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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7 年 9 月，教育部发布的《中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指导纲要》（以下简称《指导纲要》）指出：“综

合实践活动是从学生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出发，从生

活情境中发现问题，转化为活动主题，通过探究、服

务、制作、体验等方式，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跨学科实

践性课程。”[1]《指导纲要》强调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发

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特别是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创客教育是一种融合信息技术、

秉承“开放创新、探究体验”教育理念，以“在创造中

学习”为主要学习方式和以培养各类创新型人才为目的

新型教育模式 [2]。对于创客教育而言，其本质上是一

种经验课程，应当主要以综合实践活动的形式开展 [3]。

不难发现，《指导纲要》的要求与当前迅速发展的创客

教育在特质、目标和作用等方面不谋而合。伴随着创客

教育在学校的发展与综合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推进，在

创客教育的视域下开展综合实践活动，将具有独特的创

新性和适用性。

二、创客教育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融合应用的研

究现状

笔者在知网（CNKI）以“综合实践”和“创客”

为关键词进行全网搜索（2009 年 8 月 -2019 年 8 月），

共检索到 13 篇文章，其中涉及到创客教育与小学综合

实践活动融合应用内容的共有 6篇。通过分析可知，目

前创客教育与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融合应用的现状主要有

两方面：一是从理论层面探讨综合实践活动视域下创客

教育的内涵、价值及实施框架等问题；二是从课程体系

的角度探讨将创客教育纳入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施路

径问题。其中顾蔚婷在《用创客教育照亮综合实践之路》

一文中提到了综合实践课堂中借鉴创客教育的模式，关

注主题选择、学习模式、教学目的、教学环节等方面，

重整综合实践课堂 [4]。目前为止，还鲜有从教学的两

大主体—学生和教师角度探讨创客教育在小学综合实

践活动中融合应用的相关论述。

三、创客教育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融合应用路径

（一）创客教育与实践学习的融合

在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过程中，笔者所在学校始终

坚持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学习的方式，利用数字化工

具，鼓励学生创造，培养学生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创新能力。

例如，在开展小学五年级综合实践“镇内河涌的

调查”这一活动时，学生学习方式发生着变化：调查采

访小组通过制定调查内容，打印调查表，用采访笔、笔

记本、摄像机等工具，分别对河两岸的居民进行采访调

查，最后整理采访资料，合作写出实验报告；河道考察

小组通过对蓬莱桥桥下建设路段双桥路段（校门前）、

创客教育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融合应用 *

廖晓锋，杜淑欢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镇中心小学，广东佛山 528300）

【摘  要】创客教育与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融合的主要标志是学生将自己的创意付诸行动最终变为实物的学习，学

生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运用者和创造者。文章聚焦于教学的两大主体—学生和教师，从实践学习、合作学

习、课堂设计和教学策略四个方面分析了创客教育应用于小学综合实践活动的融合路径，以探索数字化校园环境下的

教学整合与优化。

【关键词】创客教育；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融合

* 本文系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三五”规划 2018 年度研究课题“建设数字校园文化促进区域学校特色发展与品牌塑造研究”（课题批准号：
2018YQJK152）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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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西河北滘公园附近河道水况进行考察，观察河道周围

环境、河水颜色、河面漂浮物、污染源等，追索河流的

去向，寻找源头，最后整理考察资料，合作写出实验报

告；样本分析实验小组则通过采集不同河段水域的河水，

进行一系列的实验观察：河水颜色、味道、pH 值测定、

水含氧量测试（设置传感器，饲养金鱼对比）等实验，

并记录整理资料，最后合作写出实验报告。

学生在搜集资料、实地考察、生化实验三个教学

环节里，真正落实了“做中学”的创客教育理念，学生

通过一系列实践学习，极大地培养了收集、处理信息的

能力和跨学科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不仅是思考者，更

是实践者，真正的学习正在发生。 

（二）创客教育与合作学习的融合

在新课改背景下，合作学习更能突出学生的主体

地位，培养主动参与的意识，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创客

教育也积极倡导相互学习、乐于分享精神。

例如，在开展六年级综合实践 “厨余变肥料”活

动时，除了让学生认识蚯蚓种类，了解蚯蚓的身体形态、

呼吸、生活习性以外，还设计了学生以小组合作方式探

究蚯蚓对厨余的处理能力：一是调制营养液；二是制作

一个“家用式”蚯蚓处理厨余垃圾的处理器。在整个过

程中，学生以小组形式分工合作、集思广益，共同研讨

和设计最佳方案。值得一提的是，学生自发地将合作进

行了“拉伸”—不同班级甚至不同年级的学生组成了

合作小组，学习圈子发生了改变、思维像火花一样不断

地蹦发，创造出更多的精彩。 

（三）创客教育与课堂设计的融合

实践探究是综合实践研究过程的本质特征，在小

学综合实践课堂中，教师是学生学习综合实践的支持者

和引导者，引导学生主动探究，亲历综合实践的过程，

这将有利于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和激发学生学习综合实践

的主动性。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丰富的素材、多样的

实践案例以及创客式信息技术的运用让教学设计目标更

清晰：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强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提

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例如，在开展“学制丝网花”课堂教学时，要求

学生创作出形式多样的丝网花作品，必须激发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主动探索、举一反三。因此笔者在教学设计

中将创作出贴近生活与自然的花卉艺术造型和表达个性

张扬力作为本课教学重难点，设计步骤为：首先让学生

通过网络认识花卉的造型和丝网花的制作方法；第二步

让学生根据教师提供的丝网花的半成品、成品，以小组

的形式讨论制作一朵丝网花需要哪些步骤，并写在探究

单中；第三步让学生认识制作丝网花的各种工具，并对

其作用互相交换看法；第四步让学生通过前面的观察，

试着比赛绕铁圈，并分享做法，第五步对设计的铁圈套

上丝网，小组合作，将每个学生制作的丝网花整合成一

束花，并放到讲台展示；最后进行同学评价，总结方法。

创客教育与课堂设计的深入融合，增强了学生运

用知识的能力。学生在活动中兴趣盎然，对丝网花的制

作认识体验不断加深，创造性的火花不断迸发。这样的

课程使学生不断成长，越来越自信。

（四）创客教育与教学策略的融合

根据创客教育中“人工智能”技术原理构建出针对

学生的不同特点和需求进行“智能学习”，然后“智能分

析”出最有利于学生学习实践的方法，满足学生动手实

践的需求，为他们提供“用知识”的机会，努力将他们

的奇思妙想变为现实。这种教学方法要求教师要转变观念，

转变思路，转变方法，从讲授者转变为指导者和参与者。

例如，在开展“我是灭蚊小能手”综合实践活动

课时，采用了如下策略：先向学生展示蚊子的生理、生

活习性及蚊子的危害；然后，让学生综合人体、蚊子、

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分析灭蚊策略、开展灭蚊方法的探

究；第三，学生进行灭蚊器实物设计和制作；最后，做

灭蚊效果评估。在设计、制作以及灭蚊效果评估过程中，

教师积极参与其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并和学生一

起进行创作。通过这样的教学方式，学习成为一个“大

平台”，在这个“平台”里，师生互相借鉴、互相学习，

体验成功的快乐。 

四、结语

创客教育在小学综合实践活动中的融合应用使综

合实践活动教学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方

面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学生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设计、

分享、交流、制作和学习，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

都得以改变和优化，大大提高了综合实践活动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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