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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BL 模式下幼儿 STEAM 课程开发设计研究
秦　赛

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教学研究室　陕西　高陵　710200

摘　要：本文首先对 PBL模式下的 STEAM教育进行概述，其次在分析幼儿认知水平和学情特征的基拙上，从微观教学层面
阐释如何开发设计幼儿 STEAM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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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科学、数学、语言等是孩子一出生就接触到的概
念，STEM 作为一种更优化的思维模式，从幼儿期开始学习
更有益。因此，对 PBL 模式下幼儿 STEAM 课程开发设计研
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一、PBL模式下的 S丁 EAM教育概述
（一）以学习者为中心
在 PBL 模式下的 STEAM 教育中，与传统教学模式所不

同的是学习者是学习的主体，教师只是学习者学习的辅助者、
引导者以及指导者，为其提供教学支架以及适时的帮助、指
导。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独立地进行观察、体验、感知、
探究、实验、验证、交流的过程，自定学习步调，自控学习
过程，获取大量丰富感兴趣的信息，从而提升自主探究能力。
教师可以根据项目的不同主题、学生的不同表现不断调整自
己的教学设计和项目的计划。
（二）围绕项目进行
项目式学习应围绕具体、明确的项目展开，其中的项目

既可以是一个需要几节课完成的大项目，也可以是被拆分的
几个小的项目。项目成果是整个学习过程的出发点与归宿，
推动着项目式学习的运行［1］。项目产品不拘泥于通常意义
上的实物作品，可以是用材料做成的被触摸感知的物体，也
可以是语言类、图片式、报告类等多种形式或它们的组合，
根据学生的认知能力和使用技术工具水平进行合理选择。
（三）以问题解决为导向
在 STEAM 教育中，情境的创设尤为重要，一个合适的

情境可以增进学习者对项目的感知程度以及情感反应，这个
情境既可以是一个问题，也可以是故事、场景、情境等。在
STEAM 教育的课堂中，整节课关注的重点不再仅仅是知识
水平的提升，而是强调学生在特定的情境下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提出假设、实验验证最终解决问题的过程。只有具备
在不同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学习者才能在未来激烈的竞
争者占据一席之地。

二、幼儿 STEAM课程开发设计
（一）确定主题
课程开发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项目主题。主题的选择是

STEAM 课程开发中及其重要的一个环节。一个好的主题应
该是来源于日常生活的，与生活实际中的客观事物有着密切
的联系。合适的主题可以激发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
者的科学素养以及问题解决的能力。教师应从现实生活出发，
根据儿童的学情情况，参考国内外 STEAM 教材，幼儿科学
教材等相关书籍，选择符合 STEAM 教育理念的主题，并根
据幼儿学情及主题的科学性、合理性及可操作性，对发现的
问题进行筛选以及进一步加工、设计、修改、完善。

主题一：胡萝卜高塔，选取生活中的常见材料——胡萝
卜、竹签等工具动手搭建胡萝卜建筑物，学生在搭建的过程
中了解三角形、正方形、立方体等图形的结构和特性（三角
形具有稳定性等）。创设情境，学生化身小小工程师，体验建
筑物的搭建过程，提升动手操作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以及团

队协作意识。
主题二：纸杯小台灯，参照生活中小台灯的结构，在教

师的带领下，学生运用实验材料包（雪糕棍、木棒、纸杯等）
动手组装纸杯小台灯，通过观看视频、教师讲解，了解照明
的发展史、生活中的灯，了解电池的正、负极，并学会安装
电池点亮台灯。本项目旨在提升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问题
解决能力，增强废物利用、环保意识。
（二）确定教学目标
1. 总目标
STEAM 教育注重培养儿童的动手创造能力，独立性和

批判性思维能力，团队协作意识，多学科的知识重构培养孩
子的创新实践能力，多维发展学生 STEAM 综合能力。

2. 单元目标
选择一个范畴较大的主题，以主题为导向，设计单元课

程，使学生能够从多个不同的角度深入了解该主题，循序渐
进、从浅入深、知识内化、相互联系，从而培养学生发现问
题、自主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

3. 课程目标
STEAM 主张从社会生活和真实问题出发，培养学生自

主探究、动手操作能力，提升科学素养、艺术素养以及团队
合作意识，引导学生拓展延伸，将课堂知识运用到现实生
活中。
（三）课程设计
1. 探究类课程
探究类课程强调学生独立地进行科学探究，在探究过程

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寻求方法、尝试解决问题，主张
“做中学”，在探究的过程中习得知识、技能以及问题解决的
能力。教学活动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引发思考、动手探究、
拓展延伸”这四个环节。

2. 制造类课程
制造类课程往往以“作品结果”为核心，整个教学围绕

工程、技术制造进行，强调动手操作，学生以制作某一作品
为目标，独立制作，在操作的过程中逐渐掌握知识、技能与
方法并获得情感上的升华［2］。教学活动可以分为“初步感
知、观看演示、动手操作、成果完善”这四个环节。

结论：综上所述，幼儿期又称学前期，是人格 \ 智力、
心理 \ 思维方式形成的起始阶段，是人一生发展的关键时期，
在幼儿阶段开展 STEAM 教育，不仅有利于儿童认知水平、
逻辑思维能力的提升，更能促进儿童创新思维、探究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幼儿 STEAM 课程的设计应遵循“以
学习者为中心、围绕项目进行、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基本
原则，进而提升幼儿教学质量与效率，完善幼儿思维构建以
及核心价值观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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