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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3D 打印教育在近年来的国际教育研究和实践中展现出了很多优点，结合目前国家重视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现状，在学校课题研究

活动中主要以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学习 3D打印实践情况的分析为主，让学生掌握做中学的思想，探究适合学校开展 3D打印创意设计的方法，

并且在借鉴的基础上再结合本校开展的科技活动，探索更加适合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开展 3D打印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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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中学是基于动手探究的一种科学学习方法，探究式的科学教育是

在教师的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过程，让学生亲自参与对科学现象的

探究，让他们通过观察与实验，接触生活实际，从而激发学生探究学习科

学的主动性和想象力，在做的过程中学习。 

3D打印创意设计的过程是先通过计算机建模软件建模，再将建成的3D

模型“分区”成逐层的截面，即切片，设计软件和打印机之间协作的标准

文件格式是STL 文件格式，从而指导3D打印机逐层打印所设计的作品。 

1 将做中学探究学习方式融入 3D打印社团活动中 

学校的社团活动是学生在课余充分张显自己个性的课堂，学生在自

己选择的社团活动中能培养学生的大胆创新能力，挖掘学生内在潜力有

利，开展社团活动对减轻学生课外负担有利，学校开展社团活动,使学生

在自己的社团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
[1]
。社团活动中将“做中学”的

探究性学习方式融入让学生认识到探究性的重要性，在 3D 打印学习中，

不可能每种设计都需要教师给学生讲授，学生在教师的引导初步学会一些

3D 打印设计方面的知识后，大部分时间都是社团活动中让学生自己进行

探究，学生各种创意的想法就能得到体现。如在学校举行社团活动中，在

我们的课题《小学中高年级将“做中学”策略融入 3D 打印学习的研究》

研究中，我们课题实验教师都是引导学生利用 3Done 软件来设计 3D 模型，

在学生认识 3Done 中一些常用的命令后，让学生自己在社团活动中进行探

究式学习，教师只是作一些学生不明白地方的指导。 

2 学生亲自实践，打印自己精心设计的作品提高学习兴趣 

实践活动在我们的社团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实践活动对培

养学生的能力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理论上学习是否正确，学生在社团

活动中的创意设计是否合理，都需要实践来验证。脱离了实践的验证，那

么学生的作品设计可能会在在打印过程中出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做中

学的理论就是强调学生自己做过的自己不会忘记，学生只有在实践活动中

才能激发他们的探究欲望，才能加深对探究知识的理解，在学生实践活动

中,努力采用合理的引导学生学习的探究学习方法,帮助学生构建认知结

构,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唤起学生主动探究的意识,让学生

主动地参与到学习中来,使学生乐学
[2]
。如在课题研究过程中，我们都要

求参加社团学习的学生都要打印一份自己的 3D 作品，由于打印每件作品

的时间都比较长，学校参加这项目活动的学生又多，让学生打印一件简单、

家长也能看得到的“移车电话”，学生在打印的过程中才知道自己所设计的

作品底部是厚了还是薄，打印要花多少时间，并且有些学生在设计电话时

不是直接在一个平面上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话，而是通过 3Done 中的拉伸命

令，将电话变成立体的形状，这就充分体现出社团活动的学生不同的创造

能力，并且家长也能看到学生参加的这项活动时所创作的作品后就会很支

持自己的孩子参加3D打印这项活动，这项活动才能得以在学校进行推广。 

3 充分利用课题研究，探寻适合学生的教学模式。 

我国对“做中学” 教育的学术关注点主要集其课程研究、教育理念

及实践案例，将 3D 打印作为开展创客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目前存在的

现状是在教育模式方面，缺少将“做中学”策略与 3D 打印融合的学习方

法，到目前为止，还需要让学生在学习探索 3D 打印课程中找到更适合小

学中高年级的学习模式。在课题研究中将研究重点放在课堂教学设计上，

对如何进行“3D 打印”课堂类型的划分，采取什么样的上课形式，以及

怎样进行有效的教学设计来提高教学效果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将课题研究

的过程中可以借鉴一些研究方法运用到社团活动中，寻求适合学生发展的

教学模式。 

4 在社团活动中学生之间进行小组合作，互相帮促 

新的教学理念倡导学生“自主学习、小组合作”,强调以学生为主体,

在小组合作过程中，让每一个学生在讨论过程中都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

点,小组合作、互助学习就成为 3D 打印学习过程中的一种学习模式
[3]
。 

“做中学”也很强调小组合作的学习模式，学生在活动过程进行交流，

讨论，才能更好设计出自己的 3D 打印作品，在社团活动中，有高年级的

学生报名参与，也还有少数是才接触电脑知识的一些三年级学生，这部分

学生是学习 3D 打印及比赛的后备力量，他们对电脑的操作水平及认知水

平不能和高年级学生相比，在学习过程中我们采用让这高年级学生对他们

实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帮助，这些小讲师在帮助其他同学时不断提升自

己对制作 3D 作品 3Done 软件的熟悉程度，这样的学习模式大大减轻了社

团辅导教师的工作量，在社团活动中我们还专门请曾经参加过省赛、市赛

取得不错成绩的学生担任小讲师的角色，让他们担任培训，辅导教师给一

个下节社团课要制作的作品，每次授课后都会选择 1－3 名学生回家作好

准备，或者让他们进行小组合作先进行讨论交流，在下次课时进行给其他

学生进行培训。 

在课题开展的过程中，课题组在准备阶段结合已经取得一些成绩的

经验，觉得将做中学策略融入到 3D 打印活动中，让学生在做的过程中学

习，在社团活动中还培养部分小讲师，利用本地科技活动作为地方资源，

带领社团的学生参加贵州省、六盘水市举行的创客比赛及 3D 打印创意设

计，让学生在这些科技活动中通过参赛不断提高自己在赛场上的经历，利

用比赛中自己取得的成绩建立学习上的自信，这些教学模式还需要在课题

后期的研究中进一步进行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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