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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STEM教育活动类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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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内外的STEM教育普遍开展的类型有“基于教室开展的STEM课

程”“正式与非正式场馆结合的学习活动”和“基于终身学习概念所设计的

学习共同体STEM项目”三大类型。本文梳理了每种类型的教学理念，并提供

国内外教学案例与教学建议，针对三种类型中的参与主体、活动时间、实施

空间、项目形式、信息交流、课程资源和资金支持，进行了对比分析，希望

能为一线教师提供开展STEM教育的思路和可操作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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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十三五”规划将STEM

纳入教学改革重点，2017年教育

部首次把STEM概念融入课程标

准。由此STEM教育成为中小学

讨论的热点话题。STEM教育融

合了跨学科的概念、科学教育中科

学探究元素、技术工具等使用、工

程设计与数学分析等作为中小学培

养未来人才的教育方式。为了实现

STEM教育的理念与培养学生综合

素养，在实践中就需要借助外部力

量来达到对学生知识和能力的培养

目标。

目前存在的三种STEM教育

类型为“基于教室开展的STEM

课程”“正式与非正式场馆结合

的学习活动”和“基于终身学习

概念所设计的学习共同体STEM

项目”三大类型，本文将结合案

例具体介绍每种类型的教学理念

和教学建议。

基于教室开展的STEM
课程
1. 教学理念

基于教室开展的STEM课程

是最为常见的STEM教育类型。

教 师 通 常 使 用 基 于 项 目 的 学 习

（Project-based Learning）进

行教学，注重“跨学科”融合的理

念，一般针对某个特定主题以工程

作为主线，综合数学、科学和技术

的学科知识来完成最终的学习成

果。在此类STEM课程当中，教师

通常以一个主题贯穿整个教学，课

堂设计以跨学科整合的学习活动，

强调课堂内学生可动手动脑动心完

成的任务与作品。相比于传统的分

科教学，STEM教育背后的跨学

科融合理念更注重培养学生知识运

用与可迁移能力，例如，批判性思

考、合作、沟通、创造力和信息检

索、收集、处理等能力的培养，而

这些能力既是传统的分科教学难以

教给学生的，又是21世纪所重视的

技能。

2. 国内案例

以北京市望京实验学校七年

级学生Scratch与乐高结合的工程

教育STEM课程为例，该课程共

有八个课时。前两个课时是学习基

础Scratch软件与介绍乐高WeDo

的基本认识；后六个课时的设计主

要通过“衣食住行娱”主题活动进

行串接，并在活动中融入数学、力

学、电学等工程教育的知识点，例

如：齿轮传动、结构稳定性、轮轴

系统、马达功率和杠杆滑轮结构

等。在教学过程中，学生通过完成

课程任务进而了解工程设计的过

程，即从明确问题、资料收集、方

案设计、选择方案、建构原型、测

试修改到分享总结的全流程。在课

程的最后，学生小组合作设计出一

件创意作品，并进行作品理念的阐

述和分享。

除了信息技术课堂上教授的

编程，Scratch也可以与其他学科

领域进行整合设计。北京市望京实

验学校尝试让七年级学生体验了

基于Scratch的解方程游戏制作课

程。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先体验

游戏制作的过程，再将解一元一次

方程的知识运用于实践中从而完成

游戏的制作，有效提高学生的数学

学习态度和学习成效。课程内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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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TW入门（6-8年级） PLTW计算机科学（9-12年级） PLTW工程（9-12年级） PLTW生物医学（9-12年级）

设计和建模 计算机科学导论 工程设计简介 生物医学科学原理

自动化和机器人 计算机科学基础 工程课程原理 人体系统

能量和环境 计算机科学原理 航空航天工程 医疗干预

飞行和太空 计算机科学A 土木工程与建筑 生物医学创新

绿色建筑 网络安全（2018年实行） 计算机集成制造

神奇的电子 计算机科学原理

医学探测 数字电子

技术科学 环境可持续发展

创客的计算机科学 工程设计与开发

应用程序创作

表1 PLTW课程设置框架

为三个模块：Scratch基础知识、

数学运算游戏以及解方程游戏制

作，共13个课时。在Scratch基础

知识模块，学生通过分析、模仿游

戏案例并尝试制作Scratch游戏来

掌握Scratch基础知识，在本阶段

会制作一个Scratch游戏作品；在

数学游戏模块，学生在所完成的游

戏基础上融入数学四则运算知识，

体会Scratch与数学知识融合的方

式，本阶段会产出一个包含数学运

算知识的Scratch作品；在方程游

戏制作模块，学生将Scratch游戏

与解方程的步骤融合起来，达到巩

固解方程知识的目的，这是整个课

程的重点内容，学生会融合所学的

Scratch知识和解方程知识设计并

实现一个Scratch解方程的作品。

以上两个案例都是将Scratch

作为教学辅助工具并通过教师设计

好的课程，让学生进行探究解决问

题最后产出小组作品。课堂评估发

现基于教室内开展的STEM课程

能有效促进学习者的学习动机与学

习态度，并能显著提高学习成绩和

学习成效。因此，在教室内开展的

STEM课程需要教师明确的跨学科

课程设计、学生动手探究、小组制

品展示交流，教学材料大多数由学

校提供，此类型的STEM教育注重

系统的STEM课程设计与目标明确

地培养学生。

3. 国外案例

美 国 P r o j e c t  L e a d  T h e 

Way，简称PLTW项目，主要是

基于教室内开展的STEM课程。

PLTW提供了与STEM有关的教

育，通过学生亲自参与、亲自动手

的课程，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

批判思维、创造性、创新推理能

力。弗吉尼亚大学研究员Robert 

Tai博士及其团队收集并分析了超

过30项有关PLTW的研究和报告，

发现PLTW有助于对学生数学和科

学成就产生积极影响，对学生的职

业兴趣和继续教育的可能性有积极

的影响，为学生提供了进入科学和

工程学习的途径。该项目依据不同

领域的知识，将其课程分为PLTW

入门、PLTW计算机科学、PLTW

工程和PLTW生物医学，具体内容

见表1。

以PLTW入门（6-8年级）的

飞行和太空单元为例，本单元包括

三节课。

第一节课学习飞行和太空的

历 史 。 学 生 通 过 实 际 操 作 的 活

动、研究和借助不同媒体的展示

介绍其历史。第二节课学习航空

学。为了设计飞机或航天器，工

程 师 必 须 了 解 空 气 动 力 学 、 推

进、材料、结构以及稳定性和控

制的要素，学生在这节课中会看

到所有这些元素，他们会学习飞

行的科学知识，设计和测试推进系

统，创建翼型在风洞中测试，并利

用他们的知识来设计、构建和测试

机翼。第三节课关于太空旅行和空

间生活，包括由机械工程师设计的

航天器组件和生物医学工程师设计

的照顾宇航员在太空旅行时的健康

方案。从设计航天器，安全地让人

类到月球，建立工具帮助人类有一

天在月球上生活，到工程师在太空

旅行、太空发现和空间生活中发挥

重要作用。学生通过互动模拟体验

太空旅行和航天器创新。

4. 教学建议

STEM教育中四门学科的教

学必须紧密相连，以整合的教学方

式培养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并能

进行灵活迁移应用解决真实世界的

问题。基于教室内开展的STEM课

程，教师在设计教学时应当始终明

确STEM教育的目标与问题解决，

重视为过程性任务完成提供适当支

架，注意小组合作分工与合作问

题，明确学科知识点，强调学习过

程中学科间的连结与运用。例如，

为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就

要为学生提供解决问题的机会，让

学生尽早进行科学研究项目，在做

中学，才能调动跨学科的知识，以

批判性的视角对自我和他人做出评

价，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合作沟通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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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与非正式场馆结合的
学习活动
1. 教学理念

非正式学习是在不直接依赖

教师或课程的前提下，学习者在情

境中发生的有意或内隐的学习。非

正式学习无处不在，随时随地发

生，既可以有明确目的也可以是偶

然性的。非正式学习通过非正规教

学性质的社会交往来传递和渗透知

识。最常见的形式包括公众教育、

社区教育、展览教育、博物馆及科

学中心教育。参与主体包括学生、

教师、校外教育性机构，有时也包

括学生家长。班杜拉的交互决定论

提出，环境、人和行为的相互关系

和作用，是一种交互决定的过程。

环境有利于学生建立自我调节功

能，从而建立和发展自我反应的能

力。Lisa M. Bouillion, Louis M. 

Gomez 提出当学生看不到在学校

学习的科学知识在生活中有什么价

值，而学校也没有看到孩子们的生

活经验能够帮助他们学习科学知识

的时候，就要将现实世界的问题和

学校社区伙伴关系作为背景支架来

弥合这种脱节。研究发现，多种形

式的知识能够改善学习，提高技能

和增加科学兴趣。由此可见，引入

课外有教育功能的机构，让学生的

学习在现实的场景中实现调节是十

分必要的。

基于正式与非正式活动结合

的STEM教学活动中，参观访问

是最为传统、频繁、常见的博物馆

和学校的合作形式，一般是在教师

的组织下参访博物馆、科技馆。这

种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场馆的

软硬件资源，学生能够更加直观地

感受、操作、探索，但需要双方做

好前期计划与教学活动的设计等引

导工作。Janette Griffin, David 

Symington提出了参观访问的有效

策略，以学习者为中心，将博物馆

参观整合到一个以课堂为基础的学

习单位，鼓励学生在博物馆收集更

多问题。将非正式团体（如家庭）

使用的自然学习方法和行为应用于

为学校开发的课程，制定认识到社

会互动重要性的学习风格、方法和

策略，并认识到学生和教师需要适

应这种不同类型的学习环境。学校

拓展则是将博物馆教育职能延伸到

学校，与学生主动参观相反，博物

馆人员进驻课堂，协助学生学习。

科技馆的资源是正式与非正式场馆

结合的核心特色，不仅提供了通过

“实践”和“探究”获得知识的条

件，同时也为师生了解掌握“跨学

科概念”提供了便利。

2. 国内案例

北京市建华实验学校对七年级

学生水净化教学进行了三周基于馆

校结合环境下的STEM教学案例

设计。课程主要包含两部分，一是

通过多学科方法研究水污染问题和

水净化方案，二是将知识和经验运

用到实践中。学校先组织学生完成

课内整合学科的学习。课程以“水

的净化”项目为核心学习能力的培

养，让学生初步调查水的质量，收

集一些废水脏水带进课堂，讲解溶

液、悬浊液、乳浊液的核心基本概

念。随后，教师提出问题：在实验

室如何进行水的净化？展示沉淀、

过滤、吸附、蒸馏、检测的过程，

根据教材内容详细讲解。课后，让

学生动手自制净化器，各组可介绍

和分析自己的设计原理。

课内学习后，学生进行社会

实践。学校提前联系北京市自来水

博物馆进行实地参观，让教师和学

生亲身体验水净化处理的过程。透

过展馆的实物与教育活动让学生了

解了自来水发展历史，同时也认识

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自来水事

业，提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自来

水探秘之旅为学校提供了场馆教学

环节支持，不仅在馆内有自来水知

识讲授与实用的节水方式的展示、

窍门，也间接地增强了中学生的节

水意识。根据学习和参观的内容，

回到校内学生要制作自来水厂模

型，进一步巩固水净化流程与方

法，最终进行汇报，教师根据学生

表现依据标准考核。

该课程和非正式博物馆活动的

组合具有许多优点。首先，学生在

博物馆参观期间扩大了知识面。博

物馆展示的大量与水相关的知识和

文化是无法在课堂获取的，也让学

生感觉到新鲜。其次，博物馆展品

展项以生动、具体的方式呈现知识

而非单纯讲授的灌输。展出了很多

当地的水资源利用条件、水文化和

水资源利用分布情况，学生们置身

其中就会明白，他们学习的知识与

他们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不论学

生原先对水资源相关知识的了解程

度如何，在参观学习之后，不仅对

数据和缺水现状有更直观准确的认

识，在情感态度上也与只在课堂内学

习有较大改进，学生乐于参观，也表

现出较高的学习动机与兴趣。

3. 国外案例

国外的SOS项目（Science 

Of Sustainability）更加成熟。这

个项目聚集了华盛顿东部和爱达荷

州北部的农村青少年家庭，来探

讨STEM概念在可持续建筑设计

中的重要性。该项目由美国国家

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创建，主要领导机构

包括帕卢斯发现科学中心、华盛顿

州立大学和爱达荷大学，参与者包

括社区家庭、青少年以及场馆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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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SOS项目活动开展过程

时间 环节 教学方式 学习内容

第

一

天

展览教

学活动

演示，动画，动手

实践，团队活动

项目工作人员介绍三种热传递（传导，对流和辐射）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工

作的。

交互性

展示
小组讨论

传导——在你的家里，哪种材料是导体，哪种是绝缘体呢？

对流——热空气在屋子里是怎么样流动的呢？

辐射——你怎么样可以检测出物体发出的热能呢？

实践

活动

触摸实物（砖头、

金属、木头）

每种材料都有不同的导热性，通过触摸，一些孩子们能够识别这些特性。

房屋模

型改进

动手实践

团队活动

分为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六个人（其中两个为热传递方面的小专家），青少

年使用不同的材料和工具来改造他们的样板房，并进行展示和测试，看改进后

的房屋模型能否更有效地保持热量。

第

二

天

免费参

观活动
团体讨论

1.他们在自己家中发现的房屋材料有哪些？

2.如何利用当地的电力公司免费提供的防寒保暖材料，来改进房屋，以便提高

能源的利用效率？

正式学习领域的专家。学习内容涵

盖生态学、林业、农业、工程学、

物理学和技术。目的是希望孩子对

学科之间的交叉有基本的理解，帮

助学生学会合作学习，提高参与者

对STEM的理解力和兴趣，希望人

们建立环保意识，保护环境。SOS

项目对于学生的终身学习、农村教

育、STEM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

育都有意义，它能够提高参与者对

STEM领域的理解和兴趣；为农村

和欠发达地区的孩子提供了一个非

正式学习的环境，学生在该学习环

境下，通过所学知识来解决实际问

题，提高知识的转移性；向公众和

教育工作者提供了创新性的资源；

并让学生了解热传递背后的科学知

识，以在控制建筑的热量损失方面

做出明智的决定。

S O S 项 目 的 受 众 是 青 少 年

(11-15岁)和他们的监护人。项目

分为两天，第一天学习科学知识，

第二天参观帕卢斯发现科学中心。

具体内容见表2。

最终的项目评价采用过程性

评价的方式，将评价标准由低到

高分为无相关信息（No relevant 

i n f o ） 、 新 手 （ N o v i c e ） 、 学

徒 （ A p p r e n t i c e ） 、 实 践 者

（Pract i t ioner）和见多识广者

（Informed），根据学生对问题、

原理等的熟悉程度进行评价。项目

工作人员分析活动中的音视频资

料，分析交互活动的有效性，并且

进行项目前后的调查记录对比，判

断孩子是否在该项目中加深了对建

筑物中和环境中能量转移机制的认

识。利用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进行提

问，让孩子进行基于问题的学习。

4. 教学建议

科技场馆依托自身资源，能

够创新活动形式，提供专业的技术

支持和教师团队。资源是连接正式

与非正式活动的桥梁，包括空间资

源、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社会场

馆完善了STEM学习生态，STEM

教育丰富了社会场馆活动的价值。

对于学校而言，这些资源能够寓教

于乐，提升学生学习兴趣，加强学

科教师之间的合作。教师在非正式

活动中可以吸收自身不熟悉领域的

知识和讲解技巧，应用于未来的教

学中。因此，在课程开发方面，学

校与教师要主动寻找当地非正式学

习与场馆教育的合作伙伴与教学资

源整合，分析课程内容与社会机构

资源的整合，精心设计学生在场馆

学习中的活动环节和过程中使用的

学习单，中小学教师与场馆专业人

员合作开发设计，并鼓励亲自共同

参与非正式学习的交流与活动。

基于终身学习概念所设计
的学习共同体STEM项目
1. 教学理念

学 习 共 同 体 （ l e a r n i n g 

community）体现了人们对超越

学校班级教学情境的社会化学习形

态的重视，反映出了对知识社会性

建构的价值追求。学习共同体的思

想内核是知识建构的社会性、文化

场域、主体互动、智慧共享和环境

给养。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提出

STEM学习生态系统观，以学习者

为中心，将与学习相关的各种要素

视为一个系统，强调学习者、多样

场景、学习共同体及文化要素之间

的动态互动关系。陈舒、刘新阳认

为，学习生态系统观统筹了学校和

各类校外机构的功能，加强学习者

STEM学习经验的累积，转变结果

导向、静态孤立的评价取向；重视

各类场景在STEM素养培育方面的

突出特征，建立适应场景的弹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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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NEED课程简介

课程板块 内容 目的

能源科学 能源，光，运动，声音，核能，电能。
强调科学进程，能源，发电等方面的

实践探索。

可再生与

不可再生

能源

例如，煤炭的形成和化学性质，煤矿开采，煤炭的用途，煤炭

作为能源的作用以及与使用煤炭相关的环境问题。

了解能源全面、客观的信息和活动，

包括其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学生探

索当前能源的历史，并考虑未来的能

源发展机遇和挑战。

电

原子和粒子，电子及其移动，建造电池和电磁铁，电路，电力

的产生和测量，融合和裂变，光伏和超导体，电力监管，政治

和政策，清洁煤技术，可再生电力和天然气发电，电力和天然

气仪表在全国公用事业中的使用情况。

NEED将新技术的讨论推向课堂。学生

学习之后再教给身边的人，影响整个

社区。

运输
汽油，柴油，混合动力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车，氢能，石油

及其用途，运输方式的优缺点。

了解目前使用的运输燃料和车辆以及

未来的燃料和车辆。

效率与

节约

阅读电表，使用光度计，调查储用功率，可编程恒温器等。在

建筑科学中，了解如何以最大的能源效率建造住宅和建筑物。

学生学会明智的使用能源，学会监测

能源消耗并探索如何减少能源消耗。

能源信息

综合

学生进行基于问题的学习活动，探索许多能源决策的可能机遇

和挑战。

进行综合能源信息的活动，并在科学

与社会科学之间建立有价值的联系以

及将知识应用于决策。

价目标。

从某种意义上，学习共同体

也可以看作区域和国家层面的馆校

合作。传统的馆校合作大多是学校

和博物馆直接联系，而区域内部合

作大大发挥了学区的教育职能，联

合多个博物馆、植物园等教育性场

馆，将资源开放并普及整个学区的

公立教育系统，帮助学生更好地完

成科学探究。国内的STEM教育起

步较晚，尚无大型的结合商业、政

府等多主体的学习共同体项目。而

美国已经开展了20多年，项目成熟

度更高，因此学习共同体的STEM

项目以美国国家能源教育发展项目

为代表。

2. 国外案例

2009年，纪录片制片人Harry 

Lynch和地质学家Scott Tinker博

士开始为能源转型拍摄电影。拍摄

目的是如何实现基于科学调查和现

实情况确定能源转型。他们发现的

结果是利用“开关”。在拍摄和后

期制作的3年中，这部电影扩展到

了开关能源项目（Switch Energy 

Project）。为了让新一代人理解能

源，为未来做出明智的决定，他们

共同创建了教育部分，旨在建立人

们对能源的基础理解，将能源问题

可操作化并提高效率和节约意识。

该课程由非营利合作伙伴国

家能源教育发展项目（National 

Energy Education Development 

Project）提供，NEED课程将促

进实际操作，以问题为导向的学

习，学生将探索能源资源的机遇

和挑战。课程分为三个阶段K-4，

5-8，9-12，每个阶段都要学习

电、化石燃料（石油、天然气、

煤）、核能、可再生能源（太阳

能、氢能、生物质和生物燃料、地

热能、风能）和其他能源。

NEED项目为教师提供了大量

教学指导，例如，教学资源、教师

培训和教师奖励。NEED项目提供

了教师专业发展机会，而且指导教

师的课堂教学。无论是参加为期一

天的研讨会，还是参加为期五天的

教育工作者国家能源大会，教师都

可以与同行交流和分享想法。当地

和国家能源组织的发言人会分享有

关能源行业的信息，以及当今激动人

心的能源技术。

该项目的教学资源方面，“开

关能源项目”网站为教育者提供了

丰富的课程资源，例如能源实验视

频、能源文章、节约能源的小点

子、地球日能源挑战等。视频资料

可以用于翻转课堂、学生教学生、

课堂教学。丰富的课程资源利于教

师构建翻转课堂，让学生有更多的

时间进行课上探索。在上课时，教

师旨在促进批判性思维、讨论和

STEM延伸的活动。

教学评价方面，NEED项目为

教师提供了各种评价工具，包括：

前后测量表，可用于评估学生的基

本能源知识以及他们对能源的看

法；问题库，NEED的问题库使教

育工作者针对学生定制问题，问题

按主题划分，每个主题中包括各种

形式的问题，如知识、理解、多选

和考查高阶思维；评价表，科学技

能清单、科学流程评价、基于项目

工作评价，以主题为中心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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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评价。

教师奖项方面，该项目提供

了鲍勃汤普森能源教育卓越奖，这

些被提名者代表NEED的使命和

理念，引导学生进行能源探索，帮

助教师学习如何有效地实现课堂教

学，并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支持项

目。每年NEED项目选择一位参与

项目至少10年，对其成功产生重大

影响的获奖者颁予杰出服务奖。过

去的获奖者包括NEED教师，能源

行业内的专业人员，为能源机构工

作的公务员等等。

对学生而言，NEED项目提

供了科学展览会项目，帮助学生找

到与能源有关的研究议题；提供能

源信息手册、游戏活动；提供学生

领导力培训，即青年能源成就奖，

奖励学生的领导和创新能力。参加

NEED项目的学校提交他们的能源

活动文件，表现杰出的教师和学生

将受到国家表彰，并被邀请参加每

年六月在华盛顿举行的NEED国家

认可仪式。在会议期间，学生们与

同龄人一起探索新能源活动，而教

师也会被激励为新的一年项目活动

做准备。

3. 教学建议

学习共同体以一个主题贯穿不

同学习者，从小学到高中甚至到成

人的学习过程，逐渐加深学习的难

度和广度，配套各年龄段课程资源

和评价体系，追求人的终身学习和

社会教育。通过联合区域共同体的

力量，打破了时空界限，资源提供

更加全面，参与主体数量和类型有

所增加，一些活动甚至联合商业组

织和政府共同举办。

在学习共同体中，教师不再是

单纯的“教学者”，他们也和学生

一样不断汲取知识，参与教师专业

STEM培训课程。构建学习共同体

无论是对学生的进步还是教师的专

业成长都有裨益。

三种STEM教育类型对比
“基于教室开展的STEM课

程”“正式与非正式场馆结合的

学习活动”和“基于终身学习概

念 所 设 计 的 学 习 共 同 体 S T E M

项目”的核心都是以学习者为主

体 的 学 习 ， 目 的 都 是 在 S T E M

教育中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批

判性思维、合作沟通能力等，但

三者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实现的学

习途径，从单维的课堂教学发展

到多维的社会学习共同体，关键

在于资源不同，资源不同就会带

来 视 野 不 同 （ 表 4 ） 。 资 源 包 括

人、财、物、事、时间、空间、

信息。从参与主体上，教室内的

S T E M 课 程 就 是 教 师 和 学 生 二

元主体，而学习共同体包括了多

利益主体，主体之间也有层级关

系；资金支持上，前两者资金来

源于学校，而学习共同体有专门

的赞助伙伴，并辅以明确的财政

规划；课程资源差距不大，但是

学习共同体会提供更多元的媒体

形式与专题网站等辅助资源，而

且对所有用户开放，不需要申请

就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源；在项目

形式上，除了核心的课堂教学，

后 两 者 能 够 提 供 更 加 丰 富 的 活

动，实现时间、空间和信息交流

的多元。

结  论
由于三种STEM教育类型的

资源不同，因此各自的侧重点也不

同。课堂内的教学重点是正式学习

表4 三种STEM教育类型对比

对比项目 教室内的STEM课程 正式与非正式活动结合 学习共同体的STEM项目

参与主体 教师-学生
教师-学生，家长，博物馆／科

学中心／展览馆／公众或社区

教师-学生、家长、学校、社区、高校、企

业、政府等

活动时间
以单个项目为单位

(一节课或几次的课程)

以单个项目为单位

(校内课程结合校外参访活动)
长期(一学期或一学年)

实施空间 校内 校内和校外教育性场馆 校内、校际间合作、校外跨地区的活动

项目形式 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参观场馆
课堂教学、学生调研、教师培训、举办主题

节活动、举办师生表彰、举办研讨会交流等

信息交流
信息来源单一交流限于

课堂内
信息源于课内和场馆间的交流 信息来源丰富，交流平台多

课程资源
学科教学内容，课堂使

用的教具
学科教学内容，场馆内资源

学科教学内容、专题网站与媒体资源、高校

教学资源、课程内容与评价体系完整

资金支持 较少，来源于学校 较少，来源于学校 较多，来源于多方面，通常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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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学科整合，正式与非正式活动

更重视馆校合作的资源共享，学习

共同体则提供了更大的社会教育平

台，让学习者能够实现终身学习。

教育将越来越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批判性思维，作为STEM

教师，应当思考“教什么”“怎么

教”与“如何评价”等问题。教师

利用资源支持，积极与校内外教

师、专家共同合作推进STEM教

育，通过STEM课程培养学生21

世纪核心素养，促进学生交流、合

作、思考、创新。

除了重视资源，这三种STEM

教育活动也为教师开展STEM教

育提供了新路径。教育不仅可以发

生在课堂内，教师也可以积极向校

外的教育性场馆寻求合作，例如各

类博物馆、动植物园、名胜古迹、

公园等。从学校走出去，再回到学

校，场馆的加入为教师和学生都带

来了新鲜的学习体验。除此以外，

还有通过政府与企业力量营造全社

会的学习共同体，通过政府或高校

牵头，企业支持推进，以区域内的

学校为单位开展可持续的主题教

育，教师作为学习共同体中最基础

也是最重要的环节，不仅可以影响

一个班级的学生，其影响力也可以

三种STEM教育类型中教师教学开展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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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室内的

STEM课程
项目准备

校内学习

政府或

高校牵头

项目实施

校外参观

区域内

多个学校

项目评价

校内反馈

和评价

教师教授

STEM课程

正式与非正式

活动结合

学习共同体的

STEM项目
影响整个

社区

学生将所学知识

应用于学校和家庭

社会参与

例如企业

扩大到家庭和社区，甚至是其他学

校和整个区域。在学习共同体中，

教师不但能够收获自身快速的专业

成长，也可以借助平台表达自己的

想法，和同行共同探讨，提高自身

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