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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是以提高学生的技术素养为主旨，以设计学习、操作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基础

教育课程，是国家规定的普通高中学生的必修课程。不仅要动脑思考、设计，还要动手加工、制作，体

验一个产品从想象、创意到物化的过程，其中融合了人文、科技及各学科等多方面知识和技能，对于学

生的未来发展，对于学生建立整体的技术世界观、技术方法认知是其它单一学科所不能比拟的，是一门

综合的、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北京四中开设通用技术课程五年来，对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进

行了深入探索，在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课程体系、课程内容与教材和教学团队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

建设，达到了“12345”的预期成效，即：1个载体、2个目标、3个回归、4个结合、5种能力，如图 1

所示，进一步提高了通用技术课堂教学质量，培养了一大批具备科学探究精神的创新型人才。 

 
图 1  普通高中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创新的预期成效 

一、北京四中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实践 

（一）以课程文化为指引，形成了“个性培养，激发潜能，激励探索，重视应用”的教学理念 

坚持教育民主和追求和谐发展是北京四中始终不渝追求的办学理想。教育民主主要体现在对人

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多样性、自主性和开放性的尊重，和谐发展就是使人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形

成健康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因此，百年四中的课程文化浓缩为“尊重人的差异性、尊重人的多样

性、尊重人的自主性、尊重人的开放性”。 

 
图 2  教学理念 

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一直以北京四中的课程文化为指引，通过多种形式的理论和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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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学生掌握科学技术必要的知识，形成对科学技术的正确理解，激发学生对科学知识的广泛兴趣，

培养学生的科技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使学生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理性精神。在符合通用技术课

标要求的同时，实现了对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形成了“个性培养，激发潜能，激励探索，重视应用”

的教学理念，如图 2 所示。该理念强调用项目承载知识的学习，并运用所学知识、技能解决生活中

的实际问题，课内外相结合，教师宏观指导，学生自主活动，为在通用技术课程中长期全面地开展

学生创新实践活动积累了有益经验。学生收益大，成效突出，一大批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充分体现

了先进的教学理念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促进作用，实现了通用技术课程对人才培养的 2 个目标，

即：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 

（二）以工程项目为载体，创建了“项目驱动，合作学习，创意探究”的教学模式 

通用技术新课标的要求在物理、化学等课程中已部分实现，因此学生在传统的通用技术课堂

教学中缺乏求知的兴趣。而单纯的讲解技术，又使得课堂教学乏味无趣。同时，通用技术的授课

方式又与初中劳动技术课程不同。为了解决这三个主要矛盾，引入项目学习策略，在全国率先探

索实践了以工程项目为载体，以培养学生问题解决能力为目标，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进行

有效学习的方式，形成了“项目驱动，合作学习，创意探究” 的教学模式，如图 3 所示。这种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从真实世界的问题出发，通过一个长期的任务，促进学生在完成作品

和执行任务的学习中进行质询和实证，在一定的时间内解决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从而获得知

识和技能。 

 
图 3  教学模式 

在教学中设计开发的实践项目主要有：“携瓶器”、“信箱来信显示装置”、“温室大棚模型”、

“悬臂梁结构模型”、“月球家园模型”和“未来加油站计划”等，将学生带入了奇妙的技术世界，

挖掘潜能，放飞梦想，为学生创意设计、彰显个性搭建了广阔的舞台。集中体现了更复杂、更高

级的学习，将各种观点和知识融合在一起，有利于将多领域知识融会贯通，并培养了学生的多种

技能，如自我管理技能、智力技能和操作技能等，调和了学生学习风格和技能水平的差异，使更

多的学生在完成有趣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中获得成功的体验，同时学会互相理解与尊重、学会沟

通交流与合作。 

（三）以“霍尔模型”为基础，创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立体覆盖”的课程体系  

课程教学体系的开发与实践运用了系统科学方法论中“霍尔三维模型”理论，将一个项目划

分为知识维度、时间维度和逻辑维度，创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立体覆盖”的

课程体系，如图 4 所示。知识维度即项目学习中所涉及到的课标要求的知识点，如结构类型、绘

图方法、工具使用方法、认识材料、受力分析、结构的强度与稳定性分析、模型制作方法、流程

设计与优化、技术测试方法及系统的优化设计等；时间维度涵盖了项目研发的各个实践阶段；逻

辑维度是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知识的储备、基础来设计的，体现了项目实施过程与学生学习过

程进展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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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课程体系 

纵向覆盖课标要求的所有知识点，横向贯穿学生实践活动的整个过程，注重教学过程模式的

设计与实施，注重提出问题、确定研究路线、组织探究、收集资料、分析资料、解决问题、社会

应用等七个基本环节的训练，引导学生主动思考、主动参与、主动实践。项目内容注重其趣味性、

工程性和探究性，实现了 3 个回归，即：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在发现中感受技术的魅力；回归

学生的经验世界，在实践体验中学习应用技术；回归学生的想象世界，在探索中拓展技术的视野

培养创造力。 

（四）以相关知识为主线，形成了连续贯通的课程教学内容 

传统学习方式的特点是按逻辑顺序循序渐进地获取知识，这种方式不利于通用技术课堂的知识

传授，所以探索实践了“知识分解，目标细化；教师引领，问题导向；项目研究，资源支撑”的教

学方法，形成了符合基于项目学习特点的课程教学内容。在项目实施的过程中遵循 4 个结合的原则，

即：自主开发与引进资源相结合、必修知识与选修知识相结合、课内教育与课外教育相结合、基础

教学与拓展竞赛相结合，引导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体验交流、表达、理解、合作、克服困难所产生

的积极情绪和成就感。 

以相关知识为主线的连续贯通的课程教学内容，实现了通用技术课程 5 种能力的培养，即：培

养学生技术的理解、使用、改进及决策能力；意念的表达与理念转化为操作方案的能力；知识的整

合、应用及物化能力；创造性想象、批判性思维及问题解决的能力；技术文化的理解、评价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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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 

（五）物化研究成果，规划编写了系列教材 

教材是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的重要载体，及时物化教学研究和学科研究成果，丰富完善教材内

容，规划编写系列教材，已出版《通用技术教学实施案例---悬臂梁结构模型设计与制作》教材。在

教材编写的过程中，遵循“三个体现”的原则，即：在观念上，体现教材不仅是知识的载体，更是

认知过程和思维方法的载体；在体系上，体现知识点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内容上，体现理论与技术、

理论解析与工程实践的有机结合。注重教学与教材的协同性研究，注重知识的呈现方式，体现探索

知识、凝练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过程。 

（六）以学科优势为依托，打造了高水平的教学团队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需要高水平的教学团队。北京四中通用技术教研组团队经过几

年的建设，形成了科研与教学实践相结合的教师团队，由不同专业背景的 7 名通用技术教师组成的

具有一定年龄梯度、各具专长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和谐高效的教学团队不断解决了愿意做、能够做、

做得好和持续做的问题，很好地发挥了人才培养的主导作用，并完成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教学中

营造激励探索的文化氛围，使学生认识到学习是对未知世界的认知过程。自主研制了悬臂梁结构模

型测试台等实验仪器，填补了国内普通高中通用技术实验教学仪器的空白。录制了 130段课堂视频、

插播片，包括教学过程、测试演示、原理提示、学生研究成果演示等，有效支持了通用技术课堂的

教学实施，并为辐射带动其他学校提供了立体化的资源平台。 

二、北京四中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的创新 

（一）形成了以“课程文化”为指引的教学理念 

创新性地提出了“个性培养，激发潜能，激励探索，重视应用”的教学理念，充分尊重学生的

个性理念，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拥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学习手段、学习风格和学习策略，使课

程理念转变成为课程现实，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二）形成了以“项目驱动”为基础的课程教学模式 

创新性地探索出“项目驱动，合作学习，创意探究”的教学模式，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通

过问题的提出、问题的分析、问题的解决、问题的延伸等环节，实现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

教育于一体。 

（三）形成了以“培养学生的技术素养”为核心的课程教学体系 

形成了“知识分解，目标细化；教师引领，问题导向；项目研究，资源支撑”的教学方法，创

建了“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上下贯通、立体覆盖”的课程体系，出版了通用技术案例教学教材，

使学生在生活世界、经验世界和想象世界中获得技术素养的提升。 

三、北京四中通用技术课程教学模式改革的效果 

（一）提高了通用技术课程教学质量，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 

学生综合能力显著提高，在全球 DI创新思维竞赛、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北京市金鹏科

技论坛、美国 NIT发明项目展示活动、全国第五届发明展、第 40届日内瓦发明展中都取得了引人注

目的成绩，竞赛获奖近百人次。 

2010-2012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金奖 12人，获银奖 8人；金鹏科技论坛金奖 10人等等；

完成工程类创新项目 10 余个；赴美参加 DI 全球总决赛 A 挑战（工程类）荣获第 4 名、E 挑战（结

构类）第 6名；40届日内瓦国际发明展中师生双双荣获金奖等。 

（二）承担全国中小学骨干教师通用技术学科研修项目——“国培计划（2012）” 

“国培计划”是新一轮教学改革的重大举措，我校承担全国中小学骨干教师通用技术学科研修项

目，使用已有教学资源及教学经验，开发了适合“国培计划”的培训内容，为来自北京、天津、河

北、新疆、山东、陕西、山西、青海等全国 21个省市的 98名教师进行培训。 

（三）发起并策划实施“北京市高中生技术设计创意大赛” 

2009 年至今，先后承办了 2 届通用技术冬令营、3 届北京市高中生技术设计创意大赛，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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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结构设计---“悬臂梁结构模型项目”为实施载体，举办全市范围的教师培训、学生现场设计制作

和现场竞技，参加活动的每一名教师和学生都要经历设计、交流、培训、研究“四位一体”的学术

活动。教师们不但在活动中汲取营养，挖掘自身的优势，而且能更好地完成通用技术课程的教学任

务，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近 3000 人次接受过相关培训，参加学生已达 6000 多人次，其中近 200

多人在竞赛中获得奖项，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推动了通用技术课程的发展，影响力辐

射全国。 

（四）充分发挥成果示范与辐射作用，赢得良好社会反响 

在《教育研究与评论·技术教育》、《基础教育课程》等刊物发表通用技术教育相关研究论文 12

篇；主办了近十场专题研讨会议；2012 年 5 月，举办了“技术教育与创新人才培养校长论坛”，来

自 12个省市 100余位校长和领导参加；2009年至 2012 年，在各类教学研讨会上做主题发言和交流

20 余次（赴台参加 2011 南山中学科学教育论坛、全国 DI 竞赛活动及课程推广论坛）；在山东、新

疆、南京、河北、北京等省级通用技术教师培训中进行专题培训讲座。 

央视少儿频道《异想天开》栏目连续两年录播北京市高中生技术设计创意大赛现场纪实；2012

年 5 月，“技术教育 身体力行”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受到各级领导、家长及同仁的关注。 

2008 年至 2012 年，接待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中欧教育代表团、英国访学交流团、新加坡技

术教育代表团、福州、江西、山西、浙江等省的教师代表及学生来学校参观和访问，得到同仁的高

度赞誉。 

中国教育报、北青报、腾讯网、未来网等多家媒体报道我校通用技术教育的成绩，很好地发挥

了示范辐射作用，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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