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客教育背景下的项目式教学 

通过此次培训，我主要理解了两个问题：什么是创客教育？什么是项目式教

学？  

首先，对于创客教育，在《中国创客教育蓝皮书（基础教育版）》中有详细

的定义，创客教育是创客文化与教育的结合，基于学生兴趣，以项目式学习的方

式，使用数字化工具，倡导造物，鼓励分享，培养跨学科解决问题能力、团队协

作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种素质教育。（基础教育阶段）正如张冰老师所讲解的那

样，创客教育最主要的就是倡导造物，说的通俗易懂一点就是要做出一个产品，

而且这个产品要有一定的创造性。 

在未参加培训之前，我对创客教育的理解一直是一个模糊的状态，认为它就

是一个比较高大上的概念，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无法进行。不仅如此，在很多学

校一提起创客教育，大家都会想到那些高尖端设备，也都会说我们没有能力去购

置类似于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这样的高端设备，所以我们无法去开展创客教

育。而现在真正的创客教育是以图形化编程、开源硬件和 3D 打印为核心，可以

延伸到各个领域，比如智能家居、创意视频、地方特色等等。就比如我们这次参

观的宏远路小学，他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小型机场，

所以进行了航空航天作品展，孩子们的作品由各种各样的材料做成，这就是创客

教育。真正的创客教育它不受材料的限制、不受学科的限制，也不受地域限制，

只要你有想法就可以去做。 

然后，项目式教学(PBL)，首先它的概念是一套系统的教学方法，是对复杂、

真实问题的探究过程，也是精心设计项目作品、规划和实施任务的过程。在这个

过程中学生能够掌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它的基本教学流程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项目启动：入项活动&驱动问题 

这个环节，最重要的就是驱动问题，驱动问题一般是由教师提出的，它所起

到的是一个引导推动的作用。 

2.建立解答驱动问题的知识、理解和技巧 



 

在这个环节，教师要根据学生需求提供知识和指导等支持，这些知识是教师

在设计本次课程时想要教授给学生的，而且恰巧是学生在解答这个问题时也会用

到的。 

3.设计&制作&评估产品/回答驱动问题 

这个环节是整个课程中花费时间最久的，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完成产品的

设计、制作和评估。这个过程也是出现问题最多的课程，所以需要教师进行指导，

并解决任何突发问题。 

4.产品演示/回答驱动问题 

在这个环节，学生需要介绍自己的作品，阐述小组所做的工作甚至所遇到的

问题。然后别的小组通过评价量表进行打分评估。 

上面就是项目式教学的基本流程，比起传统的教学方式，我认为项目式教学

的最大优点就是能极大的提高学生的参与度。通过小组活动的方式，让每一名学

生都参与到整个教学过程中来。 

创客教育下的项目式教学，是在更大程度上发掘学生的潜力，锻炼学生的创

新思维，从“别人教我怎么做”到“我自己去想怎么做”的转变。让每一个学生

都成为有创新能力的人。 

这次培训真的让我收获很多，我会把我所学习到的理论运用到实际教学中去，

让自己的课堂变得更加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