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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内容与方法

（1）研究内容

①分科教学中教师的教学瓶颈分析。

②STEAM 教育理念环境下，跨学科融合应遵循的原则。

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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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跨学科融合的课堂教学对教师发展、学生发展的影响。

⑤跨学科融合的课堂教学的课程策略。

（2）研究方法

①调查法（选取不同层次学校进行调查，分析目前科技教育的状

况）。

②行动研究法（本课题的研究是以跨学科融合实践过程及其规律

为研究对象，研究过程即是跟踪教师的具体教学活动过程，在课堂教

学行为中的呈现方式、途径、效果 等等，关注记录真实的学生的课

程实践，把握规律，分析问题，总结反思。具体采用：课堂观察（听

课）；教学案例分析）。

③比较法。（对本校开展跨学科融合的课堂与分科教学的课堂纵

向对比研究，同时与区内其它未进行课题研究的学校作横向对比，总

结课题研究对课程建设的影响和理论意义）。

④反思法（课题采取在实践中研究，在研究中反思，不断完善的

方法）。



⑤特菲尔法（在研究过程中，将请天津市科技活动中心，天津市

师范大学 STEAM 教育专家和名教师指导，不断修正和完善研究思路，

使研究成果更科学，并有推广和使用价值）。

2、结论与对策

（1）传统的中学学科教学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对于学生学习兴

趣和利用多种手段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关注不够，但随着教学改革落

实和对未来创新人才的需求，基础学科教学方式，教学手段都需要改

革和创新，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更是要潜移默

化到日常教学中。因此多学科与 STEAM 教育理念相契合，倡导主动发

现问题，动手实践, 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科学责任与科学习惯等核

心素养。

（2）将 STEAM 教育的理念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结合,融合多学

科知识，以一个主题为研究目标，以多种形式开展多学科教学,不仅

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学科知识的兴趣,还可促进我国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在高中阶段的有效实施。

通过研究，若想把 STEM 教育真正融合进传统课堂，我们必须做

到以下几点：

①制定高效课堂教学模式

借鉴、吸收国内外的教学模式研究的成功经验，结合我校实际，

总结提炼出自己的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如 STEAM。

②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教师运用综合实践活动，发挥好学生的主体作用和教师的主

导作用，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从而达到提高

课堂教学效率，进而提高教学质量的目标。

③提高教师教学水平

教师想要顺利开展科技教育活动，那么教师就要改进低效、落后

的传统教学方式和教学行为，这样才能达到自己的教学目标。

④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通过科技教育活动化与课程化融合教学的实践研究，教师需要掌

握相当的专业基础知识，因为学生在活动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所以需要教师要有一定的专业功底。

3、成果与影响

（1）学习理念的改进

高中基础学科融合教育首先要想学生渗透探究式学习理念。对某

些问题有探索、研究与创造的过程。如物理实验自主创新教学中，当

学生在传统实验室中完成教科书上的基础实验后，我会进一步将

传感器技术融入该实验，课堂模式主要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辅

助。



（2）对综合型教师人才的需求

STEAM 教育理念贯彻，多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深度融合,对

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STEAM 教育理念，是在基础学科课堂教学中

和学校校本课程中进行渗透，有时也会带着学生做一些探究性实验或

一些综合实践活动。对于实现多学科的深度融合，目前综合型教师人

才稀缺，还是需要组建各科教师团队，或成立相关专题研讨小组,学

校为教师们搭台，提供场所和时间。

（3）课程推动学生成长

课程的开展，让学生不断挑战自己，无论是设计实验、设计实践

活动等，结合学生特点开展合适的活动，能让学生在实践中成长、反

思，动手能力得以提高，团结协作不再是空话，也能实现我校“让每

个学生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的教育理念。

4、改进与完善

STEAM 理念下跨学科课程的开发，其目的在于培养更多 STEAM 领

域的人才，培养更多的具备跨学科能力的综合素质人才。STEAM 教育

颠覆了长久以来分科教育的局限性，利用创新性方式进行跨学科教

育。这种颠覆性的改革不是在一朝一夕就能完成，而是需要很长一段

时间来过渡。本研究还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一、本文的研究仅仅是

停留在对课程设计原则的分析上，未能对不同学科的深入开发方式进

行更全面、更详尽的探讨；二、跨学科课程设计受到学情和校情等因

素的诸多影响，开发策略要因地制宜；三、由于时间与精力有限，研

究体量较小，结论难免有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