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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数字化时代，STEM 教育作为一种新兴教育理念，正悄然改变着我国的教育教学。本研究通过对目

前我国 STEM 课程建设现状进行分析，总结 STEM 课程建设的不足，并针对不足尝试提出改善建议，以求促进

我国 STEM 教育实践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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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STEM education is quietly changing our education as a new educational philosophy.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STEM education,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of STEM education, summarizes the shortage of STE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finally 

attempts to give the suggestions for improvement.  

Keywords: STEM education, STEM courses, STEM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尽管当前创客教育十分火热，开展创客教育也已成为教育界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但是

STEM 教育可以称之为创客教育的基础，学生只有在打好扎实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

识的基础上，才能更灵活地进行创客。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发展 STEM 教育，对于我国创

新型、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 STEM 教育及特征 

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ematics）

四门学科的简称。STEM 教育最早起源于美国，旨在打破学科边界，强调多学科交叉融合，

以培养学生的科技理工素养与创新精神，锻炼提升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北师大的余胜泉老

师曾总结过 STEM 教育的九大核心特征：跨学科、趣味性、体验性、情境性、协作性、设计

性、艺术性、实证性和技术增强性（余胜泉等，2015）。在设计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 STEM

课程时，所体现的课程特征也应有所差异。 

2. 我国 STEM 课程建设现状 

目前，我国 STEM 课程的建设或来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学校教师根据需求，自己开发设计 STEM 课程。 

学校教师在开发与设计 STEM 课程之前，一般会经过统一的 STEM 课程培训，学习 STEM

教育的内涵与特点、STEM 课程的核心与开发策略等，并有机会像学生一样亲自设计实验方

案，测量、归纳实验结果，最后进行专家及同行评测，以验证 STEM 课程的有效性。经过一

段时间的专业培训，大部分教师都能领悟及内化 STEM 教育的内涵，掌握 STEM 课程的授课

技巧，以便后面在自己的工作中结合本校学生的特点，开发设计 STEM 课程。从去年开始，

上海就有部分小学尝试开展 STEM 课程；今年 11 月份，上海市奉贤区又加入了 STEM 课程

建设的队伍，对奉贤区第一批 STEM 课程实施试点学校的校长、教导主任及普通教师进行了

培训，为下阶段全面开设 STEM 课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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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相关教育机构或公司组织专业人员开发设计 STEM 课程，然后与学校合作开展课程

或是自主招生。比如全国首家 STEM 教育平台——上海 STEM 云中心，是借助上海市科协专

业协会、学会、研究会的支持，依托华东师范大学及国内外高校、科技企业的资源，通过社

会化合作和运行模式共同打造而成，旨在为中国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 STEM 教育服务。目

前该平台已为我们提供了 20 多门 STEM 课程、STEM 素质综合测评系统以及 STEM 实验室

预约管理系统等一系列 STEM 教育资源与服务。除此之外，上海 STEM 云中心还将推出课题

研究检索查新系统和云客联盟——客联盟—教育论坛，目前这两项还处于内部测试阶段，相

信假以时日，也可以正式对公众开放。 

通过对现有可获取的 STEM 课程（包括上海 STEM 云平台的课程及部分中小学课程）进

行梳理分析以及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发现目前我国 STEM 课程建设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2.1. 缺乏一定的系统性 

美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2007 年颁布的“创新美国：拟定科学、技

术、工程和数学议程（Innovation America: Building a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Agenda）”共同纲领中指出，在知识经济时代，只有具备 STEM 素养的人，才能在激烈

竞争中取得先机，赢得胜利（余胜泉等，2015）。而素养培养的特点是阶段性与连续性并存，

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的学段对于 STEM 素养的具体要求应不同，因此在 STEM 课程建设方

面，也必须具备和体现一定的系统性。而目前我国 STEM 课程建设的特点是比较零散，不同

的学段之间在开展 STEM 教育时缺乏一定地衔接，学校和教育机构在设计和开发 STEM 课程

时也没有一个顶层标准或框架作为参考和指导，这容易出现设计出的 STEM 课程内容与学生

的实际认知水平有所偏差，不利于学生 STME 素养的培养。 

2.2. 课程的准确性与科学性有待商榷 

众所周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材都是由专门的教材编写委员会进行统一编写，教材编

写完成后还要进行审查、试点以及再修改等，其步骤与程序非常严格。STEM 课程或项目虽

然不用像教材编审那样严格，但既然是对中小学生进行授课，最好也能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

审核，对 STEM 课程或项目的质量进行把关，以确保课程知识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而目前我

国的 STEM 课程或项目大都未经过质量审核而直接发布与实施，很多课程的教学目标不明确，

只是在表面上单纯地体现了跨学科，课程内容的深度、广度及质量有待考究。 

2.3. 资源重复建设 

在当今 21 世纪，优质资源共享一直是教育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全美最大的教会大学

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教育心理学与技术的副教授 David 曾说过：“教育的

精神内核应该是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共享”。而目前我国的 STEM 课程建设在这一点上非常欠缺，

在课程开发过程中存在资源重复建设的现象。从整体来看，学校与教育机构之间，各个学段

的教师之间在开发与设计 STEM 课程时大都各自为营，缺乏一定的交流平台，导致优质的教

育资源无法共享。虽然目前上海 STEM 云中心已经准备推出“课题研究检索查新系统”，在该

系统中通过输入关键词、比赛、时间等元素可以检索相关课题，以了解你想做的课题是否有

人做过。但仅凭一家之力还远远不够，要想实现优质 STEM 课程资源的交流共享，还需要全

社会相关教育机构的共同努力。  

3.对我国 STEM 课程建设的建议 

任何事物从产生到发展成熟都需要一定的时间。STEM 教育在我国毕竟才刚刚起步，课程

建设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现象。在分析我国目前 STEM 课程建设不足的基础上，结合

当下教育实际，尝试提出以下建议： 

3.1. 建立流线型的 STEM 教育课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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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 STEM 教育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的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 STEM 课程的实施是

自下而上，各个学段的教师在一线教学实践中根据需求自己开发 STEM 课程，或是借助一定

的教育机构来实施 STEM 课程，并没有很好的顶层设计。为了解决该问题，相关教育部门最

好能够根据不同学段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对 STEM 课程的整体实施规划进行顶层设计，建

立流线型的 STEM 教育课程要求或标准，就像颁布国家课程标准一样，做到自上而下。 

根据 Edward Locke 在文章中提到的“流线型 STEM 教育过程（Streamlined STEM Education 

Process）”（Locke,2009）,本人尝试设计了下表，对不同学段学生学习 STEM 课程的基本要求

进行了简单介绍。在建设 STEM 课程时，要注意不应只关注某个学段，应树立流线型的终生

学习的思想。 

表 1 流线型的 STEM 教育课程要求 

教育程度 学段 STEM 教育基本要求 认识水平 STEM 课程难度 

基础教育 小学 在牢固地掌握数学知识的

基础上，广泛地接触科学、

工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 

 

感性认识 

易 

初中 在牢固地掌握数学知识的

基础上，广泛地学习科学、

工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

并能简单应用。 

 

 

 

 

理性认识 

难 

高中 在牢固地掌握数学、化学

和物理知识的基础上，综

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并能有所专长。 

较难 

高等教育 大学 深入学习某一领域内的专

业知识，创造性地解决专

业问题。 

非常难 

对于小学阶段的学生，心智发展尚不成熟，知识基础也比较薄弱，因此，STEM 课程在小

学阶段应主要突出趣味性和体验性，让学生广泛地去接触科学、工程和技术方面的知识。到

了初中，学生的心智得到进一步发展，可以开始动手做一些理科实验，学习数字模拟、计算

机技能等，解决简单的实际问题。升入高中后，学生对理科知识的学习会进一步深化，因此，

高中学段的学生可以在牢固掌握数学、化学和物理知识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争

取在某一方面有所专长，并可以解决相对复杂的问题。对于大学生，由于其已经进入某一专

业领域进行了深入学习，具备一定的基础知识，对事物的认识也更理性和全面，因此课程难

度应设置的大一些，以挖掘和锻炼学生的创造性。 

3.2. 建立 STEM 课程质量审核机制 

为了确保 STEM 课程的质量，各地相关教育部门可以在了解当地各学段学生 STEM 素养

现状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建立一套 STEM 课程评估标准，一方面给学校或教育机构开发制

作 STEM 课程提供参考，另一方面可以以此标准对 STEM 课程进行评估审核。就像美国的一

所 STEM 教育公益机构“变革方程(Change the Equation)”一样，其不仅建立了 STEM 项目遴选

标准，还公布了以 STEM 教育项目基本原则为导向的项目评估量规，以及详细列出每个评估

维度的评估指标等，以便指导项目评估者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钟柏昌等，2014）。另外，

各地相关教育机构也可以组织有关专家成立 STEM 课程评估小组，对提交的 STEM 课程中的

知识点进行审核，以确保课程知识在准确性和科学性上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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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建立 STEM 课程资源库 

针对目前我国 STEM 课程资源重复建设的现状，建议相关教育机构能够组织建立统一的

STEM 课程资源库，根据不同的学段或年级对 STEM 课程进行分类，方便 STEM 教育的推广

和优秀经验的分享。具体操作形式可以是像上海 STEM 云中心那样，建立“课题研究检索查新

系统”，学校教师根据教学需要在该系统内查询，然后结合本校实际，将别人做的课程校本化

实施。此外，还可以在现如今众多 MOOC 平台上推出线上 STEM 课程，其教学对象既可以是

学生，也可以是一线教师。譬如“顶你学堂”在 12 月 28 日刚刚推出一门新课：《STEM 项目

学生研究手册》，该课程按照 STEM 项目的开展流程，系统介绍项目研究者应如何完整地开

展一项科学研究，以帮助教师在 STEM 项目研究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对学生进行指导。诸如此

类的线上课程，也是一种资源库的建设，具有可传播性和可复制性。  

3.4. 开展信息技术支持下的 STEM 教育 

21 世纪是一个信息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电子书包、3D 打印、虚拟现实、MOOC、信这

些潮流新词对我们来说早已不再陌生，利用信息技术辅助教学，可以给我们的教学带来意想

不到的效果。鉴于 STEM 教育本身的特点，开展课程时往往需要购买一些必要的科学器材和

耗材，这对于一些经费不充裕的学校来说常常难以承受。因此我们可以考虑开展信息技术支

持下的 STEM 教育，充分利用一些免费的虚拟科技创新平台来开展 STEM 教育项目设计，如

数字化实验、3D 机器人仿真平台等，既能够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又可以节约大量资金。 

4.结语 

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人才的竞争将成为各国竞争的焦点。STEM 教育是一种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兴教育理念，因此大力发展 STEM 教育，培养创新型人才，应得到全

社会的共同关注。目前我国 STEM 课程的发展还十分不完善，希望本文能引起业内的关注、

批评和共鸣，共同促进我国 STEM 教育实践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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