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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日益成为我们应对社会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培养青少年的技术

素养是实现强国发展的重要一步。而创客教育注重利用创新的情境化问题去激励学生主动学习知识，改

善学生实操创新的能力。因此在创客教育理念关照下的通用技术课程，将极大地促进学生相关学科素养

的发展。本研究探讨并剖析了如何在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中应用创客教育，以期促进创客教育的进一步发

展，提高通用技术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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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echnology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n 
important factor for us to cope with social changes, therefore, cultivating the technological literacy 
of young people is an important step to realize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nation. Maker educa-
tion focuses on the use of innovative contextualized problems to motivate students to take the in-
itiative to learn knowledge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to practice innovation. Therefore, a general 
technology curriculum under the concept of creativity education will greatly promote the d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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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ment of students’ literacy in related disciplines. This study explores and analyzes how to apply 
creativity education in high school general technology courses,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reativity education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eneral techn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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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创客教育的过程实质是持续解决琐碎问题的过程，学生在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拟定解决方案以及

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中，会碰到类似设计、搭建、编程或者是操控问题，通过对知识经验的熟练应用以

及相关技能去解决实际问题[1]。与此同时，高中通用技术教学的宗旨在于培育学生的学科核心素养，包

括学生的技术意识、物化能力、工程思维等。因为创客教育的应用将助益于学生学科素养能力及综合素

质水平的提升，改变传统课堂教学“一锅端”的现状，更好地彰显通用技术课程教学的时代性与个性化

育人功能。 

2. 创客教育的内涵诠释 

创客教育最早起源于国外的创客活动，而美国则是最先开展创客活动的国家。自 21 世纪开始，创客

活动在世界各地广泛开展，不少教育工作者发现，在教育实践中应用创客概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从

而在世界各地掀起了一股向校园推广创客活动的热潮。关于创客教育的定义，国内专家学者们均给出了

自己的看法，如学者祝智庭认为创客教育就是把课堂任务作为中心，将体验、创新、DIY 等理念运用到

我们的教育中，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李会功认为创客教育的基本

理念：第一，将创意变成实物。创客就是将个人创意变成人工制品的那些人，主张将创意付诸实施，而

不是仅仅停在设想层面[3]。本文结合各位专家学者的观点，认为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应

以学生为中心，采用项目式学习、运用数字化工具、提倡创造、鼓励分享，以培养学生的创造能力、团

队协作能力和学科核心素养为目标的一种综合素质教育。 

3. 创客教育应用于通用技术教学的价值建构 

3.1. 通用技术课程是创客教育的天然载体 

通用技术课程是普通高中学生人人必须修学的课程。我们从通用技术课程所使用教材中可以明确看

到，它的性质包括当代技术体系中较为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应用较为广泛、价值较为丰富并与专业技术

相区别的技术。它的课程宗旨是要提高学生的相关技术素养，不仅帮助学生掌握通用技术相关的基础知

识，同时也希望可以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发展他们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自主探究能力。在高中阶段，学

生的大部分学习活动仍然要以课堂为中心，若要将“创客教育”这一概念自然地植入到日常教学中，我

们必须寻找到一个理想的平台，此时通用技术学科无疑是最符合要求的选择。它自身便蕴含着丰富的实

践机会，借助创客教育的本质，我们就能突破传统教育的界限，打造出一种全新的、综合性的创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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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学生们在通用技术课上，不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知识，而是成为了小小的“创客”，他们动手操

作 3D 打印机，设计站立式办公桌……这样的场景，不仅让知识点生动起来，更让学生们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均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锻炼。 

3.2. 运用创客教育，开启创新教学新篇章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不仅仅重视理论知识的学习，更加强调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这门课程以设

计学习、操作学习为主要特征，是一门立足实践、注重创造、体现科技与人文相统一的课程。它的学习

过程是同学们主动建构知识、不断拓展关键能力、铸造积极价值观和关键品格的过程，是一个富有生机、

充满探究、方式多元的活动过程[4]。笔者在实习期间，通过日常的课堂观察，发现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的

实施中存在着众多弊端。高中通用技术课程真正的实施情况与课程理念、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相差较多，

另外，在学生空余时间，笔者向部分学生发放了《S 中通用技术基础调查问卷》。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40 份，回收 40 份，其中有效问卷为 34 份，有效率为 85%。有效问卷数据

统计情况如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questionnaire on the foundation of general technology in S 
表 1. S 中通用技术基础调查问卷统计情况 

问题 类别 频率 占比(百分比) 

性别 
男 19 55.9 

女 15 44.1 

是否了解技术的发展历程？ 
了解 16 47.1 

不了解 18 52.9 

何时开始接触简单的信息技术工具的？ 
小学 25 73.5 

初中 9 26.5 

会经常使用简单的信息技术工具吗？ 
如 word、画图工具等 

经常 4 11.8 

偶尔 18 52.9 

不用 12 35.3 

你认为对学习最有效的学习方式是？ 

同学之间的交流 13 38.2 

与教师的交流 13 38.2 

网上与教师同学的交流 8 23.5 

下列你最敢兴趣的内容是？ 

工具的使用 7 20.6 

机械绘图 15 44.1 

产品的设计 2 5.9 

产品的制作 7 20.6 

产品的优化 3 8.8 

通用技术课对其他课程的帮助？ 

很大 16 47.1 

一般 17 50.0 

没有 1 2.9 

你希望怎样上通用技术课？ 自己自主学习 9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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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小组合作学习 4 11.8 

教师引导与自主学习相结合 13 38.2 

教师辅助与合作学习相结合 8 23.5 

你愿意在通用技术课堂体验到新颖的学习方

式吗，如项目式合作学习、创客课堂等？ 

不愿意 1 2.9 

一般 13 38.2 

愿意 16 47.1 

很愿意 4 11.8 

 
将以上调查问卷的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多数学生在传统授课方式的限制下，并未能在通用技术

课程的学习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并且绝大多数学生愿意积极的去尝试创新的教学方式，针对以上问题，

将创客教育融入到通用技术课程教学中将掀起一场创新意识的革命，进而激发学生心中那股对未知领域

的探索欲望，培养他们独立思考、自主学习的能力。将创客教育应用于课堂教学也将给学生提供更多的

机会来学习和实践，极大的丰富了课程教学内容，使同学们在这个过程中增强自身的能力，深刻地理解

技术对于自身的影响和改变，充分利用技术积极的一面，使自己成为一个有较高技术素养的人。通过将

创客教育的理念与通用技术学科的实践相结合，为他们提供一个充满可能性的学习空间，让他们在探索

与创新中，为未来的挑战做好准备。 

4. 创客教育应用于通用技术教学的实践策略 

4.1. 以学科素养为核心，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当今，在教育领域，“学科素养”已经成为了一个热词，它代表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深层次培养。

我们的教学不应该再局限于书本知识的学习，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将这些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中，

去解决实际问题。因此，教学的重心也应该逐渐从单纯的知识传授转向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创客教育融

入到日常教学之中，鼓励学生将课堂上学到的理论知识带入到实验室、工作单位乃至社会生活中去，通

过动手操作、实地考察和社区服务等活动，去亲身体验知识的实际应用，从而深化对学科概念的理解，

提升自身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合作与交往能力等核心素养。 
总之，创客教育能够促进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有利于发展学生的学科素养，是现代教育

发展的必然趋势。通过这样的教学模式，我们不仅能够培养出知识面广、技能强的学者，更能够培育出

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创新者和领导者。 

4.2. 构建创客教学环境，鼓励学生主动创新 

构建创客教学环境，意味着打造一个充满创意与启发的学习空间，学生将不再受到传统的束缚，得

以自由地进行探索、实验和创造。在这样的环境中，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创新精神，让他们从

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教学的积极参与者。 
构建创客教学环境，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搭建，更是一种教育理念的转变。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教

育的目的和方法，相比于传统的教室，应该配备有诸如 3D 打印机、电子元件、编程软件等各种工具和

资源，保证学生的创意得以实现。同时，这个空间应该是开放的，允许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选择项

目，从设计到制作，全程参与其中，自主完成，教师仅需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指导即可。此外，创客

教学环境还应该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学生可以组建兴趣小组或社团，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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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完成一个项目。这种合作不仅能够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学习，还能够帮助他们理解复杂问题的多

元解决方案，鼓励学生主动创新。 
例如，在通用技术课本“简单结构的设计”这节课中，结合课本上“设计并制作站立式办公桌”这

一学习任务，进行适当的拓展：首先将“人体工学”这一名词教授给学生，让学生能够深刻理解并掌握

其含义；其次向学生展示市面上已有的符合人体工学的产品，如轨迹球鼠标等，给学生以启发；接着，

布置本堂课的任务，即开动大脑，为办公人士设计一款符合人体工学、具备较高舒适度和实用性的办公

桌椅。在设计过程中，学生可以以小组合作的方式，组内成员分别从已有认知中挖掘出可用的知识点，

提出创造性的想法，而后将诸多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完成办公桌椅的设计草图，提升自身的创新设计素

养。接着，借助创客学习空间的优势，将已完成的草图通过 3D One 等三维创意设计软件进行呈现，将创

造性的想法进一步落实，后使用 3D 打印机设备将设计进行实体化，根据前面所学的“结构的稳定性”

和“结构的强度”两部分内容，验证所设计的办公桌椅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应有的强度，真正将所学的知

识真正运用到日常生活之中，满足学生得以学以致用的成就感，为他们成为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和领导者

打下坚实的基础。 

4.3. 拓展课堂学习空间，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要 

通用技术教学一直以来都是在教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学生的一些实践想法受到了限制，在“创客教

育”的引领下，学生们被鼓励去打破常规，勇敢地走出传统教室的框架，实现“阳光通用技术”，在更

为宽广的舞台上，以创造为目标，将抽象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项目与作品。教师应该善于发现蕴藏在日

常生活中的教学素材，遴选出通俗易懂且直观性强的实例，巧妙的运用于课堂之中，引发学生的学习兴

趣。学生带着兴趣去思考和完成生活化的通用技术案例中的问题和任务，体会到自己不再是被动的知识

接受者，而是知识的发现者，由此形成强烈的自豪感和责任感，而这种自豪感和责任感又会促进学生感

受知识的价值，发现学习的意义[5]。如在 3.3 课时《系统设计的优化与实现》部分所提到的综合实践活

动，即进行模型飞机的设计与制作，如下图 1 所示。在进行此类授课时，可以尝试走出教室，组织学生

前往科技馆等相关场所，观摩优秀设计作品，从中获得灵感与启示，而后设计出自己的作品，如下图 2
所示。切实感受设计的流程与步骤。 

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让他们的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得到了实质性的提升。

此外，创客教育在教学中的运用，是对学生全方位能力提升的一次深刻投资，它让教育不再局限于书本 
 

 
Figure 1. Modeling an airplane 
图 1. 制作飞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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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Design and assembly work 
图 2. 设计与组装作品 

 
和理论，而是成为了一个充满活力、鼓励创新的动态过程，为学生未来的学术发展和职业生涯规划均铺

设了一条宽广而坚实的道路。 

4.4. 创设真实教学情境，发展学生自主探究意识 

创客教育的课堂教学基于真实情境，面对真实问题，强调问题解决、能力发展与价值观养成[6]。真

实的教学情境是学生学习新知的物质准备，它能够促进学生的经验与思维的链接，进而推动学生从现实

生活走向可能生活，发展自身自主探究意识。这种情境模拟了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让学生在近似真实的

环境中学以致用，从而更好地掌握相关知识点并提升自身的问题迁移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真实教学情境的创设需要教师精心设计，融通用技术的学科知识于情境之中，赋予学

生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自己拟定问题、规划方案、落实计划，最后进行成果展示。这种以发展自主性为

目标的教学方式，对于学生自我管理技能的提升和终身学习的能力的发展将起到极大的推进作用。在此过

程中，教师应该由讲授者和主导者转变为指导者和协助者，他们不再是单方面的知识传递者，而是通过提

问、引导和反馈等方式，帮助学生在探究过程中形成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Construction of authentic teaching situations under maker education 
图 3. 创客教育下真实教学情境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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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课本 1.3 结构功能的实现这一课时中，在带领学生欣赏经典结构的案例时，会学习到赏析

结构作品的两个角度，即技术角度和文化角度，此时，若是单独罗列知识点给学生，可能会引起学生的

逆反心理，并未能体现很好的教学效果，此时教师便可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如以欣赏经典建筑结构为

主题，通过播放北京著名景点旅行的 VOLG 视频，引导大家进入情境，跟随视频观赏故宫、天坛等建筑

风格，鼓励学生的主动参与，积极展开小组的合作与交流，得出赏析经典结构时不同的出发角度，进而

归纳得出本节课的重点内容。 
通过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我们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更能

够有效地发展他们的自主探究意识，为他们成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未来公民打下坚实的基础。 

5. 研究启示 

综上所述，本研究是对在高中通用技术课程中应用创客教育的探索。创客教育的引入可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使学生自发地、主动地进行知识的学习，提升自身的综合素质水平。但在欣喜于更加高效

的教学方式时，也应该认识到新的教学理念下我们将面临的挑战，当下将创客教育渗透到通用技术授课

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总结如下：首先创客教育最初是被用于企业、单位等工作场合的，“鼓励社会力量

围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组织开展各类公益活动”，但将其运用于中小学的先例较少，缺少相关经验，

所以面对创客教育这一模式与理念，难以巧妙的加以利用；其次，当下还未出台关于创客教育的评价机

制和标准，相关评价工具也并未成熟完善，由于没有具体标准的指引和约束，导致部分教师难以驾驭这

种新的教学方式，未能达成理想的教学效果；最后，当前在中小学内负责实施创客教育的老师大多并非

科班出身，缺乏系统的专业技术知识积淀和现代创新技术的学习，在其他工作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会对其

产生抗拒心理，使得创客教育在中小学难以真正落实。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着力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优化创客教育课堂教学，积极探索相关教

学经验，在课程案例的选择上，尽可能地贴近日常生活，指向真实问题的解决，敢于尝试新理念的引入，

带领学生体验挑战性学习，推动创客教育的落地实施；其次在原有课程评价基础上，设立创客教育的评

价标准，制定相关价工具，并确保其能真正落实于学校教育的全方面；最后，学校应大力招募创客教育

专业人才，辅导校内教师学习相关理念，双方合作开展创客教学，打造优质创客教学团队。 
总之，高中教师在进行通用技术课程的教学时，可以积极采用创客教育的方法，首先应科学地运用

创客教育，紧扣学科核心素养，发展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其次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构建创客教学环

境，鼓励学生积极主动创新，再者，要突破传统教学空间的限制，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最后注重真

实教学情境的创设，促进学生自主探究意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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