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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向生物学社会责任素养的命题原则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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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责任素养具有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当它与生物学学科相互结合时，就构成生物学社会责任。

它包括对自身、社会、国家和全球的担当与能力。在编制试题时遵循以核心概念和学习内容为评价的主要目标；贴近学生日常生

活中常接触到真实情境；题干设置体现简洁、准确和科学的特征；注重生物学科核心素养四个维度的融合。提出从崇尚健康生活

方式，关注社会性科学议题，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梳理生态文明意识试题编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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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responsibility literacy has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unifying individual valu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When it is combined

with biology, it constitutes biological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includes responsibility and capacity for oneself, society, country and the world.

In compiling test questions, the main objective of evaluation is to take core concepts and learning content as the main objective. Close to

the daily life of students often contact with the real situation; the setting of the subject is concise, accurate and scientific.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ore literacy of biolog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ies for compiling the question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ciousness from advocating healthy life style, paying attention to social science issues, solving real life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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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是《普通高中

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以下称为课程

标准）凝练的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课程标准将社会责任定义

为基于生物学的认识，参与个人与社会事务的讨论，做出理性

解释和判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的担当和能力[1]。由此可见，

生物学社会责任由生物学社会责任态度和生物学社会责任能

力组成。其中，生物学社会责任态度是指在生物学学习过程中

产生的同情心、爱心和奉献精神。生物学社会责任能力是指在

利用生物学知识在特定情境中做出明智的、创造性的判断和行

动的能力。[2]生物学社会责任是生物学学科与社会责任相互作

用的结果，亦是对个体、社区和国家乃至于全球的担当与贡献。

生物学社会责任素养注重生物学知识、个人价值与社会发展相

统一，是个人自主与全面发展的不竭动力，更是响应社会和国

家对人才需求的价值取向[3]。

1 生物学社会责任素养导向试题编制原则

生物学社会责任素养导向试题的编制遵循以下的原则：

（1）以核心概念和学习内容为评价的主要目标。核心概念是

课程标准的主要特征，如“细胞是生物体结构与生命活动的基

本单位”、“遗传信息控制生物性状，并代代相传”等，这些

核心概念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同时能迁移到新的情境中解决新

问题[4]；（2）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中常接触到真实情境。情境是

指评价任务所依存的现实主题、人物、事件及其时空关系[5]，

它来源于真实的生活体验，科研论文，社会热点事件和经典科

学史[6]；（3）题干设置体现简洁、准确和科学的特征；（4）

注重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四个维度的融合。它们不是分割的、

孤立的，而是融合的、立体的，共同指向人的发展，体现在生

物学教学过程中的育人价值[7]。

2 生物学社会责任素养导向试题编制策略

2.1崇尚健康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指人们作为社会主体为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

一系列日常活动的行为形式，它是所有人的生活活动的总和。

健康的生活方式包括拒绝吸烟、远离毒品、合理的营养、健康

的性行为、心理平衡、适当地锻炼、安全教育和健康习惯等。

它不仅对中学生现在，而且对以后的身心健康，幸福生活都有

积极影响。

例 1苯丙胺类兴奋剂（ATS）能强烈刺激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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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S也是一种药物，可促进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 5-羟色胺

的释放，阻止其再吸收，从而成瘾。它具有强迫性的毒品寻求

和吸毒行为、持续的心理渴求和对毒品渴求控制弱化的特点，

以下叙述正确的是（）

A.ATS刺激中枢神经系统，从而使人产生愉悦感，这属于

反射

B.ATS能阻止多巴胺等神经递质重吸收进入突触前膜引起

下一神经元持续兴奋

C.多巴胺转运体位于突触前膜，它的拮抗剂能缓解苯丙胺

类兴奋剂（ATS）毒瘾

D.毒品能使人形成瘾癖，一旦染毒而上瘾就意味着终身成

瘾，到目前为止没有有效药物或治疗方法

参考答案：B

解析：试题以苯丙胺类兴奋剂（ATS）为背景，从神经机

制了解其让人成瘾机制，意在让学生在真实的情境中利用所学

的神经系统相关知识，理解毒品给个人带来的身心危害，思考

给社会带来的社会性问题，引导广大师生在生活中树立健康的

方式。

2.2关注社会性科学议题

社会科学问题（SSI）是与科学概念、原则和原则直接相

关的、复杂且有争议的问题，如干细胞研究、人工食品、转基

因食品和基因检测等[8]。当以 SSI 为试题背景时，由此可让学

生区分伪科学和迷信活动，更可促进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与科学

论证能力。

例 2细胞培养人造肉是指利用具有优良遗传基因的动物干

细胞，如胚胎干细胞、肌肉干细胞、间充质干细胞、成体干细

胞等进行细胞培养进而分化为肌肉组织的原始纤维，具体过程

制作流程如图 1所示。与传统的肉类生产模式相比，它可以减

少能源消耗 7%～5%，温室气体排放 78%～96%，土地利用

99%，水消耗 82%～96%等，既可以满足人类对肉类的需求，

又可以解决传统养殖业带来的环境问题。由于细胞培养的人工

肉在营养、口感和风味方面更接近于真正的肉制品，因此是未

来人工肉的主要研发方向[9]。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图 1 细胞培养人造肉制造流程

（1）利用动物干细胞生产细胞培养人造肉的过程中需要

进行动物细胞培养，在此过程中时需要满足（至少写出 3点）

等条件。

（2）在动物细胞培养中，为了使动物细胞分散开来，从

而使细胞分离，常使用的方法是利用处理。某些细胞需在适宜

的环境中贴附在瓶壁上才能生长，但培养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分

裂受阻的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

（3）人造肉细胞组织培养的主要挑战在于需要从组织中

分离获得大量的、均一性的初始细胞，可以进行有效持续增殖

分化，实现人造肉的大规模生产。有科学家基于诱导多功能干

细（iPS细胞）技术，实现大规模细胞增殖，通常采取的方法

制备 iPS细胞。试分析与胚胎干细胞相比 iPS细胞作为初始细

胞的优点有。

（4）细胞培养人造肉具有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人类对动物福利的关怀，减少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危害等优

点，但也带来一系列的思考争议，请从生物滥用的角度论述细

胞培养人造肉带来的伦理问题。

参考答案：（1）营养，无菌、无毒的环境，温度、pH和

渗透压，气体条件（写出 3点即可）；

（2）胰蛋白酶、胶原蛋白酶等；细胞密度过大、有害代

谢物积累、培养液中营养物质缺乏、发生接触抑制等

（4）借助载体将特定基因导入细胞（直接将特定蛋白导

入细胞中或用小分子化合物诱导）；无需破坏胚胎等动物原有

组织即可实现大规模细胞增殖（合理即可）

（5）技术滥用的风险包括可能通过细胞培养肉类技术生

产各种肉类（包括濒危动物甚至人类肉类）。细胞培养人工肉

将动物物化，将人体或动物成分（细胞、肉等）用作科学生产

的原料，而不是将其还原为有机成分。从人的角度来看，人的

存在一方面具有生物学意义；另一方面，它具有更多的主体性

和社会性，具有社会学意义。（合理即可）

解析：试题关注社会性科学议题，人造食品（细胞培养人

造肉）情境来自科研论文，介绍其制作过程，讨论利用濒危动

物、人体细胞等培养人造肉的伦理问题，从而培养学生批判性

思维。

2.3解决现实生活问题

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是指学生利用生物学相关知识解决与

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密切相关联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建立生物学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联系，有利于对生物学核心

概念的生物理解。[10]

例 3浏阳豆豉是我国特色发酵豆制品之一。它以黑豆为原

料，蒸后自然发酵约 10天。再加入一定比例的水适当清洗曲

后，将其堆积并发酵，直到产生特殊的香味，然后干燥并脱水。

制作方法如图 2所示，以根霉、曲霉、酵母菌等为发酵过程中

的主要微生物[11]。请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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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浏阳豆豉制作方法

（1）制作浏阳豆豉过程中，直接利用原材料中天然存在

的微生物制作而成，这种技术一般称为。

（2）为探究豆豉在自然发酵过程中微生物的种类与数量

的变化，请你设计相关的实验进行探索并简要说明实验思路。

（3）取如表 1 所示不同样品的浏阳豆豉统计自然发酵过

程中细菌、霉菌的数量变化结果如图 3所示，试分析其出现图

3结果的原因。

（4）你身边的传统发酵食品还有哪些？请用文字与箭头

简要描述其中一项的制作过程。

表 1 浏阳豆豉样品的编号

图 3 浏阳豆豉自然发酵过程中细菌、酶菌的变化

参考答案：（1）传统发酵技术；

（2）每天取 10g的豆豉定容于 90ml的无菌水中，充分摇

匀。分别制成 10-2、10-3、10-4、10-5、10-6的浓度梯度，然

后分别取各浓度梯度菌悬液 0.1ml，将其涂布于相应的培养基

上，在同一稀释度下，对菌落数在 30～300的 3个平板对齐菌

落种类和数量进行计数，统计其平均值。

（3）在前发酵第 1-5天由于环境适宜，细菌和霉菌的数量

均增加，在第 6-7天可能温度较高环境中水分的持续降低使得

细菌、霉菌的增殖受到抑制。洗霉时细菌、霉菌均累计达到最

大值，经洗霉之后显著减少。后发酵阶段菌数趋于稳定。成品

经晒制后细菌、霉菌数量水分含量大幅度下降而明显降低。

（4）例如腐乳制作过程

解析：试题的情境来源于利用传统发酵技术制作浏阳豆

豉，突出体验现实的生活经验。试题考察了“发酵工程为人类

提供多样的生物产品”的生命观念，归纳、推理等科学思维，

设计实验的科学探究意识和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社会责任。

2.4树立生态文明意识

树立生态文明意识，就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生态协

调意识；绿水青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意识；良好的生态环

境是最包容的民生意识；山、河、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

体的整体意识；以最严格的制度和最严格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

的法治意识；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生态全球合作意识。

例 4历史上，河北省的塞罕坝地区曾是一片绿洲。但是绿

洲逐渐贫瘠，甚至寸草不生，黄沙漫天，只因为人类的肆意砍

伐，植被被破坏。1962年，塞罕坝机械化林场的建立改变了这

种状况，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在塞罕坝人几十年不懈的努力

下，今天的塞罕坝林场现在拥有广袤的土地和多样的地貌类

型，形成了森林、草原、湿地、河流湖泊等复杂多样的自然生

态系统，孕育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12]，是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史

上的生动范例。根据以上材料，下列叙述错误的是（）

A.塞罕坝的变迁说明群落演替的速度和方向可受到人类

活动的影响

B.塞罕坝生态系统稳定性不断提高与群落中生物种类的

不断增加有关

C.塞罕坝保护区的恢复经历了荒漠→草原→灌木→森林

群落的漫长演替过程

D.塞罕坝成为国内外游客心目中向往的旅游景区，这体现

了生物多样性的直接价值

参考答案：C

解析：试题的情境来自于社会热点事件，介绍了河北塞罕

坝机械林场的卓越成就，凸显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的成

就，同时为世界展示了中国责任，中国智慧和中国担当。让学

生体会“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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