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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广大学习者创造更具活力和创新性的学习空间，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政府将加大跨

学科教育和创客教育[1]。2016 年，美国发布的《STEM2026:教

育中的创新愿景》要求全面普及STEM 教育[2]。经过长期发展及

融合，STEM 教育也增加了艺术学科（Art）转变为STEAM 教育，

且STEAM+PBL、STEAM+ 创客等新型的教学模式蓬勃涌现，推动

了跨学科发展。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和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开局之年，人民文化需求急剧增

高，但我国中西部等地区仍面临科创教育缺失的现状。本研究

依托大学生科创项目的跨学科实验成果，运用PBL和创客教育方

法，以支教的方式带到乡村课堂，推动乡村振兴，创新人才培育

和教育体制改革。

1  STEAM+ 理念的构建

在数字化时代，STEAM 教育、创客教育和PBL 教育相互关

联，且有各自的优势。STEAM教育思想核心为“跨学科”，并拥有

综合性、开放与动态性、回归性、实践性和丰富性的五大特点。创

客教育倡导的核心为“创造力”，而PBL教学法强调以“解决问题”

为核心，突出学习者基于现实问题的自主学习能力。

通过对相关研究的整合发现，现有各种教学理念所构建的创

新教育模式存在以下缺陷：教学理念和体系不完善、可实施性不

强，教学成效不显著。本研究将STEAM+体系融合知识扶贫理念，

提出教学设计全面、实践高效的支教科创教育模式。该模式以支

教为主要手段，将STEAM+教育与志愿支教服务相结合，从大学生

科创、STEAM+教学理念和反馈评价三大层面出发，鼓励有科创课

题的大学生到文化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科普教育，引导激发乡村

学子对科创学习的积极性，再重复此过程形成良性循环。该理念

迎合了国家的支教相关政策及各高校对大学生支教的鼓励措施，

将促进科学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减小我国科创教育的地区差

异，完善我国的创新教育体系。

2  STEAM+ 科创教育课程设计

科创教育课程均为大学生科创项目简化改编而成，本文以

“水下机器人的设计与搭建” 课程为例。

2.1 课程简介（教学目标）

运 用 国 家 级 大 学 生 创 新 创 业 项 目 “ 水 宝 ”

STEAM+理念下科创教育新模式的构建
——以水下机器人的设计与搭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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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STEAM+教育是一种基于STEAM教育，融合 PBL 教学法及创客教育的全新科创教育理念，旨在完善创新教育教学体系，
加强培养学生多学科素养。本文通过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案例，展示新理念下的教育逻辑和知识架构，从大学生科创、STEAM+教
育模型以及评估体系三环节得以展现，并在我国科创教育相对落后的地区进行实践。STEAM+与乡村振兴教育相结合，促进科学技术
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填补我国中西部及乡村地区创新教育的空白，同时培育具有综合素养的创新型人才。

【关键词】STEAM+；科创育；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上海市创新创业计划项目“STEAM+”理念下支教科创教育新模式的构建”（项目号：S202110264139），

2020年国家级创新创业计划项目和上海海洋大学骆肇荛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水宝”（项目号：G202010264045）资助项目。

（G202010264045）[3]，如图1，简化构建为“水下机器人设计

与搭建实例”课程，旨在通过资料搜集、电路搭建和程序编写三

个方面，引导中小学生动手完成简易水下机器人的全部设计，提

升学生思考、发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焊接、装配与编程实践

中实现动手能力及综合素质的提升。

(a) 水下机器人渲染图          (b) 水下机器人航行

图 1    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成果展示

2.2 课程架构（融合比重）

课程“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的架构从搜集资料入

手，如图2，通过互联网平台获取水下机器人相关资料，了解其搭

建所需的相关材料及电路元件；进而进行传感器和控制模块的电路

搭建，结合相应的电路和电子技术知识，绘制PCB板并完成相应零

部件的焊接；难度最大的部分在于编程实现整体运动控制和仿真，

根据核心板自带库函数的基础上进行运动算法程序的编写，极大地

锻炼了实践动手能力、编程能力及思考问题能力。最终进行外观设

计和整体调试后得到的水下机器人即为最终的课程成果，并在后续

可在水质监测、渔业养殖等认知领域帮助中学生达成扩展目。

图 2    “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课程架构



22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3)2021,3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2.3 创设认知情景与环境

课程“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预设以PBL 为导向的

在全水深工作领域进行水质监测工作，引发学生思考如何使水下

机器人在水域工作中保持姿态稳定并实现上浮下沉功能，具体情

境引入方式如下：（1）水下机器人的姿态稳定需建立简单的数

学模型分析其受力作用，并针对受力分析结果通过螺旋推进器实

现受力平衡，使得水下机器人能够在水域环境中达到稳态（图

3）；（2）在渔业养殖过程中涉及到对水环境多参数的动态监

测与调节，通过水下机器人实现水质监测与水质调节功能，提

高传统的人工测定及人工调节方式的效率，贯彻“保护环境”

基本国策，培养中小学生技术保护环境的观念。

(a)水下机器人 3D 打印  (b)水下机器人制作实物  (c)水下机器人 3D 制作

图3     水下机器人设计与制作实例

3  STEAM+ 科创教育实践

3.1 设计教学活动

“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课程，体现了“项目环节结构

化、层层分解学习目标”的教学思路。考虑到学生的学情不同，其

认知起点和经验基础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围绕重知识、重实践和

重思维三个认知目标，重构“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一课。

表 1       水下机器人设计与搭建实例差异化教学处理

3.2 多维度评价

调查基于项目组在安徽怀远县、上海海洋大学等开展的课

程活动，群体涉及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四个学段。问

卷结果以五级量表（1-5 分）的形式产出，结果采用各题的平

均分，如表2。共回收117 份有效问卷，男生52名(44.44%)，女

生65名(55.56%)，小学生26名(22.22%)，初中生28名(23.93%)，

高中生35名(29.91%)，大学生28 名(23.93%)。由结果进行信

度分析，Cronbach.α系数为0.984，认为数据可信度较高。

表 2    学生对“STEAM+”教育的态度和课程 问卷调查

总 结 ：

STEAM+教育模式是对原有教育模式的一次重大改革与创新，

旨在为国家培养出更具创新素质的高端人才，深度融合“创客

教育”及“PBL 教育”相关理念。基于STEAM+ 理念的科创支

教模式有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课程体系，结合降维后的国家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为各学段提供相应科创教育课程；本团队在怀

远县等的实践活动中，给乡村学子带来了前沿科技项目，在大

学课外科技学术作品和乡村支教中得到了良好反响，帮助学子找

到适合自身发展路径的项目。

STEAM+ 教育模式重视综合能力及科创素养的养成与发展，

是一套全新的、适用于各年龄段的、符合素质教育和“三全育

人”基本要求的先进教育模式，但也存在注重课程梯度设置

难、学生难以持续维持兴趣等问题亟需解决。在“十四五”相

关政策的支持下，STEAM+ 教育模式将逐渐走进大中小学课堂，

结合“互联网 + ”新模式开展广泛宣传教育，助力乡村振兴，

提供优质支教服务。STEAM+教育理念对于学生科创素质的养成和

个人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并将进一步影响素质教育的

变革，推动下一轮教育革命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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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 重知识 重实践 重思维

适用学情
未学习创新课程，
但热爱创新的同学

有扎实的软硬
件设计编程  

基础

有 STEAM 教育
学习 经历，有一

定的基础

教学处理

作为理论入门课
程，在兴趣的基础
上普及steam教学
理论，着重理解学
习科创基础知识，
强调从基础学科中
锻炼计算等思维

着重软硬件设
计实操，减少
用参考案例实
践数，体验从
建模、训练、
验证到应用的

完整过程

注重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

力；强化应用技
术的信息社会责
任和技术的人文

理解

指标 问题

态度

您是否参加过类似的创新培训课程?        
您是否希望继续参加“STEAM+”教育活动?     

您是否认为此类课程值得进一步推广?       
您是否愿意将STEAM+培训课程推荐给您的朋友?

效果

STEAM+培训课程对您的创造力有所提升?      
STEAM+培训课程让您收获了多学科知识?      
STEAM+教育有助于您更好地理解知识?       

STEAM+教育模式提升了您的学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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