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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系统培育社会责任素养，从内容要素和作用对象两个角度细化“社会责任”素养，从认知角度构建社会责

任素养的课堂教学模型。以“科学防疫”主题单元教学为例，从主题单元确定、学习活动设计、教学实践及实践感悟

等方面阐述如何基于社会责任素养的教学模型开展单元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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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责任素养

“社会责任”是“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基本要点

之一［1］。《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 2017 年版 2020 年

修订) 》( 以下称为“新课标”) 中明确提出“社会责任”

是化学学科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2］。在《浙江省

中小学学科德育指导纲要》中将“社会责任”划为化学

学科德育范畴［3］。由此可见，社会责任素养既是跨学

科素养要求又是化学课程培育目标之一。

结合化学学科特点，新课标对“社会责任”的要求

在学科方向上适当延伸，指向更加明确和具体，它有如

下要点:“深刻认识化学对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大贡献; 具

有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 从自身做

起，形成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能对与化学

有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能参与有

关化学问题的社会实践活动。［4］”

基于课标要求和相关文献，本研究分别从内容要

素和作用对象两个角度细化“社会责任”，并对其进一

步分类，构建如图 1 所示模型。从内容角度划分，“社

会责任”素养分别从内部责任心理 ( 理性的情感认同)

和外显责任行为( 实证的行为习惯) 两个方面对学生提

出要求［5］: 其一，具有理性的情感认同和正确的价值观

念，表现为安全意识、赞赏化学、持续发展、绿色环保的

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其二，运用化学学科核心概念、

思维方式和学科观念认识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表现

为主动关心、分析评估、合理决策、创意设计等责任行

为; 从作用对象角度划分，“社会责任”素养分别从个人

和社会角度进行构建，也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促进

个人健康生活，偏向于化学与生活。其二，促进社会有

序发展，偏向于化学与技术。

图 1 社会责任素养的结构模型

2 社会责任素养的课堂实践模式

作为品德领域的社会责任素养，其形成过程可以

采用心理过程的知、情、行三要素分析模式，即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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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划分为社会责任认知、社会责任情感和社会责任

行为三个基本维度［6］。

结合社会责任素养的内涵和化学学科特征，将社

会责任素养发展的三个基本维度与教学环节相关联，

形成社会责任素养的课堂实践模式，如图 2 所示。

图 2 社会责任素养的课堂实践模式

社会责任情感是社会责任素养发展的动力。为学

生创设与日常生活相关联、有意义的真实情境，激发其

内在情感共鸣，唤起其社会责任感，萌生其强烈的“我

要做”的意愿; 社会责任认知是社会责任素养形成的认

识基础，是指个体对自身所应承担社会责任的知觉和

认识［7］。具体到化学学科角度，它还应能在真实情境

中提炼关键问题并将其转化为化学学科问题，聚焦化

学学科核心知识，运用化学学科思维开展活动，解决问

题并构建问题解决的一般模型，实现从“我要做”到“我

能做”的提升; 社会责任行为则是社会责任素养发展的

综合成就表现。学生在习得相关的化学知识、形成一定

的认识思路后，再由学科问题回归到社会问题，积极参与

社会事务的讨论、宣传和决策，具备应用化学知识解决真

实问题的担当和能力，从而践行社会责任认知，升华社会

责任情感，实现从“我能做”到“能做成”的跨越。这几

个要素并不是静态的单向关系，而是相互交融、动态发

展、螺旋上升，达到“知、情、行”相统一的境界。

3 “科学防疫”主题下培养社会责任素养的课堂

实践

3. 1 “科学防疫”主题下培养社会责任素养的

单元设计

3. 1. 1 教学主题选取

2020 年的新冠疫情一直持续至今，不由得引发我

们思考: 学生在面对疫情时，从化学学科视角而言，是

否具备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处事能

力? 是否体现个人的社会责任与担当? 从这些思考中

寻找课堂教学的教育主题———科学防疫。

将课标中与“科学防疫”相关联的主题罗列之后进

行内容重构，从“发展社会责任素养”和“形成学科认识

思路”两个角度出发，选择“合理使用 ClO2 泡腾片”和

“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发展”为教学载体，体现如下

教学价值。

( 1) 系统涵盖社会责任素养。“合理使用 ClO2 泡

腾片”属于化学与生活的内容范畴，旨在引导学生形成

“化学促进人类健康发展、化学品使用安全规则与安全

意识”等认识，从而能够形成科学的生活态度和良好的

生活习惯［8］。“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发展”属于化学

与技术的内容范畴，旨在引导学生形成“化学科学促进

材料发展”“‘化学 技术 环境 社会’相关联的可持

续发展理念”［9］，树立绿色化学观念，对化学技术过程

进行合理分析、评估和设计。

( 2) 深刻体现学科认识思路。高中阶段化学物质

主要分为无机物和有机物。“合理使用 ClO2 泡腾片”，

主要建立无机物的认识和分析视角: 基于元素组成识

别物质，基于“价态 类别”的角度讨论无机物的组成、

性质和转化。“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发展”主要建立

简单有机物的认识和分析视角，从“官能团 化学键”的

角度认识有机物的组成和结构，并预测有机物的性质

和转化。

( 3) 分阶段发展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对“科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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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主题内容统筹规划后，结合化学课程内容编排特点

和学生认知发展特点，分阶段落实到必修、选修教学

中，逐步发展社会责任素养，形成学科认识思路。“合

理使用 ClO2泡腾片”的教学适用于必修阶段的必修主

题 5———化学与社会发展，该教学主题约 1. 5 课时完

成;“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发展”的教学适用于选择

性必修阶段的选择性必修 3 主题 3———生物大分子及

合成高分子，该教学主题约 2 课时完成。也可以将该主

题单元教学集中安排在选修课程系列 2———化学与社

会主题下共 4 课时左右完成。

3. 1. 2 教学目标制定

与“科学防疫”主题相关的教学内容分散在课程标

准的必修主题 2、必修主题 5、选择性必修 3 主题 3，以

及选修系列 2 主题 1、主题 2。提取课标相关内容进行

重组整合，基于学生已有认识水平，制定教学目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科学防疫”主题单元教学目标

“科学防疫”主题单元教学目标 分主题内容 分主题教学目标

发展社会责任素养
合理使用 ClO2泡腾片

1．通过阅读资料和实验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认识 ClO2 的强氧化

性。建构研究无机物的基本思路: 基于元素化合价分析物质可
能具有的氧化 /还原性质。
2. 解读 ClO2泡腾片原料组成，分析 ClO2 的产生原理，能从价态

类别角度认识物质间的相互转化。理解缓释技术，赞赏化学
的应用价值与贡献。
3. 通过解读说明书，能分析评估 ClO2 泡腾片使用安全问题，并

设计 ClO2泡腾片使用指南，形成合理使用化学品的基本思路。

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
发展

1．通过实验等活动探究防病毒口罩的结构 性能关系，建构有机
化学“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用途”的学科思想。
2. 通过设计聚丙烯合成路线，从官能团和化学键的角度认识加
聚反应特点，构建单体与聚合物的内在关联。
3. 通过对防病毒口罩材料结构的改进和优化，建立从化学视角
分析、解决材料问题的思路方法。树立“尊重自然、持续发展”
的科学态度，赞赏化学对人类社会进步所做的贡献。

3. 1. 3 单元教学整体设计

将“科学防疫”主题下的单元教学与社会责任素养

的课堂实践模式相结合，得到基于社会责任素养的单

元教学设计结构图( 如图 3 所示) 。

图 3 基于社会责任素养的单元教学设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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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科学防疫”主题下单元学习活动设计

从教育过程来看，社会责任必须让学生在自主体

验中获得感悟［10］。表 2 和表 3 汇总了“科学防疫”主题

下两个课题的学习情境、任务、活动以及设计意图，具

体说明通过开展学习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推动学生形

成良好的社会责任素养。“合理使用 ClO2泡腾片”简称

“消毒剂课例”，“防病毒口罩滤芯材料的设计及发展”

简称“口罩材料课例”。

表 2 “消毒剂课例”学习情景、任务、活动及设计意图

情境 任务 活动 设计意图

湖北村民误服 ClO2 消毒泡

腾片中毒

课堂总任务:
如何使用 ClO2泡腾片?

活动 1: 确定研究总方向。
活动 2: 提出研究方案，讨论研究思路。

真实情境触动学生关爱生命的情感，
切实感受“合理使用化学品”的必要
性，以及迫切开展学习活动的欲望。

ClO2是安全等级 A1 级的第

四代含氯消毒剂

任务 1:
利用 ClO2 泡腾片配制 ClO2

消毒液，观察记录现象

活动 3: 阅读说明书中配制注意事项，提
炼要点。
活动 4: 配制 ClO2 消毒液，观察并记录配

制过程中的现象。
活动 5: 观 察 并 描 述 ClO2 溶 液 的 物 理

性质。

亲历配制消毒液的过程，树立使用化
学品的规则意识，养成阅读说明书的
习惯。感知“泡腾”现象，观察 ClO2 水

溶液的颜色、气味等物理性质，为后续
学习活动的开展提供感性认识基础。

任务 2:
认识 ClO2的强氧化性

活动 6: 结合 ClO2 消毒水的用途，从氯元

素化合价角度预测 ClO2的化学性质。
活动 7: 根据提供的药品，设计实验验证
ClO2的氧化性。
活动 8: 设计家庭小实验验证 ClO2 的氧

化性。

从化学学科视角认识生活中的化学
品，学生完整地经历“提出合理假设
实验验证 改进实验 得出结论”的科
学论证过程，形成基于核心知识认识
化学物质的一般思路。设计家庭小实
验，需要学生自选实验用品，评价学生
的知识储备量和思维有序性。

ClO2作为食品添加剂写入

国家标准

任务 3:
认识 剂 量 对 物 质 性 质 的
影响

活动 9: 讨论“ClO2是一种食品添加剂”与

“村民误服 ClO2泡腾片中毒”是否矛盾?

利用看似矛盾的事实引导学生将问题
聚焦于“用量”，深刻体会物质的性质
与用量的密切关联。从掌握用量角度
安全使用化学品，强调思维的辩证性。

ClO2消毒剂从发明到推广

历经百年

任务 4:
认识“泡腾技术”的妙用

活动 10: 从氧化还原反应角度认识 ClO2

的制备原理。
活动 11: 结合 ClO2泡腾片成分，从离子反

应角度认识“泡腾”技术。
活动 12: 结合 ClO2不稳定性，从反应速率

角度说明“泡腾技术”的巧妙之处。

结合 ClO2消毒剂“安全高效”和“难以

推广”的对比，认识 ClO2 制备原理，引

导学生深刻体会人类利用化学知识、
科学技术调控化学反应，有效规避风
险，充分发挥化学品的使用价值。渗
透学科活动的“认知价值”和“育人价
值”。

ClO2消毒剂使用说明书
任务 5:
归纳“合理使用化学品”的
思路

活动 13: 阅读说明书，从学科知识角度阐
释“注意事项”的学科内涵。
活动 14: 通过本节课，该如何合理使用化
学品?
活动 15: 制作海报宣传合理使用家用消
毒剂。

感悟和提炼“合理使用化学品”的认
知思路，并外显社会责任行为，评价并
发展学生运用化学学习成果尝试解
决、处理生活中的化学问题的担当和
能力。

表 3 “口罩材料课例”学习情景、任务、活动及设计意图［11］

情境 任务 活动 设计意图

新冠肺炎期间，口罩发挥至
关重要的作用

任务 1: 探秘口罩———认识
防病毒口罩滤芯材料的结
构和性质

活动 1: 基于防护功能，选择合适的防病
毒口罩滤芯材料。
活动 2: 基于实物，认识防病毒口罩滤芯
材料的结构特点。
活动 3: 实验验证聚丙烯的疏水性、热塑
性并从微观角度解释。

口罩作为重要抗疫物资触动学生认可
化学材料对人类的贡献，激发其进一
步深入认识口罩材料的愿望。
探索口罩材料的组成、结构、性质过程
中，始终围绕“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
定用途”的认识思路，突出对有机物
结构特征的分析，有助于形成认识有
机物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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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情境 任务 活动 设计意图

1. 口罩短缺时，中石化官
微发文“我有熔喷布”

2. 口罩导致的“白色污染”
开始对自然产生威胁

3. 文献资料《防雾霾纳米
滤芯及其口罩的开发与
生产》

任务 2: 探索防病毒口罩滤
芯材料的来源与去向

活动 4: 设 计 从 石 油 到 聚 丙 烯 的 合 成
路线。
活动 5: 基于聚丙烯结构特点，归纳加聚
反应特征。
活动 6: 调查废弃一次性口罩的去向，并
从绿色化学角度进行评价。

感受口罩紧缺时，中石化的责任担当。
设计聚丙烯的合成路线，从官能团和
化学键的微观视角认识有机物的转
化; 废弃口罩对环境的污染激发学生
的环保意识，树立与环境和谐共处、合
理利用自然资源的观念。

任务 3: 从“绿色化学”角度
设计新型口罩滤芯材料

活动 7: 从官能团和分子骨架角度优化结
构，实现材料可降解。
活动 8: 阅读文献，设计可降解口罩滤芯
材料———聚丁二酸丁二酯的合成路线。
活动 9: 基于绿色化学观念，从结构角度
认识并评价原料可再生、产物可降解的新
型口罩滤芯材料———聚乳酸。

综合有机化学核心知识，运用有机物
的认识思路解决新的问题，并用科研
成果肯定学生的改进思路，激发其成
就感。
创设机会引导学生参与到材料选择与
使用的社会议题中，并做出有科学依
据的判断、评价、优化和决策。实现
“绿色化学”社会责任观念切实转化
为社会责任行为。

展望新型空气过滤高分子
材料

任务 4: 建 构 与 凝 练 思 维
模型

活动 10: 建构有机高分子认识模型。
活动 11: 凝练化工产品设计模型。
活动 12: 查阅资料，选择空气过滤高分子
材料，从结构、性质、转化等多角度分析和
论证其优势。

感悟和提 炼“口 罩 滤 芯 材 料 的 设 计
及发 展”的 认 知 思 路，总 结 研 究 有
机物的认识思路和化工产品设计模
型，外显社会责任行为，评价并发展
学生运用 化 学 学 习 成 果 尝 试 解 决、
处理生 活 中 的 化 学 问 题 的 担 当 和
能力。

4 实践效果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司空见惯的生活世界里竟

然蕴含如此丰富的化学知识，热爱和赞赏化学的情感

油然而生; 在课堂上，利用实验充分调动学生的感官系

统，配制 ClO2消毒水、将聚丙烯固体熔融后拉成近 6 米

长细丝等实验都是引发学生学习热情高涨的环节，实

验中的颜色、状态、气味、形状等现象或信息使学生在

全身心投入的状态下开展学习。在独立思考、小组合

作、师生对话的过程中，不断外显思维，逐步修正和形

成科学看待生活中的化学品的眼光和角度。在完成相

关学习后，有部分学生创造性地提出“除菌卡是否有

效”的新问题，并主动利用课外时间查阅资料、设计方

案、进行论证并撰写论文。学习活动中的这些经历对

社会责任素养的培育很有价值。

“科学防疫”主题下单元学习分为两个课题，每个

课题都围绕着该阶段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展开。每个阶

段都有相应的学习任务，形成了多元化的学习成果，如

表 4 所示。

表 4 “科学防疫”主题单元教学学习成果

课题 项目成效
对应社会责任素养目标

社会责任心理 社会责任行为

合理使用 ClO2泡腾片

合理使用消毒剂的倡议( 手抄报、海报) 安全意识、持续发展 主动关心、创意设计

系统探究消毒卡的有效性，得出结论 ( 综合
实践报告)

安全意识、赞赏化学 分析评估、合理决策

防病毒口罩滤芯材料的
设计及发展

不同口罩材料的比较和介绍 ( 制成课件，分
享汇报)

安全意识、绿色环保 主动关心、分析评估

原料可再生 产物可降解口罩设计图 ( 手
抄报)

赞赏化学、持续发展、
绿色环保

分析评估、创意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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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反馈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了“社会责任”

素养的种子已在学生心底扎根、萌芽。从学生作品中

也反映出他们能主动打破学科边界，融合化学、生物、

技术等学科知识，采用说明、分析、推理、论证等多种科

学方法创造性地解决具体问题，充分发挥了知识的社

会价值，为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正确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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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皮亚杰 比格斯”深度学习评价模型

随着新课标的颁布，指向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养

的研究呈爆炸式增长，但对于学习“当下”的评价，定性

的较多、定量的较少，一节课的较多、持续性的较少。

利用 K-W-L 教学策略可以追踪学生的学习过程，结合

学习评价模型，教师设计具体的“课堂评价量表”，在记

录表中增加课堂学生自评与小组互评，对全体学生的

学习“当下”进行定量的持续追踪，形成学生的学习过

程数据库，指导学生针对薄弱板块、任务或知识点等开

展自主学习，将教学的重点由“关注教师教得如何”转

变为“关注学生学得如何”，探索化学日常学习评价，探

索理论、策略与实践的融合，促进学生化学学科核心素

养的发展。

致谢: 衷心感谢北京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莘赞梅

老师对本论文的悉心指导。

参考文献:

［1］ 周海旸． K-W-L 教学策略在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J］．

生物学通报，2016，51( 10) : 37～40．

［2］ 李 婷 婷． K-W-L 策 略 下 促 进 学 困 生 学 习 的 实 践 研

究———以“人 类 遗 传 病”为 例［J］． 中 学 生 物 教 学，2021，

( 3) : 34～35．

［3］［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

标准( 2017 年版) ［S］．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 74，16．

［5］ 赵聪，黄浩，陈贵堂． 缺铁性贫血与补铁剂研究概况

［J］．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2016，7( 8) : 3216～3221．

［6］ 毛凯，马怡璇，潘红春，刘红． 新型静脉补铁剂的研究

进展［J］． 中国新药杂志，2015，24( 6) : 659～663．

［7］ 都有为，陆怀先，张毓昌，焦洪震，范德培． FeOOH 生

成条件的研究( Ⅱ) ［J］． 物理学报，1980，( 7) : 889～896．

［8］ 殷常鸿，张义兵，高伟，李艺．“皮亚杰 比格斯”深度

学习评价模型构建［J］． 电化教育研究，2019，40( 7) : 13～20．

55 2022 年第 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