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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研究以 FCD 国际学校国际部三年级二班全体学生为样本，探讨了汉语教学与

STEM学科融合的研究。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汉语教学中应用 STEM教育的可能性和

效果。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学习资源开发等方面，研究者将尝试寻找将 STEM要素

融入汉语教学的策略、实践及其效果。希望通过本次研究，推动教学改革，拓宽汉语教

学的视野，促进创新和实效的汉语教学方法的发展。研究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

运用问卷调查对学生掌握情况进行调研。本研究共设计了 5份问卷，发现了如师资力量

不足、课程整合难、学习负担增加等问题并找到应对策略，最后对该教学模式进行了总

结与展望。

关键词：汉语教学 有效融合 STEM 总结与展望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all the students of Class 2, Grade 3 of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f

FCD International School as samples to explore the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STEM subjects.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and effect

of applying STEM educ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erms of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methods and learning resources development, researchers will try to find strategies,

practices and effects of integrating STEM elements into Chinese teaching. It is hoped that this

study will promote the reform of teaching, broaden the horizon of Chinese teaching,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and effective Chinese teaching methods.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method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combination, and uses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investigate the students' mastery. A total of 5 questionnaires were designed in this

study, and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ers, difficulties in curriculum integration, and

increased learning burden were found and countermeasures were found. Finally, the teaching

model was summarized and prospeced.

Key words: Chinese teaching Effective fusion STEM Summary and prosp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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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动机

本研究的选题目为“汉语教学与 STEM 学科融合的研究——以 FCD 国际学校为

例”。随着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近年推广，其跨学

科的特性和以探索和创新为基础的学习方法体现了新世纪的教学需求，吸引了世界各地

教育者的广泛关注。

然而，如何将其与特定领域，如汉语教学有效融合，并通过这种融合提高学习效果

和学习者积极性，尚待深入探究。特别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环境中，由于语言

和文化的差异，如何实施 STEM教育可能带来额外的挑战。

另一方面，科学和技术的力量也为汉语教学提供了新的机遇。比如说，数字技术可

以创造出更丰富的、个性化的学习资源，科学方法可以用于设计和评估汉语教学策略，

工程思想可以帮助我们解决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且数学逻辑可以培养学习者的逻辑思维

和问题解决能力。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在汉语教学中应用 STEM教育的可能性和效果。特别是在课程

设计、教学方法和学习资源开发等方面，研究者将尝试寻找将 STEM要素融入汉语教学

的策略、实践及其效果。希望通过本次研究，能够推动教学改革，拓宽汉语教学的视野，

促进更具创新和实效的汉语教学方法的发展。

此外，本研究还将涵盖 STEM和汉语教育合并带来的挑战，以期找到应对策略，提

升教学质量，并推动相关教育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未来相关工作提供参考和

指导。

（二）研究意义

在进行“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研究”时应注重将理论联系实际，由此该选题的意

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回应教育改革的需要

无论是全球范围还是中国国内，STEM教育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并开始在各级教育之

间广泛推广。而汉语教学，作为中国文化推广的重要途径，需要寻找新的切入点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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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这项研究可以探讨将 STEM教育方式引入汉语教学中的可能性和实施方法，从而

提升汉语教学效果，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

2. 推动汉语教学的跨学科发展

传统的汉语教学多侧重于语言文化的教授，而与科学技术的结合相对较少。STEM

就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集合，汉语与 STEM的交叉研究，能拓宽汉语教学的视

野，颠覆传统教学模式，发现和引入更多的教学资源和方法。

3. 提高汉语教学吸引力

STEM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学习方式，例如实验、探索等，这些都能提升

汉语教学的吸引力。同时，也可以帮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拓展科技素养，使得教

学过程更为有趣和有效。

4. 对其他语言教学的启示

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广到其他语种的教学中，尤其是对于较难的语种，例如阿拉

伯语、日语等。同时，STEM教育的推广趋势本身，就已经使得跨学科教学成为未来发

展的重要方向，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5. 反映现代教育理念

汉语与 STEM 的交叉研究不仅符合现代教育理念—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也与"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相吻合。它强调的是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注重发展学生

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综上所述，研究《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研究》的选题意义重大，不仅有助于促进

汉语教学，也有助于推进 STEM教育在全球的推广和实施。

（三）研究方法

1. 研究设计和方法选择的理由

研究的样本群体为 FCD国际学校三年级二班的全体学生，共 30 人。本研究使用定

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问卷调查法对三年级二班对全体学生进行了课后

调研。

问卷调查可以同时收集大量的数据，能够快速获取大量样本的信息，有助于在短时

间内得出研究结论。相较于其他研究方法，问卷调查的制作和实施成本较低，不需要较

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投入。问卷调查的结果相对客观，不受调查员主观因素的影响，有

利于获取真实的参与者看法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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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FCD 国际学校三年级二班学生的汉语教学课后调研中，结合定性与定量研究方

法可以帮助研究者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需求和态度，从而提出更有效的教学改进

建议。研究者可以设计定性问卷，通过开放式问题来了解学生对汉语学习的兴趣、难点

和喜好等信息。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收集到学生的主观感受和看法，帮助教师更好地调

整教学内容和方式。此外还可以设计定量问卷，采用封闭式问题来收集学生的学习表现

数据，例如成绩、作业完成情况、词汇量等。通过定量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客观评估

学生的汉语学习水平和成果，为教学改进提供有力支持。在采集问卷数据后，研究者需

要对定性和定量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找出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异。通过深度解读定性数

据，结合定量数据的统计结果，研究者可以全面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问题并提出

针对性的改进措施。

二、研究现状

（一）文献综述

1. “STEM”概述

STEM教育的核心理念是通过跨学科的方式，将学科中的基本知识和实践技能有机

结合，培养学生主动探索、实践应用、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传统的学科教育不同，

STEM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验探究、设计解决问题的能力，并注重将学习

和实践相结合，通过设计项目、解决挑战等方式进行教学。

STEM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技术创新、工程应用和数学思维，使他

们成为探究者、合作者、解决问题者和创造者。STEM教育强调学科之间的融合，鼓励

学生跨学科学习和实践，培养他们的综合能力和创造力。

STEM教育的重要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培养创造力和创新思维：STEM教育注重学生的实践探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培养他们的创新思维和创造力。

（2）培养科学素养：STEM教育使学生对科学的基本概念、原理和方法有深入的

了解，提高他们的科学素养和对科学的兴趣。

（3）培养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STEM教育强调学生的团队合作和沟通能力，培

养他们与他人合作、分享和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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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养问题解决能力：STEM教育通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培养他们的

问题解决能力和批判思维能力。

（5）促进职业发展和就业机会：STEM领域是未来就业的重要方向，STEM教育

为学生提供了与就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总之，STEM教育适应了当今社会的需求，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进行有机融

合，培养学生全面发展的能力，为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参与打下良好的基础。同时，

STEM教育也有助于推动教育的创新与改革，促进学校教育的发展。

2. “汉语教学”概述

汉语教学是指教授和学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或外语的过程。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汉语

的国际地位的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学习汉语，使得汉语教学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热门

课程。

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等各方面的汉语交际能力，使他们能

够与中国人进行有效地交流，并能够理解和运用汉语表达中的文化和语境。汉语教学重

视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了解，通过语言教学和文化传授的结合，帮助

学生全面掌握和运用汉语。

汉语教学的方法多样化，根据学生的学习目标、背景和需求，可以采用不同的教学

方法和教材。常见的汉语教学方法包括直接教授法、交际教学法、情境教学法等。这些

方法都注重学生的参与和互动，通过语言输入、模仿、表演和实践等方式，提高学生的

语言运用能力。

汉语教学设备广泛，包括教科书、教学软件、多媒体设备等。现代技术也为汉语教

学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通过网络、在线教育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学生可以进行在线

课程、学习资源的共享和语言实践的互动。

汉语教学还强调文化教育。了解中国文化对于学习汉语至关重要，因为语言和文化

是相互关联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介绍中国的历史、地理、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语。

汉语教学的意义在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增进了中外人民之间的交流与了解，

推动了中外文化的互动。汉语教学的发展也面临许多挑战，例如教学资源的不均衡、教

师培训的不足、教学评估的标准等。因此，不断探索和改进汉语教学的方法和手段，提

高教学质量和效果，是促进汉语教育进一步发展的重要任务。



6

3.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结构方式和理论依据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结构方式是通过将 STEM教育中的科学、技术、工程

和数学的概念和方法与汉语教学相结合，创造一个融合科学与汉语学习的学习环境。

理论依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跨学科教学理论：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核心思想是将学科知识进行跨学

科整合。跨学科教学理论认为，学科之间的有机融合能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学生

的问题解决和综合能力。将 STEM教育和汉语教学交叉结合，可以丰富汉语学习的内容

和形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动力。

（2）客观语言学理论：客观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和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汉

语学习不仅是学习语言知识本身，也涉及到了中国文化的了解。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

可以通过引入科学知识和实践，为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加深对汉语语言的

学习和理解。

（3）语用习得理论：语用习得理论认为，语言习得是一种使用语言的实践行为。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可以为学生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环境，促使学生主动运用汉语表

达科学概念和思想。通过实践，学生可以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汉语，在真实场景中提高语

言交流能力。

（4）学以致用理论：学以致用理论认为，学习应该与实际生活和现实需求相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获得科学和科技方面的知识，培

养学生的解决问题和创新能力，将学习与实际应用相结合。

通过以上理论的支持，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可通过创造性的教学设计和实施，将

STEM教育的概念、原理、方法引入汉语学习，提供针对性的科学性学习体验。这种结

构方式和理论依据有助于促进学生对汉语和 STEM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全面发展。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与成果

1. 国内现状

在国内，随着 STEM教育和汉语教育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和学校开始

尝试将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以下是“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国内现状的简述：

（1）教材开发：一些教育机构和出版社开始开发与 STEM和汉语教学交叉相关的

教材。这些教材将科学知识、STEM实践和汉语学习相结合，设计了一系列的教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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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案例，帮助学生将 STEM知识与汉语语言学习相结合。

（2）教学实践：一些学校和教育机构积极开展“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实践

活动。他们通过组织科学实验、工程设计等活动，让学生运用汉语表达科学概念和思想。

这种教学实践帮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也获得了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知识。

（3）研究与交流：越来越多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开始关注“STEM与汉语教学

交叉”的研究，并进行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和学术交流。他们探讨如何通过结合 STEM

教育和汉语教学，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4）科技支持：一些科技公司也开始为“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提供支持。他

们开发了一些在线教育平台和学习工具，通过互动和多媒体技术，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

习资源和实践环境。

尽管“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在国内还处于起步阶段，但已经取得了一些积极成

果。学者们也在不断探索和研究如何更好地结合 STEM教育和汉语教学，提供更多有效

的教学方法和资源。随着 STEM教育和汉语教学的进一步推广，相信“STEM与汉语教

学交叉”将在国内有更广泛的应用。

2. 国外现状

在国外，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实践和研究也得到了相应的关注和发展，以下是

对国外现状的简述：

（1）教育政策支持：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政策已经开始鼓励将 STEM与外语教

学相结合，包括汉语教学。这些政策为教育机构和学校提供了支持和资源，推动了 STEM

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发展。

（2）教材和教学资源：国外的教育出版社和教育机构已经开始开发和提供与 STEM

与汉语教学交叉相关的教材和教学资源。这些教材涵盖了科学实验、工程项目、数学应

用等，在帮助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也使他们获得 STEM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3）学校实践：一些国外学校已经开始开展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实践活动。

学校通过组织科学展览、工程设计比赛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汉语表达科学概念

和思想，提高学生的语言能力和科学技术素养。

（4）学术研究和交流：国外的教育研究机构和学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发表了一

系列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探讨了如何将 STEM教育和汉语教学有机结合，

以及它对学生的学习成效和综合能力的影响。

（5） 国际交流合作：国外的教育机构和学校积极开展与中国的合作交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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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国际化发展。这种国际交流合作有助于分享教学经验和资源，

促进跨国文化交流和合作。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的国外现状反映了全球对于综合性、跨学科教育的重视，

也表明了对中国文化和汉语学习的兴趣。随着教育的国际化和 STEM教育的普及，相信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将会在国外有更广泛和深入的发展。

3. 研究缺口与问题

首先，关于 STEM教育的研究缺口和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课程整合与教学实践：虽然 STEM教育倡导跨学科整合，但实际课程设计和

教学实践中仍存在较大挑战。如何有效整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知识，并将其与实

际问题解决相结合，需要更多研究探讨。

（2）评估体系和效果研究：STEM教育的评估体系相对不完善，缺乏全面有效的

评估工具和标准。同时，对 STEM教育对学生综合素养、创新能力等方面的实际影响还

需要更多深入的效果研究。

（3）教师专业发展：STEM教育要求教师具备跨学科综合能力和实践经验，但教

师专业发展相对滞后，缺乏相关培训和支持机制。因此，如何提升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

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于汉语教学领域，也存在一些研究缺口和问题：

（1）文化因素的整合：汉语教学除了语言技能外，还应整合中国文化、历史等因

素，但目前相关研究仍较为匮乏。如何有效融入文化元素，提升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

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讨。

（2）教学方法的创新：传统的汉语教学方法仍然占主导地位，缺乏足够的创新和

个性化教学方法。如何结合现代技术、游戏化教学等方式，提高汉语教学的效果，是当

前亟待探讨的问题之一。

（3）教师培训与发展：汉语教学的教师队伍需要更专业化和全球化，教师培训和

发展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如何提供更多的培训机会、教学资源和国际交流平台，以提升

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综合而言，STEM教育与汉语教学领域的研究缺口与问题涉及课程整合与教学实践、

评估体系和效果研究、教师专业发展、文化因素的整合、教学方法的创新和教师培训等

方面。未来，需要在这些领域开展更多深入的研究与探讨，以促进教育领域的发展与进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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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FCD国际学校 STEM 与汉语教学交叉的教学实践

笔者在 FCD国际学校 2023年 5月中旬至月底的教学中将 STEM与汉语教学相融合

进行了研究活动。笔者旁听和教学的对象是 FCD小学国际部的班级，在学习和实践过

程中，笔者发现在小学中年级 STEM与汉语教学的结合格外明显，本节将依托 FCD国

际部三年级的语文课文《火烧云》对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的过程进行详细展示，并进

行总结和反思。

（一）教学设计

1. 教学目标与要求

STEM教育（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和汉语教学在 FCD国际学校三年级

的教学目标和要求是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知识和技能培养，以帮助他们在未来的学习和生

活中取得成功。在一年级阶段，学校的教学目标和要求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 STEM教育，学校致力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创新能力。三年级

学生将通过实验和探索，培养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学习基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培养

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等。学生将学习简单的工程原理和数学概念，通过

实践来理解这些知识，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

其次，汉语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学生获得基本的汉语听说读写能力。在三年级，学生

将通过师生互动、游戏和趣味教学，掌握简单的日常用语，学习基本的汉字书写和拼音

发音规则，了解中国文化和传统。学校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鼓励学生参与

语言交流和文化体验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尊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在 FCD国际学校三年级的教学中，STEM教育和汉语教学有机结合，通过跨学科

的教学方式教授内容，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文化适应力。学校注重

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全面素质提升，通过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语言能力，为他们未来的

学习和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 教学法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的教学方式，为学生提供了跨

学科的学习环境，有助于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下面将详细介绍几种这样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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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相关例子。

首先，采用跨学科项目学习法。通过设计融合 STEM和汉语教学内容的项目，学生

可以在项目中学习科学知识、工程设计、汉语表达等多方面的技能。例如，教师可以组

织学生共同设计并制作一个简单的太阳能汽车模型。学生需要了解太阳能原理、学习工

程设计知识，再用汉语写出制作过程和心得体会。这样的项目不仅促进了学生对科技的

理解，也提高了他们的汉语表达能力。

其次，实施探究式学习。通过提出具体问题或挑战，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探究和研究，

培养他们的解决问题和批判性思维。例如，学生可以探究某种工程设计在实际生活中的

应用，用汉语写出调研报告或解决问题的方案。这样的学习方式不仅加深了学生对STEM

知识的理解，同时锻炼了他们的写作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

此外，引入跨学科课程设计。教师可以将 STEM科目和汉语教学内容有机结合，进

行跨学科课程设计。例如，通过教授有关古代科技发明的汉语阅读材料，引导学生了解

古代科技发展的过程，同时进行 STEM实验，体验古代科技成果的原理。这样的课程设

计既有助于学生掌握汉语阅读能力，也拓展了他们对 STEM知识的认识。

最后，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教师可以利用多媒体资源，

如动画、视频、互动软件等，呈现丰富多样的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

教师可以播放科技实验视频，让学生用汉语记录实验过程并撰写实验报告，培养学生的

观察和表达能力。这样的多媒体教学不仅生动有趣，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综合而言，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的教学方式，可以在小学语文教学中采

用跨学科项目学习、探究式学习、跨学科课程设计和多媒体辅助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

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这样的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也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创新精神和跨学科思维能力，为其未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二）教学案例展示

1. 教学背景

《火烧云》是人教版三年级语文课文，适用于该班级学生的现汉语水平（以下简称

A班）。A班是国际部划分的同级中汉语水平较高的班级，共有学生 30人，班级全体

学生至少有两年的汉语学习基础，且长期生活在汉语语境中，中文水平虽不如同年级的

中国部，但也能够掌握大部分简单词汇和该年龄段应掌握的基础词汇，同时他们也积累

了一些一般词汇，实际中文水平和中国部的差距没有很大，不过需要在长难句、语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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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上多下功夫才能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2. 教学目标

《火烧云》是部编版三年级下册第七单元的一篇讲读课文，生动描绘了火烧云在晚

饭后从上来到下去的变化过程，尤其着重写了颜色和形状的变化。作者在描写火烧云上

来时，主要通过静态的描述来展现霞光的美丽，而在描述火烧云变化时，则主要通过动

态的描写来展现。通过动静结合的手法，作者生动地展现了火烧云的美丽景观，将我们

带入了一个如童话般的梦幻境界之中。

本案例基于 STEM教学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理念，融合了汉语知识、科学、天文、

地理知识。如表 1：

表 1 《火烧云》所涉及的汉语和 STEM相关知识

汉语知识 STEM知识

科学 天文 地理知识

1、词汇：8 个新生

字，多音字“模”，

12个新生字的写法，

理解并使用“凶猛、

威武、镇静”等

2、文本：朗读、背诵、

理解课文，运用想象

力描绘火烧云，运用

想象力描绘火烧云

1、简单了解火烧云

对形成原因

1、了解火烧云发生

时对形态变化

1、简单了解火烧云

对生活的影响

通过学习，要求学生能够做到以下内容：学会认识 8个新生字，包括一个多音字

“模”，掌握 12个新生字的写法，正确理解并使用“凶猛、威武、镇静”等词汇；发

自内心地朗读课文，背诵自己钟爱的段落；运用想象力描绘火烧云奇幻景象，欣赏其美

丽景色；了解火烧云的色彩和形状特点；通过欣赏作者对自然景观的赞美，激发学生对

大自然的观察兴趣，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教学重点是学习作者抓住火烧云颜色变化多和

形状变化快进行观察的方法，学习如何观察火烧云颜色和形状的变化，以及积累描述这

些变化的优美词句。教学难点是情感丰富地朗读课文，并运用想象力描绘火烧云，描述

火烧云迅速变化的场景。



12

3. 教学实施

《火烧云》共需两个课时来完成，第一课时侧重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第二课时侧重

对课文内容的理解以及对现实生活知识的掌握和拓展。详细的实施过程如下：

第一课时

①导入

师：同学们，你们曾目睹过火烧云的壮丽景象吗？有没有仔细观察过火烧云的变

化？现代女作家萧红通过她的作品《火烧云》生动描绘了黄昏时分火烧云燃烧天际的壮

丽景色。今天我们一同步入这幅作品，让火烧云的奇观引领我们进入课堂。

教师介绍火烧云并邀请学生描述一下这幅图片 2。接着教师板书课题“火烧云”

（huǒ shāo yún），并提出问题：

（1）作者在描述火烧云时，着重展现了哪些特点？

（2）文中是如何描绘火烧云的呢？

图 2 《火烧云》导入部分课件

②课文讲解

（一）初读课文

（1）学生听课文的录音，边听边画出本课的生字新词，自由读课文

要求：读准字音，读通顺句子。边读边思考，在不理解的地方做上记号。

（2）检查读书情况。

（课件出示：图 3）生词，读生词。

必要 胡子 骑上 金灿灿 两三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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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猛 接着 威武 镇静 紫檀 喂猪

笑盈盈 红彤彤 跪着 庙门

图 3 《火烧云》生词教学示例

自己练读，指名读。师生共同正音：注意读准：平舌音“灿”，翘舌音“镇”，前

鼻音“檀”，后鼻音“静、猛、盈、彤”等。教师可以选择自由读，小组读，指名读，

开火车读，齐读。

（3）学生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再读一读这篇短文（可以独自读，也可以和同座合作

读），看看哪些地方使你受到印象深刻，做做记号，再有感情地朗读体会。

（4）组长汇报，全班交流，师引导学生评价所提出的问题，并解决疑问。（相机

进行词句训练和朗读指导）

（5）朗读课文，自学生字新词。

学生查字典自学生字，理解不懂的词语，并做好笔记。教师检查自学情况。

师：①请同学们分节读课文，看生字的读音是否正确。②抽查对词语的理解，要求

同学们不但能谈出字典上的释义，而且能联系课文内容谈谈自己的理解。

（课件出示）凶猛：勇猛强悍。

威武：威力强大，有气势。

镇静：心情安定、平静。

恍恍惚惚：形容人心神不定、神志不清的。

③教师指导学生通过看图理解“金灿灿、红彤彤、葡萄灰”这几个词的意思。

（二）细读课文

（1）轻声朗读课文，说说各自然段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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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理解各自然段的基础上，完成段落划分和段落大意概括：

（课件出示：图 4）

第一部分（1、2自然段）：火烧云上来了，周围的景色的变化。

第二部分（4-6 自然段）：火烧云的变化快，从颜色变化快和形状的变化快来写。

第三部分（7自然段）：火烧云下去了。

图 4 《火烧云》课文教学示例

（3）朗读课文，质疑，解决文中不理解的词语。

（三）识记生字，写字指导

（1）（课件出示生字田字格）会写字：

必、胡、骑、灿、秒、凶、猛、接、庙、威、武、镇

指名读，齐读，指名领读。

（2）识记生字

看看这些字，你是如何识记这些字的？

（1）形声字识字：灿、骑、猛、镇

（2）熟字比较。如：妙-秒、区-凶、成-威、贰-武、宙-庙、心-必

（3）开火车读，一边读一边说说怎样写好所读的字。

大家一起读一读，记住每个字的字形。教师讲解如下：

（1）这几个字怎样写才能做到规范、美观？出示田字格中的范字，对照例字认真

观察读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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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流：提醒大家在写哪个字的时候注意什么？（“灿、秒、猛、接、镇、骑”

是左窄右宽的字。“凶、威”半包围结构。）

（3）在学生交流的基础上，教师范写强调“威、武、镇”，“威”不要漏掉里面

的一橫，斜勾写得长一些，末尾与第二笔的撇，在同一个水平线上。“武”“止”的最

后一横变成了提，斜勾上不要多写撇。“镇”右边是个“真”，里面是三横。

（4）学生再次练写。一生到黑板上写，其他学生在本子上写，教师评价。学生练

习书写，教师巡视，个别指导。教师实物投影写得优秀的学生习字，由写字的学生说说

写好字的做法。

③课堂总结：和同桌说一说，你见过的火烧云是什么样子的。

第二课时

①导入：

（1）指名朗读生字、新词。

（课件出示）

必要 胡子 骑上 金灿灿 两三秒

凶猛 接着 威武 镇静 紫檀 喂猪

笑盈盈 红彤彤 跪着 庙门

（2）谈话导入：这节课，我们就来看看作者是怎样写火烧云的。

②新课教学

（1）自由朗读课文，要读准字音、读通句子。说说课文主要写了什么？（火烧云

的变化快的特点，以及火烧云从上来到下去的过程。）

（2）人们为什么将一种云称为“火烧云”？课文中的哪句话告诉我们了？（课件

出示）：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这句话中有一

个动词用得特别好，齐读这句话，看看谁能把它找出来？（学生读）一个“烧”字既突

出了火烧云上来时天空的颜色，像火一样红；给人一种动态变化之美。板书：“上来了

-红”，教师开始讲解重点。

（1）文中的火烧云这一自然现象发生在什么时候的？（夏天的傍晚）（你从哪里

看出来？（晚饭过后；乘凉）

（2）火烧云上来时是怎样的情景呢？谁来读读第 1自然？

引读：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得小孩子的脸——。大白狗变成——。红

公鸡变成——。黑母鸡变成——。小白猪变成了——。老爷爷的胡子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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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这段话写火烧云上来后地面发生的变化。人们对火烧云的出现是什么态度

的？（答案：“笑盈盈”）请学生带着笑意朗读第 1自然段。读后教师继续讲解。

（1）作者观察火烧云时有着怎样的感受？请你从课文中找一句话来回答。（课件

出示：“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又像这个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

了。”）教师提问：“恍恍惚惚”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是因为火烧

云在不断发生变化。）（课件出示）出示火烧云相关变化图 5。学生看图，教师依照图

进行拓展教学。

图 5 《火烧云》变化图（STEM教学示例）

师：（1）火烧云是怎么形成的呢？

火烧云的形成原因是阳光通过厚厚的大气层，被大量的空气分子散射的结果。太阳

光由七色光混合而成，空气中漂浮的灰尘和水滴等能够对太阳光进行散射作用，将各色

光线分散开来。傍晚时，斜射的太阳光通过空气层的路程比较长，因散射作用而减弱得

更厉害，其中，减弱最多的是紫色光，减弱最少的是红、橙色光。这些减弱后以红、橙

色光內主的彩色阳光，照射在天空中、云层上，就形成了鲜艳夺目的彩霞。空中的尘埃、

水汽等杂质越多，色彩越浓。

（2）火烧云对天气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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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烧云可以预测天气，民间流传的谚语“早烧不出门，晚烧行干里”就是说，火烧

云或火烧天如果出现在早晨，天气可能会变得不好；出现在傍晚，第二天准是个好天气。

③合作探究

火烧云的颜色和形状的变化各有什么特点？请在3至6自然段中选择你喜欢的一段，

小组内齐读，然后说说你读后眼前仿佛看到了什么。

（一）火烧云颜色的变化。

（1）我们小组读了课文的第 3自然段，我眼前仿佛看到了火烧云颜色非常（多）：

（课件出示）一会儿红彤彤的，一会儿金灿灿的，一会儿半紫半黄，一会儿半灰半百合

色。葡萄灰、梨黄、茄子紫，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说也说不出来、见也没见过的

颜色。

（2）火烧云就课文中这几种颜色吗？你从文中的哪句话看出来？（还有些也说不

出、见也没见过的颜色。）

（3）除了这些颜色外，还会有哪些颜色呢？（苹果绿、桃红、玫瑰紫、石榴红、

杏黄、秋叶黄、黄瓜绿、草莓红、橘黄、橄榄绿）

（4）四个“一会儿”构成了一个什么句？（排比句）你从四个“一会儿”体会到

了什么？（火烧云变化非常多，非常快。）

（5）你能用四个“一会儿”说一句话吗？师生配合朗读：这地方的火烧云变化极

多，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一会儿——，这些颜色天空都有，还有些

——。

（6）天空中这么多的颜色交织在一起，那是多美的呀！你能用一个四字词来概括

出火烧云颜色变化多吗？（五颜六色、五彩缤纷、绚丽多彩、色彩斑斓、五光十色）（板

书：颜色：五颜六色）教师邀请学生来读这段话，读出对火烧云的赞美之情。（指名两

位同学有感情地朗读）

（二）火烧云的形状变化

（1）读了课文 4-6 自然段，我们体会到了火烧云形状变化多而快。

（2）你从哪些词语看出形状多？请用“_”标出来。变化快？用双横线画出来。

形状（多）：马、狗、狮子；变化（快）：一会儿、过了两三秒钟、忽然、接着、

一转眼；（板书：形状：变化快）

课件出示两句话：“马是跪着的，像等人骑上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和“马

是跪着的。”教师提问：读一读这两句话，比较它们有什么不同？（第一句较好，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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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动。）

第一句中哪是看到的，哪是想到的？（“马是跪着的”，是看到的；“像等人骑上

它的背，它才站起来似的。” 是作者想到的。）

小结：作者把看到的和想到的融合在一起写，不仅使文章的生动、具体，还突出了

火烧云的变化美。我们再来看看四至六自然段，你是否发现这三段在结构上有什么相似

之处。“按出现——样子——变化”来组段。

（1）过渡：火烧云还会有哪些形状？请以“出现——样子——变化”这样的结构

来说说火烧云形状的变化。（指名说动物、植物、人类等）预设：最后，来了一群鸭子，

鸭妈妈带领自己的孩子到河里游泳呢！扑通、扑通、扑通......所有的鸭子都跳到水里不

见了。

（2）火烧云形状变化这么多这么快，你能用学过的四字词概括吗？（变化多端、

变化莫测、千变万化、绚丽多姿、千姿百态、瞬息万变）

（三）火烧云下去了

小结：因为火烧云的颜色、形状变化如此之多，如此之快，所以作者说“必须低下

头，揉一揉眼睛，沉静一会儿再看。”（板书：下去了）

④回归整体

（1）学完了这篇课文，你能用一句话赞美火烧云吗？（火烧云真是五颜六色，变

化多端啊！）

（2）作者为什么能把火烧云写得这样美，这样逼真？你从中学到了什么？

（3）教师总结：火烧云这篇课文，按照“上来了、变化着、下去了”这样的时间

顺序，描绘了晚饭后火烧云从上来到下去的过程中颜色和形状的变化。着重写了颜色和

形状的变化。火烧云上来时作者写霞光主要是抓住静态来写的，火烧云的变化，作者主

要是抓住动态来写的。动静结合，写得多美丽，写得多生动啊，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童话

般的境界之中。因此，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认真观察周围的事物，并展开丰富的想像，

才能把作文写得更好。

⑤课题总结

教师带领学生朗读课文，进一步体会文章的主要内容，主要讲述了火烧云的颜色、

形状以及作者对火烧云的赞美之情。学生可以通过朗读课文来回顾和总结这些内容，加

深对文章主旨的理解。接下来可以进一步探讨和分析文章中对火烧云的描述，以及作者

想要表达的情感和意义。这样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文章内容，提高对文章的感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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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能力。

四、研究发现

（一）课后调查相关数据的收集与处理

笔者共向三年级二班征集了五份问卷，结果如下（图 6-图 10）：

图 6 学生对《火烧云》第一课的掌握程度

通过图 6可知全班 30名学生有 60%的同学完全掌握了《火烧云》第一课，33.33%

的同学掌握了大部分内容，还有 6.67%的同学掌握了一半。掌握一半是最差的效果。

图 7 学生对《火烧云》第二课的掌握程度

通过图 7可知全班 30名学生有 70%的同学完全掌握了《火烧云》第一课，26.67%

的同学掌握了大部分内容，还有 3.33%的同学掌握了一半。掌握一半是最差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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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学生认为《火烧云》哪个部分最难

通过图 8可知学生对于《火烧云》难易程度的评判大有不同，有 33.33%的同学认为

重点段落最难，26.67%的同学认为生字生词是最难的部分，这两个部分得票数明显高于

其他部分，13.33%的同学认为重点句意最难，10%的同学认为全文理解最难，10%的同

学认为重点字义最难，6.67%的同学认为课文阅读最难，科学拓展部分得票数为 0，掌握

度高。

图 9 学生喜欢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学习科学知识吗

通过图 9可知有 66.66%的同学喜欢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学习科学知识，16.67%的同学

认为还行，6.67%的同学认为这种学习方式一般，还有 10%的同学不喜欢这种学习方式。

图 10 学生希望老师保持这样的讲课方式吗

通过图 10可知大部分学生希望老师保持将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在一起的教学模

式，其中有 63.33%的同学希望保持，23.33%的同学基本希望，有 3.34%的同学表示不确

定，也有 6.67%的同学不太希望保持，3.33%的同学完全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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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效果与学生表现分析

在课堂现场可以看到大部分学生都很积极，积极呼应老师，很多学生都会举手回答

问题，课堂气氛也比较和谐，不过依然有极个别学生会不愿互动。

根据问卷内容可以知学生对于课文《火烧云》的掌握程度还是比较高的，大部分学

生喜欢这种多学科交叉培养的语文教学模式，不过这种教学模式也存在着一些问题。

具体来看，图 6、7第一节课重点在字词，第二节课重点在理解，学生对于理解部

分的掌握程度更高，说明字词还需加强练习，也说明 STEM的融合加强了学生对课本知

识的理解。图 8是对学生认为的学习难度的统计，可以发现学生认为最难的是重点段落，

其次是生字生词，这两项占比尤为突出，提醒教师需要在这两方面进行课后辅导答疑，

并在日后更加详细地对这两方面进行讲解。对于剩下几项，需要教师因材施教，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联系这些同学，可以开展讨论活动了解学生的问题并解决问题。图 9、10

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学生喜欢在学习中文的同时学习科学知识并希望保持这种授课方

式，但是仍有 10%的学生不喜欢，教师在关注这类学生的同时不妨也关注认为一般的学

生，结合图 10的结果，将评价偏负面的学生聚在一起，了解背后的真实原因，到底是

课程原因还是学生个人原因。

（三）结果影响因素的讨论与分析

在 FCD国际学校进行小学语文课文教学中，大部分学生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参与

度高，但也存在极个别学生不愿意互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可能涉及多个方面的原因，需

要我们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思考。以下将详细介绍导致学生不愿互动的可能原因，并提出

相应的解决方案。

首先，语言障碍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在国际学校，学生来自不同的国家和文化背景，

他们的母语和学校教学语言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某些学生可能并不流利或自信地

表达自己，这会导致他们在课堂上不愿意参与讨论或互动。特别是对于刚刚接触新语言

的学生，他们可能会害怕出现语言错误或不清楚怎样正确表达，因此选择保持沉默。

其次，个别学生不愿互动可能与性格和个性有关。每个学生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

有的可能内向、害羞或者比较独立。这类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思考问题，

不太愿意直接与他人互动、交流。他们可能更喜欢独自思考和总结，而不是在公开场合

表达自己。

此外，家庭背景和家庭教育方式也可能对学生的互动态度产生影响。一些家庭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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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注重纪律和听从，对孩子的表现有一定期待，希望他们在学校表现乖巧，不善言辞。

这种教育方式可能会使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出较为保守和内向，不愿与同学和老师积极互

动。

此外，学生对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也会影响他们是否愿意互动。如果学

生对课文内容不感兴趣，觉得无聊或难以理解，那么他们可能不愿意展开讨论或提出问

题。另外，如果教师的教学方式比较传统、单调，缺乏趣味性和互动性，学生可能会失

去参与的积极性。

在应对这种情况时，教师和学校可以采取一些有效的策略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

参与度。首先，可以通过开展小组讨论、合作项目等活动，营造积极互动的课堂氛围，

鼓励学生彼此交流和分享想法。同时，通过帮助学生克服语言障碍，鼓励他们大胆尝试

表达自己，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

此外，教师还可以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设计多样化的教学内容和活动，

引导学生积极参与。例如，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故事讲解、游戏互动等方式，激发学生

的学习动力和热情。同时，建立积极的奖励机制，表扬参与互动的学生，鼓励他们继续

表现。

另外，家长也可以在家庭中为孩子营造积极的氛围，鼓励孩子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

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和沟通技巧。家长可以与学校和教师保持密切联系，了解孩子

在学校中的表现和困惑，共同为孩子提供支持和帮助。

综上所述，学生不愿意在课堂上参与互动可能存在多种原因，需要教师、学校和家

长共同合作，采取有效的措施来帮助学生克服困难，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促进他们在

课堂上更好地互动和交流。通过持续努力和关注，可以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心，充分展现

自己的潜能，实现全面发展。

（四）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存在的问题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不同可能会对小学生的教学产生不同影响。在结合 STEM与汉

语教学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师资力量不足、课程整合难、学

习负担增加等。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些问题，接下来将对这些问题进行展开说明，并结合

社会现实提供一些具体例子。

首先，师资力量不足可能是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在教学

中，教师是关键的一环。他们需要具备跨学科教学的能力，同时能够以激发学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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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传授知识。然而，当前的教师队伍中很少有教师同时具备 STEM和汉语教学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在一些地区，教师缺乏相关培训，无法胜任这种复合型教学模式。这就需

要相关部门加大对教师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以应对新的教学需求。

举例来说，目前一些地区的小学教师可能主要接受传统的语文教学培训，对 STEM

教学知识了解较少。如果要求他们结合 STEM与汉语进行教学，可能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比如，一个汉语老师可能对于 STEM领域的知识了解有限，无法有效结合两者进行教学。

在这种情况下，教学质量和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

其次，课程整合难是另一个可能存在的问题。STEM领域及汉语教学领域在知识内

容和教学方法上存在差异，要把它们整合起来，并且实现有机结合并不容易。这种整合

需要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规划和设计课程内容，确保两个领域的知识能够有机融合在

一起。而在课程安排紧张、学生负担较重的情况下，教师可能无法充分保证课程的整合

性，导致教学效果不佳。

举例说明，某些学校为了接入 STEM教学，可能会在原有的语文课程中加入一些

STEM元素，比如将一些科学知识融入到汉字学习中。然而，如果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

和规划，这样的课程可能会导致学习内容松散，学生难以理解知识间的内在联系，最终

影响学习效果。

另外，学习负担增加也是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可能面临的挑战之一。在中国的教

育系统中，学生的学习任务本就颇重，学习负担已经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如果将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在一起，可能会给学生增加更多的学习压力，影响他们的身心健

康以及学业成绩。因此，教育部门需要考虑如何平衡学生的学习负担，确保他们在学习

过程中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学习。

例如，某些学校为了推动 STEM教育，可能将 STEM课程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程，

并要求学生在课余时间进行相关实验和作业。如果再将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学生需

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两个领域的知识，可能会导致学习负担过重，影响学生的全

面发展。

总的来说，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模式可能在小学教育中带来一些问题，要想解决

这些问题，需要从教师培训、课程设计、学生负担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只有通过全社

会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不断完善教育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和教育资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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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对于 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的建议

在小学教育中，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挑战。其中包括师资力量

不足、课程整合难、学习负担增加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

从教师培训、课程设计、学生参与等方面进行全面考量，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量。本文

将结合社会现实，提出解决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的中文教学模式在小学生教学中可能

存在的问题，并提供相应的解决办法。

1. 问题一：师资力量不足

某个小学引进 STEM与汉语结合教学模式，发现教师普遍缺乏相关知识和经验。为

了解决这一问题，学校开设了相关的教师培训课程，邀请资深教师和专家进行授课，帮

助教师提高跨学科教学能力。同时，学校成立了由语文教师和 STEM教师组成的教研团

队，共同研究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互相学习，逐步提高了教学水平。

可见，在实施 STEM与汉语结合教学中，教师是至关重要的一环。然而，目前教师

中很少有具备跨学科教学能力的教师。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教学效果。面对这一问题，

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决：

方案一：加强教师培训。教育部门可以组织专门的培训课程，帮助教师掌握 STEM

与汉语教学的知识和技能。这样教师就能更好地理解这种复合型教学模式，提高他们搭

建教学框架和设计课程的能力。

方案二：建立跨学科教研团队。学校可以组建由 STEM和语文教师组成的跨学科教

研团队，共同研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相互学习，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这样不仅可以

促进教师间的合作，也可以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资源。

2. 问题二：课程整合难

将 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整合，确保两者能有机结合。这

里提供以下解决：

方案一：编写综合教材。编写专门的综合教材，将 STEM与汉语的内容有机融合在

一起，形成科学性强、逻辑性强的教学体系。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也能节省

教师备课时间。

方案二：创新教学方法。采用创新的教学方法和手段，如项目制学习、潜在课程设

计等，更好地促进 STEM与汉语的结合。让学生通过实际项目参与，深入理解相关知识

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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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如一所学校面临着 STEM与汉语教学内容整合难的问题，为此学校可以邀

请一批教育专家和行业专家共同编写了综合教材。这些教材将 STEM的知识与相关的语

文知识相结合，以项目制学习为主线，让学生通过实际动手操作来学习相关知识。这种

创新的教学方法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还深化了他们的学习效果。

3. 问题三：学习负担增加

一所学校在学生学习 STEM与汉语教学模式时，为了减轻学生学习负担，学校对课

程时间进行了调整，将 STEM与汉语教学时间合理分配在每周课表中。同时，学校在评

价学生学习成绩时，采用综合评价的方式，不仅考虑学生的考试成绩，还会结合学生的

课堂表现、实际操作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价，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成就感，减轻他

们的考试压力。

学生在学习中面临的负担是教育工作者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在引入 STEM与汉语

结合教学模式时，学生的学习负担可能会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方案一：合理安排课程时间。学校可以在每周课程表中合理安排 STEM与汉语教学

的时间，确保学生在学习这两门学科时不至于负担过重。同时，教师也需要根据学生的

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教学进度，保证学生能够有效消化吸收所学内容。

方案二：提倡综合评价。在评价学生学习成绩时，不单纯依靠考试成绩，而是以综

合方式评价。可以结合学生的实际表现、项目成果、课堂表现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使学

生更全面地展现自己的学习水平，减轻他们的考试压力。

综上所述，要解决 STEM与汉语教学结合的中文教学模式在小学生教学中可能存在

的问题，需要从教师培训、课程设计、学生负担等方面综合考虑，通过加强教师培训、

整合课程内容、合理安排学习时间等方式，共同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为学生提供更优质

的教育教学环境。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总结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可以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

和综合的教育体验。通过将 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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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表达能力，还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造力。以下是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所带来的优势和结论总结：

1. 提升跨学科能力：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可以帮助学生在语文学习中更好地

理解科学知识和技术原理，培养他们的跨学科思维能力。例如，通过阅读有关科技的文

章或故事，学生不仅可以提高汉语阅读能力，还能了解科学知识和技术应用。

2. 促进实践应用：在 STEM和汉语教学的结合中，学生更容易将所学知识运用到

实际生活中。例如，学生可以通过汉语阅读和写作与 STEM项目相结合，撰写科技类作

文或设计实验报告，从而加深对科学原理的理解和应用。

3. 培养创新思维：结合 STEM项目和汉语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能

力。学生在探索科学技术的同时，通过语言表达和交流，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思维，

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

4. 加强实践能力：通过 STEM与汉语教学的结合，学生有机会参与各种实践性活

动，如科技展示、科学实验、汉语演讲等，从而提高他们动手能力和实践技能。

5. 促进文化传承：STEM与汉语教学的结合可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通过汉语阅读、讨论、写作等活动，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

文字的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因此，将 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值。

通过这种交叉培养的教学方式，可以全面提升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实践应用能力、创新

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同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因此，结合 STEM与汉语

教学的交叉培养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还能够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

国际竞争力的未来人才。

（二）学术贡献与实践价值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

这种教学方式不仅丰富了小学语文教学的内容和形式，还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有助于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对这种交叉培养教学方式在小学

语文教学中的学术贡献和实践价值的总结如下：

1. 学术贡献：

（1）跨学科整合：通过将 STEM与汉语教学相结合，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整合

与交叉。学生在学习科学技术的同时，也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文学素养，达到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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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综合发展的目的。

（2）创新研究：这种交叉培养的教学方式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可

以进行有关 STEM与语文教学结合的教育研究，探讨如何更好地整合科学技术与语言文

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3）教学方法创新：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的教学方式拓展了小学语文教学的教

学方法。采用项目化学习、探究式学习等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手能力，提高

教学效果。

2. 实践价值：

（1）提升综合素质：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有助于学生全面发展，提升综

合素质。学生不仅能够掌握科学技术知识，还能够提高语言文字表达能力，培养批判性

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促进创新精神：结合 STEM项目和汉语教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

力。学生通过实践和项目设计，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促进创新思维的培养。

（3）培养跨学科思维：通过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学生培养跨学科思维

能力，提高综合素质。他们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交叉融合，形成更加全面的知识结

构。

（4）促进语言文化传承：这种教学方式有助于促进语言文化传承。学生在学习 STEM

项目的同时，通过汉语教学更好地了解中国语言文字的魅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增

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综上所述，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的学术贡献和

实践价值。这种教学方式不仅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入探讨，还能够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促进他们跨学科思维的形成，为未来人才的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此，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推广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方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实践价值。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结合 STEM与汉语教学的交叉培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是一个创新而有意义的教学

方式。然而，这种教学方式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实施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需要

教师具备跨学科教学能力和科技应用知识，但目前部分小学语文教师在这方面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相对欠缺，师资水平不足会制约教学效果。此外，目前的评价体系更多偏向于

对学生语文能力的考核，对于 STEM相关技能和跨学科综合能力的评价不够完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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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方面的评价标准，制约了对学生全面素质的评价。还有，将

STEM与汉语教学有机结合需要充分整合两者的课程内容和学习目标，课程整合的难度

较大。如何平衡科学技术知识与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需要教师在设计课程时进行深入

思考。

而关于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的教学方式的未来研究方向时需关注以下几点：

1. 教学内容与方法整合：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如何更有效地整合 STEM与汉语教

学的内容和方法。通过设计创新的教学方案，将科学技术实践与语言文字表达有机结合，

同时关注实践性和趣味性，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研究可以探讨具体的课

程设计、教学活动安排、实践项目设计等方面，促进 STEM和汉语教学之间的深度融合。

2. 教师专业发展：未来的研究可以重点关注教师在实施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

养过程中的专业发展问题。研究可以探讨教师需要哪些跨学科教学能力和科技应用知识，

如何进行专业化培训和支持，以帮助教师更好地实施这种教学方式。此外，研究还可以

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教师团队合作机制，促进教师之间的专业交流与分享。

3. 评估与反馈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致力于建立科学、全面的评估与反馈机制，以

评价学生在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中的学习情况和综合素质发展。研究可以设计多

元化的评估手段，包括评价学生的科技技能、语文水平、跨学科思维能力等方面，为教

学提供有效的反馈信息，帮助学生更好地发展自身能力。

4. 跨学科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如何通过 STEM与汉语教学

交叉培养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研究可以探讨如何设计项目型学习任务，

如何引导学生跨学科知识的整合与应用，如何促进学生创造性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培

养，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5. 文化内容与语言传承：未来的研究可以关注如何更好地融入文化内容和语言传承

元素，促进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知。研究可以探讨如何通过 STEM项目引导

学生学习古代科技发明，通过汉语教学学习中国古代诗词文学，实现科技和文化的结合，

提升学生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

通过深入研究上述未来研究方向，可以更好地促进 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在小

学语文教学中的发展。这样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教学内容与方法，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设计有效的评估机制，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和创新能力，同时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承与

创新。这些未来研究方向的深入探讨，将为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与创新提供重要支持和

指导，为学生的全面素质发展和未来的终身学习能力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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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STEM与汉语教学交叉培养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未来研究方向是一个富有挑

战性和深远意义的课题。通过深入探讨教学内容与方法整合、教师专业发展、评估与反

馈机制、跨学科思维与创新能力培养以及文化内容与语言传承等方面，可以不断提升这

种教学方式的实施效果和影响力，推动小学语文教学朝着更为全面、综合和有意义的方

向发展。同时，这些未来研究方向的开展也将为教育改革和未来教育发展提供宝贵的经

验和启示，为构建更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教育体系贡献力量。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教

育学者、教育管理者、科技专家和语文教师等广泛合作，共同探讨和推动 STEM与汉语

教学交叉培养的发展，为小学教育的改革与创新提供更多有益的借鉴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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