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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马祥国 

（长清区第一初级中学  济南市  250300） 

 
摘要：社会责任感生物学科的核心素养培养目标，是指基于生物学的认

识参与个人与社会事务的讨论，做出理性解释和判断，尝试解决生产生

活中的生物学问题的担当和能力。基于生物学科特点，为学生的终生发

展，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是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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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重要
举措，正在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深化的方向。生命观念、科学探
究、科学思维、社会责任是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
生命观念、科学探究和科学思维的基础上，形成一定的社会责任
感。培养学生核心素养，是未来教育教学改革的核心，是体现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在生物教学中，要充分利用课程资
源，精心设计教学过程，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笔者对此进行
了初步探讨。 

一.关注生物科学发展，启发学生社会责任感 
在生物学教学中，结合课堂教学内容，贯穿生物科学的科技

成就，使学生了解生物科学发展历程，了解科学家的奋斗精神及
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培养学生热爱生命科学、献身生命科学研
究的梦想。 

如我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水稻雄
性不育株，实现了水稻育种的突破，不仅使中国用占世界 7%的
土地养活了 22%的人口，杂交水稻已在 40 多个国家示范成功，
在 10 个国家实现大面积种植，为非洲 12 亿人带去希望，解决了
人类面临的吃饭粮食问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做出了重
大贡献，为袁隆平的伟大成就感到务必自豪与骄傲。 

这样，将生物学家的名人轶事贯穿到教学当中，学生了解到
他们对人类的伟大贡献，对他们的崇敬之情转化为浓厚的学习兴
趣与探索精神，有助于学生树立献身科学的伟大志向，进而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二.联系生产生活实际解决实际问题，增强社会责任 
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生物学知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分析解

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从而培养学以致用的能力，体验社会责任。
如学完“光合作用与呼吸作用”时，引导学生进行探讨:如何在
大塑料棚生产中提高蔬菜产量应采取哪些措施?怎样保持碳氧平
衡?新疆的瓜果为什么特别甜等问题?加深对光合作用与呼吸作
用的关系深刻理解，将所学知识用于生产生活实际中的问题。 

又如，并称为两大世纪难题的癌症与艾滋病，困扰着人们的
健康，给家庭带来极大痛苦，通过引导学生结合细胞分裂来了解
癌症研究进程，结合免疫来了解艾滋病的攻克等，让学生自主搜
集资料，互动讨论，交流互动、相互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求知
欲，调动学生应用生物科学知识解释解决问题的积极性，增强责
任意识与责任担当。 

三.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增进身体健康 
健康是人们生活幸福的保障。通过学习七年级下册“生物圈

的人”这一单元时，结合各章节内容，掌握人体各器官系统形态
结构、生理功能后，了解人体卫生保健知识，培养良好的生活习
惯，学会健康地生活。 

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关注食品安全，不挑食，不偏食;做到
合理膳食;了解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健康影响，养成环保意识，
关注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等，心血管疾病的危害，适量喝水
及时排尿，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通
过神经、体液、免疫调节来增进科学用脑，心情愉快，心理平衡
等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使学生了解不吸烟、不酗酒、远离毒品，
关爱艾滋病患者等的科学知识，增强学会健康生活、关注健康、
关爱生命的自觉性。同时，要求学生利用所学初中生物的学习，
积极宣传，让家人了解自身保健常识、环保理念、遗传病的预防、
食品安全、吸烟的危害、对转基因食品的正确认识等生物学知识，
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担当起力所能及的责任。 

四.针对社会热点话题，激发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教师要引导学生利用报纸、电视、广播等新闻媒体，关注社

会热点，关注生活实际，运用所学生物学科学分析科学解释，从
而激发社会责任感。如长春长生、武汉生物假疫苗事件，及时把
新闻传播给学生，结合免疫与健康就有计划免疫的相关知识，让
学生深刻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将来无论从事何种职业，做一名有
良知的守法公民，珍视人生命，为他人及社会负责！ 

又如关于屠呦呦发现青蒿素，治疗疟疾造福全世界人类的事
件，获得了诺贝尔奖，让学生查阅资料的方式，来了解对人类的
贡献，激发学生刻苦学习、立志为国家科技发展作出贡献的使命
感，提高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国家认同感，将来学生成为有担当、
有责任的人。 

五.通过生存危机，增强社会责任感 
当今社会，人类面临各种生存危机，而 大挑战是环境污染。

人口数量的剧增和人类的活动，破坏了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因
此，要在生物教学过程中，使学生全面地、正确地认识人类生存
面临的生态问题，树立生态忧患意识，激发学生居安思危，增强
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这是生物核心素养中社会责任。当今全球
性的问题，以引起全社会的极大关注，作为学生更要了解人类生
存的问题.通过观看视频;诸如:温室效应、臭氧层破坏、酸雨、资
源缺乏、粮食危机、人口增长人类的乱捕滥杀、物种的灭绝加速
等生态环境问题，亲身感受各种生存的威胁，激发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了解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引发学
生的危机感，促使学生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刻不容缓，把环保意
识渗透到教学中，从而使学生产生忧患意识，树立生态责任意识，
自觉将生态责任内化为自己具体行动，从小事做起，从自我做起，
培养学生保护地球、保护家园的社会责任感。 

生命观念、科学探究、科学思维、社会责任是生物学核心素
养的四大组成部分，社会责任感在生命观念、科学探究和科学思
维的基础上形成的，要将学生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贯彻到教学过程
中，切实提升学生的核心素养，培养具有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本领
的接班人与建设者。 

 
参考文献： 
[1]朱明辉.生物学教学“与生活(社会)的练习栏目在培养学

生社会责任中的作用”2019(5)68--70 
[2]余龙烟  邓鹏 中学生物教学 “通过社区活动培养学生

的社会责任”2019(4)76--77 
 
作者简介：马祥国，男，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大学本科，

高级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