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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程设计制作课的有效开展和实施

孟王芳
(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浙江绍兴，312030)

［摘 要］小学科学课程中技术与工程模块以学生动手制作和发明创造为出发点，强调通过实验探究发

现和阐释原理，运用科学原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然而，在实际的教学中，技术与工程模块中的设计制作课

存在学生完成情况不佳的现象。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设计制作课: 注重设计制作课，提升科学素

养; 整合课外拓展，提升课程趣味; 注重评价展示，培养科学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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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科学课程标准( 2011 年版) 》在技术与工

程模块选择三个主要概念，将其分解成学习内容分

布在三个学段的课程内容中，并建议教师指导学生

设计和制作一件作品或产品，达到以下学习目标: 让

学生了解设计作品，完成作品设计和制作的基本过

程; 体会科技产品给生活带来的方便和舒适，认同创

意设计能够改善生活质量。为了更好地实施技术与

工程模块中的设计制作课，教师可以从课堂教学、课
外拓展、成果交流等多方面有效开展教学。

一、重视设计制作课，提升科学素养

小学科学课程的技术与工程模块呈现出单元整

体性，故其中的设计制作课需要学生根据这一单元

所学的知识，围绕着科学制作展开讨论、设计、创作，

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
设计制作课一般安排在技术与工程单元学习的整理

课中，对技术与工程课起到挈领提纲作用。然而，在

实际的教学中设计制作课常常不尽如人意。
例如，根据五年级下册科学教材的第三单元

“制作一个一分钟计时器”的任务，学生任务完成情

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制作一个一分钟计时器”任务完成情况

两个

班级

总人数

A．创意完成，

并能 正 确 计

量一分钟

B．模仿完成，

不能 正 确 计

量一分钟

C．没 有 完 成

制作

96 人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15 15．6% 58 60．4% 23 23．9%

由表 1 可知，学生的制作和设计作业完成情况

不佳: 作品千篇一律，思维局限在课本内; 作品设计

和创作严重分离，创作随意性很大; 作品仅限于制作

而没有创作，没有很好地运用科学知识。
设计制作课的教学操作性强、活动性强、趣味性

强。低年级的设计制作课要与美术课的手工制作区

分开来，高年级的设计制作课要与劳动技术课的手

工制作区分开来。技术和工程模块的设计制作课强

调对科学原理的运用，运用设计让生活更便捷，而美

术课和劳技课的制作则旨在运用设计创造美或者培

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 一) 重梳理回顾，拓展科学知识

技术与工程模块中的“动手做”是一种带有思

考和科学知识的动手操作，因此设计制作课安排在

单元学习最后一课，其目的在于对本单元知识的梳

理和应用。为避免学生科技创作“依葫芦画瓢”的

现象，在讨论作品设计前，教师一定要围绕创作的需

要对本单元的知识进行系统梳理和回顾，引导学生

在设计制作中联系前面学到的知识，运用知识，并创

新制作。
( 二) 重讨论设计，拓展科学思维

设计是根据相关概念和创作要求，在个人综合

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进行作品构思、材料选

择、确定方案、画出草图等。然后，根据设计进行讨

论，学生要思考哪个材料最实用，哪个方案最可行，

哪种方法最科学等。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

弱化设计讨论环节，学生拿到材料就开始制作，没有

进行设计讨论，有的最终因思考不到位而无法成功

创作。在设计制作课中，学生很容易受到材料或其

他小组的影响，轻易更改或否定原先设计的方案，甚

至将方案丢在一边，想到哪做到哪，这直接导致设计

和制作出现“两层皮”现象。因此，教师要充分调动

每个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引导学生先进行思考

和设计，再进行小组讨论，通过思维交流碰撞，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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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多种方案，最后再确定方案。
( 三) 重反思改进，提高创新能力

设计讨论是技术与工程模块的重要环节，作品

制作后的测试、反思、改进是设计制作课的重点。学

生在作品的测试、比较中进行反思，寻找原因，改进

方法，在反思中促进新的思考，在修正作品中提升动

手能力。这比作品制作的优劣更值得关注，是学习

的隐性成果之一。学生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作品进

行反思改进，不但可以总结创作经验，优化设计方

案，还可以促进学生对科学知识的理解和运用，提高

学生的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分析能力、科学探究能

力和创新能力。

二、整合课外拓展，提升课程趣味

小学科学教学要充分利用校内外教育资源，把

课堂探究引向更广阔的课外生活。教师可以结合学

校的拓展课程，把学生的制作、交流、拓展延伸到拓

展课程中，以保证学生的探究时间，促进合作交流。
学校可以开展丰富的校园科技活动，增强制作设计

课的趣味性，让学生爱上头脑风暴，爱上动手创作。
丰富多彩的校园科技活动可以增强制作设计课的趣

味性，激 发 学 生 的 创 作 兴 趣，提 升 学 生 创 作 的 成

就感。

三、注重评价展示，培养科学态度

小学科学课程中技术与工程模块的设计制作课

要避免“放羊式”的无目的自由制作，也要避免课堂

布置课后“虎头蛇尾式”的制作，更要避免做好的作

品自己处理而没有任何评价的情况。如果没有有效

的评价系统，那么学生对于设计制作的态度、热情、
兴趣就会减弱，学生的作品就会单一化。在评价方

面，首先，教师要从要求、设计、材料、创作等方面制

订评价标准，用评价来引导学生的创作思维。前置

评价可以让学生在设计之前就能紧紧围绕探究问题

进行思考和探索。教师要用评价来引导学生的设计

和创作，动手前先动脑，养成“动手做”的习惯。其

次，教师还可以借助展示的舞台，对学生进行正面激

励，让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强化他们的积极情感。
最后，教师可以通过“科学角作品展示”“我是评委”
等评价活动，让学生交流创作思想，提升创作思维，

对自己和他人的作品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学

习同伴的创作思想，提升动手创作能力。这样，通过

正确的评价和作品的展示，教师可以提升学生对小

学科学课程技术与工程模块中设计制作课的创作兴

趣和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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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表示愿意继续目前的翻转课堂教学。在信息技

术日益发展的今天，教师进行翻转课堂的实践与研

究是必要的，翻转课堂符合学生学习的思维模式，值

得推广与践行。
表 2 学生对翻转课堂认可程度调查

序号 问题 选项 样本数 百分比(%)

1
你认为翻转课

堂的学习效果

如何?

很好 12 30

较好 23 57．5

一般 5 12．5

不好 — —

较差 — —

2
你是否喜欢继

续目前的翻转

课堂模式?

非常喜欢 11 27．5

比较喜欢 23 57．5

一般 4 10

不喜欢 2 5

文章基于微课的翻转课堂进行初次探索，分别

于课前、课中、课后设计了教学活动，实现了知识的

传递、再运用、巩固与拓展三个方面的目标。翻转课

堂的教学证明了其优势，初步验证了翻转课堂教学

模式的可操作性。翻转课堂完全颠覆了传统教学模

式，是对课堂教学的创新。在如今信息技术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教师可以在教学的各环节中创新翻转

课堂教学，以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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