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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摘编】

社会性科学议题教学的三种模式

　 　 刘锦轩等在《高中生物学 SSI 的挖掘及其教学

模式应用研究》一文中介绍了三种 SSI 教学模式在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应用。
1. 结构性争论模式:互换立场,观点交融

结构性争论模式强调学生通过互换立场,使其

思考议题的两面性,体会冲突的产生过程以及就议

题内容达成共识的民主程序。 例如,在“人类活动对

环境造成的影响”议题中,以“塞罕坝今夕”案例引

导学生讨论,形成争论点;学生分为正反两方,分别

就“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积极影响”和“人类活动

对环境造成的消极影响”在课堂上以辩论的形式发

表各自观点。 随后,引导正反方互换角色重复上述

过程,以使学生切身体会不同立场。 最后,教师总结

升华使学生聚焦共识。
2. 做决定模式:预测结果,解决问题

做决定模式指学生通过预测议题可能导致的社

会性后果,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最终形成正确的价

值导向。 例如,在“合理放生,爱心永存”议题中,教
师首先展示“人们放生捕获的动物会受到尊敬”的相

关资料,以“有些放生的动物不是本地物种,会产生

什么影响”启发学生预测随意放生动物可能产生的

后果。 在学生分享看法后,教师引导学生将解决方

案按照国家、社会、个人层面和合理程度进行分类与

排序,形成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3. 反思探究模式:形成假设,达成结论

反思探究模式强调师生在对议题提出一个或数

个假设的基础上,共同制订问题的解决方案,并在此

过程中不断总结和评估阶段性结论。 此类议题的核

心在于“形成假设”,通过不断进行归纳总结和评价

形成最终的成果。 例如,在“当地生态问题的调查与

解决”议题中,可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调查当地存

在的生态问题。 各小组分别选择一个生态问题提出

解决方案,课后通过搜索资料、咨询专业人员的方式

论证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并得出相应的改善措施。
摘自《中学生物教学》2022. 6 中

初中 SSI 教学建议

　 　 钟晓媛在《新课标背景下初中科学课程中社会

性科学议题内容解析与教学建议》一文中指出,教师

可在实践中利用以下策略和方法,通过 SSI 教学落实

核心素养目标。
第一,铺垫到位再进行。 建议教师通过项目式

学习或单元整体教学引入 SSI,尽量不要就单个知识

点开展 SSI 探讨。 在单元整体教学中,经过知识和方

法的铺垫后,教师可借鉴或遵循课程标准中 SSI 分解

性的特点,基于 SSI 探讨的不同角度逐步展开教学。
第二,不宜泛化宜深挖。 SSI 不宜像 STS / STSE

那样在教学中作为课堂引入或教学背景“遍地开

花”。 初中科学课程中的 SSI,应在理解科学知识

(知)和作出社会决策(行)的基础上,更注重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责任和担当(情),以及既不盲从他人又

能尊重他人意见的观念(意)。 教师应对后两个方面

进行深入挖掘。
第三,巧妙结合社会史。 在具体教学中,教师可

以灵活把握 SSI 时代性的尺度,结合历史事件,针对

特定时期的社会性科学议题进行探讨,带领学生体

会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人们是如何思考,又是如何

解决困境的。 例如,在遗传与进化的教学中,可以根

据 1980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首次提

出禁止近亲结婚,展开对政策制定的讨论。
第四,充分利用跨学科。 SSI 教学的多元知识整

合特点与跨学科主题学习完美契合,教师可在初中

科学课程中通过跨学科整合尝试进行 SSI 探讨。 例

如,将物理中热机的工作原理、化学中燃料燃烧不充

分带来的危害与生物学中生态系统有限的自我调节

能力等知识整合,结合地理、经济、文化等视角讨论

我国部分城市的汽车限行政策等。
摘自《中小学教材教学》202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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