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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报告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发展中心 边萌 孟维娜

一、前期准备

（一）本课题由边萌老师担任课题负责人，于 2016 年 12 月组建课题组，

组织课题组全体成员进行理论学习，制定研究计划。

（二）聘请课题组的专家对研究方案给予指导，并及时进行开题论证。

（三）进行关于“STEAM 教育环境下跨学科融合的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

（教师问卷、学生问卷）。

（四）撰写开题报告，召开开题准备会，研讨并明确职责、任务、目标。

（五）制定培训计划，完成开题所有准备工作。

二、研究过程

(一)2017.1—2017.7 课题研究实施第一阶段

建设实施内容：

1、调研，分析分科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瓶颈分析。

2、STEAM 教育理念环境下，跨学科融合应遵循的原则及策略。

3、把握跨学科“融合”教学内容的特征及相关的教学内容、环境要求。

4、steam 创客实践在课堂教学的应用的培训方案。

（二）2017.7—2018.7 课题研究实施第二阶段

建设实施内容：

1、比较跨学科融合的课堂与分科教学的课堂纵向对比研究，校际之间的横

向对比研究，反思总结。

2、组织各学科教师听课、评课，组织讨论分析实践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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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的措施。

3、撰写课题中期报告。

4、基于以上实践及研讨，进行理论升华，感悟跨学科融合的课堂教学对教

师发展、学生发展的影响。

5、写出研究与实践跟踪检查、记录、总结，完成研究报告初稿。

（三）2018.7—2019.12 课题结题阶段

建设实施内容：

1、整理关于 STEAM 教育“助力”跨学科融合的原则、策略、方法与途径的

研究，整理反思、相关论文、追踪问卷、研究报告等相关数据。

2、完成研究报告或专著。

3、结题鉴定，经验推广，总结表彰。

三、已经取得的成果

在课题负责人边萌老师的带领下，课题组全体成员团结协作，取得了

以下成果。

（一）李倩 问卷调研及分析：“STEAM 教育环境下跨学科融合的教育现状”

的问卷（教师问卷、学生问卷）

（二）杨莹 调研报告：调研，分析分科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瓶颈分析

（三）韩琳 培训方案：STEAM 创客实践在课堂教学的应用

（四）杜君毅 调研报告：STEAM 教育理念环境下，跨学科融合应遵循的原

则及策略（结合实例）

（五）代进、孟维娜 反思总结：开题前后跨学科融合的课堂与分科教学

的纵向、横向比较，课题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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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马思航 2016-2020 年学校（科技活动及评比）相关材料汇总

（七）张兰 2016-2020 年学生（STEAM 教育+跨学科）相关材料汇总

（八）相关成果：

1、课件（电脑软件）

（1）杨莹《竖直面内圆周运动的实例分析》课件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2）孟维娜 课件《虞美人》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3）张兰《金汤桥》课件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4）代进《y=Asin(wx+φ)的图像》课件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5）马思航《VEX IQ 机器人实践探究》天津市南开区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

心

（6）马思航 《机器人消防安全与实验》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7）马思航 《通用技术 2 第三章-系统与设计》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8）马思航 《趣味无人机》天津市南开区教育技术装备管理中心

（9）马思航 《§3.1 设计的一般过程》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2、微课（电脑软件）

（1）杨莹《传感器的使用》微课 南开区教育中心

（2）孟维娜 微课“从素材到写作内容”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3）代进 空间几何体三视图微课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4）代进 3D 程序员软件应用——构造螺旋纸篓微课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

学

（5）马思航《通用技术-高二-系统分析》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6）马思航《通用技术-高二-设计图样的绘制》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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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思航《2019 VEX IQ 主题机器人搭建》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8）马思航《趣味无人机》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9）马思航《经典结构探析—飞檐》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10）马思航《机器人消防安全与实验》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1）马思航《常见技术图样之正投影与三视图》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学会

劳技/通技专业委员会

3、教学设计（其他）

（1）杨莹《抛体运动规律》教学设计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2）孟维娜 教学设计《社科类短文阅读考点分析》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

心

（3）张兰《金汤桥教学设计》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4）代进《双曲线及其标准方程》全国新课标教育研究中心

（5）马思航 《VEX IQ 机器人实践探究》天津市南开区教育技术装备管理

中心

（6）马思航 通用技术—必修一第三章—《设计的一般过程》--刘哲雨评

析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7）马思航 《 6-2 常见的技术图样（一）》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学会劳技/

通技专业委员会

（8）马思航 《2.3 技术试验及其方法》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9）马思航 《3.1 设计的一般过程》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0）马思航《§3.2 设计的一般原则》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4、课例（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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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边萌《七年级 5.2.2 体验虚拟机器人仿真平台》天津市中小学教育教

学研究室

（2）边萌 南开云动课程资源建设《智能家居》+《地震来啦》培训 南开

区教育中心

（3）边萌 主持云动特色课程《面对面，创客我先行》在线课程 南开区

教育中心

（4）边萌 主持云动特色课程《太空探索——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在线课

程 南开区教育中心

（5）边萌《创客面对面》课程研发《智能家居》+《地震来啦》在线课程

研发 南开区教育中心

（6）孟维娜 课例《第二章 材料的使用与处理——第二节 材料的有机转

化》被评为教育部“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优课” 中央电化教

育馆

（7）孟维娜 课例《囚绿记》在 2018 年天津市中学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

合优秀课评比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天津市电化教育馆

（8）杨莹《动量定理》南开区教育中心

（9）杨莹 《探究功与速度变化的关系》实验教学说课 南开区教育局

（10）张兰 STEAM 课堂——《方案构思》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1）张兰 STEAM 课堂——《奇妙的控制机关》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2）张兰 STEAM 课堂——《传统节日系列》班本课程 天津市第四十三

中学

（13）代进 三角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录课 南开区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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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代进 高考热点之解三角形复习课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5）马思航《方案的构思及方法》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16）马思航 《设计的一般过程》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17）马思航《VEX IQ 机器人探究实践》天津市南开区教育技术装备管理

中心

（18）马思航《系统及其特性》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19）马思航《控制设计》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20）马思航《机器人主题班会》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5、论文

（1）边萌《聚焦核心素养，浅谈 STEM 跨学科融合类课程的实践研究》天

津教育学会

（2）孟维娜《STEAM 教育“助力”语文跨学科融合的研究与实践》天津市

南开区教育学会创新论文一等奖

（3）韩琳《教育信息化让中学地理教学“如虎添翼”》 南开区教育创新论

文一等奖

（4）韩琳《 浅析 3s技术在中学地理信息素养培育中的应用》天津市基础

教育教学成果

（5）韩琳《基于核心素养的地理整体教学初探——以<旅游地理>为例》天

津市教育创新论文三等奖

（6）韩琳《STEAM 教育在中学地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南开区教学成果三

等奖

（7）杨莹《“创客教育”在物理教学中的尝试应用》天津市教育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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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李倩《以高中生物学科为基础的 STEM 教育课例探究》南开区教育学

会

（9）张兰《科技活动助力发展学生技术核心素养》南开教育

（10）代进《高中数学教学中几何画板和 3D打印技术的运用》天津市教育

学会

（11）马思航《信息技术助力新课标下的通用技术教学》天津市南开区教

育学会

（12）马思航《通用技术学科创新思维在校本实践活动中的培养》天津市

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室

（13）马思航《STEM 活动对于学生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中国梦.

全国优秀教育论文评选大赛组委会

（14）马思航《通用技术学科教学模式实践探究》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

（15）马思航《实践活动化课堂教学与传统课堂教学的纵向对比研究》天

津市南开区教育学会

（16）马思航《创新在高中通用技术课中的应用》天津市南开区教育学会

（17）马思航《STEM 环境下的通用技术教学探究》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18）马思航《机器人 STEM 课程助力通用技术课堂教学》 天津市第四十

三中学

（19）刘雅欣《“互联网+”环境下的中小学创客教育》第十七届中小学教

研教改成果三等奖

（20）魏玲《区域性网络学习空间建设与应用研究》《天津教育》

6、研究报告（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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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杨莹 “分科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瓶颈分析”研究报告 天津市第四十三

中学

（2）杜君毅 《感受技术之美 培养技术之魂——信息技术课程体系建设的

实践与思考》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3）代进 《电子白板在中学数学课堂上的使用的有效性研究》天津市第

四十三中学

（4）马思航《第十六届“壳牌美境行动”行动方案—利用搭建的可编程机

器人解决校园垃圾回收利用》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绿色教育环境委员会

（5）马思航《第十五届“壳牌美境行动” 实施报告—七里海湿地保护区

生物多样性调查报告》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绿色教育环境委员会

（6）马思航《第十九届 “壳牌美境行动”活动实施报告—海河流域水资

源开发利用及污染治理》天津市环境科学学会绿色教育环境委员会

7、调研报告（研究报告）

李倩《关于“STEAM 教育环境下跨学科融合的教育现状”的问卷调查报告》

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

8、应用案例

代进 《利用 3D程序员软件探究螺旋纸篓的制作过程》在 2018 年南开区中

学综合实践活动优秀信息化成果评选中获得一等奖 天津市南开区教育

中心

9、其他

（1）马思航《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高一年级投石机设计制作竞赛科技教育

实践活动方案》天津市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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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思航《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高一年级“与时俱进”单摆制作竞赛科

技教育活动方案》天津市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

（3）马思航《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高一年级桥梁模型设计制作竞赛科技教

育活动方案》天津市青少年科技活动领导小组

（4）马思航《高二年级“小课题研究”“仿生机器人”课题结题报告》天

津市第 43中学小课题研究导师团

（5）马思航《高二年级“光电传感器对四轮循迹小车的影响”课题开题报

告》天津市第 43中学小课题研究导师团

（6）马思航《天津市第 35届科技创新大赛-学生创新项目-救援机器人》

天津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组委会

四、重要变更

变更：为保障课题工作的顺利开展，我课题组成员如下变更：

变更 1：单位变更：天津市南开区教师发展中心

 课题负责人：边萌，由于 2018 年 7 月从天津市第四十三中学调入

到天津市南开区教育中心，2020 年 8 月由于组织机构改革，天津市南开

区教育中心变更为天津市南开区教师发展中心。

变更 2：课题组人员变更：增加 3 名，减少 1 名

 增加：由于课题需要本课题组增加三位成员，分别是杜君毅、魏玲、

刘雅欣。

 删减：课题组成员陈盈老师由于工作繁忙，脱离本课题组。

五、总结与梳理

本课题组自组建之日起，课题组全体成员在课题负责人边萌老师的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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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下加强本课题涉及的理论学习，虚心向专家请教，认真履行课题组中的

职责，按时、高质量地完成课题研究任务并取得一些研究成果。这些研究

成果全部来自教学一线，经过实践，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

在今后工作中，我们课题组全体成员将继续总结经验，克服研究中的

不足，将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在教学中推广应用。在新课改背景下，

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把多样化的

创新性科技教育活动与课堂教学融合，拓展科技教育的普及度，在课程开

发上注重跨学科融合，加强对·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科技素养的培养，实现

学科教学与科技教育的双赢，让 STEAM 教育更好地“助力”跨学科融合的

实践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