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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EAM has become a hot topic in edu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and an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in 
China’s education reform. The action plan on healthy China, mental health for children and ado-
lescents (2019-2022) also emphasizes that mental health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s an im-
portant part of healthy China. Therefore, psychology is infiltrated into STEAM courses and p-steam 
comprehensive practice courses are designed to cultivate students’ healthy personality and good 
psychological quality while cultivating their STEAM literacy. This article from the current psycho-
logical present situation, the government of children’s psychology and STEAM related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EM to STEAM to P-STEAM, P-STEAM education framework, the P value, 
the P-STEAM in STEAM meaning the purpose of education, implement path and the several aspects 
abou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emphasis on P-STEAM,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and the im-
portance of mental quality for students’ futur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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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STEAM成为风靡世界的教育热点，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

心理健康行动方案(2019~2022)》中也强调了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因

此，将心理元素(Psychology)渗透STEAM课程之中，设计P-STEAM综合实践课程，在培养学生STEAM
素养的同时，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心理素养。本文将从现今儿童心理现状、政府出台的有关心

理和STEAM相关政策、以及STEM到STEAM再到P-STEAM的发展、P-STEAM教育框架、P在STEAM中的

价值、P-STEAM教育的目的意义、实施路径和未来发展这几方面说起，强调P-STEAM教育的重要性以及

心理素养对学生今后发展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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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儿童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发生率和精神障碍患病率逐渐上升，已成为

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心理问题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STEAM 成为风靡世界的教育

热点，也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研究课题[1]。这使得心理、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Psychology、
Science、Technology、Engineering、Arts and Mathematics)领域的重要性突显出来。 

2. 政策支撑 

近几年来，我国也针对跨学科教育理念、创客教育、STEAM 教育出台了相应的政策，在《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2012 年修订)版的心理健康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中也提出了，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

班主任工作、班团队活动、校园文体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有机结合，充分利用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多种途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2]。2019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推进普通高中育人方

式改革的指导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了要拓展综合实践渠道[3]，也支撑了在 STEAM 教育之上渗透

发展心理教育的综合实践课程，即 P-STEAM 教育。 

3. 理念趋同 

2016 年 6 月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强调构建和设计具有知识性、实践性、

趣味性、综合性、体验性、设计性等特色的主题综合实践课程[4]，而 STEAM 课程强调学生的跨学科、

趣味性、体验性、情境性、协作性、设计性、艺术性、实证性、技术增强性九个核心理念，与教育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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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的政策有较好的契合性。P-STEAM 教育理念是打破各学科之间的隔阂，在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养的

基础上，培养 STEAM 素养。 

3.1. 教育的发展 

1986 年，STEM 被美国首次提出，分别代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首字母缩写[5]。数学(M)作
为融通的基本语言，以工程(E)和技术(T)作为融通的工具手段，以科学(S)作为统合目标的基本思路[6]。 

2006 年，在 STEM 基础上加入艺术元素(Arts)，STEAM 被正式提出，分别代表科学、技术、工程、

艺术和数学的首字母缩写，A 元素被定义为是包括如下五个门类的综合概念：1) 语言艺术(language art) 2)
美术(fine art) 3) 身体艺术(physical art) 4) 工艺艺术(manual art) 5) 人文艺术(liberal/social art) [6]。 

为顺应时代和教育的发展，为解决 STEAM 教育中缺乏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的问题，2019 年，

尝试提出在 STEAM 基础上渗透心理元素(Psychology)，提出 P-STEAM 教育。 

3.2. 创新发展 

P-STEAM 教育关注的核心目标是打造终身的、高质量的全人教育[7]，将心理元素 P 与科学 S、技术

T、工程 E、艺术 A 和数学 M 融合在一起，提出 P-STEAM 教育框架(如图 1 所示)，最上层是整体融合层，

融合各类跨学科知识，这种整合设计模式按照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和联系级数进行层次划分，即学科整合、

多学科整合、科际整合、跨学科整合，其中跨学科课程整合模式即相关课程模式和广域课程模式[8]，美

国的《下一代科学教育标准》就明确提出模式、因果关系、系统与系统模型、物质与能量、结构与功能、

尺度比率和数量、稳定与变化七个跨学科概念来整合不同学科[9]。教育的成功不止是在智商方面，情商

也很关键，而情商和心理有莫大的关联，因此心理的提高和情商的提高有很大的联系。STEAM 引导学生

去思考个体在与社会、自然相处的过程中，该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而心理的渗透则是引导学生思

考怎么做的意义和目的是什么。 
 

 
Figure 1. P-STEAM educational framework 
图 1. P-STEAM 教育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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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P 元素在 STEAM 教育中的价值 

P-STEAM 教育强调以心理作为主要元素，促进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元素为基础对问题或

是项目进行探讨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林崇德教授说：“在立德树人、社会参与、学生自主发展的领域上，心理健康教育尤

为重要。”APA 在 2009 年发表的题为“心理学是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学科的核心”的报告

中讨论了此主题。根据 APA 的说法，心理学也存在于 STEM 中，甚至是它的核心[10]。STEM 具有更广

泛的含义，不仅包括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工程学和计算机工程还有行为科学(心理学)和社会科学[11]。
心理学是 STEM 的核心学科，因为它具有直接的科学和技术创新以及对科学技术教育和学习的间接贡献。

心理学是行为科学及其感知、认知、情感和动机的基础，也是实现 STEM 目标的关键[12]。综上所述，

心理科学具有巨大的潜力，既可以通过科学地方式有效解决相关问题直接为 STEM (STEAM)目标做出贡

献，也可以通过更好地理解与跨学科学习相关的认知和动机因素来间接地为 STEM (STEAM)目标做贡献。 

3.4. P-STEAM 教育的价值 

将心理元素作为核心元素设计 P-steam 综合课程，将心理课程与其他校本课程完美的融合，从而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同伴合作的意识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课程的实施加强师生之间的情

感交流，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和热情，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他们积

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心理品质，充分开发他们的心理潜能，促进其身心全面和谐的发展，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和幸福生活奠定基础。 

4. 实施路径 

4.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纲要》要求综合实践活动由地方统筹管理和

指导，具体内容以学校开发为主，课时安排要求小学 3~6 年级平均每周不少于 2 课时[13]。 
STEAM 教育重点在于打破各学科之间的隔阂，以跨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学习路径来培养学生 STEAM

素养，即创新思维、协同合作意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综合素养。与综合实践活动这门致力于培养

学生综合素养的课程理念趋同，因此将在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开展 P-STEAM 教育。 

4.2. 情景实践 

P-STEAM 教育依然强调将各领域(学科)内容围绕主题融于项目活动之中，强调把知识还原于丰富的

生活，引导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发现问题，在真实的情境中解决问题[14]。学习和应用两者的关系应该是

相辅相成的，学生只有将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了实际生活之中，才能彰显一定的学习能力。情境实践使

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景中体验到心理学知识的美妙以及心理学知识和实际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而利用自

己所学的知识来解决实际的问题，提高 P-STEAM 综合素养。 

4.3. 合作探究 

P-STEAM 教育要求学生必须在与他人共同协作中完成学习项目，同时将团队合作作为学生开展创造

性学习的重要要素[14]。学生们动手探究，与小伙伴合作学习总结交流遇到的问题并一起想办法解决，不

仅提高了学生的协作能力、人际能力、交流能力，也提高了学生的适应能力。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创设

了积极的人际关系，让每名成员都更有动力更积极的去完成预期的任务，从而更好的提高 P-STEAM 综

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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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心理素养 

根据《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中对小学高年级的身心发展特点的分析以及心理健康教育的

的具体教育内容，将心理课程分为六大主题：学会学习、认识自我、人际交往、情绪调适、升学择业和

生活和社会适应[2]。 
P-STEAM 教育研究基于心理健康教育的六大主题之上，目的在于从学生们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以

及心理健康教育的规律出发，培养学生学会学习和生活，正确的认识自我，提高自主自助和自我教育的

能力，增强调控情绪、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提高心理健康的

水平[2]。 

5. 发展展望 

5.1. P-STEAM 教育 

2019 年，基于 STEAM 教育的进一步渗透了心理(Psychology)这一学科的理念被提出，P-STEAM 是

一种融合了六门学科的跨学科教育模式，P-STEAM 教育体系结构(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P-STEAM education architecture 
图 2. P-STEAM 教育体系结构 

5.2. 学习主体：学生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以学生为主，强调学生的参与性和反思性学习。P-STEAM 教育在关注学生身心

发展的同时，关注学生与同伴合作的能力、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强调学生对课堂的参

与性。让学生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掌握运用知识方法的能力，注重过程中经验的积累[14]。 

5.3. 教育者：师资队伍 

P-STEAM教育对教师的要求十分严格，与 STEAM教育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对师资的要求基本一致，

即需要教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具有多学科思维模式[14]。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0.82037


朱惠泽，杨金花 
 

 

DOI: 10.12677/ces.2020.82037 242 创新教育研究 
 

5.4. 回归课程：P-STEAM 教育 

从教育发展出发，心理学作为一门核心的学科，对各学科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提出将心理(Psychology)
元素引入 STEAM 课程并作为核心元素设计课程，称之为 P-STEAM 课程。 

从心理学角度出发，P 元素包括了基础心理学和应用心理学两大领域，其研究涉及知觉、认知、情

绪、思维、人格、行为习惯、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许多领域，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家庭、教

育、健康、社会等发生关联。 
从《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出发，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的 P 元素包括以下六个主题：1) 学

会学习 2) 人际交往 3) 认识自我 4) 情绪调适 5) 生活和社会适应 6) 升学择业。针对这六个主题，对小

学高年级段的学生提出的相应教育内容包括：1) 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能力，端正学习动机，

调整学习心态，正确对待成绩，体验学习成功的乐趣；2) 开展初步的青春期教育，引导学生进行恰当的

异性交往，建立和维持良好的异性同伴关系，扩大人际交往的范围；3) 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缺点

和兴趣爱好，在各种活动中悦纳自己；4) 帮助学生克服学习困难，正确面对厌学等负面情绪，学会恰当

地、正确地体验情绪和表达情绪；5) 积极促进学生的亲社会行为，逐步认识社会、国家和世界的关系；

6) 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初中阶段学习生活做好准备[2]。 
P-STEAM 教育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多学科教育要求，同时这是教育事业进步发展的需要，是国家在现

阶段发展的需要也能够弥补现阶段应试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为学生的身心健康和谐发展、心理素质的提

高、教育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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