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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小学教师STEM课堂教学个案比较研究

肖龙海� 黄逸舒*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 310028

摘� 要：本研究使用描述性的课堂观察工具对中、美小学教师的67(0课堂录像个案进行了编码和描述，并从教

学环境、教学模式、教学行为、教学内容的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美小学教师的67(0教学

都体现出一些相同的特征：跨学科的学习内容、项目式学习的教学组织、问题解决导向的过程性评价和整合跨学科内

容与教学策略的教师专业素养，但两位教师在跨学科整合的取向、教学组织流程和策略以及真实性评价方面也存在着

差异，这些异同点能为67(0教学实践和教师发展都带来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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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QG�GLIIHUHQFHV�FDQ�EULQJ�FHUWDLQ�UHIHUHQFH�DQG�LQVSLUDWLRQ�IRU�67(0�WHDFKLQJ�SUDFWLFH�DQG�WHDFKHU�GHYHORSPHQW�

.���R�����67(0�WHDFKLQJ��FRPSDULVRQ�EHWZHHQ��KLQD�DQG�WKH�8QLWHG�6WDWHV��DQDO�VLV�RI�FODVVURRP�YLGHR

一、引言

尽管目前关于67(0教学的研究越来越多，但在小学的跨学科67(0教学实践中，教师仍然遇到了很多挑战，包

括在教学管理、课堂教学、小组合作等方面的问题>��，因此研究67(0课堂教学对促进67(0教学推进和教师专业发展

有重要的价值。同时，由于中、美两国开展67(0教学的时间及其所背靠的教育环境的不同，中美两国教师的67(0

课堂教学存在一定的差异，尤其是美国的67(0教育起步早，其已在67(0教育上取得了较多的成果，如“引路计

划”（3URMHFW�/HDG�7KH�:D�）和“工程学为基”（(QJLQHHULQJ�LV�(OHPHQWDU�）都是美国的67(0教育的重要经验。基于

此，本研究以中、美两国教师的67(0课堂教学为研究对象，剖析和探讨两国小学教师的67(0课堂教学情况及其异

同，为67(0教学发展提供借鉴，尤其促进中国教师的67(0教学实践健康发展。

二、STEM教学理念

纵观目前的67(0研究和课程实践，国际上有三个关于67(0教与学的理念基本达成了一致，即指导性的；作为

一套综合或相互联系的学科；更依赖于利害关系人或者是可视化或概念化的情境>��。

*通讯作者：黄逸舒，����年��月，女，汉族，广东佛山，就职于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课程与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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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性

强调67(0教学以学生为中心，为学而教，教师的责任是指引和引导，与传统的知识灌输、被动接受的理念相

悖。因此，67(0教学应侧重于组织学生活动，关注学生的参与及过程。如美国和谐公立学校开创的“67(0学生登

台秀”模式则将学生参与作为教学的关键要素，该模式由教师主导的教学和学生项目两大部分组成，在教师主导的教

学中，教师除了讲授新概念，还将动手实践、<RXWXEH视频实验、学生教学等环节融入课堂中，让学生积极参与，而

学生项目则分为短期项目和学年项目，皆由学生自主动手完成>��。潘星竹等的“支架�”67(0教学模式则强调教师的

职责是在解决问题的各个阶段给予学生相应的学习支架，从而推动学生完成学习任务>��。

（二）学科的联系与综合

强调67(0学科在不同程度上的整合，即在教室或学校里有意识地、公开地协调两个或两个以上67(0学科的学

习目标和学习活动>��。其中，技术和工程在67(0教学中可作为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连接器，将数学和科学的概念和

知识嵌入到技术和工程的实践过程中，以实现整合性67(0（,QWHUJUDWHG�,QWHUJUDWLYH�67(0，L67(0）的教育>��。

（三）情境性

指向实施67(0教育的真实情境，一是指67(0教育需要扎根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中，关注地方性和全国性的

利害关系人的需求；二是指67(0教学要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使得课堂所学、动手实践与学生的真实生活能串联起

来、相互联系，实现学习迁移。

常见的67(0问题情境大致建立在科学探究取向、社会科学取向和工程设计取向等三大类任务上，不同类型的情

境因其教学重点的差异可以形成不同的教学模式，科学探究类的情境强调“知道”，因此教学模式可以由“确定探究

主题�确定使用的工具�设计和制作工具�开展科学探究�学生自我评价�67(0学科内容和本质�报告研究结果”七大环节

构成>��；社会科学类的情境强调“社会性”，学习历程则围绕社会性议题的探讨和解决来组织，如泰国学者6XWDSKDQ��

6�等将社会学习与67(0学科相结合，发展出了以“识别社会议题、识别潜在的解决方案、知识需求、决策、模型或

产品开发、测试和评估解决方案、社会化和完成决策阶段”为学习过程的676教育模式>��������；而工程设计类的情境则

强调“设计制作”，教学以工程设计程序作为系统的问题解决模式，从而在问题情境的驱动下带动科学探究，打破学

科界限，现已成为美国67(0教育改革的重要启示>��。

在以上三个将67(0教学概念化的理念的要求下，基于项目和实践的教学成为67(0教学中主要的教学方法。基

于项目和实践的教学以问题解决驱动和行动导向为组织学生活动的原则，能将指导性、整合性和情境性融合在项目实

践当中。其以富含真实情境的挑战性任务为核心，鼓励并指导学生自主参与和协作学习，让学生能在解决富有难度

的问题中综合运用所学的各学科知识和技能，并予以实践、评估、展示，从而实现知识建构和学习迁移。因此，在

67(0教学模式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基于项目和实践的教学往往是重要的理论基础。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课堂录像分析法来对67(0教学个案进行研究。

为保证选取的教学个案能代表中、美两国教师的67(0教学特点，同时又具有同质性，本研究使用目的抽样法从

网络上选取了两个近三年内的工程设计取向的课堂视频作为研究的对象，其分别名为“美国67(�0课程试听课”和

“67(0课程《投石机》”。

选取的“美国67(�0课程试听课”，是北师大实验小学开展的“美国开放课堂”活动中的67(�0教学展示课，

课程名为《小说工程课》，课堂时长约为��分钟。该次活动展示了来自美国明尼唐卡学区的小学67(0教师所设计和

教学的四个课程，《小说工程课》是其中一节，其由0HOLQGD��DUU�老师和/DXUD�1HOVRQ老师共同设计和呈现，参与该课

堂的学生均为中国学生，共��人。《小说工程课》由美国教师设计并进行教学展示，课堂的教学设计和实践均根植于

美国67(0课程的理念，加上明尼唐卡学区的老师对67(�0教学都较为熟悉，67(�0教学经验也较为丰富，因此该

课程教学能很好地代表美国的小学教师的67(0教学实践过程。

选取的中国小学“67(0课程《投石机》”是泉州市丰泽区小学科学“基于67(0教学理念”课堂教学研讨暨区

小学科学名师工作室研讨活动中的展示课，同时也属于����年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基于67(0教育理念的小

学科学课程生活化研究”的阶段活动。《投石机》课程由该区的优秀教师设计并执教，共有��名学生参与，课时总长

为��分��秒，其教学植根于我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反映了我国小学科学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理念，代表着我国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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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师对跨学科学习的积极探索，该课程后来拓展至�个课时，成为了丰泽区教师进修学校的67(0教学案例，因

此，《投石机》课程对中国教师的67(0教学具有一定代表性。

由于研究对象是工程设计取向的67(0教学个案，本研究使用工程设计的课堂观察方案（ WKH � �ODVVURRP�

2EVHUYDWLRQ�3URWRFRO�IRU�(QJLQHHULQJ�'HVLJQ，�23('）>��和67(0课堂观察方案（7KH��ODVVURRP�2EVHUYDWLRQ�3URWRFRO�IRU�

8QGHUJUDGXDWH�67(0�，�2386）>���来进行编码和描述。这两个方案均为每两分钟的描述性课堂观察工具，其所有代

码均在一致性检验中获得较高的分数，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根据小学67(0教学的情况，本研究在使用时对这两个方

案的代码及其释义做了调整，仅留下四组代码（表�）。在完成对课堂录像的编码和描述的基础上，本研究从教学环

境、教学模式、教学行为、教学内容四个维度来对个案进行分析，并结合中美当前的67(0教育情况，对两国教师的

67(0教学进行讨论。

表1�改编后的COPUS和COPED编码

维度 代码

工程任务要素
问题（Prob）、头脑风暴（Brain）、研究（Rsch）、计划（Plan）、建造（Build）、测试（Test）、评估（Eval）、

再设计（ReD）、分享（Share）

分组情况 全班（WG）、小组（SG）和个人（Ind）

教师行为
讲授（Lec）、实时誊写（Rtw）、反馈（Fup）、提问（PQ）、回答（AnQ）、移动（MG）、一对一指导

（1o1）、示范（D/V）、管理（Adm）、等待（W）和其他（O）

学生行为
听课（L）、独立思考（Ind）、小组活动（WG）、回答问题（AnQ）、提问（SQ）、全班讨论（WC）、预测

（Prd）、展示（SP）、测验（TQ）、等待（W）和其他（O）

四、结果分析

（一）教学环境分析

在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中，学生分小组就坐于教室的两侧，教室的中心位置则划分为每组测试和评估投石

机模型的场地，这样的空间安排使得学生能有效地进行小组协作，也方便教师对课堂教学环节的推进。但从空间位置

来看，学生的座位固定在教室的两侧，与讲台的距离较远，由于教师所能走动的范围较为有限，坐在外侧的同学便容

易被忽略（图�）。由此可见，《投石机》课堂的学习空间是相对固定且系统的，学生的座位及活动范围划分明确，

教师为学生创设了适合小组协作、参与的学习环境，但也强调秩序性和规范性，凸显了教师对课堂空间的管理权。

图1� 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的教室空间分布

在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中，学生座位呈8字形包围讲台，位于教室的中心，这使得学生与教师的距离拉

近，有助于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学生成为课堂的中心（图�）。

而在学生自主完成任务时，美国教师并未划分统一的、固定的、规范的小组活动范围，活动范围和组队皆由学生

自由选择。对比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而言，美国教师的空间和小组安排显得更加灵活，突出学生的个性化和选

择性，学生对教室空间的利用权较大。通过固定的个人桌椅加上灵活的活动范围，教师满足了学生自主思考的需要，

也为学生进行小组协作留有了空间，实现了协作性和个性化兼顾。由此可见，在《小说工程课》课堂中，学生的空间

运动更为自由、灵活，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更为突出，但课堂的秩序管理则相对要难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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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的教室空间分布

（二）教学模式分析

图3� 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的教学模式分析

（注：O1表示教师将预先准备的词条贴到白板上，因出现较多，特地标注；其他代码的释义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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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中，工程设计的九个要素都有出现，这表明，学生在课堂上体验了较为完整的工程

设计程序，其中，建造（�XLOG）、展示（6KDUH）和再设计（5H'）这三个要素的出现频率最高，占据了最多的教学

时间。由此可见，教师将工程设计的程序作为课堂教学的流程，工程设计的教学模式突出，并强调培养学生的动手操

作、反思和展示的能力。但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安排上，中国教师也根据自身的教学风格和课堂任务进行了调整：在课

堂的前��分钟里，问题（3UR）、头脑（�UDLQ）、研究（5VFK）这三种要素交错出现，并出现一定程度的重合，这表

明教师将这三项任务合并为该课堂的驱动环节；紧接着出现的计划（3ODQ）、建造（�XLOG）与测试（7HVW），均为学

生动手操作的活动，其中教师将计划（3ODQ）和建造（�XLOG）这两项程序放在了同一环节，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分配

时间；而在课堂最后二十分钟内，评估（(YDO）、再设计（5HG）和分享（6KDUH）则是课堂的组成要素，其在时间上

也有所重叠，这表明教师将“再设计”这一任务融入“评估”与“分享”的环节中，让学生既能根据测试数据来找到

自己的模型存在的问题并思考如何改进，还能通过小组展示与交流来获得启示和灵感。（图�）。

结合每一环节中师生的教学行为，可将《投石机》课堂的教学模式归结如下（表�）。

表2�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的教学模式

教学环节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问题引入与设想 引入任务/问题和相关的知识

识别并分析任务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习相关的知识

头脑风暴，设想解决方案

2.设计与制作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小组协作，绘出模型图样

小组协作，动手制作模型

3.测试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小组协作，对模型进行测试检验

4.评估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根据测试数据，评估模型是否有效地解决

问题/符合任务要求

思考改进方法

5.展示与交流
对学生进行提问

引导学生与展示组交流

向全班展示小组初步完成的模型

与师生交流模型存在的问题与改进设想

6.改进与上交 收集学生作品，进行评价 反思模型存在的问题，并动手完善

在这六个环节中，“设计与制作”、“测试”和“评估”强调学生的自主参与与小组协作，而“问题与设想”和

“展示与交流”这两个环节由全班共同参与，教师的指导和讲授较为突出（表�）。

分析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的工程设计要素，则发现在该课堂中学生仅仅完成了问题（3UR）、头脑风暴

（�UDLQ）、计划（3ODQ）、建造（�XLOG）和分享（6KDUH）这五个工程设计任务，学生并未体验完整的工程设计程

序，教师根据项目的内容和时间的限制做了调整。其中，课堂的前二十分钟里仅出现了问题（3UR）这一项要素，其

占课堂时间最多，是该课堂最突出的部分，这表明，发掘、识别和分析问题是该次课堂的重点。接下来的时间则出现

了头脑风暴（�UDLQ）和分享（6KDUH）这两个要素，教师通过提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对如何解决问题做出独立地思考，

并对学生的想法做出反馈，而学生则在分享与聆听中互相激发灵感。而剩下的后半部分时间主要由计划（3ODQ）、建

造（�XLOG）和分享（6KDUH）这三个要素组成，其中建造（�XLOG）与计划（3ODQ）、分享（6KDUH）这两个环节都有不

同程度的时间重合（图�）。

《小说工程课》的教学模式可总结如下表（表�）。

表3� 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教学模式

课堂结构要素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问题
提供问题情境

指导学生了解和分析问题

从故事情境中发掘、识别结构不良的问题，并

对其做出分析和判断。

2.头脑风暴 指导学生思考并分享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
对情境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与分享，阐发多

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3.设计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确定一个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作品的模型。

4.制作 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选择所需要的材料，制作出可以解决问题的初

步作品。

5.展示与交流 鼓励学生展示自己的作品 向其他同学展示自己的想法和作品。

其中，美国教师的讲授和指导主要出现在“问题”和“头脑风暴”这两个环节中，以全班共同参与的形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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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设计”、“制作”和“分享与交流”环节，则让学生自主或组队完成任务，展示的对象也是由学生自主、灵活决

定（表�）。

图4� 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的教学模式分析

（注：�O2表示学生齐读单词，O3表示教师讲故事，因出现较多，特地标注；其他代码的释义见表1。）

（三）教学行为分析

根据�2386的统计结果可知，在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中，听讲（/）、回答问题（�Q4）和小组活动

（�:）占学生行为的��％，为学生在该课堂中的主要学习形式，且尤以小组活动所占比例最大（图�）；而教师则花

了大部分的时间在提问（34）、管理（�GP）、一对一指导（�R�）和移动（0�）上（图�）。因此可以判断，在该

课堂上，学生的主动参与程度很高，主要表现在小组活动（�:）、回答问题（�Q4）和展示（63）上，该课堂采用

了典型的合作学习策略，强调同伴指导的教学，突出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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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课堂行为�������������������������������������������������学生课堂行为

������图5� 《投石机》课堂学生行为统计������图6� 《小说工程课》课堂学生行为统计

�������������������������������������������������������������������教师课堂行为�������������������������������������������������教师课堂行为

������图7� 《投石机》课堂教师行为统计�����图8� 《小说工程课》课堂教师行为统计

（注：图5、6、7、8中的编码的释义见表1。）

而在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中，学生的学习行为较为多样且所占的比例较为平均，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听讲

（/）、回答问题（�Q4）、小组活动（�:）和独立思考（,QG），积极参与的特征也较为显著（图�）。而教师则采

用的教学策略则包括一对一的指导（�R�）、管理（�GP）、讲授（/(�）、和提问（34），这几项教学行为所占的

时间比例也较为平均，可见，美国教师在该课堂中使用了多种形式的教学策略对学生进行指导，包括传统的讲授式、

激发学生思考的问答式、鼓励同伴学习的小组互动，并使用一定地管理策略推进课堂项目的每一个环节（图�）。与

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相比，美国教师对学生回答问题或思考结果的全班性反馈较为显著，其重视学生的学习过

程并及时给予评估与反馈（图�、图�）。总体而言，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教学形式丰富，教学风格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兼顾讲授式、问答式和协作学习，既关注学生个体或群体的独特性，也注重整体性。

（四）教学内容分析

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所设置的挑战性任务是制作投石机装置。该任务围绕投石机的设计与制作串联了

67(0四门学科的知识与技能（表�），教师将科学学科的概念和知识安排在呈现“投石机”任务前（如投石机的结

构、杠杆原理）或嵌入到工程和技术设计过程中（如材料与性能、稳定的结构），整个教学过程主要围绕工程设计过

程展开，科学和数学的知识和应用主要用以支持工程设计的动手操作。因此，《投石机》课堂是聚焦于工程与技术

设计的课堂，其主要强调将科学知识与动手制作的过程联系在一起，以达成我国小学科学课程标准中建议教师使用

67(0跨学科学习方式，通过创设动手操作的环境，将技术、工程与科学进行整合，培养学生“动手做”的问题解决

习惯和能力，转变以知识讲授为主的科学教育方式的改革目标。然而，将投石机作为串联科学和工程的任务情境也有

一定的不足。投石机作为被淘汰的古代军事装置，与小学学生的日常生活脱节，真实性相对不足，对学生迁移所学存

在一定的阻碍。同时，《投石机》课堂没有设置任务以外的问题情境，使挑战性问题集中在技术性与工程性方面，学

生缺少对投石机适用情境的思考，使得其相应的制作要求和评估体系不够精准。

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则以解决绘本故事中的问题作为挑战性任务。该任务主要涉及工程设计和文学艺术领

域，教师将文学艺术的内容作为工程设计的问题情境，使得学生的理解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发展贯穿于整个教学任

务当中。（表�）尽管该课程没有明确地涉及科学、技术、数学学科的知识，但美国教师以解决问题的流程为主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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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教学，并依次讲解了“移情—定义—设想—构建模型—测试”等解决问题的步骤，发展了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

问题解决能力等高阶思维能力，是跨越67(0具体学科的通用技能和核心素养。同时，绘本故事中蕴含的多种开放性

问题及多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要求学生对问题进行比较，从而选择紧急的、可解的问题来制定可行的解决方案，这与

现实中结构不良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有助于学生将所学技能迁移至真实世界中。但以绘本故事作为问题情境也

同样会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情节，降低了问题情境的真实性，使得学生的作品缺乏了真实性的评估标准。

表4� 《投石机》课堂与《小说工程课》教学内容比较

课程 情境与问题 学科内容

《投石机》
需要制作一个投石机，解决投石机设计与

制作的相关问题。

科学：杠杆原理、投石机的相关结构及其稳定的结构、材料与性能的

关系

技术：技术设计和绘图、设计稳固的结构

工程：工程设计的流程与优化理念、完成投石机的制作

数学：测量并比较记录投掷的距离

通用技能：展示与沟通能力、动手操作能力

《小说工程课》
需要解决“牛开走了农民的车，且因为违

法被警察扣留了车”的故事情境中的问题

工程：工程设计与制作过程。

文学艺术：故事阅读、理解与共情能力、想象力与创造力

通用技能：问题识别、分析与解决、想象力与创造力、展示与沟通能

力、动手操作能力

五、讨论与启示

（一）跨学科整合的教学内容及目标

跨学科性（7UDQVGLVFLSOLQDU�）是67(0教学的重要属性，其不仅强调67(0学科知识的相互联系，更强调将其运

用到真实情境或项目实践中生成学习经验。不少研究指出，工程和技术项目可以作为串联67(0学科的连接器，提升

学生的67(0素养，实现知识建构和学习迁移。>��>��>��目前，中、美两国都将工程与技术学习的内容纳入了小学课程标

准当中，提倡用工程和技术设计的实践过程实现学科内容的融合及有意义学习。但从中美两国教师的教学个案来看，

中、美两国的67(0整合取向有一定的差异。中国教师的小学67(0课堂关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特定领域的

知识、技能，并将其整合在实践过程中，在课程取向上呈现出一些学术理性主义的特征，同时也兼顾了动手操作的应

用层面，而美国教师的小学67(0整合则指向跨越67(0学科边界的核心素养和技能的养成，并在实践的过程中发展

学生对67(0学科的兴趣及67(0领域中的核心观念，如《小说工程课》中呈现了“以人为本”的问题解决思路。美

国N���的《67(0路线图——整合性67(0教育框架》指出，除了科学探究、数学思维与推理、工程与设计这些特定领

域的基本实践以外，与67(0学科知识和实践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世纪技能也是整合性67(0的重点目标与内容>���。这

些高阶的思维和素养不仅是67(0教学的目标，也是打破学科界限、整合教学内容一种课程设计路径，以其为出发点

组织教学内容可以将不同学科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目标进行串联和统整，并通过分析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相互关系和应

用情境，建构出适切的、跨学科的真实任务情境及具体的教学内容。

（二）以项目式学习为基础的教学组织

项目式学习（3URMHFW�EDVHG�OHDUQLQJ，3�/）是一种体现典型的67(0理念的学习方式，其强调学习的社会性和实

践性，让学习者在真实问题实践中逐步理解概念，在挑战性任务的实践中进行知识建构和发展思维>���，能为学生的

67(0跨学科学习创造适切的教学过程。本研究所分析的中美两个67(0教学个案都充分地采用了3�/的教学策略，以

挑战性任务的实践程序为主轴安排教学环节，在教学空间和教学行为的安排上体现出协作性、挑战性、参与性、设计

性和个性化指导等特征。两个个案的教学策略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自由度和灵活度上。中国教师的67(0教学强调系列

的任务驱动，教学流程体现出课程内容取向的特征，67(0任务更加明确，学生的主动权和自由发挥空间较小，教学

环节和教学空间的秩序性突出。在一系列明确的任务要求和指导下，结果性产出往往大同小异，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发展>���。而美国教师以问题解决的一般模式为核心，根据教学目标和任务类型来调整教学环节及课堂重点，在实践

过程中给予学生自主探究的自由，更能尊重学生发展个人独特思考和个人潜能的自主权。对问题的思考不限定思路，

对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进行预设，教学素材的选择、探究方案的制定均不设定固定的模式，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以问题

组织学习过程>���，此外，美国教师除使用3�/强调的合作学习策略外，还用了问答法、讲授法、布置个人思考和及时

反馈等多种教学方法，教学形式丰富、灵活。由此可见，挑战性任务、协作学习、积极参与和教师指导是67(0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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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织原则，但在此基础上，教师也可以根据教学内容和重点灵活安排教学环节及其相应的教学形式。

（三）问题解决导向的教学评价

在67(0项目中，教学评价主要指的是贯穿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对学生基于真实情境而提出的可行方案和实际操作

的评估，其包括总结性的评估环节，也包括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关于项目的讨论和评估>��。从两个67(0教学个案

来看，两国教师更关注学生参与项目的过程及评估的指导和推动作用，他们主要使用的是一对一指导、展示和反馈的

方式来实现个性化的过程性和总结性的评估，评估指向问题的解决。在67(0项目中，问题解决串联了各学科学习内

容的思维和实践过程，同时也指向学生学习成果的最终呈现，因此是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和教学评估的重要方向，

也是评判最终学习成果及学生进步的重要指标。从本质上讲，整合性的67(0与受环境限制的、关乎学生日常生活的

问题有着根本的联系>���，来源于现实世界，最终又回归到真实情境当中，是67(0教育对学生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深切关怀和价值所在。当目标指向于解决真实世界的问题时，师生才能在实践的境脉中以语言与行动共同参与知识

的建构，在个体与世界的互动中感知、理解和改造世界>���，这样的问题解决过程与结果才是有意义的、可迁移的。为

此，67(0教学需要将评价与教学进行统整，实行真实性评价。真实性评价要求教师将评价的过程贯穿于日常教学过

程中，重视及时反馈，也要求学习者通过有意义和价值的成就展示来表现和证明其相关能力，其真实性主要通过评价

任务、评价的自然情境、评价的社会情境、评价结果、评价标准的真实性来实现>���。然而，本研究选取的两个67(0

个案在真实性评价的五个向度上都稍有欠缺，尤其是中国教师的《投石机》课堂并没有设置内含复杂问题的真实性情

境，忽略了工程制作所关联的现实世界，使得评估结果与标准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科知识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壁垒没有

被打破。相比之下，美国教师的《小说工程课》蕴含了多种开放性问题及多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与现实生活中结构

不良的问题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在评价的情境上有一定的真实性。

（四）整合跨学科内容与教学策略的教师专业素养

在教师专业发展中，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存在密切的交互作用，两者的整合能使教师将特定的知识内容进

行重新组织和表征，以促进不同学习者的学习建构>���。在67(0课程中，67(0的学科内容和教学方式存在着复杂的交

互关系，以开放式问题或挑战情境驱动的3�/教学模式需与工程与技术设计、科学探究等过程相融合，67(0各学科

的学习内容及跨学科素养的培养则要求相匹配的教学环节和教学任务。因此，将67(0学科内容与教学策略相融合是

提升小学67(0教师专业素养的关键所在，建议教师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正确理解67(0教育理念与内涵，厘清67(0学科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教学方法选择的影响。

���在跨学科的知识情境下不断学习新的教学策略和教学技术，并与不同学科的教师进行合作与交流，积极探讨

能融合各个学科内容的教学模式并予以实践。美国有研究者指出，教师对67(0知识概念的理解不代表掌握了实施

67(0教育所需的教学技能，在教师培训中，教师的理论知识学习结果优于教学实践表现能力，67(0教学实践技能

是教师培训的重点和难点>���。

���在生活中养成问题意识，挖掘现实生活中的不良结构的问题，并对其进行科学的探究和构建有效的解决方案，

积累更多多角度、跨学科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为整合性的67(0教学设计奠定基础。美国的87HDFK教师培育项目也

同样设置了让学生独立设计并完成主题探究的学习任务，以深化对67(0研究方法的理解和体验>���。

本研究的两个小学67(0教学个案表明，67(0学科知识、任务情境、教学空间、教学形式和教学环节是互相渗

透的综合体，只有将所有的教学要素与跨学科知识与技能进行整合，才能完善67(0教学实践，提高67(0教师的核

心竞争力。

总的来说，中、美小学教师的67(0教学个案在内容、方法、评价方面都有一定的相同点，其反映出67(0教学

的一般性特征，同时两位教师在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行为和教学环境上的差异也凸显出了67(0教学的丰富

性，对两国67(0教学实践和专业发展都有启发的意义。但本研究只是一项个案研究，选取了两个教学个案，且没能

对教师的课前准备和课后反思进行深入地了解，有一定的局限性，后续可以收集更多的课堂录像进行量化分析和比

较，或是结合教师的访谈做更深入地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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