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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E教育源于这样一种信念，即应该建立学生

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1］相比于在校的分科教学，现

实问题经常是综合的、跨学科的。STSE教育正是把

科学知识与科技发展、日常生活、社会进步、生态环境

相互紧密结合起来的教育理念，［2］《普通高中化学课程

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中

提到课程方案要求的“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

展，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作准

备”［3］，这与STSE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即将“为了生活”

代替“为了考试”［4］。我国基础教育的各科教材也依据

这一要求进行了相应的改革，将 STSE教育理念融入

其中，在保持分科教学、保证学习效果的前提下将知

识学习与现实世界相联系。

基于上述分析，以化学教材为例，对新旧人教版

高中化学必修教材（以下分别简称为新版教材、旧版

教材）各项栏目中的STSE教育内容进行挖掘、统计与

分析，希望对高中化学教师实施融入 STSE教育理念

的课堂教学有所启发。

一、STSE教育内容在化学学科中的内涵界定

为了便于统计与分析新旧教材中STSE教育内容

的分布，基于一些已有研究，［5］结合化学学科知识特点

对 STSE教育内容四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内涵界定，

如表1所示。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教材对化学相关职业的

介绍有助于学生更清晰地认识到化学在社会建设中

的“落脚点”，更好地建立起书面知识与现实世界的通

道，内涵界定中将“化学相关职业工作者”单独列为一

项，并划分在“化学与社会”主题中。

二、新旧教材中STSE教育内容的分布

在具体分布上，各项栏目、课后习题以及正文中都

有STSE教育内容的渗透与体现，其中各个栏目中的内

容分布更为鲜明，大多以段落的方式呈现，而课后习题

和正文中的内容分布都采用融合、渗透的方式，以单句

的方式呈现，不便于界定与统计。因此，根据表 1的

STSE教育内容的内涵界定，分别对新旧教材的各项栏

目中的STSE教育内容进行了统计，如表2和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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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E教育要素

S
（Science）

T
（Technology）

S
（Society）

E
（Enviroment）

化学学科中对应主题

化学与科学

化学与技术

化学与社会

化学与环境

主题简称

S1

T

S2

E

内涵界定

1. 化学基本知识的拓展、延伸

2. 化学研究的前沿知识科普

3. 化学科学思想与科研方法的介绍

4. 化学科学的发展历史介绍

1. 化学高新技术及应用的介绍、分析

2. 化学相关日常生活用品或应用的分析

3. 化学科学中现代实验仪器的应用

1. 化学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

2. 化学知识与社会热点的关联与讨论

3. 化学相关职业工作者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4. 社会责任与爱国情感的渗透与培养

1. 化学知识与自然现象的结合与分析

2. 化学科学技术应用的环境影响

3. 化学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探讨

表1 STSE在化学教科书中体现主题的内涵界定表

章节

一

二

三

四

栏目及主题归类

旧版

资料卡片：常见危险化学品的分类（S1）

科学史话：丁达尔效应的发现（S1）

科学视野：分散系与大气污染（T，E）

资料卡片：铝的氧化膜（T）；硫酸铝钾与净水剂（T）；
铜盐（T）；金属材料（T，S2）

科学视野：未来金属——钛（S1，T，S2）；用途广泛的稀
土金属（S1，T，S2）

实践活动：铝盐和铁盐的净水作用（T）；合金的用途
（T）；角色扮演（T，E）
思考与交流：如何选用材料（T，E）

科学视野：硅酸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S1，S2，E）；新型
陶瓷（S1，T，S2）；火箭为什么能飞上天（S2）；成盐元素
——卤素（S1）

新版

方法导引：分类（S1）；模型（S1）

化学与职业：化学科研工作者（S2）

资料卡片：丁达尔效应（S1）

科学史话：氧化还原反应概念的发展（S1）

思考与讨论：汽车尾气的催化转化（T，E）
科学史话：侯德榜和侯氏制碱法（S1，S2）

研究与实践：了解纯碱的生产历史（S1，T，E）
思考与讨论：氯气发现的历史（S1）；自来水消毒剂的使用（T）
科学·技术·社会：验证次氯酸光照分解产物的数字化实验（S1，T，S2）

化学与职业：水质检验员（S2）

资料卡片：人体中的铁元素（T）；钢中合金元素的主要作用（T）；铝
制品的表面处理（T）
方法导引：认识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视角（S1）

探究：利用覆铜板制作图案（T，S2）

研究与实践：检验食品中的铁元素（T）
化学与职业：测试工程师（S2）

科学·技术·社会：超级钢（S1，T，S2，E）；
用途广泛的稀土金属（S1，T，S2，E）

科学史话：原子结构模型的演变（S1，T）；元素周期表的发展（S1）；门
捷列夫的预言（S1）

化学与职业：科技考古研究人员（S1，S2）

信息搜索：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S1，T）

表2 新旧人教版必修一中STSE教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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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科学史话：氯气的发现和确认（S1）

资料卡片：空气质量检测与化学武器中氯气的使用
（S1）；预防硫化氢中毒（T，E）；防治酸雨的措施（T，E）
学与问：自来水消毒剂（T）
实践活动：分析空气污染的成因（E）；雨水pH的测定
（T，E）

24

方法导引：预测（S1）

研究与实践：认识元素周期表（S1）

资料卡片：分子间作用力（S1）

29

（续表2）

表3 新旧人教版必修二中STSE教育内容

章
节

一
/
五

二
/
六

三
/
七

四
/
八

栏目及主题归类

旧版

资料卡片：门捷列夫的预言（S1）

科学视野：人造元素（S1）；分子间作用力和氢键（S1）

科学视野：生物体中的能量转化（S1，E）；社会发展与能
量利用（S1，S2，E）；神奇的催化剂（S2）

资料卡片：一次能源与二次能源（S1）

思考与交流：生活中的化学反应速率（T）；控制生活中化
学反应速率的实例（T）；建筑物的定向爆破（T）

科学史话：炼铁高炉尾气之谜（S1，T）
资料卡片：生活中的甲烷（T）；芳香族化合物（S1）；酒驾
检验原理（T）；糖尿病检验原理（T）
思考与交流：乙烯和苯的用途（T）
科学视野：人造血液（S1，T）；生命的化学起源（S1）

科学史话：苯的发现和苯分子结构学说（S1）

资料卡片：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S1，E）；海水提溴
（T）；甲烷水合物（S1，E）
思考与交流：金属资源的开采与利用（S1，E）；
塑料制品的回收与利用（T，E）；酸雨与水华（T，E）
科学视野：自然资源的开源与节流（T，S2，E）；
壁虎的脚与胶黏剂（T）

新版

资料卡片：食品中的二氧化硫（T）；硫酸盐（T）；自然界中硫的存在
和转化（T）；金属氧化物与玻璃制造（T）；高纯硅的制备（T）
化学与职业：化学工程师（S2）

科学史话：合成氨（S1，S2）

思考与讨论：工业上硝酸的制备（T）
研究与实践：测定雨水的pH（T，E）
科学·技术·社会：新型陶瓷（S1，T，S2）

资料卡片：2015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和构成（S2）

思考与讨论：对燃料使用的建议（S2，E）；化学反应的快慢与日常生
活（T）；燃烧反应的调控（T，E）
信息搜索：能源消费与节能（S2，E）；电池（S1）

科学·技术·社会：发展中的燃料电池（S1，T，S2，E）；神奇的催化剂
（S1，T，S2，E）
化学与职业：电池研发人员（S2）

研究与实践：了解车用能源（T，E）
方法导引：变量控制（S1）

科学史话：炼铁高炉尾气之谜（S1，T）
资料卡片：使用模型研究物质结构（S1）；甲烷气体爆炸的风险
（S2）；酒类产品中的乙醇（T）；食品包装中的脱氧剂（T）；糖尿病的
检验（T）
思考与讨论：生活中的烷烃（T）；福尔马林与波尔多液（T）
信息搜索：乙烯的用途（T）；酿酒和制醋的传统方法（S1）

科学史话：芳香族化合物与苯（S1）

科学·技术·社会：黏合剂和涂料（S1，T，S2）；奶油（S1，T，S2）

方法导引：认识有机化合物的一般思路（S1）

化学与职业：营养师（S2）

研究与实践：了解食品中的有机化合物（T）
资料卡片：自然资源与可持续发展（S2，E）；
海水中的化学元素（S1）；天然气水合物（S1，S2，E）；处方药与非处方
药（T）；食品添加剂的使用（T）
思考与讨论：生产 1kg铝（T，E）；海水提溴工艺（T）；化肥与农药
（T，S2，E）；抗酸药（T）；硫、氮元素与环境污染（T，E）；
环氧乙烷的生产（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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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27

信息搜索：海水资源综合利用（T）；食品添加剂的使用（T，S2）

科学·技术·社会：生物质资源的利用（S1，T，S2，E）；滴滴涕的功与
过（S1，T，S2，E）；
化学与药物设计、合成（S1，T，S2）；人工光合作用（S1，T，S2，E）
研究与实践：豆腐的制作（S1，T）
化学与职业：环境保护工程师（S2，E）

56

（续表3）

人教版教材在全国使用的范围较为广泛，对课程

标准要求的执行比较到位，以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为

例，尤其是新版教材，其本身的编写在波特一致性范

式、内容主题和认知水平上和与课程标准的一致性也

较高。［6］人教版高中化学教材贯彻了化学课程对于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致力于发展化学学科的育人

价值，多层次、多角度地渗透化学学科核心素养，同时

结合时代主题，体现STSE教育理念。通过表2和表3
可以发现，新旧教材中体现 STSE教育内容的栏目分

布与内容上既有继承，又有很多更新与改进。

三、STSE教育内容分布上的继承与改进

1. 继承

（1）栏目种类与功能

旧版教材中体现STSE内容的栏目主要集中在资

料卡片、科学史话、思考与交流、科学视野和实践活动

中，其中“资料卡片”和“科学史话”在新版教材中得到

了延续，“思考与交流”也改为“思考与讨论”展现在新

版教材中。并且，“资料卡片”和“科学史话”通常以大

段的描述性语言进行知识补充与拓展，例如人教版旧

版化学1中第三章49页的“资料卡片”内容为“铝的氧

化膜”，以叙述的方式为学生拓展了铝的氧化膜在经

过怎样的化学处理后使铝制品的用途更加广泛，对应

了“化学与技术”主题中化学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的

STSE内涵。“思考与交流”则以补充性知识与启发性

问题相结合的方式，调动学生的联想与发散思维，将

书本的化学知识与生动的自然或社会现象联系起

来。例如人教版旧版化学1中第三章66页的“思考与

交流”内容为“如何选用材料”，将学生置身于家庭的

装修场景中，启发学生从多角度切实考虑窗户的不同

装修材料选用的利与弊，对应了“化学与技术”与“化

学与环境”主题。

（2）主题与内容

一些经典的STSE教育内容在课程改革后仍然存

留在教材中，例如旧版化学1栏目中的铝制品表面的

处理、净水剂的使用、自来水消毒剂、新型陶瓷和雨水

pH的测定等内容，在新版化学第一册中继续发挥

STSE教育功能。这些栏目内容极其贴近生活，引导学

生发现身边的化学知识，理解常见生活现象后的化学

原理。例如人教版旧版化学2中第四章91页中“资料

卡片”内容为“海水提溴”，将学生认知中认为不易接

触到的化学试剂“溴”与大海联系起来，对应“化学与

技术”主题中化学与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STSE内涵。

2. 发展

（1）栏目种类与功能

从统计数据结果上看，新版教材的蕴含 STSE教

育内容的栏目数量（85）明显高于旧版教材（51），栏目

设置的种类与功能也较旧版丰富很多。为了更清楚

地了解新版教材中 STSE教育内容的栏目分布情况，

依据表1和表2制作条形统计图，见图1。
由图1可以直观看出，新版教材的STSE教育内容

集中分布在思考与讨论、资料卡片和科学·技术·社会

栏目中，其中科学·技术·社会栏目是课程改革后教材

新增的STSE专题栏目。这一专题栏目的设计不仅是

课程改革重视 STSE教育的最直接表现，更能启示学

生主动地去领悟教材的编排意图，鼓励学生在课堂之

外主动地探寻、发现化学的痕迹。例如第二册第七章

88页的“奶油”内容，展示了学生触手可及的食品材料

背后的化学知识，能够启发学生接触其他食物材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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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思考与联想，以化学的角度看待问题。其他蕴含

STSE教育内容的新增栏目也各有特色，如“信息搜

索”栏目，结合当下信息时代特点，改变传统的教材将

知识内容直接全部展现的方式，启发学生去进行信息

搜集与整合，有选择性地获取知识；“方法与导引”栏

目侧重于指引学生学习化学的方法与思路，如第一册

第三章69页中展示的“认识元素及其化合物性质的视

角”，将“物质类别”和“元素价态”两个化学中的重要

认识视角加以阐述与举例说明，帮助学生用这两个认

识视角加以统摄学习零散的元素化合物知识，促进结

构化知识的形成；“化学与职业”栏目则将抽象的化学

知识与具体的职业人员相对照联系起来，学生在了解

了化学学科相关的职业后，学习化学也更加有指向

性、有目标，这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与就业选择打下

一定基础。如新版化学第二册第六章39页的“电池研

发人员”职业介绍，在这个电子设备应用十分普遍的

时代，学生对多种电池都有过一定的接触，对于电池

使用性能的体验也大多有所感受，因此他们对电池的

研发这一项工作是能够了解到其实际意义与价值的，

这便能推动化学职业在学生认知中的萌芽。

同时对比新版两册教材发现，化学第二册的

STSE教育内容的栏目分布数量明显多于第一册，对

照表1和表2，可以看到化学第二册的第七章（有机化

合物）和第八章（化学与可持续发展）的 STSE教育内

容分布最为集中。

（2）主题与内容

根据表1的内涵界定，本文又对STSE教育内容的

主题分布进行了统计对比，见图 2。从雷达图中可以

看到，总体上新旧教材中的STSE教育内容在主题“化

学与技术”中分布最为集中，原因之一是本文的“化学

与技术”主题的内涵界定中包括了化学在日常生活中

的应用，这一方面较为容易建立学生与现实世界的联

结感、实现知识到周边世界的跨越，也容易在教材栏

目中展现。相对地，主题“化学与环境”中分布最少，

对照表1、表2可以看到，这一主题通常是复合在其他

主题之中进行表达。

科学

技术环境

社会

旧版化学1
旧版化学2
新版第一册
新版第二册

图2 人教版新旧必修教材中STSE教育内容的主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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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新旧版教材的主题分布，可以发现新版教材

在“化学与社会”主题的分布增幅最大，其中 STSE教

育内容的选择更加重视引导学生关注与化学相关的

社会问题。即便是主题相同的栏目设置，新版教材也

根据时代背景与课程要求进行了更新与调整，例如

“新型陶瓷”这一内容，在旧版化学1与新版化学第二

册中同时呈现，旧版教材中呈现内容侧重于四种新型

陶瓷的功能与用途的简述，而新版教材中增添了每种

新型陶瓷的成分介绍和详细用途；“神奇的催化剂”在

旧版化学2与新版化学第二册中同时呈现，旧版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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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导引

化学与职业

思考与讨论

资料卡片

科学技术社会

探究

科学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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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人教版新版必修教材中STSE教育内容在不同栏目中的

分布

·课程与教材研究··课程与教材研究·

—— 76



化学教与学2023年第3期

化学教与学（http：//hxjy.cbpt.cnki.net或http：//www.jschemedu.com）化学教与学（http：//hxjy.cbpt.cnki.net或http：//www.jschemedu.com）

中插图选用净化汽车尾气的催化剂及其载体，而新版

教材的插图改为氨氧化法制硝酸使用的网状铂-钯-
铑合金催化剂，与当前的化学前沿技术相结合，增添

栏目内容的新鲜感与科技感。

以新课标的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要求为指引，对

比新旧教材在 STSE教育内容的分布，可以体会到如

今国家与社会对 STSE教育的重视。对 STSE教育资

源的充分发掘与利用是实施 STSE教育的有效切入

点。除了以上总结的教材中 STSE内容素材的使用，

每个地区、每个学校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都有一

定差异，这个差异正可以作为教师去搜寻当地特色

STSE教育资源的突破口。例如，我国北方一部分城

市的经济发展是以钢铁产业作为支撑的，而钢铁产业

通常伴随着大量的能源消耗与周围地区的水污染、大

气污染等问题，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呈现失衡状态。

面对这样的情况，教师如何引导学生进行辩证思考与

尝试提出合理的建议？如何将之与教材知识相联

系？如此，教师可以“因地制宜”“因课施教”去实现化

学学科与STSE教育思想的进一步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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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人教版中职化学教材突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

原则，体系结构合理，知识的逻辑性强；内容编写遵循

课程标准要求，尊重中职学生的认知特点和发展规

律；内容及呈现方式科学合理，语言精练，通俗易懂；

内容和习题的设计体现了选择性，为不同地区中职教

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弹性空间，有利于教师的发

展和学生的专业规划。同时，教材很好地体现了立德

树人这一育人要求，将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有效融合于

内容中。从知识讲解到能力培养，从栏目设计到情境

创设、从知识掌握到实际应用，都对激发学生思维、提

升学生学习及应用能力、开阔学生视野、提供未来职

业发展方向及树立化学学习自信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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