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STEM 跨学科课程设计与实践 

——以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为例 

 
 
 
 
 
 
 
 
 
 

 

 

 

 

 

 

 

 

单    位： 中国传媒大学 

作    者： 李天姿 

系    别： 人文学院 

专    业： 国际中文教育 

手机号： 18954885572 

邮    箱： ltz18954885572@126.com 



2 
 

内容摘要 

本文以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为案例实践地点，将 STEM 融入到国际中文教学中进

行跨学科课程设计。研究的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由选题原因、研究对象

和意义以及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等组成；第二章对研究内容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概述，包

括理论基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第三章叙述了 STEM 在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教

学中的具体应用过程；第四章讨论了本次 STEM 的实践效果与教学评价，并发现了一

些存在的问题，而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建议；最后的结语，即第五章，进行了结论、

创新点和不足之处的总结。本次 STEM 跨学科课程案例证明了 STEM 与基础教育阶段

的中文教学中有较好的综合应用效果。在我国，STEM 的应用研究还较少，希望这次

STEM 创新教学实践能为中文教育的转型和跨学科发展提供新的思路。 

关键词：STEM 教育   对外中文教学   国际中文教育   教学实践 

 

一、 导论 

（一）选题缘起 

在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外

国人来到中国。所以很多外籍人士的子女也随父母同时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目前国内学

习汉语的外籍人员里，中小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在 2017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行

了《中国 STEM 教育白皮书》。在阅读之后，笔者对 STEM 有了基本了解和兴趣。2022

年 5 月，笔者在芳草地学校国际部实习期间教授小学数学，并萌生了联合 STEM 与中

文教学的想法。 

作为一门学科，国际中文教育具有动态开放性，与很多基础学科有交叉的联系。随

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深化，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有了基于自身工作和职业的需要，

开始对特定行业及场所的汉语需求日益增长。这就使专门用途汉语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比如科技、经济、管理等。 

课堂教学不应是封闭的，要与社会环境相关联。目前，中文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化方

面，而是不断延伸涉及不同专业和领域：“中文+”方兴未艾，总体上呈现“百花竞放数

枝秀”的特点。STEM 教学中的知识，恰好有助于各职业的知识和技能打下基础，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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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的人才资源。因此，STEM 的实际应用是有研究价值的。 

（二）研究背景 

当今世界形势复杂、人工智能引领变革，国际中文教育正经历从语言能力提升和非

学历语言教育为主的传统模式，向以各领域各层次中文专业人才培养为主体、相关学科

专业融合发展的新业态的转变。在此背景下，2019 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首设“中文+职

业技能”论坛，邀请中外企业与教育专家共同讨论如何开展就业和创业对接，此举就旨

在促进国际中文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融合。 

未来，应通过加强科学研究、推进学科融合、强化支撑平台等手段，夯实国际中文

教育事业的基础；通过优化传统专业、增设新专业、推进“中文+”复合型专业建设等

措施丰富专业体系。而培养高素质人才是这一切的基础，本文就旨在研究通过 STEM 提

高学生的跨学科知识水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研究对象 

1.研究对象 

STEM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

四门学科英文首字母的缩写，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总称。故，STEM 也是

一种科学、技术、工程、数学四门课程结合的跨学科综合教育。目前，它常泛指任何与

四个学科之一有关的活动、政策、项目以及实践等。 

国际中文教育，以其他语言为母语的国家或民族的人为教学对象，属于在目标语环

境下的把中文作为第二语言教学。本文中的教学对象主要是在中国大陆就读中的外籍和

港澳籍学龄儿童。 

2.芳草地国际学校分析 

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是一所兼收中外学生的九年一贯制学校，也是全国最

大的国立公办涉外学校。学校地处首都朝阳 CBD 核心区，直接为朝阳和北京的经济发

展服务，为祖国的外交事业服务。自 1973 年以来，共有六十个国家或地区近万名儿童

在芳草地就读，又从这里走向世界。学校一向以“开放融合”、“名师荟萃”、“治学有方”、

“教育优质”享誉海内外。 

前外交部部长李肇星曾给予学校高度的评价：“芳草地小学自成立之日起就同外交

部有着亲密的关系，并发展成为一所特殊的国际校园。三十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数千

名各国学生已经把芳草地这个美丽的名字传到了世界各地。学校的这项特殊的工作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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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① 

2007 年，芳草地国际学校成为北京市国际汉语推广基地校，同时成为国家汉办指

定的少儿汉语考试培训和考试学校。可见，芳草地国际学校与国际中文教育有深厚的渊

源。 

3.学生概况 

芳草地国际学校国际部 2023 届六年级二班共有 15 名学生，因此实施小班教学的模

式，这一点也便于开展 STEM 这类需要学生合作或实操的教学活动。 

（四）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中文教育具有学科与事业的双重属性。首先，国际中文教育属于一门交叉性学科，

其教学内容以汉语言教学为基础，涉及到文学、教育学、语言学等其他多个学科。新时

代催生了国际中文教育人才培养的多元化需求。因此，在学科体系建设与与学科教法研

究并重的同时，国际中文教育应不断拓展新路径，以便充分发挥理论对实践的引导作用。

其次，作为一项国家和民族的事业，新时代国际中文教育事业的工作重心应坚持以中文

教学为主、守正创新，才能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助力中国文化海外传播。 

2.现实意义 

数字时代的信息技术成熟速度加快，未来高新技术将继续推动中文教学资源迭代升

级，国际中文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将处于动态发展中。国际中文教育应持续推进新技术与

中文教学的融合，不断推动中文教学在各方面的改革与创新。主动迎变，科学应变，才

能助力国际中文教育事业行稳致远。 

为学生提供 STEM 学科的优质教育，对于培养综合型人才、增强我们国家软实力

的竞争力来说很重要。2023 年 11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2 届大会以协商一致的方

式通过了在上海设立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的决议。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

会秘书长秦昌威表示，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有利于促进我国深化 STEM 教育教学改

革，不断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质量。②本研究的结论将为学校、地方政府机构、课程

开发人员、教育工作者以及家长提供一些指南。同时，研究结果也有望确定促进和限制

学校和学生在 STEM 方面取得成功的条件，并审视 STEM 教育的广阔前景。 
                                                              
① 百度百科：“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网址：https://baike.baidu.com/item/北京市朝阳区芳草地国际学

校/12772006，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1 日。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国际 STEM 教育研究所有利于我国提升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质量”，网址：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312/content_6921450.htm，上网时间：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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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 

下面将分两个部分对相关研究文献进行综述。 

1.STEM 的理论现状研究 

（1）STEM 教育的跨学科理念研究 

STEM 教育的概念可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类。在狭义的 STEM 教育中，它整合科学、

技术、工程、数学四门学科的知识，是一套单独的课程，旨在培养学生综合运用这四门

学科知识的能力。广义的 STEM 教育则注重学习目标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使得 STEM

教育不再局限于原本四门学科的知识和运用，而是着重发展学生综合运用多学科、多方

面知识的能力来解决现实问题。现在更广为人知、更被学者认可的是广义的说法是，

STEM 教育需要关注的是不同学科知识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应该以跨学科的形式来进行

教学。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 Sanders 教授认为，“STEAM 教育是在建构主义和认知

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以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知识为基础对问题或项目进行探

讨，因而跨学科整合是 STEAM 教育最根本的本质属性。”③这里的 STEAM 是 Yakman

在2006年将艺术（Art）作为一个重要的人文因素融入STEM教育中，从而形成的STEAM

教育，其理念是一致的。美国学者艾布特斯（Abts）曾使用“元学科”（meta-discipline）

描述 STEM，即代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等学科的统整的知识领域，它们存在于真

实世界中，彼此不可或缺、互相联系（Morrison，2006）。 

国内研究者也大都秉持以上观点。赵兴龙在《STEM 教育的五大争议及回应》中曾

提到 STEM 教育从多学科的视角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 STEM 素养，

实现跨学科教育。余胜泉（2015）也提出了跨学科意味着教育工作者在 STEM 教育中，

不再将重点放在某个特定学科或者过于关注学科界限，而是将重心放在特定问题上，强

调利用科学、技术、工程或数学等学科相互关联的知识解决问题，实现跨越学科界限、

从多学科知识综合应用的角度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教育目标。黄晓芳（2018）

探讨了 STEM 教育理念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即课程内容综合化、整合化；课堂

形式趣味化、多样化；课堂选材生活化、专业化，是比较早地将 STEM 跨学科特点应

用到课堂中去。 

 

                                                              
③ Sanders M. STEM, STEM education, STEM mania[J]. Technology Teacher, 2009,(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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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STEM 相关文章发文量 

 

 

表 1-2 文献主题分布情况 

 

 

表 1-3 文献次主题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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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文献学科分布情况 

 

 

表 1-5 文献研究层次分布情况 

 

以上面五幅文献检索结果图表为例④，2013 年至今：从主题分布来看，将 STEM 与

小学课程一起分析的文献一共有 1475 篇，其中与科学相关的有 490 篇，与信息技术相

关的有 32 篇，与数学相关的有 92 篇；从研究层次来看，应用研究占多数，为 49.48%。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小学课程设置中，科学、数学和信息技术课与 STEM 的

契合度最高，而跨学科性是 STEM 教育的最基本、最核心的特征。 

（2）STEM 教育理念的应用研究 

STEM 跨学科课程的价值取向具有跨学科性质，以培养复合式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④ [2023-04-01].https://kns.cnki.net/kvisual8/article/center?language=CHS&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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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其教育意义和应用价值将在未来进一步得到延伸和印证。 

秦瑾若（2017）指出 STEM 教育注重学生学习与实际生活之间的联系，教育要立

足于生活，从真实生活中的问题出发。祝智庭（2018）也指出从国策层面强烈关注 STEM

的现象发端于美国，并历经三十余年发展到现在，这主要根源于深入美国的实用主义思

维。所以，对 STEM 教育理念的应用和实践案例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从 2010 年以来，

共有 140 篇文章从应用研究的层次上，分析实践了 STEM 教学模式。比如，曹建菲（2022）

在阐述STEM教育概念的基础上，分析了初中化学教学现状，进而提出了几点 STEM 教

育与初中化学教学有效融合的策略，以期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助力学生化学核心素养

的发展。李克东（2019）还提出跨学科学习活动设计的 5EX 模型，并以“家居水栽培”

和“设计并制作 FEG 智能车”为例，对跨学科学习活动设计与实践过程进行了详细的

说明。其中还有涉及了本科阶段的人才培养：段瑶瑶（2018）通过从国家层面、社会层

面以及学校教师层面分析 STEM 教育应用于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方案中的现

实困境，提出 STEM 教育融于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中的几点建议，旨在为应用型本科

高校的发展提供启示。郑珂（2023）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在运用图画书开展幼儿 

STEM 教育的活动中应树立 STEM 理念的想法，即依据工程元素筛选图画书，充分利

用图画书情境，创设 STEM 问题，之后将故事人物问题回归现实生活情境，并设置挑

战任务，引导幼儿进行工程实践，促进幼儿的跨学科学习及 STEM 经验的获取。STEM

教育及其应用在我国的起步较晚，还属于新事物，国内的研究比之国外相对较少，但前

景依然广阔。 

2.国际学校教学的现状研究 

国内对国际学校的跨学科教学领域的研究较少。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可能为现在国内

的国际学校少儿汉语教学处于一种既非母语又非目的语的语言环境。因为很多国际学校

采用的是双语教学，教学语言并不是单一的汉语，而且学生所属国籍的情况复杂，所以

学校的语言环境也非单一的学生母语环境。这一点就导致即使外籍儿童对汉语的学习怀

有强烈的热情，但一些国际学校中母语非汉语的少儿学习者在学习汉语方面存在一定的

难度。故在中小学的国际学校展开跨学科教学的难度较高。潘璠（2023）以成都新津墨

文学校的探索实践为例，紧紧围绕学校国际理解教育政策与背景，课程开发、活动开展

等方面论述双语学校开展国际理解教育的实施策略、成效及反思。更多的是一些硕士论

文，它们也有很高的参考借鉴价值。周雪（2020）以北京乐成国际学校为研究对象，进

行国际学校学生汉语习得研究，其中的融合课程对中、西方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吸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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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结合两者，与国际化的教学模式相照应，使得学生未来不单单可以选择于我国继续深

造同时能够至欧美国家发展。 

总之，以上研究文献都是对 STEM 教育在教学中宝贵且实用的经验，也为国际学

校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教学研究材料。 

二、研究内容 

（一）理论基础 

STEM 教育一词是于 20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提出的，旨在保持美国领先的竞争力。最终宗旨是：强调跨学科知识的融

合，注重理论学习与动手实践的联系。提高孩子的创新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动手能

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它是一个年轻、注重综合应用的方法。 

（二）研究思路 

在了解国内外 STEM 现有的研究后，基于教学设计进行 STEM 教育方法的实践研

究，根据反馈得出结论。 

（三） 研究方法 

1. 观察法 

笔者通过同学们的个人课后感受和课堂回放，直接观察学生们的表现，从而获得教

学反馈，进行教学分析。 

2. 调查研究法 

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和课外交流对班级同学的中文水平、数学与基础科学知识水平进

行个体和团体调查研究。 

3. 跨学科研究法 

本文运用 STEM、数学和国际中文教育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通过课程设计

与实践，从整体上对国际学校中文与其他科目综合教学的课题进行交叉研究。 

三、STEM 在北京芳草地国际学校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一）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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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材分析：利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有时除了必要的计算外，更

重要的是依据数学逻辑的规律，以已知的结论为出发点，推导出新的结论，这就是逻辑

推理。现有教材对数理逻辑没有专门的系统整理讲解，因此本次课程的目的就是弥补这

一点。 

二、学情分析：在学习本知识前，学生已经有了一定的逻辑推理能力，也有一定的

日常生活中推理的基础。六年级学生的思维比较活跃，敢于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对

于逻辑推理也充满兴趣。虽然学生们已有逻辑推理能力，但还没有系统过逻辑推理。 

三、教学目标： 

1. 学生通过观察、猜测等活动，经历推理过程，理解逻辑推理的含义；2. 学生掌

握三种推理的方法，并发展观察、分析、推理和有条理地进行数学表达能力；3. 学生

够用中文清楚明晰地表达自己的推理过程，在经历推理判新的过程中树立自信心，体会

生活中这些现象中蕴含的数学道理。 

四、教学重点：经历对生活中某些现象进行判断、推理的过程，之后按照一定方法

进行推理。 

五、教学难点：对已知信息进行归类、整理，用表格的形式处理信息。 

六、教学准备：PPT 课件、作业单。 

七、教学过程设计： 

 

 

图 4-1 教学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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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践与案例 

一、情景导入（5 分钟） 

板书课题：《有趣的逻辑推理》 

关键词与图片的联想：案件、柯南、福尔摩斯⋯⋯ 

其实逻辑推理并不那么高高在上，而且十分接地气，在生活中处处用得到。 

师：老师手上拿着一个糖果（或硬币），现在我转过去放在一只手里，你来猜猜在

哪只手？要说说你的理由。 

生：左手没有，那一定在右手。（其他合理答案均可） 

刚才同学们在猜的过程中，根据给出的信息或已知条件，分析得出正确的答案，这

种思考问题的方法就叫作逻辑推理。  

二、探索新授（15 分钟） 

在下面这个算式的 5 个横线中，分别填入 0，1，2，3，4 这 5 个数字，使等式成立： 

3× A   B  =  C   D   E  

板书：列表法 

 

3× A B＝ C D E 

3×      

3×      

3×      

3×      

3×      

3×      

3×      

表 4-1 列表法教学空白表 

 

3×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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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 / / / 

3× 1 0 3 0 两位数 

3× 4 3 / / 9 

3× 4 2 / / 6 

3× 4 1 1 2 3 

3× 4 0 1 2 0 

3× 3 4 1 0 2 

表 4-2 列表法答案表 

 

答案：Ⅰ3；Ⅱ4；Ⅲ1；Ⅳ0；Ⅴ2； 

师：这就是列表筛选法。 

三、趣味推理游戏（5 分钟）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礼物，只有猜对密码才能得到礼物，你能根据 3 个同学猜密

码的情况打开密码锁吗？ 

Anna: 7 3 9。一个号码正确，且位置正确。 

Louis: 7 5 2。一个号码正确，但位置不正确。 

Kevin: 3 7 1。两个号码正确，但位置都不正确。 

 

假设是否成立 7？？ ？3？ 9？？ 

Anna √ √  

Louis × /  

Kevin / 7 错→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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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表 4-3 游戏线索整理表 

 

板书：假设推理法 

其他方法： 

1. 排除法：看完三个提示，再单独看甲提示，可确定 3 正确，位置正确，确定 3

是中间。再看丙提示，2 个正确且位置正确，排除 7 是错误的，确定 1 是对的 且位置

只能是第一位。再看乙提示，一个号码正确，且位置不正确，因为 7 排除，2 位置不正

确排除 2，满足条件只有 5。最后得答案，135； 

2. 结合甲和乙，无 7；结合丙有 3、1，且 3 不在头，1 不在尾；结合甲，3 在中间，

1 在首位；结合乙，密码为 135。 

四、文化拓展小游戏：斯内普教授的魔药推理题（16 分钟） 

《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中，在通关夺取魔法石时的最后一个关卡是一道斯内普编的

谜题：“危险就在眼前，平安还在后方。 

我们中间有两瓶能够帮上你的忙： 

只要选择正确，一个将领你向前；另一个把你送回原来的地方。 

其中两瓶装着荨麻酒； 

三瓶是毒药，在队列中潜藏; 

做出你的选择,不然将永远困在此处。 

为了帮你决定，我会给你四条忠告: 

一、不管毒药有多狡猾，它们永远藏在酒的左方。 

二、左右两端的瓶中内容不同，如果你想前进，它们可帮不上忙。 

三、瓶子的大小各不相同，死神既非侏儒也非巨人。 

四、左边第二和右边第二，虽然模样不同，味道却是一样。”⑤ 

 

                                                              
⑤ [英]J.K.罗琳著：《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苏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年，第 2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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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魔药谜题题面 

 

荨（qián）麻酒（chartreuse）：酒精度约 60 度，味道独特，入口甘甜，余味辛辣且

刺鼻，呈淡黄绿色，流行于比利时的法语地区，在 17 世纪由修道院僧侣发明酿造。荨

麻酒并非用荨麻酿造而成，其酿造原料不明，据说有 100 多种草药。该酒因修道院位于

Chartreuse Mountains 而得名。中文译为荨麻酒的原因可能是在饮荨麻酒酒后，皮肤容易

产生类似荨麻蜇过的感受。 

（同学们进行分组讨论） 

根据条件推理出一下可能： 

左一有可能是：毒药或后退药（因第一条毒药在荨麻酒左边，所以第一瓶不可能是

荨麻酒，又因第二条所以不会是前进药）。 

右一有可能是：荨麻酒或后退药（因第一条所以不可能是毒药，因第二条不是前进

药）。 

根据 第三和第四，左二有可能是：荨麻酒或毒药（因第四条两瓶一样所以不可能

是只有一瓶的前进或后退药）。 

右二同上，但因第三条所以不可能是毒药 所以是：荨麻酒因两瓶相同所以左二和

右二皆是荨麻酒。 

根据之前的推断，左二和右二都是荨麻酒 并且荨麻酒只有两瓶，得出右一是后退

药，左一和右三是毒药，所以中间的是毒药。 

根据第三条得出左三是只剩的一瓶毒药和一瓶前进药中的后者。 

五、总结与拓展（4 分钟） 

带领同学们回顾整节课的内容：解决逻辑推理问题的基本过程是先从某一个条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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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利用其他条件进行推理，直到推出结论为止；或者先做出一种假设，从这种假设出

发，推出自相矛盾的结论，说明这一假设是不成立的，因此，与假设相反的情况是正确

的。在推理过程中，要充分利用每一个条件，抓住关键穷追到底，进行层层推理，直到

得出正确结论。 

板书关键词：从一个条件出发；做一个假设；不断尝试，层层推理。 

四、STEM 的实践效果与教学评价 

（一）教学效果 

在本次教学过程中，我采用了多种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首

先，我在课堂上运用了多媒体技术，通过图片和视频等形式生动地展示了相关知识，使

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其次，我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课堂讨论，促进了他们之

间的交流与合作。具体的教学效果如下： 

1. 目标知识、能力培养的导向明确，教学目的符合课程要求与学生的实际情况。教

学安排循序渐进、层次分明，教学语言准确简练、通俗生动、运用普通话教学； 

2. 知识讲解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做到了理论联系实际：逻辑推理中，条件繁杂

交错，解题时必须根据事情的逻辑关系，找准突破口，按照基本的逻辑规律，借助直接

推理、计算、假设、列表、排除等方法，层层剖析，一步步向纵深发展，解决问题； 

3. 教学节奏密度适当，时空分配合理，教学过程中注意提示认知规律和学习方法

的指导，课程提问的设计严谨，能够及时反馈学生，做到了有效纠正，完成教学任务。 

总的来说，本次教学实施情况良好，教学效果显著。通过 STEM 教学方法，我相

信学生们在中文和数学方面都有了新的收获。 

（二）教学评价 

经过本次课程，学生们对逻辑的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也都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

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得到提高。课堂讨论环节的开展也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1. 课堂引导有趣，情景创设恰当、有效，切入点日常且易于理解； 

2. 教师的教学环节设计比较巧妙，通过几个例题和操作实践，加强学生的思维能

力，让学生自己探究实践，对具体的方法最后提出总结，根据学生的活动，挑出能够快

速完成的几个，让学生来了解方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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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构流程有利于学生参与实践教学，教学环节联系生活，掌握学生的心理特征，

使学生对课程知识产生兴趣，而且在课堂练习上也有利于拓宽思维。 

（三）教学存在的问题及改正建议 

课堂上的整体教学效果好，课堂氛围轻松活跃，同学们也给予了正面反馈，但有几

点需要注意：首先，课堂上的表格出示虽然比较新颖有趣，引起学生的关注和比较，但

学生理解较快，占用的时间过长，可进行适当的裁剪。其次，讲解列表筛选法和假设推

理法还不够具体详细，个人感觉学生课上还是不是很明白如何运用，这一点还需要继续

精进。 

五、结论 

（一）创新点 

本文的创新点是在国际学校利用 STEM 进行跨学科的数学课程设计，同时针对国

际部学生的身份融合了一些中文的语言教学，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中小学 STEM 教学

的研究成果，将中文与理工科内容相结合，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二）研究的不足与展望 

不足之处是本文调查的学校数量有限，未能反映国内国际小学中文教学的全貌，希

望今后能在其他学校进一步研究。另外，此次课程设计未涉及工程与技术，未来有机会

可以进行新的课程设计与实践。 

虽然 STEM 在我国的研究还较少，但在我国教育制度由文理分科逐渐取消的趋势

和政府的支持下，是有研究空间的。 

（三）结语 

当前中文教育已步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面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新时代的中文

教育应保持全球视野和恒久定力，秉承开放包容、尊重信任的理念，积极应对发展新态

势，统筹办学资源，以创新精神激发新动能，增强自身发展韧性，推动实现智慧化发展。 

小学阶段学生的智力发展迅速，在后期阶段（五到六年级）利用 STEM 等教学方

法，进行适当的思维训练，可以为初高中理工科知识的学习奠基。而国际学校具有其特

殊性，在日常教学时也可以当作中文教学内容。所以，将 STEM 研究方法应用到小学



17 
 

数学课堂是一次创新教学实践，愿藉此为中文教育的转型发展提供新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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