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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信 息 

课程名称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 

项目名称 4.1 技术制作型活动体验 

授课时间 第三学期 授课对象 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学生 

学习模式 混合式学习 教学学时 6 课时 

一、内容分析 

技术制作型活动活动是学前儿童集体科学教育活动的最典型、普遍使用

的一种活动，从教学设计的几个主要环节开始：从活动课题的选定、活动目

标的设计、活动材料的准备、活动过程的设计等几个方面设计此类科学教育

活动。 

二、学情分析 

授课对象是学前教育专业二年级上学期的学生，通过前续课程的学习，

学生已经掌握学前教育专业的专业基础知识，能够利用信息化资源进行自主

学习。文理科学生对半，科学素养略有差异，对科学相关知识不甚了解，对

集体科学教育活动中的观察认识类、实验探究型、讨论交流型教育活动的内

容已经学完，有了初步的认识，但是对具体内容的设计仍然需要提高。 

三、教学目标 

知识目标  体验技术制作教育活动目标设计的原则； 

体验技术制作教育活动过程设计的一般步骤； 

能力目标  学习技术制作教育活动中提问的设计； 

素质目标  树立尊重科学的态度，不断学习科学知识的欲望; 

具有科学求真务实、不断探究的精神。 

四、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技术制作教育活动的主要教学目标；活动过程设计的一般步骤；

教学活动的指导。教学难点：技术制作教育活动中提问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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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自学 

课前活动中的教学环节主要包括 

1.教师通过网络在线课程平台发布教学任务，学生通过视频、微课、动画自学桥梁相关知识。 

2.学生完成前测，检验自主学习效果，教师查看评测结果，掌握学生课前学习情况，对教学预

设做针对性调整。 

3.学生画出桥梁设计图 1，上传到学习平台。教师查看设计图，掌握学生运用知识的情况。 

4.教师提供“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统”的程序，学生尝试创建虚拟桥梁，总结成功和失败的

经验，为实践操作做好铺垫。 

教学 

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资讯 

提供 

 

1.上传微课、视频、动画等教

学资源到课程平台  

2.根据平台数据统计情况，检

查督促学生完成课前任务。 

1.通过课程平台提供的教学资

源自主学习。 

2.提炼总结有关桥梁的知识，

作好笔记。 

为设计桥梁提供

基础知识 

前测 

活动 

1.上传前测试题到课程平台  

2.通过课程平台的数据分析结

果，查看学生的前测结果，了

解学生学习内容掌握情况，调

整课上教学内容。 

3.通过课程平台，与学生互动，

答疑解惑。 

1.通过课程平台完成课前测

试。 

2.通过课程平台与教师进行互

动，解决心中疑惑。 

1.了解学生自学

情况，有针对性

地 调 整 教 学 预

设。 

2.初步解决学生

的疑惑。 

设计 

桥梁 

1.上传桥梁设计任务单到课程

平台 

2.在课程平台上查看学生的桥

梁设计图，掌握学生的自学情

况，分析学生的作品，有利于

1.通过课程平台查看任务单。 

2.按任务单要求设计桥梁。 

3.将桥梁设计图 1上传到课程

平台 

1.让学生完成桥

梁设计图 1以备

课堂使用。 

2.检验学生是否

能将桥梁知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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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指导。 用于设计。 

虚拟 

建桥 

1.提供“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

系统”的电脑版和移动版软件。 

2.在课程平台上查看学生的虚

拟桥梁设计作品，掌握学生的

自学情况。 

1.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

统”搭建虚拟桥梁。 

2.通过虚拟桥梁的搭建明白桥

梁材料、结构和承重的关系。 

3.将虚拟桥梁设计作品上传课

程平台。 

1.让学生学会使

用“桥梁建造师

虚拟仿真系统”。 

2.让学生完成虚

拟桥梁设计作品

以备课堂使用。 

信息化手段的作用 

1.学生通过课程平台上的微课、视频、动画等教学资源，能够更直观地感受学习内容，激发学

习兴趣，有利于更好地掌握桥梁基础知识，完成自主学习。 

2.教师利用课程平台统计数据可以及时了解学生的自学情况，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完成率。 

 

 

 

 

 

 

 

 

 

3.课程平台能够自动进行数据统计与分析，帮助教师更客观地了解学生自主学习效果。 

4.课程平台可实现师生跨时空的一对多互动。 

 

 

 

 

 

 

 

 

 

 
 

 

 

 

 

 

 

 



                                                               《学前儿童科学教育》电子教案 

 

 4 
 

 

5.利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统”，将学生的所有创意变成虚拟作品，让学生直观感受桥梁的

类型、结构和承重的关系。 

 

 

 

 

 

 

 

 

 

（二）课上导学 

课中活动中的四个教学环节 

1. 情境导入,布置任务 

一是利用桥梁塌陷事故导入新课，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是教师创设桥梁模型设计制作的情境，引出工作任务。 

2. 汇报展示，分析任务 

一是抽取小组展示讲解课前设计作品，学生互相评价，教师点评。 

二是教师和学生结合任务单交流讨论，补充桥梁搭建所需的背景知识。 

三是教师现场演示讲解工具的使用方法、技巧及安全注意事项。 

3. 完善设计，建造模型 

一是小组讨论并修改完成桥梁设计图 2。 

二是利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统”，检验桥梁设计图 2，最终形成桥梁设计图定稿。 

三是小组分工合作，进行搭建，完成任务。 

4. 作品展示，评价总结 

一是学生展示作品，进行相互评价。 

二是承重能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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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教师对各小组作品赋分并点评学生作品，总结并演示虚拟建桥的过程。 

教学 

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情境导入 

布置任务 

（20min） 

1.播放桥梁坍塌事故视频，提

出问题，导入新课。 

2.创设桥梁设计制作的情境，

引出工作任务： 为某市的一条

河流，设计建造一座桥梁，并

提出具体要求（搭建桥的长度

不小于 35cm,能够承受至少 8kg

的重量不倒塌的模型）。 

1.学生观看视频，思考问题。 

2.以小组为单位领取任务单（见

附件 1）、研究工作任务的具体要

求。 

1.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明确

本次课的任务。 

2.任务单有利

于指导学生的

具体搭建过程。 

汇报展示 

分析任务 

(20min) 

1.随机抽取小组展示课前作品

（桥梁设计图 1和虚拟桥梁设

计作品），讲解设计思路，引导

学生互动交流， 

2.按照评价量表对学生的课前

设计作品进行评价。 

3.和学生交流讨论桥梁的类

型、特点、结构和受力等相关

知识，弥补学生课前自学不足

之处。 

4.现场演示讲解科技小制作常

用工具的使用方法、技巧及安

全注意事项。同时提醒学生可

通过课程平台随时查看工具使

用视频。 

5.与学生分析此次课的工作任

务。 

1.听取小组汇报，欣赏同学展示

的作品。 

2.互相评价同学的课前设计作

品。 

3.与教师交流互动，巩固知识，

为搭建桥梁打好知识基础。 

4.学习科技小制作工具的使用

方法、技巧及安全注意事项。 

5.与教师分析此次课的工作任

务。 

1.检验学生课

前自学效果。 

2.完善学生的

知识体系。激发

同学们的思考，

扩展思路。 

3.通过师生分

析任务，为实物

搭建做好充分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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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设计 

建造模型 

(120min) 

1.引导学生从科学、技术、工

程、数学、艺术角度优化设计

作品。 

2.引导学生用“桥梁建造师虚

拟仿真系统”检验桥梁设计图。 

3.创设好的心理环境，巡视、

指导、协调，为学生提供各种

支持。 

 

1.小组讨论修改桥梁设计图 1，

形成桥梁设计图 2。  

2.利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

统”检验设计桥梁结构的合理

性、承重能力和抗弯曲能力，形

成桥梁设计图定稿。 

3.小组分工合作，利用提供的工

具和材料，动手搭建，完成桥梁

模型的制作。过程中可随时通过

课程平台查看工具使用视频。 

1.培养学生的

设计能力及动

手制作能力。 

2.培养创客精

神。 

  

作品展示 

评价总结 

(20min) 

1.组织投票，选出最美桥梁和

最结实桥梁。 

2.组织各小组对自己的作品进

行承重能力测试，选出承重能

力最大的作品。 

3.对各小组作品赋分并点评学

生作品;总结桥梁设计中应该

注意的问题，演示复杂桥梁的

建造过程;对学生的“模型搭

建”教学项目进行指导。 

1.各小组展示作品，讲解心得体

会并认真观察其它小组作品。 

2.投票选出自己认为最美的桥

梁和最结实的桥梁。 

3.通过承重测试，测出承重能力

最大的桥梁，发现自己的迷思概

念。 

4.观察教师建桥过程，进行深入

思考。 

1.培养学生评

估作品的能力。 

2.培养学生检

验能力。 

 

信息化手段的作用 

1.利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统”检验设计桥梁结构的合理性、承重能力和抗弯曲能力，极

大地提高了学生桥梁搭建的成功率，避免走弯路，提高学习效率。虚拟仿真技术有效地解决教

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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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生搭建过程中可通过课程平台随时查看工具使用方法和技巧的视频。让学生可反复学习巩

固教学重点知识，有效解决了传统课堂中教师需要重复讲解指导的问题。 

 

 

 

 

 

 

 

 

 

 

 

 

 

（三）课后拓展 

课后组织学生进行拓展活动、深化学习 

1.在线测试、检验成果、拓展资源、开拓视野 

学生进行网上在线测试，检验学习效果;通过课程平台的拓展教学资源，扩展学生视野，激

发学生创造力。 

2.作品展示、上传平台、交流学习、反思提升 

开展幼儿园科技小制作课程设计比赛，将作品上传课程平台，进行学生评价、教师评价和

幼教专家评价，选出优秀学生，推荐参与教育实习。 

3.实习活动、迁移知识、提高水平、反馈总结 

学生到合作单位（培训机构、幼儿园、社区）进行实习，开展适合幼儿园大班的科学课程

《桥》，回来分享经验。 

教学 

环节 

教学活动 
设计意图 

教师活动 学生活动 

 1.上传在线测试试题及《疯 1.通过在线测试的后测，评价 1.后测是为了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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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测试 

检验成果 

拓展资源 

开拓视野 

狂的桥》《桥梁文化》《桥梁

的杂技表演》等教学拓展资

源到课程平台。 

2.通过课程平台的数据分析

结果，查看学生的后测结果，

了解学生学习内容掌握情

况。 

3.通过课程平台，与学生互

动，答疑解惑。 

总结，查漏补缺。 

2.课程平台上观看教学拓展资

源，发布感言。 

3.通过课程平台与教师进行互

动，解决心中疑惑。 

验学生最终掌握

知识的情况。 

2. 拓 展 学 习 内

容，开拓学生视

野，激发学生的

创造力。 

 

 

 

 

作品展示 

上传平台 

交流学习 

反思提升 

1.开展幼儿园科技小制作课

程设计比赛。 

2.评价学生的思维导图、 

PPT、教学设计方案和说课录

像并给出建议。 

3.上传学生作品到课程平

台，请幼教专家进行评价。 

4.选出优秀学生以备推荐参

与教育实习。 

1.参加幼儿园科技小制作课程

设计比赛。 

2.学生互评。 

2.欣赏平台上其他学生的作

品，相互学习借鉴。 

检验教学效果。 

实习活动 

迁移知识 

提高水平 

反馈总结 

1.联系合作单位（幼儿园、

培训机构、社区），推荐学生

实习。 

2.指导学生针对目标人群修

改科学课程《桥》的教学方

案。 

3.根据合作单位反馈情况，

1.针对目标人群修改科学课程

《桥》的教学方案。 

2.在合作单位开展课程教学活

动。 

3.根据教学效果、反馈意见完

善教学方案。  

检验学生将所学

知识运用到实际

工 作 岗 位 的 能

力。将课堂知识

巧 妙 延 续 至 课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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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学生学习效果，为今后

教学提供依据。 

信息化手段的作用 

1.在线测试试题评价总结，查漏补缺，反馈及时。 

  

 

 

 

 

 

 

 

 

2.课程平台中的扩展资源，拓展了学习时间与空间，实现了个性化、差异化的学习。 

 

 

 

 

 

 

 

 

 

 

教学考核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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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创意达人---设计制作雪糕桥模型》任务单          

 

［任务要求］ 

  用所给工具和材料，主要是雪糕棍、热熔胶和打磨器等工具来进

行桥梁设计和制作，并对桥梁进行工程检验。 

  桥的长度不小于 35cm,必须能够承受至少 8kg 的重量不倒塌 

  桥梁模型美观，拟建桥梁类型不宜单一。 

［任务准备］  

 科学记录单 ：《我的桥梁设计图》 

 教学材料：切割垫、砂纸、白乳胶、雪糕棒、 水晶滴胶、抛光条、

切割垫、打磨条、彩笔、纸张、ABS 胶。 

 教学工具：热熔胶枪、美工刀、迷你手工锯子、纸雕刻刀、打磨

沙锉刀、不锈钢镊子、模型专用分离器、磨型钳、直尺、锉刀、

小剪刀、尼龙板刷、打磨器、小电钻、砝码。 

［安全须知］ 

1.教学考核方案 

本课的考核采用在线测试、学生投票、作品赋分等方式，其权重如下： 

在线测试：前测 10%，后测 20%; 

学生投票：20%; 

作品赋分：50% 

2.教学评价方案 

本课采用学生自评、小组互评、教师评价、专家评价等方式进行教学评价，

其具体方案见附件 2：《创意达人-----设计制作雪糕桥学习》学习评价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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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桥梁时使用的各种工具，教师要注意协助操作。 

 教师需要时刻关注学生的行为，及时提醒学生注意自身和他人的

安全。 

［任务内容］ 

1.根据学习资料和网络资源完善自己的桥梁设计图。 

2.用所给材料，小组合作设计、制造一座能够承受一定重量，美观的

桥梁模型。 

［任务成果］ 

按照任务单完成任务，展示小组搭建的雪糕桥梁模型。 

［任务流程］ 

                             

工作任务 设计制作雪糕桥模型 学时 4 

小组  成员  班级  日期  

任务描述：以“设计制作雪糕桥模型”为任务，采用引导、任务驱动教学法，遵循工

程项目建设过程的流程来引导学生按照步骤进行，在此过程中深入学习有关桥梁的类

型、结构和承重的理论知识，重点是在科学探究的理念下，熟练使用各种科技小制作

的工具，能够和伙伴一起搭建一个雪糕桥模型。 

1.定义问题（头脑风暴出解决工程问题的所有信息） 

 为了解决这个工程，你们认为需要什么背景知识 

 应该考虑哪些成本、美学、社会和环境影响（如地震等自然灾害） 

 建桥是工程任务，应该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知识，完成工程设计。 

 要确定哪些建设要求或条件（河流宽度、桥梁宽度、桥距离河面的高度、建

造预算、建筑材料、承重能力） 

 归纳问题如科学问题（桥梁类型？一座桥中的力是怎样分布的？怎样建能承

载负荷？是不是有些桥梁更适合有些情况）和工程问题（有哪些材料建造桥

梁？桥有多长、多宽、多高？我们怎样检验桥的承重？） 

2.设计与再设计（创建计划建立模型的设计或蓝图） 

 提出小组人员的分工合作方案，进行设计完善图纸。 

 利用“桥梁建造师虚拟仿真系统”软件进行验证并不断修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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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桥梁的组件损毁，思考桥上添加什么或去掉什么以更好分散荷载。 

3.建立模型 

 收集所需材料，按照蓝图设计，开始建立模型 

 注意事项总结及心得 

4.检验 

 各小组试验自己作品的承重力。 

 操作检验模型，在检验时搜集和组织数据，以提供信息判断设计是否有效解

决问题。 

5.数据分析  

 设计是否解决问题，是否可以改进，如有改进重新设计模型。 

 桥的长度是否不小于 35cm,是否能够承受至少 8kg的重量不倒塌 

6.交流评估（见学习评价方案） 

 确定模型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时，准备报告，分享结果，确保其中含有原始

设计、搜集的数据以及你对模型所作的任何修改。 

 向全班同学解释设计 

 总结：首先做什么，怎样一步步解决问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