交流

想一想：气球放飞后的运动原因，可以在网络上查找相关资料。

探一探：当气球在喷气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个向上的反冲力。

找一找：找一下生活中的小赛车原理应用，例如磁悬浮列车、

电动汽车等。

【设计理念】开展以实际问题为核心的科学探究项目，旨在

提升学生对科学的热情。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学生将深入了解

反冲力、空气动力学以及摩擦力的物理原理，并探索日常生活中

存在的反冲力现象。

环节三：设计制作，动手实践

认一认：了解各类材料，分析其在小赛车制作中的作用。

讲一讲：教师讲解设计制作小赛车的原理。

做一做：运用科学、技术等领域的知识，以合作交流的方式

进行小赛车设计与发射实验。

测一测：利用计算机和计时器等设备，记录小赛车行驶的距

离和时间。

写一写：并将设计制作小赛车的速度写到记录单中。

表 2  “设计制作小赛车”的记录单

尝试措施（可以

画图，也可以文

字描述）

原来距

离 m

现在距

离 m

是否增加行驶

距离√或 ×

分析距离变长

或变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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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反思 1：请画出气体运动方向和气球运动方向

反思 2：是什么使气球运动起来？又是什么原因使气球最后停止运

动？

【设计理念】通过科学探究和团队合作，突破小赛车各部分

结构连接的技术难题。主讲老师和三位助教老师将指导学生熟练

使用各类工具，提升基本技能自主操作和技术能力，从而有效实

现 STEAM 课堂中技术素养的融入。

环节四：调试优化，不断改进

改一改：对小赛车进行不断的改进，用多种方式进行改良，

让小车跑得更远。

测一测：对改进后的小赛车进行测试，处理数据，并记录测

试的速度。

想一想：小组成员运用智慧和专业技术工具，对小赛车成品

进行美化修饰，同时对小赛车的结构、最远行驶距离等方面进行

文档阐述。

【设计理念】学生进行第二次科学探究，运用多种技术手段

进行改进，逐步优化了小赛车的结构和功能，使小车行驶距离得

到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体验到了解决问题和优化的过程，

体现了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地位，教师则扮演着引导者的角色。

环节五：展示评价，拓展延伸

赏一赏：选拔团队代表对小赛车产品的研发过程进行演示与

介绍，同时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自我检讨和阐述。

想一想：①驱动小赛车的动力源除了气球反冲力，还有哪些

可能性？

②你还能想到利用气球能量创造哪些物品？

【设计理念】通过成果展示，学生有机会交流和分享他

们的学习成果，不仅提升了口头表达能力，也在展示和欣赏的

过程中让学生对技术工程方面的知识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在此

基础上，教师激励学生深入进行 STEAM 创新活动，探索技术

的扩展可能性，并发掘技术的深层潜力，进而促使更多创新的

STEAM 项目的产生。

四、为个别化教学所做的调整

针对不同学习水平的学生设计不同的教学内容。这样在课堂

教学中既面向全班，又面向小组；既有统一活动，又有区别对待，

是一种较为适当的教学策略。（如下表所示）

表 3  针对班级学生的不同水平进行的个别化教学

A 类 A 类为通过自主学习就可以完成任务的学生。课堂上，教

师会布置拓展延伸这一部分的内容。

B 类 B 类是介于 A 类和 C 类之间的学生，也是班级大部分学生

所处的位置。主要让他们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解决课堂上

教师布置的任务，在合作的过程中，不断地发现问题、探

究问题和解決问题。

C 类 C 类为学习能力暂时较为落后，教师要特别注意这一类学生，

需要教师更多的帮助和关系，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机。

课堂上，他们会跟随教师的进度，因此在课堂导入部分设

置了游戏的环节。

五、结语

本文旨在为我国小学科学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和实践

案例，以促进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从教学活动中，

可知基于 STEAM 的项目式学习在其中的应用，通过动手操作，学

生更易对抽象的知识产生兴趣，提高了实践操作能力和动手能力，

从而提升学习效果。通过小组合作，学生学会了与他人沟通和协作，

从而提高了学生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合作交流的能力。项目式

学习活动鼓励学生发挥创意，设计出具有个性化的作品，从而培

养学生的创新思维。项目式学习法在 STEAM 教育中变得越来越流

行，更加强调学生的实践和实际问题解决能力。

STEAM 教育将多学科融合，帮助学生们建立跨学科的知识体

系，培养综合素质，并且为以后开展 STEAM 教育提供了一定的借

鉴意义。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不足之处，如教学

资源匮乏、师资力量不足、课程体系不完善等。这些问题需要在

未来的研究中加以改进和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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