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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总结

本研究从中小学工程教育的实际需要出

发，介绍了 SAM 在工程教育中的具体应用。以

“广州塔创意沙盘”项目为例，详细描述了基于

SAM 的工程教育项目的开发与实践过程。毋庸

置疑，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然而，SAM 在中

小学工程教育中的进一步应用与推广，还需要积

累更为丰富的经验，尤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的问题。

一是如何选择项目主题。不同于专门开设工

程技术专业的职业教育，中小学工程教育的主要

目标在于以技术和工程素养为抓手培养学生的创

新能力，需要围绕技术与工程素养设计项目活动，

而非职业技能的训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工程

项目的选题尤为重要，我们建议项目主题聚焦于

跨学科、综合性强且与学生学习和生活紧密相关

的问题情境。

二是教育项目如何与 SAM 融合。目前 SAM

主要还是应用于培训领域，其他教育领域的应用

较少，尤其缺少基础教育领域的实践研究。其中

有多方面的原因，如以 SAM 为代表的敏捷迭代

模型的目标之一就是“敏捷”，但追求高效的同

时难以保证课程的完整度。与培训领域及时性的

技能训练不同，课程的系统性和完整度对基础教

育而言较为重要。如何保证课程完整性又不失其

敏捷性是 SAM 应用于基础教育的一大难题。

需要明确的是，SAM 之于基础教育的重要

意义，不在于其模式操作步骤本身，而在于其重

视迭代循环的过程，引导学生正确地思考并懂得

以迭代的方式完善方案，这种迭代思维是学生学

会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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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窗

“融合信息技术赋能高质量教育创新论坛”在津

成功举办
【本刊讯】2021 年 5 月 15 日，北京师范大学未

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与天津英华国际学校联合主办了
“融合信息技术赋能高质量教育创新论坛”。本次论坛旨
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发挥网络教育和
人工智能优势，创新教育和学习方式”的要求和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一系列文件的精神，通
过扎实有效地实践探索，增强学校对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变革的适应性，提升师生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
和信息素养。

论坛聚焦教育信息化赋能高质量教育展开，围绕
大数据驱动下的学校治理、教师教学转型、学生学习

转型等主题开展深入研讨，展现
以校为本、基于课堂、服务变革
的实践成果和案例。来自全国各
地的 100 余名教师线下参会，1.1
万余名教育工作者线上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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