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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STEAM 教 育 作 为 一 种 重 点 培 养 具 有 创 新 精 神 的

综合性人才的教育模式，在全球范围内盛行，越来越多

的国家参与到 STEAM 教育改革的热潮中。 我国《关于

“十三五” 期间全面深入推进教育信息化工作 的指导

意见》 也明确提出要努力探索 STEAM 教育等 新教育

模式 [1]，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与创新意识，提高创新能

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支撑和

引领作用，为国家培养高素质、高精尖的复合型人才。
由此可见，STEAM 教育已成为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重点

工作。 另外，2017 年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发布了 《中国

STEAM 教育白皮书 2017》，明确表示我国的大学目前没

有专门培养 STEAM 教师的专业这一现状问题，我国的

师范生培养还是传统的分学科模式，没有多学科、跨学

科的师资培训模式 [2]，这就造成了我国目前极其欠缺能

够进行多学科、 跨学科整合与综 合创新教学的教师。
STEAM 教师队伍匮乏、STEAM 教师胜任力水平不足是

当前 STEAM 教育普及的严重阻力。
鉴于此， 本文对 STEAM 教师胜任力现状进行调查

研 究 ， 探 索 开 设 STEAM 课 程 取 得 的 效 果 以 及 当 前

STEAM 课程存在的现实问题，并提出合理的建议，为我

国 STEAM 教师专业化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决策依

据。解决 STEAM 教育中的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是成功开

展 STEAM 教育战略中重点且艰巨的一步， 只有攻破这

一瓶颈问题，STEAM 教育才能深入推进。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麦克利兰教授提出

了“胜任力（competence）”一词 [3]，关于胜任力的概念，研

究 者 们 给 出 了 不 同 的 定 义 。 笔 者 综 合 了 解 Richard
Boyatzis、中国人民大学章凯、北京大学萧鸣政等人给出

的定义 [3]，可知对于胜任力的定义最开始是强调个体内

在的特质，后来才慢慢关注个体外在的行为表现，研究

者的视角由内部转向外部， 最后将个体的内在特质与

外在行为结合起来加以研究， 对胜任力的认知就变得

日趋完善。 笔者认为胜任力是指能影响个人工作绩效

的品质与重要特征，包括人格特质、行为动机、心 理素

质、情感态度、知识能力、工作技能等。 根据胜任力的性

质并结合 STEAM 教育的内涵， 笔者认为 STEAM 教师

胜任力是指教师胜任 STEAM 教学的能力，具体指有多

学科知识储备的教师能够开展多种形式（基于项目、基

于问题、基于任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 STEAM 课程实

践，并培养学生的 STEAM 素养，提高学生合作、创新的

意识与能力。
二、中小学 STEAM 教师现状调查结果分析

1.问卷编制和发放

本 研 究 问 卷 主 要 根 据 前 期 的 文 献 研 究 得 出 的

STEAM 教师的重点胜任力特征项目来设计 [4]，通过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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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总结出问卷所涵盖的 STEAM 教师胜任力的四个维

度因素，分别为多学科知识、教学技能、个性特质、职业

素养。 问卷通过网络发放给郑州市、信阳市、驻马店市等

地区的中小学教师。 此次问卷调查发布并回收了 216
份，其中有效问卷 178 份，问卷回收有效率 82.4%。 通过

SPSS 21.0 对调查结果进行统计分析， 并找出 STEAM
教师胜任力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提升

STEAM 教师素养的相关建议。
本次调查对象男性占 28.46%， 女性占 71.54%，并

且因为 STEAM 教育在我国开展的时间不长，调查对象

年龄普遍较低，25 岁及以下占 62.24%，26 岁到 35 岁占

36.40%。 学历层次方面，硕士及以上占 11.11%，本科占

86.11%，大专占 2.78%。 教师所教学科分布为：数学被

试有 44 人，占比 24.72%；语文 39 人，占比 21.91%；英

语 25 人，占 比 14.04%；物 理 9 人，占 比 5.06%；化 学 8
人，占比 4.49%；生物 5 人，占比 2.81%；科学 12 人，占

比 6.74%； 历 史 6 人 , 占 比 3.37%； 地 理 3 人， 占 比

1.69%；信息 技 术 16 人，占 比 8.98%；其 余 11 人，占 比

6.17%。
通过文献研究可知， 我国 STEAM 教育的开展状况

可能与地区发展的差异性有关，本次调查中，城市中小

学开展 STEAM 课程的占总调查数的 82.59%，而农村中

小学开展 STEAM 课程的只占 17.41%。
2.结果分析

（1）STEAM 教育开展情况分析

72.22%的学校没有开展 STEAM 课程，只有 27.78%
的学校开展了 STEAM 相关课程。 开展课程的学校中只

有 15.42%的学校有 STEAM 相关实验室。
中小学教师对 STEAM 教育的了解情况如 图 1 所

示。 调查数据表明，STEAM 课程的开展现状与 STEAM
教师的专业性调查结果不太乐观，虽然现状结果不太乐

观， 但是还有很多教师有兴趣， 乐意学习， 乐意接受

STEAM 教育。 调查结果显示 96.11%的 教 师 乐 意 开 展

STEAM 教育课程，只有 3.89%的人不太乐意。

（2）STEAM 教师的多学科知识结构分析

本文将多学科知识结构划分为 STEAM 专业知识、
STEAM 学科基础知识、专业学科知识等三个层次，笔者

主要对 STEAM 专业知识、STEAM 学科基础知识进行了

专项调查。
STEAM 专业知识主要包括 STEAM 教育的理念、目

标、 特性等三个方面的内容， 表 1 主要考察了教师对

STEAM 专业知识的了解情况， 由表 1 调查数据可以看

出教师对于 STEAM 专业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不容乐观。

由表 2 数据可以看出教师的 STEAM 学科基础知识

存在一定的不足，相对而言，教师在科学素养、数学素养

和技术应用三个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而在工程实践和艺

术素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图 1 对 STEAM 情况了解程度情况分布

表 1 STEAM 的专业知识调查表

调查内容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STEAM 教育的
理念

解决真实问题 104 58.42%

知识与能力并重 116 65.17%

创新与创造力的培养 120 67.41%

不清楚 16 9.01%

STEAM 教育的
目标

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才 40 22.47%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84 47.19%

培养具有个性化的专业人才 32 17.97%

不清楚 22 12.35%

STEAM 教育的
特性

跨学科 143 80.33%

趣味性 126 70.78%

体验性 115 64.61%

情境性 103 57.87%

协作性 136 76.40%

设计性 98 55.06%

艺术性 84 47.19%

实证性 56 31.46%

技术增强性 62 34.83%

不清楚 59 33.14%

调查内容 选项 频次 百分比

你已经具备哪

些 STEAM 学

科基础知识？

科学素养 116 65.17%

数学素养 108 60.67%

工程实践 84 41.19%

技术应用 120 67.41%

艺术素养 92 51.69%

表 2 STEAM 学科基础知识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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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STEAM 教师教学技能分析

STEAM 教师的教学技能主要分为 STEAM 课程的

设计与开发能力、STEAM 课堂活动的实施能力、STEAM
课程整合能力、STEAM 课程的评价、 反思能力五个维

度，每个维度按照等级打分。
教师 STEAM 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能力中， 表 3 数据

表明教师具有一定的设计 STEAM 学习目标，设计、制作

STEAM 课程资源的能力，但设计、开发、制作 STEAM 课

程资源方面的能力比较弱。 能够独立设计出 STEAM 课

程的教师仅有 46 个人，占总人数的 25.84%。

表 4 数据可以看出，STEAM 课程活动的实施能力

中，第一个选项得分均值在 3.0 以上，说明教师具有一

定的开展 STEAM 实践的能力。 第二个选项均值 4.06，说

明教师通过 STEAM 实践培养学生的 STEAM 素养的能

力 比 较 强。 但 是 在 调 查 教 师 是 否 能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STEAM 课堂活动时得到的均值为 2.54，只有 22 人能开

展， 说明了教师对基于问题、 基于项目、 基于任务的

STEAM 课堂形式掌握不足， 还不能完全胜任多种形式

的 STEAM 教学。 因此，应加强对教师 STEAM 课堂活动

实施能力的培养。

表 5 数据表明，在 STEAM 课程的整合能力方面，大

部分教师认为自己整合各学科知识的能力比较强，能融

合多学科知识进行教学。 大部分教师能够在 STEAM 教

学实施过程中整合运用丰富的技术手段或教学方法，但

可能存在技术或教学方式、方法上的不足。
教师的 STEAM 课程的评价、 反思能力主要分为五

个问题来调查了解，调查数据如表 6 所示，可见虽然存

在一定不足，但教师们在这一方面还是具备较好的基础

能力。
（4）STEAM 教师个性特质、职业素养分析

在教学工作中，教师的个性特质、职业素养也深刻

影响着教师是否能够胜任教学工作，本研究对教师的个

性特质、职业素养调查如表 7 所示。 教师在进行 STEAM
教学时，问题意识、合作意识的均值分别为 4.07、4.18，说

明 教 师 具 有 较 强 的 问 题 意 识、 合 作 意 识 ， 能 够 发 现

STEAM 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乐意与其他STEAM 教师、
专家交流沟通 STEAM 相关经验，达到共同进步。但是在

创新与探究方面得到的均值分别为 3.81、3.76， 说明教

师的创新意识、探究意识较弱。 在职业素养方面，教师在

对待学生以及对待工作的态度中， 得到的均值超过 4.0
等级， 说明绝大部分的教师能够关心热爱自己的学生、
热爱教学工作，能够积极面对工作中的困难。

表 3 STEAM 课程的设计与开发能力调查表

调查内容 N 均值 标准差

设计以学生为中心的 STEAM 学习目标 178 4.06 .718

设计、开发、制作出 STEAM 课程资源 178 3.43 .694

独立设计出 STEAM 课程 178 2.55 .642

表 4 STEAM 课堂活动的实施能力调查表

调查内容 N 均值 标准差

围绕一个主题、任务、项目、问题，用跨学

科的知识和方法开展 STEAM 实践
178 3.57 .921

通过项目驱动的学习方式培养学生的

STEAM 素养
178 4.06 .853

开展多种形式的 STEAM 课堂活动 178 2.54 .905

调查内容 N 均值 标准差

整合多学科的知识进行教学 178 4.01 .849

在 STEAM 教学实施过程中整合运用丰

富的技术手段或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178 3.67 .731

表 5 STEAM 课程整合能力调查表

表 6 STEAM 课程的评价、反思能力调查表

调查内容 N 均值 标准差

理解、掌握基于信息技术、教育技术等手

段多元化的 STEAM 教育评价机制
178 3.87 .646

对 STEAM 教育的实施过程及结构进行

反馈与指导
178 3.69 .783

对学生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公正的评价 178 4.28 .589

常反思自己在 STEAM 教学中可能存在

的不足
178 3.61 .604

常思考更好的 STEAM 教学策略与方式 178 3.35 .907

表 7 个性特质、职业素养调查表

调查内容 N 均值 标准差

问题意识 178 4.07 .904

创新意识 178 3.81 .743

探究意识 178 3.76 .864

合作意识 178 4.18 .852

尊重、热爱学生 178 4.52 .753

热爱工作 178 4.46 .591

耐挫性 178 4.28 .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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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STEAM 教师胜任力差异性分析

为检验不同教师在年龄、性别、所教学科、所在地区

等基本信息在 STEAM 教学胜任力不同方面体现出的差

异，本研究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和方差检验的方法对样

本教师的基本信息与 STEAM 教学胜任力特征项目的不

同方面进行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教师的性别、年龄、所

教学科、 所在地区在 STEAM 教学胜任力的不同方面存

在着显著差异。
性别差异分析中，由于自变量“性别”属于二分 变

量，所以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方式进行分析。 笔者通过

分析结果可知，不同教师对 STEAM 教育的了解程度、能

否独立开展 STEAM 课程、能否开展多种形式的 STEAM
课堂活动都有较大的差距， 女性的平均值明显低于男

性，即在进行 STEAM 教育教学方面，男性教师比女性教

师的专业能力与实施能力更强。
年龄差异性分析中，考虑到自变量“年龄”四个 等

级值，所以使用方差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 由表 8 分析

结果中可以看出， 不同 年 龄 的 教 师 对 STEAM 教 育 的

了解程度、 能否独立开展 STEAM 课程以及能否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STEAM 课 堂 活 动 存 在 比 较 明 显 的 差 距 。
其中，大于 45 岁的教师在各个指标中得分不高，即该

年龄层的教师进行 STEAM 教学的能力较弱； 而 小 于

35 岁 的 教 师 在 各 个 指 标 中 得 分 较 高， 即 该 年 龄 层 的

教师进行 STEAM 教学的能力较强， 较 能 胜 任STEAM
教学工作。

地区差异分析可知， 不同地区的教师对 STEAM 教

育的了解程度、能否独立开展 STEAM 课程、以及能否开

展多种形式的 STEAM 课堂活动都有较大的差距， 农村

的平均值明显低于城市。 即在进行 STEAM 教育教学方

面，城市地区的教师比农村地区的教师更了解且具备更

强的操作能力。
三、问题分析

1.STEAM 教师专业知识不足

调查可知，STEAM 教 师 普 遍 年 轻 化，并 且 STEAM
专业性不强， 很多教师存在还不太了解 STEAM 的 理

念、目标及特性这种最基础的 STEAM 知识，证明我国

的 STEAM 教 育 处 于 初 级 阶 段 ， 资 深 STEAM 人 员 较

少， 所以开展 STEAM 教育存在 一定的人才后续力 量

不 足，人 才 力 量 有 待 提 升，所 以 应 该 在 人 才 方 面 加 以

培养。
2.STEAM 教师教学技能有待提升

调查可知，STEAM 教师的 STEAM 教学技能存在不

足之处，有待提升。 教师具有设计 STEAM 学习目标，设

计、制作 STEAM 课程资源的能力，一定的开展 STEAM
实践的能力，培养学生的 STEAM 素养的能力，整合多学

科进行教学的能力，以及具有一定的评价能力，但是还

不能完全独立设计并开展多种形式的 STEAM 教学实践

活动，并且一部分教师反思能力一般，有待提升。
3.STEAM 教育开展力度不够、支持条件不够

自从我国引入 STEAM 课程，STEAM 课程的开展已

经 5 年有余， 但是调查发现其实 STEAM 课程的开展远

远没有达到预期， 只有一些较发达地区开展了 STEAM
相关课程并有相关 STEAM 实验室， 而一些发展较落后

的地区没有开设 STEAM 相关课程。 STEAM 教育存在开

展力度不够、支持条件也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四、STEAM 教师培养建议

1.加大高校教育中有关 STEAM 教育的师范生培养

力度

目前在我国高校从专业设置、课程内容等方面都缺

乏 STEAM 教育相应的师范生培养，只有一些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教育相关学科的学生接触了相关 STEAM 教育

的知识，但是经调查来看，这些教育技术专业的学生对

于 STEAM 教育的了解程度不高， STEAM 教育 的胜任

能力也有待提升。 因此， 我国应加大高校教育中有关

STEAM 教育的师范生培养力度，将 STEAM 教育能力纳

入相关专业师范生教学技能的考核评测当中，只有这样

让各个学科的师范生都接触并熟练掌握 STEAM 教育的

课程内涵———综合、跨学科、创新，并培养他们独立开发

STEAM 课程的能力， 才能让他们以后进入教师行业后

无论 开展哪一学科的教学都有 STEAM 教育的相关知

识，为以后对中小学生进行综合性教育，使其全面健康

表 8 STEAM教师胜任力年龄差异性分析

调查内容 平方和 df 均方 F 显著性

您对 STEAM
教育的了解程

度？

组间 .249 2 .121

1.040 .004组内 12.105 135 .087

总数 12.354 137

您 能 否 独 立

开展 STEAM
课程？

组间 13.201 2 3.596

3.937 .003组内 137.971 135 1.237

总数 151.171 137

您 能 否 开 展

多 种 形 式 的

STEAM 课堂

活动？

组间 3.256 2 1.243

1.524 .002组内 123.217 135 .923

总数 126.473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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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素质发展都有帮助。
2.加强 STEAM 教师专业培训力度

教师是推动 STEAM 教育发展的重要力量，STEAM
教师专业能力直接影响着 STEAM 教育开展的效果与质

量。 上述调查显示我国 STEAM 教师在专业能力方面存

在很大缺陷， 所以应加强STEAM 教师专业培训力度 [5]，
定 期 开 展 相 应 的 STEAM 课 程 培 训 ， 提 升 他 们 的

STEAM 教学能力。 笔者认为 STEAM 教师培训可采取

的方式有 STEAM 专业 课程培训、观摩学习培训、在线

学习培训三种。
STEAM 专业课程培训是与当地高校或 STEAM 教

育、 创客教育机构 中 的 一 些 资 深 的 STEAM 教 育 研 究

者针对 STEAM 教 学能力薄弱的教师进行专业化课程

培 训，学 习 相 关 STEAM 课 程，如 数 字 媒 体 技 术 、创 新

实 践、项 目 设 计 等，增强他们对 STEAM 课程的本质理

解，建立一定的 STEAM 教学背景，增加他们使用技术

的能力。
观摩学习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培训方式，开展起来也

比较方便。 主要是让一些 STEAM 教师进入开展 STEAM
课程较好的学校，如北京、上海、杭州等地的知名学校里

观摩学习，参与到优秀的 STEAM 课程中，更加直观清晰

地了解 STEAM 课程开展的方式方法， 积极吸取其他优

秀专业 STEAM 教师的经验，为以后开展 STEAM 课程提

供良好有效的帮助。
在线学习是目前较为流行的学习及培训方式，教师

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习，学习更加自由方便，并且任何

人都可以参加到 STEAM 网络课程中，接触到国内外优

秀的 STEAM 教学资源，并且可以在在线学习平台上认

识更多 STEAM 教师同行， 大家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可

以提交自己的反思、作 业，供更多的 STEAM 教师同行

学习。
3.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企业更快更好开展 STEAM

教育

我国的 STEAM 教育还没有普及发展，一些发达地

区中小学才刚开设 STEAM 课程并具有相应的设施及

资源，而一些发展滞后的地区没有开展此类课程，更没

有相应的设施，这也是我国 STEAM 教育发展滞后的重

要 原 因 。 因 此 ， 要 推 动 STEAM 教 育 的 发 展 ， 加 快

STEAM 教 师 的 培 养， 就 应 该 利 用 相 关 政 策 如 资 助 立

项、区域投资等方式鼓励各级各类学校、企业更快更好

地开展 STEAM 教育。 有了学校、 企业加盟 STEAM 教

育 ， 才 能 壮 大 STEAM 教 育 的 研 究 队 伍 ， 只 有 这 样

STEAM 教师才能有学习与实践的环境，才能有规范化

的 STEAM 教研平台。
4.完善 STEAM 教育开展所需的设施及教学资源

STEAM 教育的教学模式不同于传统的基础教学模

式 ， 所 以 现 在 一 些 传 统 的 设 施 和 资 源 并 不 能 满 足

STEAM 教育的开展。 鉴于此，我国需要完善 STEAM 教

育开展所需的设施及资源，为 STEAM 教学提供条件。因

为 STEAM 教师在开展 STEAM 教学时不仅需要多学科

的知识、教学技能，还要有相应的创新实践活动，而开展

实践活动离不开 STEAM 设施与教学资源，如 STEAM 教

育实验室、创客空间、3D 技术设备、机器人技术设备、媒

体资源、教学资料、专家等。 由此可知完善的设施与资源

是开展 STEAM 教育必不可少的，也是提高 STEAM 教师

教学能力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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