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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年颁布的最新版《小学科学课标》

中，明确提出了课程内容包括：物质科学、生命

科学、地球与宇宙科学以及技术与工程四大领

域，其中技术与工程领域第一次在课标中明确

的独立出来，和其它三大领域并列，技术与工程

领域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在旧版《全日制义务

教育科学（3~6年级）课程标准（实验稿）》中，有

技术与工程的内容，但没有明确单独列出来，只

是提到“知道与周围常见事物有关的浅显的科

学知识，并能应用于日常生活”，在分目标中也

只有“科学探究目标———能通过观察、实验、制

作等活动进行探究”、“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意识到科学技术对人类与社会的发展既有促进

作用，也有消极影响”，并没有将“技术与工程”

凸显出来。因此，教师和学生容易忽视技术与工

程领域。回顾过去教师教学，在这方面确实存在

一些问题。

一、存在问题

（一）设计意识淡薄

学生天性活泼好动，什么都想亲自动手试

试，对于技术与工程领域的课例往往是很感兴

趣的，如“用纸造一座桥”“做框架”“造一艘小

船”。但不难发现，他们仅仅是对动手“玩”的过

程感兴趣，制作之前并没有认真地对作品进行

设计，制作热情高涨，但缺乏设计意识。

（二）活动虎头蛇尾

很多科学老师对于技术与工程类的课例往

往和其它课例一视同仁，在课的开始抛出本节

课的任务和要求，出示温馨提示若干，紧接着学

生就开始小组讨论动手制作。活动场面虽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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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7版《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第一次将技术与工程领域在课标中明确的独
立出来。过去我们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教学确实存在一些不足：设计意识淡薄、活动虎头蛇

尾、作品差强人意等。分析其原因，要扭转这一局面，教学中首先要凸显设计环节，充实活

动过程；其次要夯实建模过程，提升质量意识；再次就是要搭建展示平台，丰盈评价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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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下课铃声响起，往往只有一小部分小组勉强

能够完成任务，更多组的学生可能来不及完成

制作，活动只好匆匆收场。

（三）作品差强人意

笔者发现在以小组为单位的制作活动中，

学生们或 4人一组或 2人一组“忙”得不亦乐

乎，小组内也有分工合作，但到活动最后成果展

示环节，呈现的作品往往粗制滥造、差强人意、

缺乏技术含量。

二、原因分析

（一）重制作，轻设计

教师只考虑提供给学生动手制作的材料和

时间，学生也只对动手制作感兴趣，于是拿到材

料就兴高采烈地活动起来，而忽视了“设计”这

个重要环节。

（二）重过程，轻成果

一件好的有创意的作品，必然要经历设

计———检验———再设计的过程，由于师生重点

关注了制作活动的过程，忽视了其它环节，导致

最后活动成果无法呈现或成果粗制滥造。

（三）重活动，轻评价

教师往往比较重视活动的过程，给予学生

更多的时间去制作作品。而一次成功的制作活

动，不应该仅仅以完成作品作为结束，缺乏展示

和评价这个环节将会使活动效果大打折扣。

三、解决策略

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教学教师可以采用项目

学习的方式展开。项目学习，对学生来说是参与

了一个长期的学习任务。要求他们扮演现实世

界中的角色，通过工作，研究问题、得出结论，就

象成人工作一样。学生接触各个学科领域，使他

们更容易理解概念，明白不同学科是如何相互

联系和相互支持的。工程设计类项目的基本流

程包括：确定设计机会、调研、讨论、设计、建构、

测试、改进、展示与交流。而在技术与工程领域

的学习中，由于受到教学时间空间、学生的发展

水平等因素的制约，教师的教学不可能面面俱

到。因此，笔者认为，基于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在小学阶段教师只需抓住“设计”“建模”和“展

示”三个环节，遵循“做中学”的理念，循序渐进

地展开教学，提升学生的科学综合素养。

框架图如下：

（一）凸显设计环节，充实活动过程

2017 版《科学新课标》指出科学的核心是

探究，技术的核心是发明，工程的关键是设计。

如图：

由上图教师不难发现设计是技术与工程领

域项目学习的关键一环，学生在活动过程中，首

先要通过讨论，设计出解决问题的可行方案，画

出草图，才能保证后续活动的顺利开展。如六年

级上册“用纸造一座桥”，学生在造“桥”之前，首

先要设计好“桥”的形状和结构，是拱桥、梁桥还

是拉索桥，设计好模型并画出草图。

1+把握概念，提升设计技术含量。技术与工

程领域的课是一个需要有一定的科学概念引领

的技术设计、技术制作，并在教学活动中进一步

发展科学概念为目标的教学活动。因此，学生在

进行技术设计时，教师可以通过引导学生对已

有科学概念、经验的回忆或对问题的假设，给学

生提供设计思路进行设计。在这个设计的过程

中，并非是简单地对科学概念的应用，而是想办

法打开学生的思路，并将思维融入到设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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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思维可视，展现设计思维过程。教师可以

采用写一写、画一画、摆一摆等多种方式，根据

不同的项目采用不同的方法，使学生的思维可

视化。有的内容可以设计各种表格、图示，帮助

学生把设计的意图简明扼要地写出要点或画出

草图，有的内容可以提供有结构性的材料，让学

生用实物摆一摆，既方便调整，又一目了然。

3+交流质疑，发展设计改进能力。我们发现

学生的初步设计往往比较稚嫩，考虑不够周

全，这时就可以把设计在全班交流，进行再设

计。再设计包含交流、评价、改进三个环节。设

计环节的交流过程应是师生之间、生生之间交

流互补的过程，是学生对制作的作品所用到的

科学知识、科学原理进行解释的过程，而改进

则是对所学科学知识巩固和再运用。一方面可

以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另一方面可以促

进科学思维的发展，还可以使解决问题的能力

得以提高。

（二）夯实建模过程，提升质量意识

建模是指学生在设计好“桥”的形状和结

构，画好草图后，根据草图用纸制作这座“桥”的

模型的活动，建模的过程就是学生制作产品的

过程，并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不断发现问题，改

进完善，这个过程往往是一个需要较长时间的

活动。

1.前伸后延，拓展建模时空。小学科学课中

技术与工程类的课涉及面很广，需要考虑的因

素很多，而有时候教师会给学生太多的条件限

制，这将大大减少对学生工程技术素养的锻炼，

最终会流于形式而效果不佳。但要在一堂课的

时间内展开这么多因素的探究，在教学时间上

是不允许的，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新课标指

出：“教师不要把上下课铃声当作教学的起点和

终点，学生探究科学的活动往往不是一节课所

学段 活动主题 科学概念

一 做一个测量纸带 测量纸带可代替小立方体测量，并且更加方便。

二 做一顶帽子 用不同材料制作的同种物品，它们的功能和用途是不一样的。

三下 做一个指南针 钢针经过磁铁摩擦后可以变成磁针。

四上
制作风向标 风可以通过自然界中事物的变化来感知。

制作雨量器 降水量的多少可以用雨量器来测量。

四下 做个小开关 开关可以用来连接或断开电路。

五上

做一个生态瓶 生物在一定区域内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会形成一个生态群落。

做个太阳能热水器 太阳能热水器的效能和所采用的材料、结构，运用的原理有关。

设计制作小赛车 在工作时有时需要增大摩擦力，有时需要减小摩擦力。

五下
设计制作保温杯 热的不良导体，可以减慢物体热量的散失。

制作一分钟计时器 摆具有等时性，机械摆钟是摆锤与齿轮操纵器联合工作的。

六上 小杆秤的制作 杠杆是否省力是由用力点、支点和阻力点的位置决定的。

六下 我们来造“环形山” 环形山的形成与许多原因有关，陨石撞击是主要原因。

小学科学教材中属于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活动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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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完成的。”因此可以将一个技术与工程类的活

动拆分为几个课时来开展。比如第一课时来准

备材料、设计调整，第二课时进行体验制作和展

示交流等；也可以根据内容给学生一周或几周

时间，课外完成设计方案、动手制作，课堂中展

示交流，课后进行再设计再改进。

2.互助合作，提高建模效率。每个学生都是

独立的个体，动手能力、实践能力、思维发展水

平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不同

特长，组建活动小团队，四人一组或两人一组。

而合作学习的同伴互助策略，可以使整个教学

过程成为生生之间信息互相交流、思想情感互

相影响、行为互相促进的双边活动过程，而不再

是信息的单向传输。在技术与工程类活动中，有

效的互助合作，可以提高活动的效率。

3.适时指导，保证建模流畅。在技术与工程

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多鼓励学生进行互助合作，

教师不宜过早介入，避免打搅同伴互助的开展。

特别是建模过程中，不能时不时打断学生的活

动，因为活动被打断的同时学生的思维也被打

断了。此时，教师可以深入活动小组，进行个别

辅导，适时的点拨、引导。在帮助遇到困难的小

组解决问题同时，又不会影响其他小组的活动，

保证建模活动开展的连贯性。

（三）搭建展示平台，丰盈评价过程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评价内容的全面化、评

价方法的多样化、评价时机的全程化是科学教

学评价的最主要特点。在技术与工程领域的教

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各种评价手段，搭建各类

展示平台，发挥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

1.采用竞赛形式，促进反思提升。为了避免

有一部分同学在制作过程中只是为了应付任务

而草草完成自己的作品，教师可以采用“比一

比”“赛一赛”等手段来激发学生的制作热情，真

正体会设计制作的乐趣。在评价中要指导学生

学会反思，寻找原因。不仅要对自己的成果进行

反思，更重要的是对设计过程进行反思。在反思

过程中促进技术与工程思维的发展，不断改进，

不断完善，不断提高。

2.设立“精品展台”，激发学习兴趣。我们可

以在专用的活动教室、科学实验室、班级教室甚

至学校展厅开辟一个空间，设立一个“精品展

台”，把每一次活动评出的优秀作品在“精品展

台”上展示。这样学生的成果可以得到较长时间

的保存，让获奖学生充分体验成功的喜悦，其他

同学可以利用课余时间进一步参观学习，激发

他们学习科学的兴趣。

3.制作“海报”宣传，点燃创作热情。有时候

学生的优秀作品数量较多，一个学期下来，积累

的学生作品很多，“精品展台”已容纳不下时，

教师不妨把这些优秀作品拍成照片，做成宣传

“海报”，利用学校的宣传橱窗进行全校性展示，

营造设计制作的热潮，进一步点燃学生创作的

热情。

学生的学习与探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

样，对于技术与工程领域的研究也将是一个漫

长的过程。因此在实际的教学中，教师要注重技

术与工程类课例的设计和实践，提升学生的科

学探究能力和科学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吴晗清+科学方法教育目标及教学策略探析［J］+中国教育
学刊，2010，10+

［2］温·哈伦，编著+科学教育的原则和大概念［M］+韦钰，译+北
京：科学普及出版社，2011+

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