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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初中物理教学浅谈
杨代鸿

贵州省织金县第八中学　贵州　织金　552100

摘　要：目前，我国较成熟的 STEAM教育本土化实践成果主要集中在学校校本课程开发、创客教育等领域，该教育理念与
学校必修学科课程的联系尚不够紧密。为进一步深入探索 STEAM教育与学科必修课程的融合实践，本文尝试将该理念融入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整合物理学科教学要素和 STEAM教育特点，设计并实施项目式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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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理 STEAM 教育中各要素的涵义

物理 STEAM 教育中各个要素进行了如下解读：S（科学）
是物理学的理论。T（技术）主要体现技术操作和技术手段。
E（工程）是将物理学的理论应用到具体的问题解决的过程，
设计出基于物理原理方法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设计图。A（艺
术）指人文艺术，追求美并融入物理教育中，提高学生对美
的理解能力，增加对美的体验能力。M（数学）运用数理逻
辑方法和数学语言建构科学或工程模型。在物理教学中渗透
STEAM 教育理念的宗旨就是通过一节课或者一个项目明确
渗透五要素，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工程思维和
科学探究精神。

二、基于 STEAM 教育理念的初中物理教学浅谈

本文以学生熟悉的真实生活情境为切入点，引导他们利
用已学物理知识，对老式测试仪进行改造并自制新型坐位体
前屈测试仪，以帮助体育老师解决现有测试仪在使用中存在
的测距效率不高、读数不便等问题。
（一）趣味导入：设置驱动问题激发学生兴趣

播放《体育老师的烦恼》小记者校园采访片段，设置生
活化的驱动问题：“你能尝试利用所学物理知识改进老式坐位
体前屈测试仪吗 ?”以设疑的方式驱动学生积极投身学习活
动，培养其具有用科学服务社会、改造世界的理念。
（二）学生活动：初步设计坐位体前屈测试仪电路

STEAM 教育一贯重视学生的科学精神培养，强调其动
手实践能力的发展。为引导学生利用科学方法探索问题，学
生活动可参照如下三个步骤开展：

①引导学生结合实物和口常使用经验讨论分析老式坐位
体前屈测试仪的工作原理，通过类比方法建立起测试仪滑块
与物理电学常用元器件—滑动变阻器间的联系。

②给予学生机会独立自选实验器材，初步设计电路并绘
制电路图。

③组织学生小组合作讨论，总结不同方案的利弊，选择
适合的电路设计方案。
（三）头脑风暴：保证电路安全，优选器材参数

考虑到实际的使用需求和电路安全，学生需要选定电学
元器件详细参数。教师根据授课班级的学情，通过追问的方
式引导学生从实际出发选取元器件参数，并发现目前电路设
计存在的不足。教师有意识地培养他们的思辨能力，鼓励其
既能言之有理地陈述个人看法，又能敏锐识别并敢于质疑不
正确的观点，且能言之有据地提出修正意见。
（四）学生实验：考虑代数关系，优化电路设计

STEAM 项目式教学活动打破了学科界限，重视引导学

生以多视角思考问题，为学用相长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契机。
为直观地反映数据间的关系，教师应注意引导学生利用数学
图像法描点作图。在作图过程中他们很容易发现坐标图反映
的电学量和距离量的关系与预期的线性关系不符。为帮助学
生突破探究瓶颈，教师可建议再回到电路设计环节，将各物
理量的关系公式化推出，从理论上确定滑动变阻器阻值与电
表示值间表现为非线性关系的原因。因此，现有设计方案需
要进行再设计、再优化，以保障电学量和距离量的线性关系。
（五）匠心造物：改造测试仪硬件结构

学生利用工程技术手段设计并实施测试仪结构改造，难
点在于解决支架模块的力学稳定性问题。因此，教师在教学
中应注意引导各学习小组充分考虑测试仪力学结构的稳定性，
并设计各个器件的模块结构，再根据实际需求选择材料制作
测试仪踏板、支架和底座等，使用简单工具（如螺丝刀）对
选用的原材料进行改装、打磨等工序并完成组装工作。在教
学实践过程中，为保障新型测试仪结构稳定性和使用便利性，
部分学生利用实验室已有原材料改造成测试仪踏板、支架及
连板，还在连板背面上用钉子制作了卡扣；有学生在支架板
正面为滑动变阻器量身定制了卡槽，既能保证装置部件结构
稳定，又保证了拆卸简易快速且携带方便。
（六）美学渗透：包装、美化粗加工完成的新型测试仪

STEAM 项目式教学活动不仅促进了学生知识与技能的
发展，还促进了学生审美能力的提升。考虑实际使用的便利
性、舒适性和美观性，学习小组内各个成员还需分工协作，
合理排布电路主体模块和其他模块，并进一步对粗加工制作
完成的新型测试仪进行包装和美化。
（七）分享成果：展示与评价

学习小组间开展学习成果展评活动，邀请体育老师和同
学一起检测新型测试仪的工作效果，从测试精度、外形美观程
度、制作工艺的技术难度等多方面对研究成果进行量化评比。
学习小组内部各成员分工协作，收集、研究各方评价意见，综
合评测产品便利性、舒适度及美观性，进一步完善作品功能。

三、结语

总之，STEAM 教育旨在解决实际问题，学生像工程师
一样实践操作，开发产品，再不断利用技术和数学改进方案，
内化科学，体现艺术感，最终完成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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