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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小学 STEAM 教育是目前小学教学优化的重点内容，依据现阶段

小学教学情况为基础，结合近年来小学 STEAM 教育的特点，本文主要

分析小学科学教学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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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AM 教育理念 早是由美国政府提出的教学观点，为了
提升美国 K12 有关科学、技术、工程以及艺术、数学的教育。 
STEAM 的原身是 STEM 理念，其中包含了科学、技术、工程以
及数学。支持学生在科学、技术以及工程、数学领域中不断发展，
培育学生的综合素养，以此提升其全球竞争力。现阶段又融入了
艺术，促使其更为全面。现阶段，STEAM 教育中国教育事业中
得到了有效的推广，本文主要分析 STEAM 在我国小学科学教学
中的应用。  

一、创造学校特色课堂，关注科学知识之间的融合  
科学教学在一定意义上融入了儒家文化推出的“格物致知”

的学习精神。由此，学校在创造特色课堂教学形式的过程中，主
要是以学生为重点，以实验探究为基础，将获取解决问题答案为
学习动力，促使学生结合理解知识获取更多的“智慧”，从而提
升实际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这一过程的学习是学生自主研究或
者是教师指导下，促使学习工作依据这一路线构成新的��题，
以此不断循环，优化学生的能力。  

特色课堂教学形式将学习知识与现实结合到一起，促使学生
自主分析其感兴趣的话题或者是与生活相关的项目，在实际研究
的过程中获取有关科学或者是跨越科学的知识。例如，教师在引
导学生认识“大自然”的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设计情境，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结合有关的回忆，集中学生的注意力，并且将
班级学生划分为多个小组，一起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终整合
经验，提出正确的应用方案，以此为未来生活应用提供依据。其
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点：第一，情境驱动，结合情境激发学生对现
阶段温室效应相关问题的学习兴趣；第二，启发学生从生活现象
中回忆更多的情境，并且提出问题；第三，小组分析。学生自主
结合素材动手设计实验，并且操作；第四，结合分析学习成果，
分析问题；第五，整合归纳，分析实际全球变暖构成的原因和解
决方案；第六，应用知识，分析生活中可以降低温室效应的方案。
在问题解决之后，教师可以为学生展示我们与生态环境之间和平
共处的美好场景，以此培育学生热爱生活和珍惜自然的观念。在
整体课堂教学工作中，STEAM 教学理念融入其中，教学工作有
效实施，学生不但可以获取知识技能，还可以得到情感的影响，
促使获取的知识和技能引用到生活中，以此提升自身的综合素养
和创新思维[1]。  

二、重新构建风趣的第二课堂，注重 STEAM 教育实践操作  

STEAM 教育需要依据教学研究实际结果，对于学习情境实
施研究，促使学习问题可以同真实学习情况彼此结合，不处于分
离或者是单一结合的情况下。例如，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种植”
知识的过程中，可以以母亲节为例，在这个节日里每一位同学都
要为自己的母亲送上自己的礼物，教师可以让学生利用树叶设计
精美的贴画，从而送给母亲当作节日礼物。教师指导学生自主动
手获取树叶，结合裁剪、拼接以及绘画等形式进行创造，学生在
创作过程中非常的认真，并且作品中包含了学生真挚的情感，展
现了母亲在学生心中的形象，知性、美丽、拥有力量的伟大母亲
形象[2]。这样的科学教学课堂不但可以让学生在制作礼物的过程
中感受到大自然的奇妙，还可以在实践操作中优化自身的科学技
能。  

三、引导学生参与科技比赛，培育 STEAM 综合素养  
STEAM 综合素养的提升不但要依据单调的课堂教学来进

行，就还要结合项目和问题来实施，学生自主分析和操作是
STEAM 教育实践的重点。例如可以鼓励学生参与到当地的机器
人模型比赛当中，通过几天的比赛，大家一起比拼创意，创作出
不俗的作品，小学生在设计机器人的造型的时候培养出他们艺术
素养，设计机器人组件的时候体现出他们的数学素养，在实现组
装的过程中可以培养他们的工程素养。  

结束语  
总而言之，小学 STEAM 教育特色的构成需要具备一定的时

间，其需要成为标准化的文化活动和特色活动一直发展下去。由
此，小学的特色发展需要结合现实进行，设定可持续发展的活动，
并且将 STEAM 文化融入到校园文化建设工作中，在校园各方面
中展现出 STEAM 教育的文化色彩，促使全部教师、学生以及家
长将这种科学理念融入到自身的生活和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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