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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是创新型国家的根基,如何通过创新的教育模式推动教育创新、培养创新人才受到社会

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STEAM 教育因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协作学习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素养上巨

大的潜力,引起了学界的热烈探讨、教学一线的积极尝试。可以说,STEAM 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在

改革上的战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开展了STEAM 教育活动,因为通过实践检验,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

学生的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适应未来社会的关键能力。目前我国的STEAM 教育正处在起步阶段,全国

各地的中小学均在尝试开展STEAM 教育,教育部也出台了相关的政策纲要,鼓励开展STEAM 教育。但

是目前来说,很多学校对于为什么要开展STEAM 教育还不是很清楚,即便是想开展STEAM 教育该如何

去做也是一道屏障。本研究通过梳理STEAM 教育的国内外政策规划、相关理论和经典案例,并结合前期

研究对我国中小学开展STEAM 教育教学活动的访谈,对中小学开展STEAM 教育的主要构成要素和子要

素进行解析。提出学校开展 STEAM 教育,可考虑以整体式、嵌入式以及社团式三种不同模式来进行

STEAM 教育活动,在整体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具有培养潜能的学生,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导,最终通过参

加各级各类比赛来展现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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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EAM 教育开展的背景

STEAM 或STEM 教育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在改

革上的战略选择,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开展了STEAM 教育

活动,因为通过实践检验,这种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核

心素养,使学生具有适应未来社会的关键能力。美国很早

就提出了STEAM 教育,将STEAM 教育与课程教育有机

整合,并重新制定了科学学科的教育框架和教育标准;英
国政府颁布了“科学与创新投资框架”,建立了国家科学学

习网络,确立了国家级STEM 示范活动,并启动了国家科

学技术大赛和高等教育STEM 计划;德国自上而下搭建

了STEM 教育战略框架,将促进STEM 人才培养写入国

家发展战略;芬兰以“数学和科学教育项目”为代表促进

STEAM 教育发展。在世界主流的推动下,我国也发现了

STEAM 教育开展的重要意义,出台了一些相关的政策和

规定,鼓励学校积极探索STEAM 教育、编程教育、创客教

育,提升此类教育的重要性,要求全国从小学一年级起就

开设此类课程,并且要与语文、数学课程一样,成为学生重

点学习课程。同时,参与 STEAM 教育的教师要积极探

索,深入研究,从低年级开始将多学科知识重构,最终形成

“新”的内容,有助于学生养成创新性、综合性、发展性思维

习惯。

2　STEAM 教育核心理念

“STEAM”是什么意思呢? 在“STEAM”中所包含的

五个英文字母,分别代表着五个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分
别 是 科 学 (Science)、技 术 (Technology)、工 程

(Engineering)、人文艺术(Arts)和数学(Mathematics),
而STEAM 教育在STEM 教育的基础上加入艺术、社会、
文学、历史等学科领域的内容,强调跨学科学习,强调多学

科范围的整合与创新。我们应该清楚一点,STEAM 教育

不是指的某一门学科,也不仅仅是五门课程的简单的知识

融合,它代表了一个教育理念、一个领域、一个课程群、一
种能力和素养。STEAM 教育将引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

向,将成为教育界的一股新势力,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式,为
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基。

3　STEAM 教育开展目的

举世闻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曾就教育发表过这样的

言论:“教育就是当一个人把在学校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

下的东西”。对于这样的言论,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现在所

做的教育,到底要让学生学会什么? 通过不断的学习,学
生最终又能学会什么? 当他步入社会之后,哪些知识又能

为他所用? 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一时半会也无法给出合

适的答案,我们不妨先来认识一个词语———核心素养。
那什么是核心素养呢? 其实,所谓核心素养就是指学

生应具备的一些必要的品质和能力,这些能力使学生可以

更好的融入这个不断改变和发展的社会当中,促进个人的

不断发展。而这些能力不仅仅是指所获取的知识,还应包

括个人生涯规划与发展、家国情怀、合作探究、创新实践

等。重在培养学生在复杂环境下,如何运用所学的知识和

技能,来更好、更合理的解决实际生活中产生的问题,在解

决问题过程中继续深入学习、探究、实践,最终促进个人的

全面发展。不难看出,其实核心素养就是一个人把在学校

所学全部忘光之后剩下的东西,这也就解释了到底什么是

核心素养,再往大的说,这其实就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而我

们要培养的就是这样的具备核心素养的学生。
以不同的项目为切入点,在完成项目的过程中实现知

识的迁移,从而培养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这样的描述中,我
们不难看出,所谓STEAM 教育,就是在培养和提升学生

的核心素养,而这些也是一个学生要适应社会发展所必须

的关键能力。

4　如何架构STEAM 教育开展模式

STEAM 教育的设计理念是所有学科都能够而且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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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要彼此关联,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够对真实世界获得整体

的、相互联系的知识。目前我校针对STEAM 教育的研究

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了,根据教师的教学能力以及学生的

学情,在学校尝试以整体式、嵌入式和社团式三种不同模

式来开展学校的STEAM 教育,实现了全校范围内开展

STEAM 教育,在整体普及的基础上,发现具有培养潜能

的学生,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导,最终通过参加各级各类

比赛来展现学习成果。以这样的模式开展STEAM 教育,
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提升学生的探究精神和

创新能力打下坚实的基础。

4.1　整体式

1~6年级每班每周在课表上固定时间进行STEAM
课程项目学习,培养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小

学一年级开设有“魔幻泡泡秀”;三年级开设有“设计抗震

小”;五年级开设有“设计垂直农”。二年级开设“风筝”课
程;四年级开设“计时器”课程;六年级开设“桥”课程,这三

门是以“一带一路”的理念为契入点,将古代科技融入到

STEAM 教育中,通过课程学习掌握古代的科学技术,并
将其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最终融入现代科技来呈现效果,
这样不仅是对我国古代文明与科技的传承,同时也能够更

好的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促进学生合作探究能力的形成,最终实现

对学生的全面培养,从而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4.2　嵌入式

STEAM 教育理念不是一门孤立的学科,它的教育理

念讲的是学科融合,我们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这五门课程,
应该将STEAM 的教育理念渗入到各个学科教学当中。
嵌入式的STEAM 课程内容应从教材中选取,根据某一个

知识点结合实际进行研究,提出一个具有科学意义的设

想,例如,科学教材中有关于“磁现象”的内容,我们可以将

其进行拓展,提出“制作指南针”的课题要求,让学生充分

运用所学知识,设计指南针的制作方法,再按照工程设计

流程完成整个项目,记录整个过程,最终呈现出作品。同

时也不局限于这一个点,引导学生发散思维,制作与磁现

象有关的科学小制作小发明,并在课堂上进行展示,提高

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我们初中的物理、生
物、化学等课程,也能从中选取一个知识点作为切入点进

行研究,引导学生做一些小的项目,甚至我们的语文课、美
术课、体育课、音乐课等课程,都能从中选取一个或多个具

有科学意义的知识点,让学生完成一些小的项目,培养我

们的教师用STEAM 的教育理念来教授每一门课程,培养

我们的学生用学科融合的思维方式学习每一门课程。

4.3　社团式

为进一步深化STEAM 教育理念,完善课程体系,学
校秉着“STEAM 为本,创客为用”的思路,在原开设的

STEAM 课程基础上,开展各类创客主题教育教育,以创

客教育来带动STEAM 教育,为STEAM 教育找到一个合

适的“出口”,展现STEAM 教育的成果。目前学校开设有

乐高机器人社团、3D打印社团、编程社团、小小发明家社

团、航模社团、小科学家社团等,学生非常喜欢这样的课

程,学习积极性高,参与也性很强,让学生体会在玩中学、
在学中思、在思政做、在做中悟,对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

探究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同时,再这样的课程和

活动中,能够涌现出一些具有一定特长的学生,学校可以

进行深层次的培养,为后期参加各级各类比赛打下储备优

秀的参赛选手,也为学生提供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

5　结语

STEAM 教育在我校实施以来,不仅提升了教师教育

理念、教研方式、评价思路和教学技术的变革,更使学生对

学科的未来走向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学生兴趣培养和生涯

规划起到了良好的指导作用。同时,在课程不断的完善和

深化的过程中,进行过程性资料的整理的搜集,编写校本

教材,开设小本课程,扎实开展和推进STEAM 教育在中

小学的发展,为学生核心素养的提升创造优质的教育

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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