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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构建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的构成要素分析框架、建构特点研究框架，对 3 版高中化学必修教材中有关“国家认

同”的构成要素与内容构建特点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具体要素分类分布中，3版教材有大致相同的分布规律; 在内

容建构上，3版教材在位置分布、要素功能和呈现方式上也存在大致相同的建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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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化和开放性是

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这对国民的“国家认同”有着

极大挑战。2016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

把“国家认同”列为重要素养之一［1］。国家认同教育不

仅是一般意义上教导个体如何爱国，而是引导个体将

国家这个政治意识转化成青少年亲身经历的体验、情

感和生活日常［2］，建立起青少年对国家的归属感和责

任感。

在高中阶段对学生进行国家认同教育具有重要价

值意义。第一，结合学科知识学习，能够使学生相对有

目的地、全方位地获得对我国的发展建设现状、取得的

瞩目成就、国家政策制度以及所面临问题等的客观认

识。第二，在历史和文化的氛围中，学生能够潜移默化

地、全过程性地获得对祖国各方面的爱国情感体验以

及对祖国各方面发展的美好展望。第三，能够使学生

对祖国建设、解决祖国发展所面临问题等与自身发展

紧密联系起来，建立起深刻的国家意识，并切实转化为

积极可靠的行为。

教材是学生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媒介［3］，郑新

丽［4］、高维［5］、张禄佳［6］等人研究了语文、政治、历史等

学科教材中“国家认同”的体现。相对而言，研究化学

课程中“国家认同”的文献还比较少，仅有倪胜军［7］等

人分析了人教版初中化学教材中的爱国主义素材，律

智赢［8］等人分析了百年来化学课程标准中“国家认同”

的演变。

因此，笔者选择人教版、鲁科版、苏教版 3版高中化

学教材，对其中“国家认同”构成要素与内容构建特征

进行系统比较研究，以揭示不同版本教材中“国家认

同”教育内容的分布、呈现情况，并为教师教学提供

参考。

2 化学教材中“国家认同”内容的构成要素及建构

方式
围绕国家认同进行的教材内容分析主要涉及对国

家认同教材内容本身的特点归类分析以及对内容的建

构方式特点分析。

2． 1 构成要素
国家认同是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

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主权等的认

同［9］。林崇德［10］提到国家认同的组成部分包括国情、

文化、文明成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等方面。基于文献

和教材分析，构建国家认同构成要素( 见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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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描述

国情认同

地理环境资源
对祖国特色的疆域领土、自然景观、资
源，以及国家现有能源和资源不足、环
境污染问题等的描述

祖国建设
对祖国国防、基础设施、社会文明、经
济、农业、工业发展等各方面具有中国
特质的建设的描述

科学技术

对我国科学家提出的科学观念或思
考、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的突出成
就，以及面临的问题或科学技术现存
局限等的描述

文化认同

传统文化
对祖国历史长河中形成的文化、价值
观念、传统工艺，如农耕文化、民族精
神、道德品质、古代工艺技术等的描述

当代文化

对祖国现代社会生活情境中形成的文
化、价值观念，如具有中国特质的现代
建筑、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
的描述

政治
认同①

政治规范
对祖国关于社会众多资源﹑事务的政
策标准及法规要求的描述

政治价值观
对我国的指导思想和价值追求，包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民族的共
同理想等的描述

科学家
认同

对祖国科学家及其为祖国发展甚至人类社会进步所作
出巨大贡献、成就等的描述

注:①国家的政治认同主要包括国家的政策、执政党和政府、制
度、政治价值观等方面［11］，但是由于化学教材的属性导致其内容主
要是对国家政策规定和政治价值观的描述。

2． 2 建构方式
为了能清晰地比较 3 版教材中的国家认同要素，

基于“国家认同”构成要素特点，以及化学教材中有关

“国家认同”的描述特点，提出教材中“国家认同”的内

容建构的分析框架( 见表 2) 。

表 2 “国家认同”教育内容建构方式的分析框架

分析维度 分析指标 划分依据

位置分布

前言
处在绪言、章首、节首的国家认同文字
或图表描述

正文 处在正文的国家认同文字或图表描述

栏目 处在栏目的国家认同文字或图表描述

要素功能

引导性
由“国家认同”相关素材引出化学核
心知识

解释性
由“国家认同”相关素材解释化学核
心知识

拓展性
结合“国家认同”相关素材拓展学生
认知视野

续 表

分析维度 分析指标 划分依据

活动性
结合“国家认同”相关素材，以实验、
调查、讨论、查阅资料、项目学习等活
动深化学生体验

呈现方式

文字型
“国家认同”相关要素单独以纯文字
呈现

图文结合型
“国家认同”相关要素以文字结合图
片、表格的形式呈现

图表型
“国家认同”相关要素单独以图片或
表格的形式呈现

3 研究过程
3． 1 分析过程
由 2名研究者依据“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分析框

架，先独立梳理出人教版、鲁科版、苏教版高中化学必

修共 6册教材中有关“国家认同”教育的内容，对其构

成要素与内容构建特征进行编码。由于教材中一处国

家认同教育内容可能包含多种类型的国家认同要素，

因此需要分别统计该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中涉及的不

同类型要素，分别算作一则分析单元。

3． 2 案例分析
以苏教版必修 1 专题 5“微观结构与物质的多样

性”中对“徐光宪与稀土资源”的介绍为例进行分析说

明( 见图 1) 。

图 1 苏教版“徐光宪与稀土资源”国家认同要素

依据“我国是稀土资源大国，储量约占世界储量的
80%”，可得出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为国情认同 ( 地理

环境资源) 。在内容建构方面，由于其属于“调查研究”

栏目，因此其分布位置为栏目; 由于该段文字是对正文
“借助元素周期表制备新物质”知识的补充拓展，因此

其要素功能为拓展性; 由于其以文字描述呈现国家认

同要素，因此其呈现方式为文字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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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我国已故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以及“图 5 9 中国化学家徐光宪院士”图片，

可确定其构成要素为科学家认同。在内容建构方面，

由于其要求“上网或查阅图书资料”，因此，其要素功能

为活动性，深化学生的活动体验; 由于该要素是文字描

述结合科学家人物图像，因此其呈现方式为图文结

合型。

依据“我国已故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

者……在稀土元素提取和应用方面的卓越成就”，学生

能够了解我国在稀土提取与应用技术上的发展现状，

故其构成要素为国情认同( 科学技术) 。在内容建构方

面，要素功能为活动性; 呈现方式为文字型。

3． 3 信度分析
对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的构成要素以及内容构建方

式的 3 个维度进行编码分析，由 SPSS26． 0 计算得到

“国家认同”的构成要素、分布位置、要素功能及呈现方

式的 Kappa系数分别是 0． 919，1． 000，0． 932，0． 956，均

在 0． 8以上，表明编码可信。最后对编码差异处进行讨

论分析后达成共识。

4 研究结果
4． 1 构成要素比较
通过研究统计，发现人教版、鲁科版、苏教版 3版高

中化学必修教材中涉及“国家认同”的素材别有 63 处、

44处、56处。3版教材有大致相同的分布规律，主要呈

现国情认同和文化认同维度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政

治认同和科学家认同的内容较少( 见图 2) 。

图 2 3版教材中“国家认同”构成要素频次

4． 1． 1 国情认同

在国情认同维度的细类中( 见表 3) ，3 版教材都非

常关注科学技术维度的基本情况介绍，比如 3 版教材

都呈现了“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黑火药”“湿法炼

铜”“火法炼锌”“可燃冰开采”等的科技成就。除此之

外，人教版更重视祖国建设，如我国在“国防、交通运

输、化工生产”等方面的建设情况; 苏教版更重视地理

环境资源维度的内容呈现，如对我国“稀土资源、海洋

资源、石油储量”等地理环境资源概况的介绍。

表 3 3版教材中“国情认同”维度下细类频次

国情认同细类 人教版 鲁科版 苏教版

地理环境资源 6 6 15

祖国建设 14 5 8

科学技术 16 10 13

4． 1． 2 文化认同

在文化认同维度的细类中( 见表 4) ，3 版教材都主

要呈现传统文化维度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例如 3 版

教材都描绘了我国传统民俗谚语、传统酿造技术、陶瓷

制作、金属冶炼工艺的历史发展，促使学生能够通过分

享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习俗等形成对国家的归属

感［12］，建立对祖国文化认同。除此之外，人教版和鲁科

版还注重介绍《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中国古籍中蕴

含的传统化学工艺技术，向学生展现优秀的中华文明

成果;苏教版和鲁科版还特别注重中国古代珍贵的陶

器、瓷器、铁器、青铜器等的精美图片的呈现，增强学生

的感官体验，促进学生获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另一方面，3版教材也适度提及了当代文化维度的国家

认同教育内容。例如人教版教材中的地标性建筑鸟巢

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具有现代化的文化理念，突出了中

国文化的特色。

表 4 3版教材中“文化认同”维度下细类频次

文化认同细类 人教版 鲁科版 苏教版

传统文化 12 12 11

当代文化 5 2 1

4． 1． 3 政治认同

在“政治认同”维度方面( 见表 5) ，3版教材都比较

注重呈现我国的政治规范维度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

比如 3版教材都提到了我国“二氧化硫作为食品添加

剂的含量使用标准的规定”。除此之外，人教版提到了

我国“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加铁酱油的铁强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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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使用含铅汽油”等国家规定;鲁科版提到了“健全

酸雨防止的法律法规”“禁止酒驾”等国家规定;苏教版

还特别提到了“加碘食用盐碘含量添加标准”等规定。

另一方面，教材也适当提及了政治价值观维度的内容，

例如 3版教材提到了“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可持续发展”等国家发展的

基本理念。

表 5 3版教材中“政治认同”维度下细类频次

政治认同细类 人教版 鲁科版 苏教版

政治规范 6 5 3

政治价值观 1 1 2

4． 1． 4 科学家认同

3版教材在科学家认同维度上的内容最少，主要介

绍了“侯德榜、屠呦呦、徐光宪”等我国科学家以及他们

对我国发展的重大贡献。除此之外，鲁科版提到了闵

恩泽以及他在石油化工催化技术革新方面的重大成

就。教材中科学家内容是与学生自身发展紧密联系的

关键部分，科学家认同是学生将国家认同情感转化为

国家认同行为的重要环节，因此，教材应该注重科学家

内容的呈现。

4． 2 内容的建构方式比较
从国家认同内容要素的位置分布、要素功能、呈现

方式 3个维度比较教材中“国家认同”教育内容的建构

特征。由于 3版教材中涉及“国家认同”的相关内容总

数不同，为了能清晰对呈现 3 版教材在国家认同教育

内容建构上的比较，在后续分析中主要采用百分比

数据。

4． 2． 1 位置分布

由表 6可知，3版教材中国家认同教育内容位于前

言的最少，其次是正文，位于栏目的内容最多。位于前

言中的国家认同内容主要是作为情境性素材引导学生

对化学知识的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如鲁科版

在“硫的转化”这节的引言部分介绍了“炼丹家”和“古

代四大发明之一———黑火药”来引出硫及其化合物的

知识学习。因此，位于前言中的国家认同内容应该具

有生活化、趣味性、思考性的特点。位于正文的国家认

同教育内容分散在教材的各个位置，主要是对化学核

心知识的解释说明，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丰富

教材化学知识的学习。如人教版在“合成纤维”性能学

习时以“神舟”航天服为例进行说明，既增强化学知识

的可理解性，又使学生形成对我国航天技术研究的

认同。

表 6 3版教材中“国家认同”要素位置分布情况比较

前言 正文

栏目

资料拓
展类

实践活
动类

思考交
流类

练习应
用类

人教版 15． 9% 30． 2% 33． 3% 4． 8% 0． 0% 15． 9%

鲁科版 9． 1% 29． 5% 29． 5% 13． 6% 11． 4% 6． 8%

苏教版 14． 3% 35． 7% 19． 6% 7． 1% 3． 6% 19． 6%

为了便于分析栏目中国家认同要素，笔者将 3 版

教材中的栏目进行归类统计，包括资料拓展、实践活

动、思考交流、练习应用 4类栏目。由表 6 可知，3 版教

材的国家认同内容都主要集中在资料拓展类栏目中。

除此之外，3版教材在实践活动、思考交流活动性栏目

的内容都相对较少，教材可以适当将静态的文本栏目

调整为活动性栏目，以此来增强学生的参与互动感。

4． 2． 2 要素功能

由表 7可知，3 版教材中较为均匀地呈现引导性、

解释性和拓展性的国家认同要素的教学功能，也有少

部分发挥活动性教学功能的国家认同要素。引导性要

素的主要作用在于以国家认同的相关内容引出化学核

心知识的学习，主要位于教材的前言部分。拓展性要

素一般位于资料拓展性栏目，目的在于拓宽学生的认

知视野。

表 7 3版教材中“国家认同”要素功能分布情况比较

引导性 解释性 拓展性 活动性

人教版 28． 6% 33． 3% 30． 2% 7． 9%

鲁科版 25． 0% 29． 5% 34． 1% 11． 4%

苏教版 48． 2% 16． 1% 23． 2% 12． 5%

解释性要素以国家认同相关内容解释化学核心知

识，如人教版在讲授氧化铁颜色及其用途时，在旁边呈

现传统黑瓦红墙中式建筑图片并注解“Fe2O3 可做外墙

涂料”，使学生获得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同; 鲁科版在

讲授生产塑料的合成树脂种类时，以“水立方外立面膜

结构材料使用 ETFE 膜”为例进行举例说明，增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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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国社会建设的认同; 苏教版在讲授“一般从饮水、

粮食等中获取碘，但缺碘地区通过食用加碘盐补充碘

元素”时，提到“我国从 1994年开始推行全民食用加碘

盐工程”，增强学生对我国社会建设的认同。

活动性要素主要位于实践活动类栏目中，主要作

用在于深化学生的活动体验，引导学生在动态的活动

中获得对祖国各方面的认同，如人教版开设的“了解纯

碱的生产历史、豆腐制作”等研究与实践活动，使学生

在活动中获得对我国的祖国建设、科技发展、传统文化

等方面的认同;鲁科版开设的“论证重污染天气汽车限

行的合理性、自制米酒———领略我国传统酿造工艺的

魅力”等特色微项目，使学生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对我国

的环境现状、传统文化、技术工艺的认同。

4． 2． 3 呈现方式

由表 8可知，3版教材都主要以文字描述的方式呈

现国家认同的相关内容，人教版和鲁科版的较多内容

也单独以图片或表格的方式呈现，图文和文字结合呈

现国家认同的内容最少。图文结合的呈现方式能够加

深学生的理解，激发学生的国家认同意识。

表 8 3版教材中“国家认同”呈现方式分布情况比较

文字型 图文结合型 图表型

人教版 52． 4% 19． 0% 28． 6%

鲁科版 45． 5% 25． 0% 29． 5%

苏教版 82． 1% 14． 3% 3． 6%

如 3版教材都会在介绍“科学家及其科研事迹”时

在旁边配上科学家人物形象图。除此之外，人教版在

介绍我国 1965年在世界上首次完成结晶牛胰岛素全合

成时，还特别在旁边配上“纪念结晶牛胰岛素合成五十

周年发行邮票”的图片，生动形象地描绘我国在世界上

取得的卓越科学技术成就;鲁科版在讲授“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环保理念时在旁配上“美丽中国一角”的

图片，使学生深刻地理解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

政治价值观;苏教版在介绍我国“神舟号”航天飞船的

部件材料时结合图片“用铝锂合金制成的航空飞行器”

向学生科普我国在国防建设中的突出表现。因此，教

材可以适当将文字型处理方式调整为图文结合型处理

方式，增强国家认同内容素材的生动形象感。

5 结论与建议
5． 1 研究结论
在国家认同构成要素的总体统计中，人教版教材

中“国家认同”要素数量最多，苏教版次之，鲁科版相对

较少。在具体要素类型中，3版教材有大致相同的分布

规律，3版教材都主要呈现“国情认同”维度的国家认

同教育内容，其次是文化认同、历史认同、政治认同维

度，科学家认同的数量最少，在国情认同的细类中科学

技术的内容最多，在政治认同的细类中政治规范的内

容相对更多。在国情认同维度的细类中，3 版教材描述

最多的为“科学技术”内容，人教版还比较重视对“祖国

建设”方面的国情内容呈现，苏教版还比较重视“地理

环境资源”方面的国情描述。

在国家认同内容建构中，3版教材也有大致相同的

内容建构特点。在位置分布上，3 版教材中国家认同内

容主要位于栏目中，其次是正文，位于前言部分的内容

最少。在栏目的具体分类中，最多的国家认同内容位

于资料拓展类栏目中。在要素功能上，3 版教材中较为

均匀地呈现引导性、解释性和拓展性的国家认同要素

的教学功能，也有少部分发挥活动性教学功能的国家

认同要素。在呈现方式上，3版教材都主要以文字描述

的方式呈现国家认同的相关内容，人教版和鲁科版的

较多内容也单独以图片或表格的方式呈现，图文结合

的方式最少。

总体来说，3版教材都全面地构建了积极正面、不

断发展进步的国家形象，呈现了丰富的国家认同教育

内容，其中人教版的相关内容尤其丰富，鲁科版和苏教

版的内容形式新颖多变。

5． 2 高中化学课堂融入国家认同教育的教学
实施建议

在化学课堂教学中，要在化学知识学习过程中融

入国家认同教育，可以将国家认同要素内容作为情境

素材开展真实情境化教学［13］，针对现有的国家认同教

育存在知识灌输的现状，建议教师采用启发式、探究和

体验式的教学方式［14］。

针对教材中多样化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教师要

挑选合适的内容开展课堂教学。有些附加性的、拓展

性的、科普性的或者教材一笔带过的内容不必专门强

调，可以留给学生课外阅读，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获得
( 下转第 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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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认同的体验。有些内容可以适当展开或稍作分

析，如我国的稀土资源储量与提取应用技术、可燃冰储

量与开采技术、结晶牛胰岛素首次全合成等世界瞩目

的成就。

重要内容需要作专题分析，例如侯德榜制备纯碱

的改进方法、屠呦呦发现并提取青蒿素的历史过程、我

国传统的酿造技术等内容需要教师重点分析并设计专

门的实践研究活动或项目式学习，这不仅能够使学生

在活动中获得国家认同的体验，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

意识，更重要之处在于从化学视角理解其中的内容，例

如学习侯氏制碱法的化学原理以及其在我国化工生产

中的独特优点，分析屠呦呦提取青蒿素的有机化学原

理，挖掘我国传统酿造技术中的化学原理等。

除此之外，针对教材中同一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

教师可以借鉴不同版本教材在相同内容呈现上的特

点，并结合学生自身的特点，有选择性地组织内容进行

教学。基于研究发现，部分相同的国家认同教育内容

在不同版本教材中都有描述，例如“屠呦呦提取青蒿

素”“徐光宪提取应用稀土资源”“食品添加剂二氧化硫

食用标准”“我国传统酿酒、酿醋工艺技术”等重要的国

家认同教育内容在 3 版教材中均有呈现，但是对应的

内容陈述与建构方式各有特点。因此，教师在进行国

家认同教学设计时可以借鉴不同版本教材中相关内容

呈现，并结合具体情况进行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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