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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梁设计是工程类专业课
程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小学生
而言接受难度较大。在江苏省
无锡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的综合
实践课上，这部分看似复杂、知
识含量极大的课程内容在老师
们的精心设计下，变得容易理解
与接受。例如，学生们可用数学
方法进行桥梁关键结构的测量，
可用美术审美的眼光鉴赏桥梁
作品，还可以在小组合作过程中
锻炼语言文字表达能力。

“这种打破学科边界的跨学
科学习，大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
兴趣。”采访中，该校负责综合实
践活动的许蓉雪老师告诉记者，
在小学开设工程教育的目标是

“启蒙”，为此，学校立足国家课

程，在开足、上齐、教好科学课程
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科学课程中
的工程元素，将工程教育嵌入劳
动教育课程、综合实践课程，并
尝试围绕工程主题开展跨学科
教学，让儿童在快乐学习的过程
中培育最基本的工程意识。

工程教育离不开系统的课
程建设支撑。2009年，无锡率先
启动STEM教育工程，各校围绕
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学科，
在建立跨学科整合模式课程上
进行了深入探索。例如，无锡市
梅村实验小学作为省STEM项
目试点学校，先后探索开发了与
工程教育课程理念一致的“项目
型科技课程”。“目前，小学课程
中科学、信息技术、数学等学科

都涉及工程教育相关元素，因此
我们以项目建设为契机，整理了
现有学科课程内容，并以发展工
程思维为目标，探索和挖掘其他
学科课程内容，构建了以国家课
程为主、综合课程为辅的工程教
育类课程内容框架，形成了校本
化的工程教育课程实施方案。”
该校教科室主任惠枫明说。

不同于科学教育和技术教
育，工程教育是以科学技术为基
础，以培养能将科学技术转化为
生产力的工程师为目标的专门
教育。在当前背景
下，普通高中普遍面
临课时紧张、课程设
计复杂等问题。为
应对这些难题，江苏
省锡山高级中学的
教师们以信息技术
和通用技术课程为
主体，从多学科课程
标准中“萃取”出工
程类元素并组成一

个有机的工程教育课程框架，围
绕学科大概念，先后开发了17
门课程，构建出“基础、提高、荣
誉”三级工程课程群。“这不仅解
决了之前没有工程教育内容的
问题，而且工程课程与其他学科
也得以互相关联。”该校工程教
育专职教师王子告诉记者，目
前，学校正在与华中科技大学共
同筹备《智能制造基础》相关内
容，希望可以为学生更好地开展
工程课程学习提供具有参考价
值的文本资料。

无锡为科技强国培育“未来工程师”
“芯片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先看地基‘硅晶圆’，它的打造过程正如石猴悟空在炼丹炉里历经烧炼，成就了一双火眼金睛……”近日，

在无锡市尚贤教育集团校园里，一场以“小芯片 大智慧”为主题的博士课堂正在火热开展中。春季学期开始以来，众多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的工程教育进校园活动在无锡市各中小学校上演，专业生动的讲述，动手实操的乐趣，让学生们沉浸在工程科技的新奇世界中。

如何突破工程教育发展困境，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如何做好工程启蒙教育？围绕相关问题，近年来，无锡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大
力推进中小学工程教育，通过不断探索多样化育人模式，关注学生创新意识、高阶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形成了具有无锡特色的拔尖
创新人才基础培养模式，为培养具有科技报国情怀的“未来工程师”打下坚实根基。

七年级引入健康、能源、设
计等与工程类常识密切相关的
基础性课程，八年级从提升工程
思维品质出发，为学生提供真实
学习情境，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九年级以项目化课程实施
为主，形成论文、专利等物化研
究成果……翻看无锡市江南中
学课程安排时记者发现，该校充
分结合初中阶段不同年级学生
的发展特点，已建立起培养初中
生工程思维与工程实践能力的
工程教育课程体系。

“2014年，我们与无锡市第
一中学、锡师附小等学校开展课

程一体化实验研究，探索小学、
初中、高中的衔接教育，一以贯
之，形成接力梯队。”江南中学校
长袁伊平介绍说，为了在初中阶
段开展好以工程教育为抓手的
拔尖创新人才的贯通式培养，
2022年10月，江南中学与东南
大学合作并签订“初中生工程思
维发展与培养研究”协议，在高
校帮助和指导下做好国家课程
的跨学科融合教学，为工程教育
中的项目化教学实施做好准备。

工程教育是与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直接相关的教育。“在一
个人心智走向成熟、发现自我、

形成兴趣的高中阶段，将工程科
技教育前移，对激发学生工程科
技学习兴趣，提高创新能力和工
程科技素养，立志成为担当民族
复兴大任的卓越工程师、工程科
技专家和工程引领人才，都有十
分重大的意义。”今年全省两会
上，省人大代表、锡山高中校长
唐江澎再次呼吁，加强普通高中
工程教育，构建工程引领人才贯
通培养体系。

为建立起高中、高校卓越工
程师贯通培养机制，无锡众多高
中学校开展了一系列有益尝
试。锡山高中陆续与8所高校
签约共建“复旦大学物理医学实
验室”“中国科技大学光电信息
实验室”等，并组建高中工程教
育高端智库，建设高中工程教育
中心课程基地，研制高中工程教

育课程方案；中国科学院院士、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丁汉曾多次
前往该校，就课程基地建设、研
制课程方案等进行研讨，双方通
力合作，致力于将现代工业的

“双翼”前植于高中课程体系。
无锡一中邀请华南师范大

学、江南大学专家教授为技术组
团队教师开设讲座，从理论学
习、专家指导、外出培训到实践
探索，全方位打造工程教育的专
业师资团队。

“中小学工程教育是一项开
拓性工作，起点高、任务重、时间
紧。下一步，无锡将从课程体系、
资源环境、师资队伍、鼓励试点、品
牌建设、保障机制等多方面进一步
发力，全面提升中小学工程教育
的影响力和示范性。”无锡市教
育局副局长许敏表示。（陈思洋）

工程教育是一门实践性很
强的学科，如果不能让学生动手
实践，学生整体的学习方式将难
以改变。为此，无锡各中小学创
设了众多工程学习必需的环境
和场所，如无锡市堰桥初级中学
在全省中小学首创成立空间工
程教育实验中心；江苏省无锡师
范学校附属小学创新打造了科
学实验室、STEM中心、3D打印
室、机器人工作室、杠杆试验场、

能量转换园等科创基地。
锡山高中是在全国开展工

程教育探索实践的“先行军”。
在一次收看央视春晚的过程中，
该校学生李可欣发现清洁工人
在高楼幕墙上作业，于是她产生
了疑问和思考，“能不能发明一
种安全的玻璃清洁器？”正好学
校开设了工程课程，她便撰写了

“高空仿生清洁机器人”的项目
设计书，通过了由该校师生组成

的“孵化委员会”对项目可行性
的评估，获得了孵化资金支持，
最终造出了能够“攀墙走壁”的
机器人。

李可欣的创新实践经历是
锡山高中积极倡导在真实场景
中提升实践能力、培育工程素养
的一个典型案例。该校还积极
探索“劳动实践”的学习方式，为
学生创设了10个面向真实情境
的校内工程劳动岗，如将物联网
技术与传统农耕“嫁接”，设立了
建设与管理物联网蔬菜大棚的
高科技农业生产岗，“电子创新
设计”课程设置了校园橱窗亮化
项目等，学生们在真实场景中提

出问题，自主获取解决问题所需
的知识，并找到问题的解决方
法。

与此同时，在无锡市委市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锡山高中还致
力于探索学校教育、社会企业、
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有机结合
的合作育人机制。“理论学习与
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让锡中学
子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充分考
虑到社会需求、企业条件、环境
等综合因素对工程项目的影响，
有效提升了学生解决问题的能
力，激发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无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教科所
所长胡晓军说。

以“贯”促“培”
为工程教育播下一粒种子

由“体”向“践”
让“素养”在真实情境中生成

从“跨”到“融”
一场打破“边界”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