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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聚焦·课堂新探】

为科学插上设计的翅膀

——— “科学、 工程、 技术整合的教学案例研究” 例谈

勇　 辉

（宜兴市丁蜀镇东坡小学， 江苏无锡　 ２１４２２１）

【摘　 要】 产品设计是工程实践活动的核心所在。 教师抓住学生对事物认知和运用的学

习规律， 依据技术与工程学的程序和方法， 巧妙点拨， 连续追问， 排除干扰， 不断改进， 通

过进阶式思维的引导与提升， 帮助他们设计并制成属于自己的产品， 使学生体会成功和快乐，
养成通过动手 “做科学” 的方法来解决问题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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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教育部正式颁布了 《义务教育

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与实验稿相比， 其中

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增加了 “工程与技术” 的

内容。 如何整合科学、 工程、 技术的内容进

行教学， 给广大一线教师提出了新的命题。
科学的核心是科学发现， 技术的核心是技术

发明， 工程的核心是工程建造［１］。 可以看

出， 技术发明是工程的关键， 产品设计是核

心。 因此， 引导学生进行产品设计成为教师

组织开展工程实践活动的重点。 笔者结合具

体案例， 探讨在科学课堂中如何引导学生进

行有效设计。

一、 在巧妙点拨中达到 “柳暗花明又

一村”
我们知道， 课堂教学要 “以教师为主

导， 学生为主体”。 那么， 教师该如何 “导”
才能做到既不留痕迹， 又效果明显呢？ 笔者

认为要讲究一个 “巧” 字， 即在学生思路遇

到障碍时， 教师 “不经意” 的一句话， 一个

“随意” 的动作， 甚至一个眼神， 让学生把

思维聚焦或发散， 不显山不露水， 就使学生

的设计继续向前推进。
例如 “今天雨下得多大” 这一课， 学生

设计雨量器成为本节课的难点与重点。 可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