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TEM 培训课程设计 

教师培训方案 

一、项目背景 

“STEM”是 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和 Mathematics

（数学）四个单词首字母的缩写，STEM 教育是一种重实践的跨学科政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

模式。STEM 教育具有跨学科、趣味性、体验性、情境性、协作性、设计性、艺术性、实证

性、技术增强性等 9 个特征。在跨学科整合上，具有“学科知识整合取向”“生活经验整合

取向”、“学习者中心整合取向”3 种类型。STEM 教育的提出,使传统的理工科教育不再停

留在单一学科内部,通过加强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打通学科壁垒,采取

更加灵活的学习方式,让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下开展深度学习,有利于创新人才和高水平技能人

才的培养。 

如今，在欧美等众多国家的人才竞争比较中，STEM 素养已经成为一个重要指标。而在

中国，STEM 教育也越来越受到中国教育界的重视。2006 年《国务院关于实施<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若干配套政策的通知》中指出，“大力倡

导启发式教学，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从小养成独立思考、追求新知、敢于创新、敢于实

践的习惯。切实加强科技教育。”2017 年教育部印发的《义务教学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

特别把 STEM 教育列为新课程标准的重要内容之一，小学一年级将增设科学课作为基础性

课程。2018 年 1 月 16 日，教育部正式将机器人编程划入新课标。而在 STEM 教育作为一

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教师的专业发展就是这一系统工程中能够运行的重要且关键的要素。近

年来，随着 STEM 教育发展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教师认识到，对于推动传统教育向

21 世纪教育转变的 STEM 教育而言，教师的专业成长与发展更应成为 STEM 教育必须首要

解决的问题。 



 

 

 

二、培训目的 

本方案强调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通过集体教学帮助教师充分认识和理解 STEM 教育

的基础之上，利用实践教学全面提升教师群体的科学教育能力与水平。本次培训的具体目标

如下： 

1） 在认识 STEM 教育的教学目的、意义的基础之上，帮助教师了解实施 STEM

教与学的核心要素、STEM 课程的教学方式和所涉及的课堂组织形式。 

2） 通过教授 STEM 课程的教学工具、教学理论以及通过完整设计实施一个

STEM 项目课程，全面提高教师的 STEM 教学能力与水平。 

3） 通过 STEM 实践项目帮助培养教师的 STEM 课程设计与指导能力，全面提

升教师的科学素养和在科学教育中的教学能力与水平。 

 

三、培训形式 

本次培训班拟采用班级讲座、Workshop 小组协作、STEM 课程设计与实践操作等多模

式混合的培训形式。 

培训主要由理论课授课与实践课操作两大部分组成。其中，理论课授课授课主要采用大

班统一教学的形式，中间会根据具体教学情况穿插小班的课程讲授。实践课则采用

Workshop 小组讨论解决问题，并且在教师完成分组教学设计后，由小组负责人在专家的

带领下到各自的实践基地进行现场 STEM 课程教学。 

  



 

 

 

四、培训过程 

出于培训课程系统化设计的角度考虑，本次专题培训班培训过程主要包括以下环节： 

（1）网络问卷评测： 

通过网络问卷进行培训课程开展前的参训人员 STEM 教学了解度调查，

掌握参训人员对于 STEM 教育的掌握情况，由此进行后续培训课程更有针对

性的辅导设计。 

（2）线下集中培训： 

培训课程共计四天，主要通过培训让参训人员完成从“了解→掌握→应

用”的一个过程飞跃，通过 STEM 教学方式去培训教师，也能更好地让教师

感受到 STEM 教育的优势和魅力所在。 

（3）实地授课实践： 

受训人员在接受完基地统一的培训课程后，会依次完成分小组的 STEM

课程设计，并在后续完成实地的授课实践活动，让理论落地，也为教师未来

进行 STEM 课程教学打下基础。 

（4）课程反思优化： 

在培训人员的帮助下，受训教师会在实践课程结束后进行大班规模的课

程反思，目的在于解决课程设计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对 STEM 课程进行更

进一步的优化。 

（5）课后反馈测评： 

收集学员学习后反馈，收集调查分析首期参训人员学习培训效果，为后

续课程优化提供依据。 



 

 

 

五、培训对象 

学员要求：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骨干教师，具有一定理工科背景，青年教师最佳。 

 

六、培训日程安排 

课程培训形式主要为理论教授与 Workshop 形式的小组合作，总授课时长为四天，培

训时长合计 32 学时，每学时时长为 45 分钟。 

【时间安排】 

上午：08:30-10:00（2 课时），10:20-11:50（2 课时） 

或 08:00-11:20（3 课时，课件休息 20min） 

下午：14:00-15:30（2 课时），15:50-17:20（2 课时） 

晚上：18:30-20:45（3 课时） 

表 1.培训课程设计安排 

课程名称 时间 课时 授课形式 课程内容 

开班仪式 
第一天 

上午 
1 集体教学 开班仪式 

前沿科技成果参观 
第一天 

上午 
2 产品参观 

进行国内新媒体机构的相关介绍；在专

业人员的带领下，受训人员到新媒体研

究院 B0 层进行相关设备的参观和技术

的了解学习 

STEM 与科学教育 
第一天 

上午 
1 集体教学 

了解何为 STEM 以及采用 STEM 教学

的意义和必要性 

STEM 课程体验 
第一天 

下午 
4 情景教学 

学生以学生的角色参与 STEM 课堂，切

身感受和体验纯粹的 STEM 课程 



 

 

STEM 课程设计计

方法与技巧 

第一天 

晚上 
2 集体教学 

向学员详细讲述在 STEM 课程设计中相

关的方法与设计技巧，帮助教师更好地

掌握 STEM 课程设计的精髓 

STEM 课程案例分

析 

第二天 

上午 
4 情境教学 

以“DNA 建模”的生物 STEM 课程为

案例，详细介绍课程的整套教学流程及

教学注意事项 

STEM 课程设计方

法与技巧 

第二天 

下午 
2 集体教学 

专家向受训人员介绍如何进行科学课程

的 STEM 设计，并介绍有关的设计方法

与技巧 

STEM 选题讨论 
第二天 

下午 
2 小组讨论 

以小组为单位，开展 STEM 课程的选题

工作 

STEM 案例精讲 
第三天 

上午 
4 集体教学 

依次展示国内外优秀的 STEM 案例，向

受所有学员介绍经典的案例设计与课程

安排及其中运用到的工具手段 

STEM 教案设计及

展报制作 

第三天 

下午 
4 小班讨论 

学员进行对应任务的 STEM 课程设计，

撰写一课教案；同时进行 STEM 课程展

报的设计，手绘展报 

STEM 教案与展报

分享与点评 

第四天 

上午 
4 小组分享 

每个小组派出代表在班级内进行 STEM

课程及展报的展示，将本小组设计的方

案以说课的方式在规定时间内汇报完

毕，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点评。 

结业课 
第四天 

下午 
2 小组合作 

每组基于上午所提出的问题对本组的课

程设计进行修改和完善，撰写教学反思

报告；汇总每组的教学案例，最终形成

本次培训课程独具特色的“案例集”。 



 

 

 

七、培训管理 

本项目培训由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新媒体研究院承

办，进行相应培训方案的指定、开展实施与评价，相关部门进行负责组织与管理。  

修完规定的课程，完成相应的培训任务，经考核合格者方可结业，并取得相应的培训

结业证书，培训结业证书由新媒体研究院颁发。 

 

附表：教师 STEM 教学能力培训项目报名表 

姓名  工作部门  

职称  职务  

手机号码  微信号  

QQ 号  Email  

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 

参加 STEM 培训项目的原因和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