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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化学课程作为学校科学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其根本目的是要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促 

进学生的全面发展，满足21世纪科学技术和社会可 

持续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要。在传统的化学教学 

中。课程过分强调了学科的知识体系．使得化学被 
一 个个元素符号、化学反应方程式、化学定律、化 

学反应现象等所代替。在人们的观念中，化学是同 

污染、农药、毒品等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强调 “学 

科本位”、 “知识本位”的必然结果。传统教学中。 

忽略了化学与生活、化学与社会的联系。使得学生 

学到的化学知识不能很好的或根本不能应用到生活 

中去。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明确提出，高中化学 

课程应 “有利于学生形成科学的自然观和严谨求实 

的科学态度。更深刻地认识科学、技术和社会之间 

的相互关系，逐步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这一 

课程性质体现了高中化学教育中的STS思想。 

1 STS教育的要求 

STS是科学 (Science)、技术 (Technology)、社 

会 (Society)的缩写。STS教育是世界科学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它是STS研究应用于科学教 

育实践的成果。已成为当今世界科学教育改革的主 

要趋势之一。 

STS教育在教学中强调以下几点：① 

(1)STS教育强调为科学学习提供真实世界情 

景的重要性，以使学生能应用他们的知识对社会中 

的问题。如酸雨、光化学烟雾、水污染等作出明确 

的决策。 

(2)在学生试图理解他们的环境时，STS教育 

重视的是科学原理的发现或证明．而不是绝对真理 

的盲目接受。 

(3)STS重视把科学看成是一种学习过程，认 

为能对自己的结论进行论证比单纯地得到指向结论 

的结果同样重要或更重要。 

化学教学的STS教育就是要求化学教学要与科 

学、技术、社会相结合使它们溶为一体，从而更好 

地发挥教书育人的功能，以培养了解科学技术极其 

后果、能够参与设计科学技术决策和实施的公民。 

2 高中化学新课程中的STS思想 

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 (实验)指出，要 “在 

人类文化背景下构建化学课程体系”；要”结合人 

类探索物质及其变化的历史与现代化学科学发展的 

趋势”．要 “从学生已有的经验和将要经历的社会 

生活实际出发”。要 “通过以化学实验为主的多种 

探究活动”来开展教学工作。 

在 《高中化学课程标准》必修课部分，化学1 

中主题1“认识化学科学”。主题3“常见无机物及 

其应用”及化学2中三个主题 “物质结构基础”、 

“化学反应与能量”、 “化学与可持续发展”，都对 

化学与生活、社会、技术等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 

《高中化学标准》中还设置了两个选修模块 “化学 

与生活”和 “化学与技术”。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 

要求学生正确认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关系。 

能运用所学知识解释生产、生活中的化学现象。解 

决与化学有关的一些实际问题。初步树立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 

3 STS内容的课堂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是体现和落实课程改革的关键所在。 

用新的教学理念指导课堂教学是课改的要求。不同 

的课型其教法、学法均不相同。每种课型均有其较 

科学、优化的教学模式。如果我们能掌握其规律。 

可以少做无用功，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STS内容 

的课堂教学设计应注意以下问题： 

3．1 选择真实的问题情景 

化学新课程强调的学习情景的创设。是新课程 

倡导的学习方式的需要。学习情景在激发学生学习 

积极性、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帮助学生完成知 

识建构上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不强调学习情景创 

设，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就难以完成。没有学习情 

景的学科知识，充其量只是知识词典。不是完整的 

教学内容。 

传统教学中，学科体系是完整的，教学中更注 

重双基，化学远离了生活和社会 。使得学生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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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满腹经纶。却不见的会解决一个实际问题。原因 

是在教学中教师把学科的主干、关键知识提取出 

来。隔离了与具体情景的联系，误以为学会了主干 

知识，就能运用于生活。他们没有想到，省略了学 

习情景和学习过程，学生的学习就成了被动的接受 

式学习和形式操练，这是与知识的建构过程相违背 

的。 

真正的、完整的知识是在真实的学习情境中获 

得的，这些情景必须是有启发性的。有利于学生发 

现问题：这些情景能够促使学生实现新旧知识的整 

合。从而完成知识的建构；这些情景有利于实现学 

生知识的迁移。 

“情景 (情境1”是指与某一事件相关的整个 

情景、背景或环境。在创设学习情景时，应力求真 

实、生动、直观而又富于启迪性。演示实验、化学 

问题、小故事、科学史实、新闻报道、实物、图 

片、模型和影像资料等都可以用于创设学习情景。 

例如，在学习化学2(江苏教育出版社) 专题 

3第三单元 人工合成的有机化合物时．我们可以 

通过课堂的讲授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我们也可以创 

设情景，让学生课前分组收集并区分各种塑料、橡 

胶、合成纤维制品．通过查阅资料、调查咨询、课 

堂小组汇报等过程来总结、整合．完成对高分子化 

合物性能、合成和应用的学习。前者需要大量的记 

忆。因为教师讲解、传达的是 “教师的体验”，并 

且这种体验不一定是全面的：而后者是学生的体 

验。其中包括的不仅是 “结构性的知识” (概念、 

原理、方法论)，而且还形成了很多 “非结构性的 

知识和体验” (在具体情景中形成的、与具体情景 

直接关联的、不规范的、非正式的知识和经验 )。 

学生自己的体验对知识的建构才有意义。学生在搜 

集生活中的三大合成材料并探究其性能、作用和成 

分的过程中，培养了问题意识 ，激发了探究兴趣 ， 

学习了科学探究的方法．体验了探究的过程．激发 

了学生进一步探究三大合成材料的制备原料和原 

理。只有让学生去接触社会，去接触生活，才真的 

能够实现科学、技术、社会三者的融合。让学生形 

成科学的发展观。 

3．2 突出科学观念和科学主题 

STS教育是科学教育的一种范式，目的在于加 

深学生对科学、技术和社会相互关系的理解 ，提高 

其科学技术素养。 

对国外基础科学教育中引入S，I’S的动向一些要 

点的概括以及课程标准中就S 内容在其中的渗透 

与影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科学方法、科学态 

度 、科学观、科学技术的应用、科学 (主要是技 

术)的环境影响、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一些的特 

征 。 

概括起来，我们在教学中应该重视以下三点： 

(11科学观念、科学方法的培养 

化学课程中的科学探究，是学生积极主动地获 

取化学知识、认识和解决化学问题的重要实践活 

动。它涉及到提出问题、猜想与假设、制定计划、 

收集证据、解释与结论、反思与评价、表达与交流 

等过程。通过亲身经历和体验科学探究活动，有利 

于激发学生化学学习的兴趣 ．增进对科学的情感． 

理解科学的本质，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初步形成 

科学探究能力。在引导学生对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和 

化学现象进行探究、解释的过程中，让学生体验科 

学探究的过程，初步学习科学探究的方法。 

例如，在学习 “碘与人体健康”内容时．课程 

标准中设置了探究活动——“设计实验探究市售食 

盐中是否含有碘元素”。问题解决模式如下：①提 

出问题：碘在食盐中可能以哪种形式存在?②实验 

事实的收集及其处理。让学生回忆能稳定存在的碘 

的化合物或单质有哪些?那些可能在食盐中存在? 

这些物质怎样检验? 

涉及到学生没有的前知识教师应预知并作为信 

息告知学生，经过回忆、总结，得出以下结论，在 

食盐中可能存在的含碘元素的化合物有碘化物 (含 

I一)，碘单质 (I )，碘酸盐 (含IO，一)。它们的检验方 

法如下表所示： 

检验离子 反应离子 
或物质 所加试剂 实验现象 方程式 

I2 淀粉溶液 溶液变蓝 

(1)AgNO，溶液 生成黄色沉 Ag +I一一 AgI 
I一 

(2)氯水 、淀粉溶液 淀溶液变蓝 C12+2I-=2C1-+I2 

加入稀硫酸、碘化钾 103-+5I_+6H+- 
103一 溶液变蓝 溶液

和淀粉溶液 3I2+3H20 

③提出假设。制定计划验证假设。引导学生根 

据收集并整理过的资料，设计实验方案。写出实验 

操作提纲进行实验。根据观察提纲认真观察实验现 

象。 

教师在学生设计的多个实验方案中选择出最佳 

实验方案，修改完善后，引导学生写出实验操作提 

纲和观察提纲，并进行实验操作。 

【实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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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变蓝(证明：有1 ) 

溶于水 I 

不她  

。．； 

另取样品需 变蓝 (证明有I。_) 
实验操作提纲 观察提纲 

(I)配制溶液：取样品少许加入 ／  到一洁净的试管中．加蒸馏水 溶解 
(2)检验I ：取少量配制的溶液加 溶液是否变蓝 

入 2-3滴淀粉溶液 

(3)检验 I一和10 是否同时存在： 溶液是否变蓝 

另取上述配制的溶液少许．加入 

稀硫酸和淀粉溶液 

(4)检验 I一是否存在：取少量配 滴加氯水前后溶液是否变蓝 

制溶液加 2-3滴淀粉溶液 ．再 

滴人几滴氯水 

(5)检验103-：取少量配制溶液， 观察溶液颜色的变化 

分别加人 KI溶液和稀硫酸少 

许．再滴加2-3滴淀粉溶液 

④解释与结论。在按上述实验方案进行的实 

验中，操作 (2)溶液不变蓝，证明食盐中没有碘 

单质。操作 (3)中溶液不变蓝，证明食盐中I一和 

IO 一没有同时存在。操作 (4)溶液不变蓝，证明 

食盐中无I一。操作 (5)溶液变蓝 ，证明食盐中含 

碘酸根离子 (IO _)。 

结论：食盐中碘元素是以碘酸根离子 (IO 一) 

形式存在的。 

上述教学过程运用了多种化学的科学研究方 

法，如实验方法、观察方法、资料和事实的处理方 

法、假说方法等，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会 

了科学探究方法，体验了科学探究的过程，在学习 

知识的同时，形成了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了思维 

能力。 

(2)可持续发展观 

化学知识的转化对技术变革的促进必然会给社 

会带来诸多方面的影响。在人们不断强化其正面影 

响的同时，其负面影响亦随之不断扩大。社会的发 

展不能只考虑经济数量的增长，还要注意质量的发 

展。在满足当代需要的前提下不能损害下一代需求 

的利益。如化工生产所必修注意解决的环境问题、 

能源问题等，建立 “绿色化学”的概念。 

(3)科学和人文的结合 

长期以来，传统观念认为科学学科与人文学科 

分属于两类不同的学科，是毫不相干的。实际上， 

在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深深地蕴涵着科学家充满人 

文主义的态度和精神。传统的教学中．我们往往更 

重视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人文精神的渗透，化 

学这样一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科目，却没有让学生 

理解它在生活中的应用。 

比如说，让学生调查三大合成材料的运用，引 

导学生体会有机高分子对社会进步起到的巨大作 

用，同时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出发。认识事物存 

在两面性，合成材料的发展也带来了大量的固体废 

弃物，带来了污染 ，例如白色污染。通过图片让学 

生对白色污染有直观的印象，学生展开讨论，白色 

污染的危害及治理的方法，鼓励学生大胆思考，寻 

找可行性方案，并树立环保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的 

每件小事做起的意识。 

3．3 重视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化学教学中，当学生的注意力放在他们有兴 

趣并有意义的化学问题上，并通过设计方案探索问 

题答案时．自然会实现化学问题的解决并批判性地 

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应注意： 

(1)创造力源于好奇心，故要保护学生的好奇心．创 

设恰当的问题情景，把学生思维引向更深更广的领 

域。(2)鼓励学生采用与众不同或教师自己没想到或 

未采用的方法，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3)允许学 

生探索活动的失败，要帮助学生分析原因．发现探 

索活动中的闪光点。(4)对学生实行多元化、发展性 

的积极评价，给予不同发展机会．以减轻他们成长 

的压力。(5)鼓励和培养学生冒险精神，要强化进取 

精神以激发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 

例如，在 “设计实验探究市售食盐中是否含有 

碘元素”的教学中，面对学生设计出的五花八门的 

实验方案，教师应引导学生相互合作．互相评价自 

己所设计的方案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原因是什 

么?如何改正?在整个过程中，教师应适时的点 

拨、评价 ，对学生设计方案中的闪光点应给予表 

扬、鼓励，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欲望。 

化学新课程改革，突出了化学对生活、社会发 

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作用。SrI’S思想在高中化学课 

程目标的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怀 

海特指出： “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 

人文教育，两者缺一不可。”化学教师有义务和责 

任探讨和实施具有STS思想的化学教育，以培养出 

既具有扎实的科学知识、又具有高度的人文素养的 

新一代的社会建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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