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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的教育改革来临，新课改的不断推广，校本课程也

越来越受到 重视，新课改背景下的科技创新教育不仅要提高

质量还要提高创新力度，更重要的则是应贴合当地学校实际，

根据学生学习的实际需求来进行。各个兄弟学校所有学科都开

始研究开拓自己的校本课程，我校也开始了。我就想把科技创

新纳入本校通用技术课程的校本课程里。在本篇文章中我将针

对新课程背景下高中通用技术科技创新创新设计课程的开发及

其作用和意义，并以我校科技创新设计课程开展为案例进行分

析，从科技创新比赛能不能激发学生学习通用技术的兴趣，近

年我校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开展的的实际情况，促进学生个

性的培养的实际成果三个方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一、基于学生科技竞赛开发校本课程让通用技术课程更有

活力和吸引力。

通用技术课程特点是：1．引导学生融入技术世界，增强

学生的社会适应性2．激发学生的创造欲望，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3．强化学生的手脑并用，发展学生的实践能力4．增进

学生的文化理解，提高学生交流和表达的能力5．改善学生的

学习方式，促进学生的终身学习。以上这些刚好于科技创新比

赛的精神高度契合。这给科技创新设计纳入通用技术校本课程

奠定了指导思想。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由来要追溯到29

年前我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中国科协、教育部在北京

举办了“首届全国青少年科技作品展览”。邓小平同志为活动

题词：“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科学的希望！”这就是“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前身。以后的20多年里，在党和国家

领导人以及众多老一辈科学家的重视、关心和大力支持下，中

国科协牵头先后举办了两项全国性的大型青少年科技活动，即

“全国青少年发明创造比赛和科学讨论会”（开始于1982年，

2000年更名为 “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和“全国青少

年生物与环境科学实践活动”(开始于1991年)。为适应我国青

少年科技活动发展的状况和前景，也为了与国际上青少年科技

交流活动相接轨，主办单位从2000年开始着手对这两项活动

进行改革，将两项活动进行了整合，届数相加，定名为“全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每年举办一届。目前，“全国青少年科

技创新大赛”是我国中、小学各类科技活动优秀成果集中展示

的一种形式，已成为我国国内面向在校中小学生开展的规模最

大、层次最高的青少年科技教育活动。虽然近些年不再通过比

赛保送高校了，但是在高校自主招生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我

们来看看2016年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可以通过哪些高校

的自招初审？

浅谈通用技术课程中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的开发
付军

（利辛县第一中学 安徽 亳州 236700）

【摘要】通用技术教学是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核心目标，以技术设计(技术试验)为主线和载体。本文探讨通用技

术中开设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对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唤醒和保护学生的创新意识与热情，拓展创新高中通用技术课本

内容的作用。让学生从“动手做”到“动脑做”的过程中将学到的知识转变为解决问题的能力，逐步形成一个感知心智

活动的良性循环，达到全面提升通用技术学科核心素养的目的。

【关键词】通用技术；校本课程；科技创新设计；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9574（2022）10-00090-03

090



创新前沿

2022年第10期

表1-1 2016年高校的自招初审科技比赛要求

所以有效的在通用课程中融入科技创新比赛的元素可以更

好的带动课程，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参与的欲望。在课程中

根据学生认知确定科技创新设计任务，催生动力求知创新，在

协作完成设计任务中提高学生探究能力合作交流能力，在任务

评价与反思中提升学生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制作

中培养探究能力与动手操作的能力。如此一来不仅完成了通用

课程的要求，而且增加了通用技术课程的学习的趣味性，学生

的创造潜能与主观能动性就会得到最大程度地发挥。

二、科技竞赛开发校本课程的开设使通用技术的课程理念

潜移默化到学生的生活和学习中。

我以我校情况为例探讨如何在通用技术课程中结合创新比

赛培养学生的实际创新能力。

在通用技术课程刚刚开始设计的基本理论的时候就插入科

技创新的一些理论知识。找来一些专业的设计理论课程视频，

老师一定要自己先行学习。然后放给学生看，不求他们一定看

懂，主要是让学生对设计对创新有一些新的认识以及了解这些

看似枯燥的设计理论知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有什么应用。去了

解科技设计会对生活带来些什么变化。如何从新的角度去思考

问题解决问题等。例如著名设计师姚仁禄的一些给大学生上的

设计课，我不但自己学，还拿给学生去看去讨论，效果很好。

这样学生就会更有兴趣。通用课程注重动手动脑。完全在试验

室上不太可能，我校试验室环境也比较差。所以更实用的视频

教学是我应用比较多的。通过观看让他们动脑去想、去讨论、

去争辩。例如《我爱发明》{我很喜欢放给学生看的一个节目

许多发明往往并没有很高的科技含量，但发明者有男女老少，

可以让学生感受到咦，发明也不是那么遥远。}中有一期节目

名字《以水为刀》。首先题目很有意思，我先让学生发挥想象，

从名字去推断和想象水可不可以做刀？什么刀？效果怎么样？

怎么去实现我们想的？等等。学生分组讨论，气氛很热烈。在

看过影片后，学生可以了解一项项发明所针对的问题是如何被

发现的，发明者在什么背景下萌发了创造发明的念头，学生会

反思自己是否也曾经有同样的经历，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想到去

解决它。学生从他们的发明中看到了创新的意义和力量；在学

生对片中的发明进行评价之后，再与评委对各项发明的评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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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比较，学生也了解了如何进行评价，这种设计的理念也指导

着学生今后自身的技术设计。同时学生也看到了这些实用小发

明给发明者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改变了人生和命运。这样不但

完成的通用技术的教学任务，而且还可为科技创新比赛打下伏

笔，让学生明白我也可以创新发明，并且还有一个好的平台可

以供我发挥，甚至还可以帮上理想的大学，实现人身价值。这

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收益却是终身的。在课程中让每位学生

在设计的每个阶段完成自己的任务。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同学在

完成课程的同时还要完成参赛作品。发现问题明确问题阶段就

要决定解决的设计题目。而后所有设计阶段都要求学生完成该

阶段的任务。最后评价分析决定出参加科技创新比赛的作品。

这个中间要求老师要付出大量的时间。

三、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的建设提高了教师的教学能

力，满足了学生自我奋斗的成就感

从2011年接触科技创新比赛开始到现在，也遇到很多困

难。特别是开始阶段，我还清晰记得第一年参加的学生只有两

个，而且质量还不高，好多制作部分要老师帮忙完成。一番忙

碌下来比赛成绩还不怎么好。慢慢的我们意识到科技创新需要

学生为主导，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从他们的性格特点出

发，我们少说，让他们自己做主，老师只提供方向和工作。于

是有了开设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的想法并逐渐进行尝试。由

生到熟，后面几年课程开展效果还不错，最多的时候一年可以

收到学生2000多份设计初稿。并且在省市的科技创新比赛中

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2016年李子豪同学的《高空玻璃清洁

机》和武云云同学的《公交车示踪仪》都获得了科技创新比赛

的市一等奖，并且代表亳州市参加了安徽省科技创新比赛。武

云云同学的《公交车示踪仪》获得安徽省科技创新比赛一等

奖，李子豪同学的《高空玻璃清洁机》获得安徽省科技创新比

赛二等奖。这在我们学校是历史突破的成绩。李子豪同学在大

学学习中还有新的突破，取得了自己的设计专利。同时学生在

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通用技术成绩也非常好，可见两者是互易

的，并没有冲突。

回顾几年来的通用技术教学的校本课程摸索过程，才发现

一路趟过来殊为不易。从开始的未知到现在的无知，经历了很

多。所有的通用技术老师都知道通用技术课程是一门立足实践

的课程。它注重综合、注重创造。但是想完成课程要求却没有

方向感。所以课程开展起来很困难，特别是一些条件比较差

（有的没资金、有的没师资、有的只重视高考科目等）的学校。

但是这两年科技创新比赛的迅速推广给通用技术带来了新的活

力，最少让我们这些通用技术人知道教之有用，更有劲头。总

之在新课程背景下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的开发丰富了高中通

用技术课程。既激发了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同时也培养了学

生对技术学习的热情，促进了学生学习能力的再次提升。本校

的科技创新设计校本课程的开发虽然还只是尝试，但同时也是

在积极创造一种体验式学习模式。学生在知识结构、动手能

力、团队合作、创新意识、动脑解决问题的意识等方面得到了

综合性发展，为日后在更高的平台上勇闯高峰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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