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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学劳动技术课程是一门以技术教育为主线，提高学生

技术素养的基础型课程，让学生在学习技术活动的过程中，

运用技术知识和操作技能，通过技术规范和技术思维方法，

逐步提高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劳动技术课程将培养目标确

定为“会动手、能设计、爱劳动”[1]。

技术学习活动通常以一个项目实践作品为载体，物化能

力是劳动技术学科所需的重要能力之一，即借助技术将设计

方案转为项目作品，或改进创新已有作品的能力，如何从构

思到作品、从无形到有形，是检验学生技术设计与表达能力、

技术操作与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 [2]。小学阶段物化能力的提

高，可以为学生将来学习通用技术以及将来面对生活中相关

技术问题解决的能力奠定坚实的基础，对培养创新型人才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对物化能力的思考与认识

物化能力是将意念、方案转化为有形物品或对已有物品

进行改进与优化的能力，在小学劳动技术中指利用技术设计

与表达、技术操作与应用完成或改进作品的能力，物化能力

是学生技术应用的重要体现。物化能力所需要的不只是学生

的知识基础，还需要有对材料的加工能力、工具的使用能力等。

物化能力在小学劳动技术课程当中，起到的是一个重要的桥

梁作用，是联系理论与实践的基础能力。学生通过经历具体

作品的物化实践过程，学习基本的知识和操作技能，运用规

范的技术方和思维，逐步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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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当前学生存在的问题

学生在接触劳动技术课程前，除了生活中的经验积累，

对劳动技术课程中所需要的技术能力尚不了解，对他们来说，

这是一个全新的起点。由于学生本身的年龄特点和性格特点，

他们的自主意识较强，但耐心程度不够，导致学生的物化能

力存在问题。

3.1 缺乏整体规划，限定时间无法完成作品

动手操作是劳动技术学科的特点，但是大部分学生往往

无法在课堂中完成相应的制作，除了掌握基础操作外，也需

要考虑合理规划物化过程，高效利用时间。如四年级第一学

期纸工单元中，所有的作品都需要剪去多余部分，往往在最

开始的操作就花了过多的时间，导致最后组装的时间不够，

或者不能完成作品，或者作品质量不高。

3.2 缺乏空间想象，最终作品偏离设计要求

学生对制作劳动技术作品有很强的兴趣，但从平面到立

体的空间想象能力不够，往往不理解设计要求，设计时比较

随意，最终导致无法按照设计制作，或者完成的作品不符合

实际需求，合格作品完成率不高。

例如，木工中的“杯垫”的制作，学生一看作品的结构

十分简单，便迫不及待地尝试制作，部分学生最终只关注作

品的尺寸大小，忽略了材料的厚度，设计的作品结构相互交叉，

导致作品的稳定性不好。

3.3 缺乏理论储备，设想转化作品形成矛盾

劳动技术课虽然以动手操作为主，但实践过程都离不开

基础知识的支撑，如果不具备充分的理论基础，那么操作过

程进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往往就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阻碍。

例如，电工单元中的“‘套银蛇’装置”，学生一开

始的制作劲头很足，但是遇到电路连接时，有的学生就不

知所措，无法继续进行后续操作，不能完成作品，导致学

生自我评价过低，极大地打击了他们提升整体物化能力的

信心。

4 培养学生物化能力的教学策略

劳动技术课程通常以一个项目实践作品为载体，从发现

问题、选择项目，到运用已有的知识和技能，结合技术的设计、

操作、评价把方案转化为符合设计要求的作品，这一技术活

动的全过程的关键就是学生的物化能力。

根据小学劳动技术学科项目作品设计与制作的一般过

程，可将物化能力的培养与平时的教学过程结合起来，将实

施过程分为以下几个部分：确定物化目标—明确物化要求—

实施物化操作—完善物化作品 [3]（见图 1）。让学生在操作

的过程中，发展工具使用、材料加工和改进创新的能力；初

步学会作品的加工检测、组装调试的方法，体验物化过程中

的技术性和创造性。

如何结合平时的教学实践提高学生的物化能力？经过笔

者多年的教学案例积累和对学生课堂完成作品的达成率进行

分析，综合得出了以下结论。

4.1 构建真实情境有利于分析，确定物化目标

技术教育最终要回归到生活，所以劳动技术教学物化的

项目载体应来源于实际生活，这样才能唤醒学生已有的知识

经验并产生共鸣，根据已有的经验设计或改进作品，这样更

完善物化作品

确定物化目标

明确物化要求

实施物化操作

交流评价

改进创新

需求分析

任务分析

信息处理

方案表达

加工检测

组装调试

展示作品并交流评价

根据评价尝试完善改进作品

发现问题并分析需求

确定任务目标初步构思设计方案

选择材料与工具并确定设计方案

通过图形或文字等表达设计方案

按设计方案完成加工制作

组装部件并调试作品

图 1 物化的一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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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于分析需求，设计物化方案。在平时的教学中发现，当学

生的物化作品如果能够实际使用或者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

时，他们往往会很投入并珍惜自己的物化成果。因此，可以

通过图片、实物、视频等方式展现问题，引导学生发现与明

确将要物化的目标，而此目标一定是出于真实情景的需求。

在开始阶段，学生可能会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创意，教师应该

鼓励学生的想法，再根据需求分析任务目标，想办法让构思

落地，初步形成设计方案。我们呈现给学生的设计目标是定

性的，但达到目标的途径应该是发散的，需要有多种选择的

路径，而这些路径应该都可以达到目标所需要的效果。

例如，金工中“防风衣架”的设计，挂钩可以是半封闭

或全封闭等造型，也可以根据设计需要添加橡筋、回形针等

材料，只要可以达到防止被风吹落的目的即可；“笔架”的

设计，可以是各种形状结构，只需满足可牢固、稳定的搁置

毛笔即可。

4.2 结合任务评价单有利于规划，明确物化要求

在物化操作实践过程中，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不一样，

所处的位置也是分散的，个别学生在教师讲解的过程中没有

注意听，对接下来要制作的作品设计要求一无所知。而教师

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照顾到班级里每个学生的学习

情况，根据他们的物化进度一对一指导；如果物化的作品因

时间或操作问题无法由学生独立完成，就需要以小组合作的

形式完成。针对上述问题，可以对某一项目设置任务评价单。

任务单评价单根据物化作品的过程设计提出相应的要求，学

生按照任务评价单进行设计与制作会有明确的指向性，当某

一个环节没有注意听要求的时候，可以参考对应步骤或要求

进行下一步操作。通过任务评价单中的评价，审视作品制作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避免今后出现设计与制作完全没有

关联的情况，养成良好的技术习惯，提升技术素养。

例如，纸工中“纸盒笔筒”的任务评价单（见表 1），

表 1 “纸盒笔筒”任务评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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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实需求，先明确任务目标和任务需求，再根据需求初

步构思方案画出相应的设计草图或用简单的文字表达设计方

案，有了学习评价单的指引和对相关工具的掌握，学生的物

化过程将有迹可循，最终形成物化作品。

4.3 提供教具建模有利于理解，提高物化操作

提高物化能力离不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生经历的任

何物化过程，都是从意念或方案开始，最后形成作品，在此

过程中，要贯穿着工艺、材料、工具以及安全规范等理论知

识的学习与引导，让学生不仅可以做出来，更要理解技术的

原理和相关的理论知识，提高其物化认识。如果缺少了中间

的桥梁，学生就会不知所措，不能完成相关的物化操作。

例如，套“银蛇”装置教学中，学生对制作玩具兴趣极高，

但只有掌握了电路的基本知识，理解了电路的连接方法，才

能运用工具加工并完成作品。所以先引导学生用实物教具对

电路图中抽象的符号进行对应替换，再完成任务单中的实物

连接图（见图 2），最后摆一摆手中的材料。经过基础电路图—

实物连接图—实物元件的摆放一系列的实践过程，已经把套

“银蛇”装置的电路连接内化成自己的知识，对各个元件的

安装顺序了然于胸，通过这种教学实践的尝试，接下来的物

化操作就水到渠成了。

再如，木工“杯垫”和“收纳盒”教学过程中，用教具

进行摆一摆、拼一拼的操作搭建模型，学生会很容易发现设

计中出现的问题，结构是否合理，有了具体的空间感受，改

进设计的时候就会避免出现同样的问题。通过教具的直观操

作，制作的时候也会知道各部分材料的作用与位置，从而增

强组装调试与改进创新的能力，提高物化的成品率。

图 2 套“银蛇”装置任务单

4.4 实施评价交流有利于反思，完善物化作品

劳动技术课堂评价不应只关注学生技术学习的结果，也

要关注技术学习的过程，注重学生技术发展维度的变化。在

学生的角度看，他们可以在评价交流的环节中审视自己的作

品，学习他人的经验，帮助后续完善作品。在教师的角度看，

既是对项目结束后学生学习成果的评价，又可以对学生的学

习过程有所掌握，为后续的教学调整给出方向。

例如，在套“银蛇”装置的作品展示过程中，教师通过

一系列的提问“他的作品的连接是正确的吗？”“你认为他

的作品有哪些优点？”“他的套‘银蛇’装置还有哪些可以

改进的地方？”启发学生从作品的电路连接到作品的使用安

全，再到作品的加工制作，每一个环节都能对自己的完成情

况进行合理的评价。在作品制作者展示完作品后，追问“你

有什么好的建议解决他的问题？”促使学生进行反思。引导

学生进行多维度评价，通过“评价—修改—再评价”的过程

完善作品，加强物化体验，培养物化能力。

5 结语

劳动技术课程教学中，物化能力的培养既是对学生知识

的运用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能力的锻炼，也是学

生实现创意，提高技术素养的过程。教师的教学设计要根据

各个环节的特点，选用不同的途径和方法，设计并实施教学

活动，让物化能力的培养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 . 上海市中小学劳动技术课程标准 ( 征求意见

稿 )[S]. 上海 :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2]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 . 上海市小学劳动技术学科教学基

本要求 [M].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9.

[3] 张桂蓉 . 高中通用技术教学中学生物化能力培养的实践研究 [D].

南京 : 南京师范大学 ,20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