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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2021年浙江省普通高中采用新教材，通用技术的教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教材更加强调对学生的“工程思维”

的培养，为符合国家新时代对于创新性、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高中通用技术的教育也需要紧跟时

代步伐的发展。“工程思维”是在系统分析、系统设计、系统优化过程中使最终结果最为有效的兼顾性思维。对学生进

行工程思维的培养是整个高中通用技术教学任务中的核心任务，同时也是高中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中的最为关键的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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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es and methods of general technology teaching 
【Abstract】With the adoption of new teaching materials in high schools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2021,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technology has 

undergone earth shaking changes. The new teaching materials put more empha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engineering 

thinking".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for innovative and compound talents in the new era and improve th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of the country, the education of general technology in high schools also needs to keep up with the pace of 

the times. "Engineering thinking" is a kind of thinking that makes the final result most effective in the process of system analysis, 
system design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Cultivating students' engineering thinking is the core task of the whole high school 

general technology teaching task, and it is also the most critical part of the core quality of the high school general technology 
discip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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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思维活动是伴随着生活实践活动进行的。所谓工程思维，

自然是工程实践主体的思维，而且是他们从事工程活动时的思维[1]。

近年来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如何培养高中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已

经成为整个教育行业的共识，通过实践活动加强高中生的工程思维

是必要的手段。在进行新教材使用的背景下，高中通用技术课堂的

教学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教学过程中以对高中生工程思维的培养

为教学目标，提高学生面对各种复杂问题的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

新精神。培养中学生的工程思维，不仅是国家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也是培养具有创新人才的需要。 

1  通用技术教学与工程思维现状 

目前全国只有浙江省把技术作为选考科目，其他省市还没有跟

进，随着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国家对人工智能行业不断投入，技

术学科变得越来越重要。技术是一门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学科，它

的主要任务是不断培养并提高中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发展中学生

的创新精神，弘扬了中华文明的工匠精神。它里面充满了多种多样

的探究性、设计性、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并通过设计分析、模型制

作、工艺实践、技术试验、方案构思、方案优化等多方面活动来培

养学生的工程思维，锻炼学生自主的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学生是课堂的主体，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过程

中要重点考虑增加学生对本节课内容学习的兴趣，但是往往许多教

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会忽视教学内容与生活情境相结合，甚至部分

教师仅仅通过课本中的图文对学生进行简单的讲解，致使整个课堂

教学也显得比较单调、枯燥、乏味，学生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因此

在整个课堂教学过程中针对学生工程思维的培养就没有体现出来，

整个课堂教学效果也大打折扣。 
我国著名“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先生曾经提出对建立思维科

学的构想，他认为人类知识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探讨思维的规律和方

法，并且对思维科学的基本原理、理论体系、结构框架提出了自己

的设想。1.在提出教育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工程思维方面的教育已

经面向大众化、普及化，工程思维的培养已经成为了我国新时代培

养中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关键部分。工程思维的培养应该从娃

娃就开始抓起，在日常的教学过程中通用技术教师要经常给学生创

造独立自主设计的机会，培养中学生的工程思维的能力，提高中学

生创新能力的发展。 工程思维的根本意义在于：它为人类在自身

活动中时时处处将自己当作完形意义上的主体提供了思维程序上

的支持。2.在高中通用技术学科的教学过程中，课堂的教学怎样慢

慢养成学生的工程思维是新课改重点关注的方向，这也是提高学生

学习兴趣的根本原因所在，接下来就该问题我就提出一些浅显的想

法。 

2  怎样培养中学生的工程思维 

西方发达国家在很早的时间里就开设了技术的课程，例如日本

在二战后就开设了技术课程，日本对技术课程的重视甚至在高中阶

段就把家政基础、生活技术等课程纳入必修课程的学分；美国在上

个世纪七十年代就把技术、数学、科学作为同等地位的学科；英国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把技术学科规定为国家课程必修的基础学

科之一；韩国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也很早开设了技术学科，它提出

了“设计立国”，因此韩国的汽车业、电子业、造船业处于世界领

先。许多人往往把通用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学混为一谈，其实通

用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是不同，职业技术教育是专攻一技之

长。因此通用技术的内容要紧跟最新的科学技术的前言，紧跟技术

的前进步伐。通用技术课程如果按照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教

学，只是按照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将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学生，不利

于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再者工程思维是抽象的，不同阶段、不同

地区的学生工程思维水平起点是不一样，通用技术教师如何因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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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帮助每一位学生提高工程思维水平就成变为了一个亟待解决

的难题。想要解决这个难题，我认为就必须先了解学生目前的学习

情况，再通过整个实践过程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因此我打算在课程

教学过程中设置一些问题情境，包含一些合理的、有趣的项目活动，

在整个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分组讨论，给学生提供所需场所、设备等，

必须时候对学生给予帮助，让学生充分发挥自己的空间。因此综合

上面所述，我会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上通过一个项目活动来完成教学

任务，教学过程分几个阶段，学生在参与项目活动中会不断发现问

题并不断解决问题，发挥学生积极主动思考，培养学生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能力。 

通用技术课程的教学模式与其他学科的教学模式具有很大的

差别，它是一门以设计、创造、制作为核心的课程，它包含模型的

设计、模型优化和设计评价等过程，意在培养学生的思维创造能力。

因此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大胆采用多种有趣的探究任务式模

式，想尽办法在课堂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教师也要根据学

生目前知识储备能力在教学设计时建立与之匹配的探究性的方案，

让学生自主或者小组团队合作形式完成任务，进而使学生在完成任

务后会对整个任务产生更加深入的总结与自我评价，并在完成任务

的过程中使学生逐步养成工程思维。 
2.1  形成性评价 

在整个通用技术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有许多种方式去了解学

生对问题的分析、思考的整个过程、尤其是学生完成整个过程后学

生也要进行相应的自我评价、找出设计过程的不足之处并吸取教

训，为今后的发展总结出了相应的经验。同时通用技术教师也可以

依据工程思维评价表的四个维度对整个过程中参与学生的思维水

平进行全方位的评价，使得通用技术教师更好的了解整个教学过程

中对学生工程思维培养的成效如何，学生对本节课的知识掌握如

何，学生对本堂课的学习兴趣如何。 
2.2  课堂观察与访谈法 

教师在新的教学模式开展后要积极参与学生在课程项目的每

一个实施阶段，必要时候要对学生作出指导并指出其方案的不足之

处，总结一些在教学活动过程中所遇到、感受到成功之处与不足，

这些都主要来源于每一堂课堂的影像记录和每一堂课的课下的笔

记记录，使我们在新教学模式下认真的对每一堂课进行课后反思和

课后评价。针对课堂上出现学生在实践过程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

题，以及课下教师与学生交流时学生在课堂上出现的问题，教师都

要对其认真分类整理，为今后的教学找出其相关经验，这是在新教

学模式下反思与评价主要方法之一。 

3  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与应对策略 

在高中阶段，因为学生自身的特点使其自身的工程知识水平还

有些不足，工程思维还有些欠缺，所以在课堂教学过程学生在遇到

和解决问题时会发生没有经过其充分的思考，导致最终的设计方案

没有达到学生自己的预期目标，进而使其学生在完成整个项目的时

候执行效率较为低下。生活中有些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过度以学

生为中心，在执行整个项目过程中教师让学生自行解决问题，教师

没有参与到学生的项目中，整个课堂教学忽略了教师的指导作用，

最终结果使其大部分学生的作品完成度不尽如人意，学生也没有在

小组团队合作中开启头脑风暴，导致整个课堂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主要问题的产生是因为高中学生自身的特点缺乏一些工程设计的

思维能力，在整个教学活动过程中学生并没有按照相应的技术规范

标准来进行。大部分学生在设计并搭建完建筑模型之后，并没有进

行全方位的检查、测试、优化和总结，最终导致了整个试验的最后

结果非常不理想。 

针对高中阶段学生工程思维水平不足这个问题，教师可以根据

“木桶效应”的原理提升学生整体的工程思维水平，在课堂教学过

程中教师应当首先向给学生系统地介绍设计相关方面的知识，再通

过和学生交流国内外各种工程失败的案例让学生具有风险评估的

意识，最后再让学生分组以团队合作形式进行动手操作，培养学生

团队合作的精神和实践能力。 

由于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学时间有限，在学生自主进行项目活动

过程中的时候，会有些学生缺乏团队协作精神，没有积极参与到项

目活动过程中，有时也会出现小组成员之间没有及时沟通和合作，

自己忙自己的，没有互相协作共同解决问题，导致缺乏分工合作的

小组便不能及时完成自己的设计与制作，致使整个课堂的教学目标

没有达成，学生也失去了相应的学习兴趣。 

在授课过程中，高中通用技术教师也要重点关注学生的小组团

队合作效果，这也是决定小组的项目活动成败的关键因素，小组内

部成员之间缺乏沟通必然会导致很多问题，最终导致失败也再所难

免。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课堂教学过程中通用技术教师应该

时不时留意并观察学生的小组成员之间团队合作的具体情况，在必

要时通用技术教师也要帮助无头绪的小组内部学生进行明确组内

分工，及时帮助动手能力差的学生完成组内任务，提高这类学生的

学习自信心，培养这类学生在小组内部之间的共同情感。 

4  结语 

在课堂教学任务研究过程中，通用技术教师需要不断的改进其

教学策略与方法，也要坚定不移的将探究式任务教学模式融入到日

常教学过程中，同时通用教师也要在教学活动过程中不断寻找出培

养学生工程设计思维、工程评价思维的有效方法，尽可能的不断提

高整个课堂的教学效率。通用技术教师在进行教学活动过程中也要

注意促进学生的小组团队合作精神，注意引导缺乏团队合作精神的

学生配合小组内其他学生共同完成任务，并提高这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同时通用技术教师也要适时地帮助有困难完成任务的学

生，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思考道路，建立起这类学生的自信心，最

终使其教学效果达到最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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