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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SE 情境下生物探究式教学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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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深入，探究式教学越来越受到重视。培养学生

的探究能力，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是教师的主要任务。STSE 教育主要

思想是给学生创造一个真实的社会环境，将当今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

科学知识渗透到他们日常生活中去，培养学生进行科学探究的技能。本

文以 STSE 为情境进行探究式教学，对更好的顺应教育改革，培养学生

的核心素养有一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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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SE 教育 
1.1 概念及主要思想 
STSE 是科学（science）、技术（technique）、社会（society）、

环境（environment）的简称。STSE 是在 STS 教育的基础上发展
演变而来的一种新理念。STS 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适应
生产关系和主要的生产方式变革而出现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环
境问题越来越严峻，所以现在又在原有的基础上添加了关于环境
方面的内容，统称为 STSE 教育[1]。 

STSE 教育主要思想是给学生创造一个真实的社会情境，将
当今的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等他们需要学习的科学知识与技能渗
透进他们的日常学习中间去。受教育者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下会
不由自主的去关心社会的需求与发展，对知识的认知深度也会到
达更高的程度，他们的认知系统逐渐完善，在学习中所形成的思
维方式，迁移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将其内化，培养出具有良好
科学素养的人才。 

1.2 STSE 情境与生物学的联系 
生物学与现实生活密切联系、与现代社会发展息息相关，其

中还蕴含着珍爱生命、健康生活、爱护环境、保护动植物、提高
科学素养、激发民族自豪感等德育素材。生态学本就是生物学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习近平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突出了对环境的重视，所以 STSE 教育在生物教学中不可
或缺。 

2 探究式教学 
探究式教学是指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指导学生通过联系课

本上的理论基础和日常生活中的常识,自己去找问题、设计试验、
解决问题、交流结果、总结结论等学习活动,进而掌握书本知识
和学习方法的教育教学过程[2]。 

美国《国家课程标准》对探究的定义是：探究包含了观察、
提问、查阅资料、设计方案、利用证据求证、对数据进行加工和
分析、总结得出结论等一系列的学习活动。 

我国在 2017 年颁布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 年
版）中“科学探究”是指能够发现现实世界中的生物学问题，针
对特定的生物学现象，进行观察、提问、实验设计、方案实施以
及对结果的交流与讨论的能力[3]。《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2017
年版）中将“倡导探究性教学”作为基本理念之一，突出了探究
性教学的重要性，倡导教师激发学生的主动性，转变教师和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教师作为引导者，不再是一味地向学生传
授知识，而是让学生自己去探究，交流，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
中获得知识，提高技能。 

3 STSE 情境下生物探究式教学的应用举例 
为了达到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中增加了很多栏目，比如

“科学技术社会”以及“与生物学有关的职业”等栏目突显了
STSE 教育。新增的“想一想、议一议”栏目、教材正文中的例
证、“资料分析”栏目、以及“课外实践”和更新的课后习题等
随处可见 STSE 相关的素材。 

3.1STSE 情境下初中生物探究式教学的应用举例 
初中阶段正是学生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将 STSE 理念融入初中生物课堂教育是当代教育工作者责
无旁贷的使命[4]。初中教材的很多内容都可以让学生自主探究，
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例如在进行七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二章第三节《生物圈是最
大的生态系统》这节内容的讲解过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探究式
教学，让学生通过多种方式寻找我们生活的城市中有哪些生态系
统，去别的城市旅游的时候看见过哪些生态系统，以及在电视节
目中看到过哪些生态系统，通过周围学生熟悉的环境进行举例讲
解，更能促进学生对“生态系统的概念及分类”的理解与记忆。
通过引导学生对资料分析的学习，让学生了解各种生态系统并不
是各自独立、彼此互不相干的，再结合课前的“想一想，议一议”
的内容，学生就能了解到一个生态系统的污染会造成其他生态系
统的污染，甚至跨越很远距离的几个生态系统也会彼此影响，由
此可见保护环境极其重要。结合 STSE 教育思想进行探究式教学
是本节内容的主要教学方式，通过这样的教学，将环境保护渗透
到日常学习中，促进了学生保护环境意识的养成，培养学生独立
探究的能力。 

3.2STSE 情境下高中生物探究式教学的应用举例 
高中生物内容广泛抽象、学习难度大，因此，学生的学习兴

趣十分重要，科学的态度对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逻
辑思维有着关键的作用和价值[5]。通过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的观察和探究从而获得生物学相关知识是培养学生自主探究能
力和学习兴趣的重要方式。 

比如在讲解“条件反射”时，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蛙的解
剖实验，学生通过亲自动手实验掌握反射的条件和反射类型，锻
炼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进一步提高动手操作能力与学习
能力，并从中获取学习的快乐。在教学有关“遗传基因”相关知
识时，教师可以通过提问创设情境，如“为什么有的同学是双眼
皮，有的同学是单眼皮呢？”“为什么有些同学皮肤天生很白，
有的同学天生皮肤黑呢？”这种探究式提问，能够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快速融入课堂学习，这是因为这些问题贴近学生的
日常生活，并且充满趣味性[6]。与此同时告诉同学们不要因为一
个人的外貌而歧视他，要尊重别人。 

4 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环境的

保护和资源的合理、高效利用。作为一名生物教师，有责任和义
务在教学过程中加深学生的环境保护意识，将 STSE 教育思想贯
穿于教学活动中。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探究式教学的理念已经
渗透到了生物课堂中间，但是由于情境不够丰富，探究过程有时
与生活实际相脱轨，导致理论发展较为成熟，实际实践却没有太
大的效果。所以将 STSE 教育思想结合到生物探究式教学中，便
可以使学生在丰富的问题情境中进行探究学习，培养学生的科学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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