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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STEAM教育探索与实践

案例一 



乐山外国语小学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地处古城嘉州，有闻名世界的双遗产乐山大佛和峨眉山。

学校结合课题研究，现已全面开发与实施小学1-6年级的STEAM课程，通过课程

构建、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全面推进STEAM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学校育人目标

培养“全面、和谐、睿智、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儿童”



学校开设STEAM课程的调研

　　STEAM课程开设前的认知调查

(抽查全校1-6年级各100人，1-6年级共600人)

调查年级 调查人数

 

是否听说

STEAM课程

是否期待开设 哪个阶段

开设课程最好

 是   否   是  否 小学  中学

1-2年级   200  10%  90% 100%   0 93%   7%

3-4年级   200  23%  73%  98%  2% 91%   9%

5-6年级   200  35%  65%  95%  5% 96%  4%



学校开设STEAM课程的调研

　最喜爱的学校课程 
（抽查人数全校1-6年级各100人，全校600人，只能选一门） 

    STEAM课程   美术校本课程  音乐校本课程   体育校本课程

      152人        137人      71人      240人

25.33%       22.83%     11.83%       40%



STEAM课程总目标

　    通过真实情景问题研究的STEAM课程，培养学生的STEAM综合素养，通过探

究知识、动手实践和设计制作解决问题，形成学生乐于通过实践改善生活，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的创新意识。

    探究数学、生命世界、物质世界、地球与空间、工程与技术领域的多科学

知识，在建构知识与拓展运用中，培养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生活实际问题的能力。

知识目标



STEAM课程总目标

　    通过真实情景问题研究的STEAM课程，培养学生的STEAM综合素养，通过探

究知识、动手实践和设计制作解决问题，形成学生乐于通过实践改善生活，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的创新意识。 

    通过情景式问题，参与科学探究与工程实践，提升学习能力、实践能力、

适应能力、合作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综合素养。

能力目标



STEAM课程总目标

　    通过真实情景问题研究的STEAM课程，培养学生的STEAM综合素养，通过探

究知识、动手实践和设计制作解决问题，形成学生乐于通过实践改善生活，让生活

变得更美好的创新意识。

    体验研究的乐趣，在有挑战性的学习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在问题解决中培养合作精神、探究精神、科学精神和创新精神。

情感目标



学校STEAM课程

年  段  课时 课程内容 涉及学科 授课教师

一年级 4课时 《树叶变黄了》 生命科学  数学  艺术标本 制作技术 黄立群

一年级 2课时 《不同的纸船承重测试》 力学  数学 工程学  搭建技术  罗文杰

一年级 2课时  《投球我最棒》 数学 机械学 艺术  搭建技术 张纯莉

一年级 2课时  《小小建筑师》 科学  数学  艺术  搭建技术   叶梦丽

二年级 2课时 《探秘小昆虫》 昆虫学 数学 工程学 艺术 搭建技术 范祖会

二年级 4课时 《团团圆圆中秋节》 地球与空间科学 数学 艺术 劳动技术 丁 蕾

二年级 2课时 《钥匙扣》 物理学   艺术  工程学 搭建技术   张凤连

二年级 2课时 《身体里的数学奥秘》 生命科学 数学  艺术  搭建技术   汪灵珊



学校STEAM课程

三年级 2课时 《设计手机支架》 力学  数学  艺术  工程学 3D技术   张安皓

三年级 2课时 《小小竹筏》 力学  数学 工程学 搭建技术   孟祥鹏

三年级 4课时 《探秘嘉州美食》 食物学  数学  工程学 3D  烹饪技术   汪 凌

三年级 4课时 《研究不同土壤向日葵的生

长情况》

生命科学  数学  艺术  种植技术  黄立群

三年级 4课时 《风力车》 机械学 力学 工程学  搭建技术   张安皓

四年级 4课时 《设计滟澜洲新学校》 力学  数学  3D技术   艺术 工程学   汪 凌

四年级 2课时 《空气净化宝》 植物学  数学 摄影技术 艺术 工程学 张凤连

四年级 2课时 《荒岛求生》 力学  数学  搭建技术 艺术 工程学  丁 蕾

四年级 4课时 《设计升降机》 机械学 数学  力学 工程学 搭建技术   周南成

四年级 4课时 《迷你污水处理系统》 科学 环境学 工程学净化技术   范祖会



学校STEAM课程

五年级 4课时 《设计智能落地衣架》 机械学 数学 智能技术 艺术 工程学 汪 凌

五年级 4课时 《嘉州绿心公园开发与保护》 植物学  数学  工程学 种植技术    黄立群

五年级 4课时 《抢险救援》 机械学  数学 工程学 智能技术   左 桐

五年级 2课时 《小小出租车司机》 数学 科学  工程学 艺术  智能技术   许 梅

五年级 2课时 《电子互动纸艺术》 电子学  工程学 艺术  电子技术    张凤连

六年级 6课时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力学  数学  艺术  工程学 3D技术 汪 凌

六年级 2课时 《智能灯》 科学 信息学 工程学 单片机技术   左 桐

六年级 4课时 《超级轨迹》 信息学  数学   工程学 智能技术     张安皓

六年级 2课时 《家乡美景一日游》 数学 科学 工程学 艺术  信息技术 徐 刚

六年级 2课时 《谍影重重》 数学 信息学 工程学  信息技术 李 丽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国家课程内容设计

        一年级STEM课程《树叶变黄了》，是根据一年级上册语文教材《秋天》、科学

教材《树叶变黄了》、美术教材《彩线连彩点》和数学教材《20以内各数的认识》等

多学科知识，多位不同学科的教师指导探究知识和开展实践，研究树叶变黄的科学问

题，展示了STEM教育的跨学科性和整合性。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ü 调查统计（秋天哪些树叶变黄？哪些树叶没有变黄？）

ü 真实问题驱动（为什么有的树叶会变黄？）

ü 探究记录（观察不同的树叶怎么变黄的、酸碱小实验）

ü 资料学习（树叶变黄的原因）

ü 积累与收集（描写秋天树叶的词语或儿童诗）

ü 创新设计（简图设计并利用树叶制作叶脉书签或树叶贴画）

ü 推荐新品（大胆展示交流作品）

ü 评价反馈（多元评价）

结合国家课程内容设计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国家课程内容设计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生活经验设计

        四年级STEM课程《探究彩茧形成的原因》利用学生在活动中积累的养蚕经验和

在美术课程中积累的扎染经验而开发的课程资源，培养学生对生活的热爱。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生活经验设计

ü 任务驱动（人们如何得到彩色蚕丝？）

ü 设计方案（猜想设计实验方案）

ü 修改方案（讨论方案科学性修改完善）

ü 实践研究（对比实验研究）

ü 记录形成报告（数据记录）

ü 工程实践（抽取彩蚕丝）

ü 展示交流（各组展示成果）

ü 拓展运用（拓展彩茧养殖技术）

ü 评价反馈（多元评价）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生活经验设计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传统文化设计

        二年级STEM课程《团团圆圆中秋节》，通过为食品厂设计中秋月饼为任务驱动，

让学生学习传统文化，探究月相知识，创意制作月饼和月饼盒，这都是围绕中国传统

文化节日而构建的STEM课程。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传统文化设计

ü 任务驱动（食品厂设计一款中秋月饼）

ü 了解中秋文化（与月亮的神话、诗歌）

ü 探究月相成因（探究月相成因）

ü 设计方案（各组设计月饼盒设计方案）

ü 实践制作（制作月饼盒）

ü 制作月饼（体验月饼制作）

ü 交流传说诗歌（收集与月亮有关的神话与诗歌）

ü 新品展示会（展示各组新品）

ü 评价反馈（多元评价）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传统文化设计



设计STEAM课程的策略

结合地区文化特色

        六年级STEM课程《设计大佛维护支架》，通过研究真实问题——为大佛设计维

护支架，完成一次工程研究的任务。在小组合作中按比例设计搭建大佛不同部位的维

护支架模型，在创新设计中考虑支架的稳定性、承受力、环保性、美观性等因素，在

实验中测试支架的稳定性和承受力，通过模拟投标和投标稿的撰写开展投标活动。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课程背景

        乐山大佛是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因常年受到雨水、植被等侵蚀，发生了风化、渗

水、开裂现象。目前，乐山大佛正在开展对大佛残损区域、渗水区域的抢救性保护工

作，其中第一步工作就是给大佛设计搭建维护支架（脚手架），保证施工人员安全的

开展修缮工作。在这样的真实情景中开展设计大佛维护支架的项目研究。

        六年级的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设计不同部位维护支架，制作支架模型并测试承受

力，设计宣传海报并召开模拟招标会。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课程背景

课程开发者：  乐山市外国语小学  汪凌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课程目标

ü 知道不同形状结构的支架稳定性和承受力不同，知道维护支架的种类、作用，

知道比例尺及运用。

ü 能按比例设计和制作大佛不同部位的维护支架，能测试不同形状结构的支架

稳固性与承受力不同，能够运用3D技术和智能技术开展大佛维护支架的研究。

ü 在项目学习中体验工程研究过程:聚焦问题、设计方案图纸、制作建模、测试

改进、撰写说明、形成模型产品、投标活动。在体验中培养成就感、自信心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ü 培养学生热爱家乡、积极参与家乡文物保护的公民意识。培养学生运用知识、

积极参与现实问题研究的责任意识。培养学生实践创新、参与解决问题的自

信心和成就感。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涉及领域

ü 力学 

ü 数学 

课时

ü 6课时

ü 工程 

ü 信息技术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一课时：聚焦任务、分析问题

一、情景导入，聚焦任务（10分钟）

        观看乐山大佛视频。出示大佛最近的面貌，引导学生发现大佛因常年暴露在

自然环境下，受到风雨、植被等侵蚀，发生了风化、渗水等病害。

        聚焦任务：景区管委会正在开展大佛胸腹部开裂、残损区域的抢救性保护工

作，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给大佛设计和搭建维护支架，以便于施工。作为乐山市民，

我们也有责任一起来设计大佛维护支架，为保护文物出谋划策。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一课时：聚焦任务、分析问题

二、讨论维护支架知识（20分钟）

1. 小组合作查资料收集维护支架种类、结构名称以及作用。

2. 交流各组自主学习有关维护支架的知识。

• 学生介绍：为了保证各施工过程顺利进行而搭设的工作平台。

• 引导学生分类：按位置、材料、构造可以分不同的类。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一课时：聚焦任务、分析问题

三、讨论大佛支架设计考虑的问题（30分钟）

1.  各组讨论记录：设计大佛维护支架，要考虑哪些因素？

• 各组讨论，师巡回指导，参与小组讨论，听取各组的想法，引导学生全

面考虑设计因素。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一课时：聚焦任务、分析问题

三、讨论大佛支架设计考虑的问题（30分钟）

2.  小组汇报。

• 为什么要考虑设计尺寸大于各部位尺寸？

• 准备使用什么材料？如何节省材料？

• 怎样在施工中保护大佛？

• 怎样设计稳固承受力大的支架？

• 综合各组信息：设计大佛维护支架时应该考虑大佛各部分尺寸、支架的

稳固性承受力、搭建的材料、地理位置以及科学性、可行性、创意性、

环保性、美观性等因素。

• 出示量表，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一课时：聚焦任务、分析问题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偶尔进行讨论，不够大胆

表达自己的观点，组内交

流不够积极，不能考虑设

计大佛维护支架的因素。

小组参与查阅资料，部分

学生参与讨论维护支架知

识，组内交流不够积极。

能够考虑设计大佛维护支

架的各项因素。

小组积极查阅资料，积极

讨论、大胆交流维护支架

知识，积极补充自己的想

法，考虑大佛维护支架的

因素全面。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二课时：设计方案 绘制设计图（60分钟）

一、出示任务（10分钟）

1.  出示乐山大佛数据

• 通高71米，头高14.7米，头宽10米，肩宽24米，膝盖到脚长28米，分小

组选择设计任务：（头部、颈部、胸腹部与手臂、腿脚部）全班汇总。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二课时：设计方案 绘制设计图（60分钟）

一、出示任务（10分钟）

2. 任务要求：

• （1）小组合作，合理分工，方案设计师、绘图设计师、材料预算员、

结构工程师各司其职，团结合作。按比例设计稳固、承受力大、用料少、

创意足的支架结构。

• （2）每组10CM、5CM的孔梁和插销各50根进行搭建，也可选择吸管与木

棒进行搭建，合理预估和计算使用的材料数量。

• （3）网络查询材料进行真实大佛维护支架的价格预算。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二课时：设计方案 绘制设计图（60分钟）

二、分工设计方案执行任务与反思（50分钟）

1. 小组分工设计不同部位维护支架方案。

• 如何设计稳固、承受力大、用料少的支架？

• 如何按比例对大佛不同部位进行计算？

• 草图绘制中应该注意哪些因素？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二课时：设计方案 绘制设计图（60分钟）

二、分工设计方案执行任务与反思（50分钟）

2. 根据方案绘制草图和模型图。

3. 出示评价量规，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二课时：设计方案 绘制设计图（60分钟）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参与设计方案，分工不明，

方案没有全面考虑各项因

素，字迹潦草，草图、模

型图不规范，计算错误，

缺乏科学性和创意性。

积极参与方案设计，分工

明确，方案比较全面的考

虑各项因素，字迹工整，

草图、模型图比较规范，

计算有错，科学性和创意

性不足。

积极参与方案设计，分工

明确，方案设计中全面考

虑各项因素，字迹工整，

草图、模型图规范，计算

正确，具有科学性和创意

性。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三课时：完善设计 交流方案（60分钟）

一、出示完善方案任务（10分钟）

1. 小组完善修改方案和设计报告。

• 引导完善修改：设计的尺寸、材料计算、预估费用、结构名称、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等。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三课时：完善设计 交流方案（60分钟）

二、完善交流方案（20分钟）

1. 小组围绕哪些方面进行交流？

• 引导围绕设计数据、创意、结构原理、解决实际问题等进行交流。

2. 各组交流。

• 小组交流中，各组提出肯定之处、存在问题和质疑之处，现场答辩。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三课时：完善设计 交流方案（60分钟）

三、修改方案及反思（30分钟）

1. 根据各组提出意见进行再次方案修改完善。

2. 出示量表，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三课时：完善设计 交流方案（60分钟）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个别成员不参与完善方案，

没有全面交流方案设计中

的各项因素及设计意图，

缺乏科学性、可行性、创

意性。不接受其他小组提

出的意见进行方案修改。

全组积极参与完善方案，

比较全面交流方案设计中

各项因素及设计意图，有

科学性、可行性、创意性，

接受其他小组提出的意见

进行方案修改。

全组积极参与完善方案，

全面交流方案设计中考虑

各项因素及设计意图，有

科学性、可行性、创意性，

乐于接受其他小组提出的

意见进行方案修改。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四课时：搭建模型 自己测试

一、讨论搭建任务（20分钟）

搭建前进行头脑风暴，讨论搭建中的注意问题。

• 引导学生根据方案和3D图搭建大佛维护支架。

• 思考建筑工人搭建维护支架的步骤可能是怎样的？

• 组内如何分工搭建？如何按比例搭建？ 

• 搭建中材料不够长度宽度，搭建结构不稳定怎么办？

• 如何测试不同部位支架模型的稳定性？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四课时：搭建模型 自己测试

二、执行搭建任务（40分钟）

1. 出示搭建任务：

• 按比例搭建大佛不同部位维护支架模型。

• 搭建中支架美观、稳固、承受力大且有创意，具备科学性和可行性。

• 搭建中小组分工合作，各司其职。遇到问题，共同想办法解决。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四课时：搭建模型 自己测试

二、执行搭建任务（40分钟）

2. 根据方案和设计图搭建大佛维护支架。

• 教师巡回指导学生解决搭建中的问题。

3．出示量表，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四课时：搭建模型 自己测试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不积极参与搭建前的讨论，

不分工合作，没有按比例

搭建，搭建的大佛各部分

支架结构不美观、不稳固，

无创意、承受力不大。

较积极参与搭建前的讨论，

分工合作，按比例搭建，

搭建的各部分支架不够美

观、比较稳固，有创意、

承受力不大。

全组积极参与搭建讨前的

论，分工合作，按比例搭

建，搭建的各部分支架美

观、稳固、创意足，承受

力大，解决具体问题。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五课时：测试模型 评议修改

一、测试支架的稳固性和承受力的任务（20分钟）

测试支架模型的稳固性和承受力。

• 引导学生设计对比测试。

• 各组分组测试后修改模型。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五课时：测试模型 评议修改

二、执行任务与反思（40分）

1. 小组交流展示模型、各组评议模型。

• 引导学生评议搭建的模型值得肯定之处和存在问题。

• 测试稳定性和承受力

2. 出示量表，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五课时：测试模型 评议修改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不会进行支架模型稳固性

的测试实验，支架结构不

美观，测试不稳固，不知

道如何找出搭建中存在的

问题，不知道如何改进支

架结构。

会进行支架模型稳固性的

测试实验，支架结构比较

美观，测试不稳固承受力

不大，能找出搭建中存在

的问题，不知道如何改进

模型结构。

会进行支架模型稳固性的

测试实验，支架结构美观，

模型测试稳固承受力大，

能找出搭建中存在的问题，

知道如何改进模型结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六课时：撰写解说 模拟招标

一、撰写解说词（25分钟）

1. 小组合作撰写大佛维护支架的解说词设计宣传海报。

• 如何设计宣传海报？

• 如何撰写解说词？包括哪些内容？

2. 小组合作撰写。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六课时：撰写解说 模拟招标

二、召开招标会（30分钟）

1. 大佛维护支架招标会。

• 学生自行布置招标会现场

• 各组模拟练习投标活动。

2. 各组模拟竞标。

3. 各组提出中肯意见。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六课时：撰写解说 模拟招标

三、评价总结（5分钟）

1. 推荐优秀支架（最佳创意奖、最佳设计奖和最佳结构奖）。

2. 交流自己参与研究中遇到的困难和获得的成功。

3. 出示量表，小组自评。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六课时：撰写解说 模拟招标

四、课程拓展（40分钟）

将课程成果带到大佛管委会，结合新技术，

对比科学家同学们的设计。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第六课时：撰写解说 模拟招标

       3颗星        4颗星        5颗星

不会设计宣传大佛维护支

架的解说词和海报，不积

极参与招标活动，不接受

其他小组的意见，不愿意

分享研究过程中的心得。

会设计宣传大佛维护支架

的解说词和海报，能积极

参与招标活动，偶尔接受

其他小组的意见，愿意分

享研究过程中的心得。

会设计宣传大佛维护支架

的解说词和海报，能积极

参与招标活动，完全接受

其他小组的意见，乐意分

享研究过程中的心得。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总自评表

评价

项目

具体指标 自我评价

（最高五星）

教师评价

（最高五星）

STEM

学习过

程评价

1.设计的维护支架稳固不易变形。

2.积极参与设计制作大佛维护支架。

3.能根据大佛数据设计方案绘制设计图预算材料价格。

4. 能撰写工程研究方案。

5.遇到困难能积极提出解决的办法。

6.能和小组成员愉快合作，研究中大胆发表自己的观点。



《设计大佛维护支架》

总自评表

评价项目 具体指标  自我评价

（最高五星）

  教师评价

（最高五星）

STEM

动手实践

评价

1.能制作大佛维护支架。

2．制作的支架美观具有创意承受力大。

3.解说词有新意，宣传效果好，积极参
与招标。

STEM

学习反思

4.在本次STEM学习中，你的成功经验是:

5.在本次STEM学习中，你的不足经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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