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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市中小学工程教育第四次现场推进会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现代化教

育强市，大力提升我市中小学生工程素养，我市于 2024 年 3

月 15 日召开无锡市中小学工程教育第四次现场推进会。下

午，在江阴市敔山湾实验学校，全市小学工程教育教师、江

阴市各小学科学教研组长、骨干教师、江阴市陆新丽名师工

作室成员逾 150 人参会学习。

江阴市毗陵路小学的曹凤娟老师讲授了《给牙刷安个家》

一课，以形成产品创意——确定优化内容——二次设计牙刷

架的流程层层递进，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集思广益、进行头

脑风暴，为小学科学工程教育中产品优化迭代的教育模式提

供了有效指导。

紧接着江阴市青阳实验小学的胡林老师为各位老师带

来《小小工程师》的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结构紧密，一年

级的小朋友们在教师的引导下认识工程师的工作、欣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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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杰作、通过制作铅笔加长器体验工程师的工作，理论与

实践充分结合，为刚步入科学学习的孩子指引方向。

本次活动，为科学教师更好实施工程教育做出了尝试，

我们的科学教师应当成为小学阶段工程教育的主力军，积极

探索，不断通过课堂实践推进工程教育，培养学生工程素养，

助推学生卓越成长！

学员学习感悟

无锡市中小学工程教育第四次现场推进会心得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无锡市中小学工程教育第四次现场

推进会，这次盛会不仅是一次教育理念的深度交流，更是对

工程教育如何在基础教育阶段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积极探

索与实践展示。以下是我参与此次会议后的几点深刻学习心

得：

会议伊始，多位教育专家与领导强调了工程教育对于培

养学生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及解决问题能力的重要性。他们

指出，在快速变化的 21 世纪，仅仅掌握书本知识已不足以

应对未来的挑战，而工程教育正是连接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

的桥梁。这一理念让我深刻认识到，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

应当勇于跳出传统框架，以创新驱动教育改革，为学生的全

面发展铺就坚实道路。

会议中分享了他们在工程教育实施过程中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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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宝贵经验。从项目式学习（PBL）到 STEM（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教育融合，从智能机器人设计到环保科技小发

明，每一个案例都生动展现了学生们在解决真实问题中展现

出的创造力与团队合作精神。这些案例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

也为我校未来开展工程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灵感和可借鉴的

模式。

（江阴市南闸中心小学 张艺冰）

培训心得

第一节课聆听了曹凤娟老师的《给牙刷安个家》，曹老

师从生活中的一个实际问题入手，引导学生制作并改进设计

牙刷架。教师在培养学生工程思维的时候，要注重引导学生

善于观察身边的实物，运用所学知识去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实

际问题。学生能够借助设计图将复杂的问题可视化，更能通

过实际操作将图纸变为现实。这种能力不仅能够锻炼学生的

逻辑思维和动手能力，更能够让学生深刻地理解工程设计与

工程思维的魅力。

第二节课聆听了胡林老师的《小小工程师》，在工程实

践教学的过程中，要注重引导低年级学生对工程师工作和贡

献的认识，领略科学史的发展，这样不仅能增强学生对工程

领域的认识与兴趣，更能够激发他们对科学学习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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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培养低年级学生的工程思维和工程学习兴趣方面，首

先可以通过一些科学制作体验活动，引导他们认识工程世界，

例如通过制作简单的工程模型，如纸桥、积木塔等，让学生

亲手操作，体验工程创造的乐趣。同时，讲述有趣的工程故

事，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此外，可以通过观看相关

视频，让学生直观感受工程的魅力。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

学生的观察力、分析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他们提出创

新想法，激发工程思维。通过这些方式，培养学生的工程思

维和工程学习兴趣，为未来的学习和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江阴市峭岐实验小学 钟宸）

培训心得

曹凤娟老师《给牙刷安个家》一课，根据现实生活中牙

刷的安置需求这一真实问题出发，带领学生研究制作牙刷架。

本节课重点展示了优化设计牙刷架的环节，也是工程实践中

很重要的更新迭代这一个环节。通过观察现实场景、初代制

作成品，讨论同学们使用的材料的优缺点，分析牙刷架这一

产品的需求：易晾干、尺寸合适、取用方便、安全……对接

了工程学的“再设计”理念，从工程、工程思维和再设计三

个程度推进课堂教学。

在课堂之中，曹老师又提出了：如何做到“尺寸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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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工程问题。让学生利用游标卡尺测量牙刷的宽度，从而

在设计时可以精准标注开口的尺寸大小。

整节课来源于真实的生活场景、真实的问题，让学生更

有代入感。但是我认为在课堂当中，曹老师可以更加放开一

点，在展示初代成品的阶段，大胆让学生来介绍、来比较，

更多的参与让他们自己去发现不足从而更新需求，逐步培养

“问题—改进-新问题-再改进”的实践习惯。同时对于游标

卡尺这一不常使用的工具的指导可以再细致一下。

胡老师《小小工程师》一课从一年级学生的认知水平出

发，通过观察工程师工作及其作品了解工程师这一类群体，

接着提出利用铅笔头也就是做一个铅笔加强器的任务，这就

意味着让学生进行简单设计，运用工具对材料进行简单的加

工，最后形成一个产品，同时还要让他们对产品进行展示、

比较，这样可以初步让学生对工程设计有一个朦朦胧胧的思

想。

两节课都有共同的优点：1.善于发掘生活中的工程问题；

2.注重训练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3.学习过程的评价不要求

标准答案，主张学生开放思维；4.开展丰富多样的展示交流，

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江阴市长泾实验小学 周雨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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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江苏省教师培训中心、无锡市教育局师资处、无
锡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发：各区县教研室（教师发展中心）、各学员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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