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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TEM 在中国学前教育领域逐步流行起来，幼儿 STEM 教育意义逐渐凸显起来，幼儿 STEM 课程体系和幼儿教师教学能力都获得了
相应的发展。本文系统调查和分析我国幼儿 STEM 教育现状，希望能够为全面开展幼儿 STEM 教育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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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M 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多门类的跨学科教育。在学前教育

阶段开展 STEM 教育，有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为了了解

STEM 教育在我国幼儿教育的实施情况，笔者对自己所在城市的上百名幼

儿教师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希望能够为幼儿 STEM 教育发展提供科学

的参考依据。 

1 对于幼儿 STEM 教育认识 
调查发现，37.80%幼儿教师对于 STEM 教育完全不了解，57.10%幼儿

教师对于 STEM 教育有简单了解，深入了解过 STEM 教育的幼儿教师不过

3%，很明显，当前在笔者所在城市，幼儿教师对于 STEM 教育教育认识度

不高。关于在幼儿园开展幼儿 STEM 教育的意义，56.10%幼儿教师认为可

以促进幼儿发展，33.98%幼儿教师认为可以逐步引导将 STEM 教育发展成

为幼儿园教育特色，调查情况详见表 1。 

表 1 对于幼儿 STEM 教育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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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56.10% 6.10% 33.98% 

STEM 教育是针对幼儿综合能力发展的教育，但是受自身认知能力和

所在环境的限制很多幼儿教师认为幼儿年龄小，认知、理解和动手能力

有限，STEM 教育仅仅局限于表面，难以发挥真正的价值，解决实际问题。

但是，事实上幼儿想象力丰富，好奇心强，对于生活和学习有着更多的

畅想和兴趣，开展幼儿 STEM 教育有助于突破学科界限，促进幼儿全面健

康发展。通过调查发现，大约有 2.10%的幼儿教师已经开始尝试幼儿 STEM

教育，这将是推动幼儿 STEM 教育在本市发展的良好开端。 

2 幼儿 STEM 教育参与态度和培训情况 
幼儿 STEM 教育是一种新型的教育模式，幼儿教师对这个新型教育模

式的认可、参与态度和接受的培训情况直接影响到幼儿 STEM 教育在幼儿

园的实施情况和实施质量。从调查数据来看，九成以上的幼儿教师都愿

意在幼儿园内开展幼儿 STEM 教育。但是本市 70%以上的的幼儿教师并没

有接受过幼儿 STEM 教育培训，剩余不足 3 成教师虽然接受过培训，但是

参加过幼儿 STEM 教育教研活动的教师不足 1%，可以说大部分幼儿教师

对于幼儿 STEM 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理解并不深入，并没有

做好充足的知识和技能储备。 

表 2 参与幼儿 STEM 教育态度和培训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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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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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幼儿教师的调查分析过程中，笔者发展大多数教师已经意识到

了幼儿 STEM 教育的重要意义，也希望能够通过开展幼儿 STEM 教育提升

幼儿的综合素质，提升自身的教学质量。但是经过数据比对分析，愿意

主动开展幼儿 STEM 教育的教师不过 37.1%，相当一部分教师需要在幼儿

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愿意酌情开展幼儿 STEM 教育，大部分教师依然对

幼儿 STEM 教育的开展存在着很多的担忧。 

教师对幼儿 STEM 教育实施的担忧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教

师对于应该如何开展幼儿 STEM 教育没有相对系统的教学方案。事实上，

幼儿 STEM 教育并没有想象中的复杂，只需要将部分幼儿园活动同 STEM

教育结合起来，进行适当地改造和设计即可，如在幼儿园日常户外活动、

教学活动中增加 STEM 教育内容；另一方面，教师普遍认为开展 STEM 教

育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融合高科技元素，如要购置智能机器人、电子积

木等。如果幼儿园条件允许，这些投入固然有必要，但是如果条件不具

备，还可以发挥动物园、博物馆、科技馆等社会资源作用积极开展幼儿

STEM 教育。 

3 幼儿 STEM 教育开展的困难 
通过对幼儿园教师的调查了解到目前幼儿 STEM 教育实施面临的困

难主要集中于政策、经费、求助渠道和实施渠道方面，其中缺少教育经

费是首要困难，详情见表 3。 

表 3 开展幼儿 STEM 教育的困难 

缺少政策支

持 

缺少经费

支持 

缺 少 求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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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实施条

件 
开展幼儿

STEM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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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4% 29.30% 23.42% 24.94% 

幼儿 STEM 教育实施相对复杂，无论是教育设施布置还是教研活动开

展都需要有经费支持。幼儿园实施幼儿 STEM 教育必须具有相当的师资力

量和课程资源，但调查发现，七成以上幼儿园教师并没有达到实施幼儿

STEM 教育要求，缺乏成熟的幼儿 STEM 教育课程体系构建。尽管我国政

府已经出具了 STEM 教育实施方面的政策，但多倾向于引导性和号召性政

策，并没有明确具体的实施政策，导致幼儿教师并没有感知到政策层面

的支持。另外，当前学前教育专业课程教育并没有涉及技术和工程方面

的相关课程，幼儿教师并没有接受相关的理论和技能教育，即便幼儿园

组织实施幼儿 STEM 教育时，相当一部分幼儿教师表示难以着手，缺少有

效求助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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