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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以 新课标 中化 学 学科核心素养

“

科学 态度与 社会责任
”

的 内 容和水平 划 分为 基础 ，
分析该素养在 高 中人教版

教材 中 体现的 规律 ，
发现教材 中对生 活和科技意识 的 培养 关 注度较 高 ， 并且各维度呈现在教材 中 的 方 式表现为 单 一

化 。 在此基础上 ， 讨论教师在化 学教学 中更好地培养学 生科学 态度与社会责任应具备怎样的 思路与 策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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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是新课标针对化学提 出

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 《普通高 中化

学课程标准 （
２０ １ ７ 年版 ２０２０ 年修订 ） 》 中 重视开展

“

素养为本
”

的教学 ， 重视学生将学 习 经验和生活实

际联系起来 ， 关注与化学有关的社会问题 ， 形成社会

责任感 。 这就需要教师掌握提升学生科学态度与社

会责任素养的策略 ，进一步加强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培养 。 因 此 ， 有必要研究
“

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

任
”

这一素养在人教版教材 中 的体现和特征 ， 为教师

在教学中提供参考 ， 让教师更好地将这一素养渗透到

日 常化学教学 中 ，
以达到提升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 目 的 。

液原电池的工作原理 ， 对 比单池单液原 电池模型 ， 分

析得 出盐桥的作用 。

设计 意 图 ： 通过 实 验探 究 ， 不 断对 原 电 池 模 型进

行优 化 。 学 生从 已 构建 的双池 单液 原 电 池模 型 出 发 ，

不 断 改进 实验 方 案 ， 引 入盐桥 ， 完 成 思 维进 阶 。 在 对

实验方 案进行验证 的过程 中 ， 比 较得 出 双池 双液 原 电

池 的 较优 方 案 。 在优 化过程 中 ， 建立研 究 原 电 池 的 思

维模 型 ， 促进证据推理 与 模 型认知核心 素养 的 形 成 。

５ ？ 能 力提升 ， 综合应 用

【 教师活动 】根据离子反应 Ｆｅ＋Ｃ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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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一个带盐桥 的原 电池 ， 写 出 正 负 极 的 电极反应

式 ， 并画 出相应的模型 。

【 学生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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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模型如图 ４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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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实验模型 ４

设计 意 图 ： 通过对双池 双液 原 电 池 的 综 合 应 用 ，

促进原 电 池 相 关 知 识 和 方 法 的迁 移 与 应 用 ， 培养 学 生

严谨 求 实 的 科 学 态度 。

五 、教学反思

证据推理与模型认知作为重要的化学学科思维

方法 ，是化学学科核心 素养 的重要组成部分 。 本节

课通过创设真实情境 引 发学生思考 。 通过实验探究

发现单池单液原 电池 的缺点 ， 自 主优化原电池模型 ，

加深对原电池工作原理 的理解 。 学生在发现 问题 、

分析问题 、思考交流 、 设计和改进实验方案 的教学活

动 中 ， 完成知识 的迁移 ， 最终实现化学学科素养 的

落地 。

因此 ， 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 ， 要充分结合高 中生 的

身心发展规律 ， 对高 中化学课堂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

创新与改革 ， 重视核心素养教育对促进学生成长所起

的重要作用 ，
全面提高高中化学课堂的教学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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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旨在让学生形成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 ， 正确深刻地认识化学为社会带来 的影

响 ，培养科学生活 的态度
［

１

］

。 其次 ， 让学生通过学习

化学这一门学科形成正确 的化学价值观 ， 有一定 的社

会责任意识 ， 能对有关的社会热点做出正确 的判断并

提出 自 己 的见解 。

１ ． 科学 态度

实验是化学这一 门学科学 习 和发展 的基础 ， 从

实验 中学习 化学 ， 从实验 中得 出 结论发展化学 。 做

实验最基本的就是树立科学态度 ， 遵循化学实验安

全行为规范 。 在此基础上进行化学实验 ， 才能通过

化学实验 、化学学科的学习得 出结论 ， 形成正确 的化

学价值观。 用实验事实来解决 问题 ， 这是科学态度

最基本的表现 。 其次 ， 科学态度还表现在能利用所

学化学知识和技能对化学与生产生活相关的 问题做

出 正确 的判断 ， 找到解决相关社会热点 问题的正确

方法 。

２ ． 社会责任

社会责任是在让学生学习 化学之后 ，认 化学对

生产生活带来的贡献 ， 以及正确认识化学在生活生产

中产生的 问题 （ 如 酸雨等环境污染 问题 ） 的基础上 ，

逐渐让学生建立起一种社会责任 。 表现在学生可 以

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生活生产 中 ， 并且能够分析化

学在各领域发挥的重要作用 ， 能对化学相关的热点 问

题做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 ，形成正确 的化学价值观和化

学思维
［

２
］

。 能够用 自 己所学知识为社会做出 贡献 ， 承

担起 自 己 的社会责任 。

因此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这
一

素养能体现出化

学价值观念的最高要求 。 最重要 的是学生在学 习 过

程中 ，看到化学与生产 、社会相关的社会现象之后 ， 直

接影响学生的学习兴趣 ， 进而影响学生 的学 习效果 ，

甚至是学生未来 的职业发展 。 教师要根据课标的要

求和教材的 内容进行课程开发 ，
正确 引导学生认识化

学 ，培养学生正确 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二
、教材 中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的呈现及统计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是学生建立科学态度和科

学素养的基础 。 初 中化学教材作为学生学习 化学 的

启蒙教材 ， 为 了更好地让学生产生学 习兴趣 ， 都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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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以及科学实例导入的 。 高 中教材也不例外 ， 只是

相对初 中的科学素养要求来说 ， 高 中教材 中对科学态

度与社会责任这一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体现更加具

体和详细了 。

对人教版高 中化学教材 （ 必修 、选修 ） 内 容进行

整理和分析得 出 ： 教材 中对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养的体现是非常广泛的 ，
几乎涉及教材 中所有的栏

目 。 分别在正文 （ 图文 ） 、 资料卡片 、思考与讨论 、科

学史话 、研究与实践 、 科学 ？ 技术 ？ 社会 、 整理与提

升 、联系与应用 、 复 习 与提高 、 化学与职业 、注意提示

中都有涉及 ， 统计具体如表 １ 所示 。

表 １ 教材中体现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材数量统计

栏 目 数量 占 比／％

正文与 图片 １ ０６ ４７ ． ５３

科学 ？ 技术 ？ 社会 ２５ １ １ ． ２ １

资料卡片 ２４ １ ０ ． ７ ６

练习 与应用 ２２ ９ ． ８ ７

科学史话 １ ２ ５ ． ３９

注意 、提示 ９ ４ ． ０４

思考与讨论 ７ ３ ． １ ４

研究与实践 ６ ２ ． ６９

整理与提升 ４ １ ． ７ ９

复 习与提高 ４ １ ． ７９

化学与职业 ４ １ ． ７９

由此可见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养几乎涉及

教材的各个栏 目 ， 但是出现的频次存在较大差异 。 由

表 １ 可知 ， 教材主要是通过在正文与 图 片体现并培养

学生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养 ， 占 比高达４７ ． ５ ３％ ，

表现在情境导人课程 、物质说明 和性质举例 中 。 其他

栏 目 作为辅助材料其 中素养 占 比较多 的是科学 ？ 技

术 ？ 社会 、资料卡片 、 联 系 与应用三个栏 目 ， 占 比在

１ ０％ 左右 。 这三个栏 目 主要是通过 向学生提供生活

生产 、社会和科技资源 的形式来达到培养 目 的 ， 少数

通过情境练习 题的形式 出 现 。 其他 占 比较少的栏 目

基本都是 由教材 内 容特点来决定的 ， 例如 ， 必修教材

中学习
“

碳酸钠和碳酸氢钠
”

的时候 ， 便设置 了
“

科学

史话
”

栏 目 ， 向学生介绍 了侯德榜和侯 氏制碱法的相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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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 ，说明侯德榜对我 国化学工业的贡献 ， 以此培

养学生对化学的热爱 ， 激励学生 自 强不息和艰苦创业

的精神 。

在初步了解 了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在教材栏

目 中 出现的特点之后 ， 对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

养的概念进行水平划分 。 参考黄泰荣在 《人教版化学

必修教材中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内容研究 》
一文 ，

将这一素养分为 了五个方面 ， 分别是科学态度 、科技

意识 、家 国情怀 、生活意识和生态意识
［
３

］

。 对教材 中

所呈现的 内容用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五个维度进行

归类 ， 每个维度在各栏 目 中所 占 比例统计具体如表 ２

所示 。

表 ２ 教材各栏 目 中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养 比例

栏 目

科学态 科技意 家 国情 生活意 生态意

度／％ ｉＲ／
°
／〇 怀／％ ？／％ Ｗ％

正文与 图片 ３ ． ５４ １ ７ ． ７０ ７ ． ０８ ６３ ． ７ ２ ７ ． ９６

科学 ？ 技

术 ？ 社会
６ ． ６７ １ ６ ． ６７ ３ ． ３３ ６３ ． ３３ １ ０

资料卡片 １ ０ ． ７ １ ２ １ ． ４３ ０ ５ ７ ． １ ４ １ ０ ． ７ １

练习与应用 ０ ０ ０ ４５ ． ４５ ５４ ． ５ ５

科学史话 ４２ ． ８ ６ ０ １ ４ ． ２ ８ ４２ ． ８６ ０

注意 、提示 ７７ ． ７ ８ ０ ０ ２２ ． ２２ ０

思考与讨论 ０ ０ ０ ５ ７ ． １ ４ ４２ ． ８６

研究与实践 ０ １ ６ ． ６７ ０ ６６ ． ６６ １ ６ ． ６７

整理与提升 ５０ ０ ５０ ０ ０

复习 与提高 ０ ０ ７５ ． ００ ２５ ． ００ ０

化学与职业 ０ ２５ ． ００ ０ ７５ ． ００ ０

总 占 比 ８ ． ６２ １ ４ ． ２２ ６ ． ０４ ５７ ． ７ ６ １ ３ ． ３ ６

由表 ２ 可知 ， 教材 中各栏 目呈现的素养维度也大

不相 同 。 其中 ， 正文与 图 片 、资料卡片 、思考与讨论 、

研究与实践 、科学 ？ 技术 ？ 社会 、化学与职业六个栏

目 中 ， 生活意识维度 的 占 比都超过 了５０％ ， 并且生活

意识的总 占 比也高达 ５ ７ ． ７ ６％
，其次 ， 占 比较多的就是

科技意识和生态意识两个维度 ， 占 比超过 １ ０％ ， 最后

就是 占 比 较 少 的 家 国 情 怀 和 科 学 态 度 ， 占 比 不

足１ ０％
。

３６ ＼４

正文与 图 片 、 资料卡片 、思考与讨论 、 研究 与实

践 、科学 ？ 技术 ？ 社会 、化学与职业六个栏 目 ， 主要是

帮助学生联系化学与生产生活 、社会的联 系 ， 并通过

实验实践增强学生 的生 活意识 。 其次 ， 像整理与提

升 、练习与应用 、复 习 与提高这种在教材 中作为练 习

题模块出现的栏 目 ，更多的是通过题 目 中 的情境唤起

学生对化学促进社会进步的情怀 、增强生活和保护生

态的意识 。 最后 ， 科学史话和注意提示两个栏 目 ， 则

更注重通过化学史和化学常识等培养学生对待化学

的科学态度 。

在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划分的 五个维度 中 ，

教材 中主要呈现的是生活意识 、科技意识和生态意

识这三个维度 ， 说明 化学教材注重联系学生 的 日 常

生 活经验 ， 扩宽学生 的 知识视野 ， 增强学生理解化

学 、社会 和环境 以 及化学和科技之间 相互影响 的意

识 。 而对于科学态度和家 国情怀这两个维度 的体现

则 比较少且 比较单一 。 比如 ， 科学态度 主要体现在

注意和提示栏 目 中 ，
以科普学生实验安全和化学药

品 的注意事项来培养学生对待化学的科学态度 。 家

国情怀则主要体现在科学史话 中 ， 以介绍我 国古代

和近现代在化学领域的 出 色成绩来挖掘学生对国家

科学文化发展 的情怀 ， 所 以这两个维度 的体现方式

还有待多样化 。

三 、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素养的培养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广泛体现在教材 中 的各

个栏 目 当 中 ，这也说明 素养培养受到 了 足够的重视 ，

例如 ， 必修 ２
“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
”

这一章节 中 ， 涉及

的几乎全是培养学生这一素养的 内容 。 另外 ，

“

科学

态度与社会责任
”

这一素养几乎体现在教材的所有栏

目 ，说明这一素养的培养不能够独立于教学 内 容 中 ，

而是要与其他化学知识结合起来
Ｗ

， 让
“

科学态度与

社会责任
”

素 养 的 培养作 为 教 师教学过程 中 的 润

滑剂 。

所以为 了防止学生接受性学 习 导致知识框架 的

建构过于生硬 ， 就需要教师深刻理解 和挖掘教材 内

容 ， 精心设计教学过程
［
５

］

。 教师可 以利用
“

科学态度

与社会责任
”

素养在教材 中 的体现规律和特征 ， 在教

学 中采取以下两种方式 ， 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

责任 。



１ ． 善于利 用 化 学 史和 生 活情境培养 学 生 的 科 学

态度 、 家 国 情怀和生活意识

课标中要求教师展开素养为本的课程设计 ， 并且

为教师提供了大方向 ，而体现最多的就是在化学史和

生活情境两大方面 ， 从化学史和生活情境展开课程 ，

在学习 中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素养 。 教

师在教学中融入化学史 ，

一方面能够让学生认识到化

学发展的过程 ，从中体会到科学家们在化学发展中探

索 、求知的精神 ， 进一步培养学生对待事物科学思考 、

勇于质疑和善于探索的科学态度 。 另一方面 ， 化学史

中关于我国古代和近现代化学科学发展的描写 ， 也能

让学生了解到 中 国化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发展起伏和

不同发展阶段的概貌 。 让学生真正 明 白 中 国化学发

展是一条漫长又 曲折艰难的道路 ， 尤其是经过几百年

的落后之后 ， 中 国科学家们艰难求索和百折不 回 的精

神 ，让中 国化学科学发展重新站起来 ，
以此唤醒学生

对国家的热爱 。

生活情境 的 作用 则 体现 了 化学学科 的最大价

值——实用性 。 化学是一 门 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学科 ， 教师可 以很好地利用生活情境进行教学 ， 让学

生在一个大的情境下进行思考和学习 ， 便可 以实现学

生生活意识的培养 。 例 如 ， 郑少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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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

“

化学反

应限度
”

单元整体教学设计 》
一文 中 ， 对

“

化学反应限

度
”

进行了素养导 向 的整体单元设计 ， 整个单元设计

都是在
“
一氧化碳 中毒与救治

”

的大情境下 展开 的 ，

通过对
“
一氧化碳中毒与救治

”

这一生活情境 的导 向

思考 ， 贯穿化学反应限度相关的知识和任务点 ， 在学

习 中真正将生活情境和化学知识紧密连接起来 ， 更好

地培养学生的生活意识 。

２ ． 利 用 当 下 化 学科技发展和社会热 点培养 学 生

的科技意识和生 态意识

在教学中将化学知识与科技 发展联 系 起来 ，
让

学生明 白他们正在学习 的知识在科技发展 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 色 。 例如 ， 在学习
“

金 属 材料 以及合金
”

等

相关知识时 ， 教师在教学过程 中 融人化学科技发展

的实例 ， 如钛合金 、镍钴合金 、形状记忆合金等为支

持顶尖技术发展所需要 的新型合金 ， 它们被广泛地

应用在航天航空 、生物工程和 电子工业领域 。 将科

技发展融入化学教学 中 ， 培养学生形成化学进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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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就会进步的观念 ， 不但可 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 ，

还能够通过开拓学生视野 ， 对他们 日 后 的职业发展

产生深远影响 。

我们经常能看到有关化工厂污染 的新闻 和报道 ，

看到化学的发展对资源 、环境和人类健康等方面带来

的不利影响 ，这非常不利于学生树立正确化学观念 ，

我们不应该从这个角 度让学生认识化学 。 不可否认

的是 ，社会和科技 的发展 、 资源 的开发利用对生态造

成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 但是化学 的进步 ， 如新能源开

发 、污染治理同样也是解决化学污染的关键 。 为 了培

养学生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化学观念 ， 教材用一个完

整独立的章节从 自 然资源的利用与开发 、化学品 的合

理使用和环境保护与绿色发展三个方面 ， 向学生全面

展示 了绿色化学思想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的价值 ， 发展

学生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认识化学的作用 ， 培养学生

的生态意识 。

四 、结语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
”

与其他素养的不同在于

它在教材栏 目 中 的体现非常多样 ， 更多 的是一种潜移

默化的存在 ，
不像其他素养 ， 要形成一定 的观念和能

力 （ 如
“

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
”

要求学生要形成元素

观 、微粒观和构性观的观念 ） 。

“

科学态度与社会责

任
”

更加侧重学生化学观念和化学意识的形成 ， 注重

培养学生对待化学和生活 的一些意识 ， 如 ， 能够形成

绿色化学可持续发展的意识 、生活常识等的意识 。 这

就需要教师吃透教材 ， 多样化利用教材 中 的各个栏

目 ， 并将素养培养渗透到 日 常教学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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