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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社会责任？ 1 

1.1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2016年9月13日发布）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社会责任” 1.1 

内涵： 
 

• 自尊自律，文明礼貌，诚信友善，宽和待人； 
• 孝亲敬长，有感恩之心； 
• 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敬业奉献，具有团队意识和互助

精神； 
• 能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对自我和他人负责； 
• 能明辨是非，具有规则与法治意识，积极履行公民义务，

理性行使公民权利； 
• 崇尚自由平等，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热爱并尊重自然，具有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及行动等。 



• 在核心素养框架中，社会责任素养主要包括家庭责任、
集体责任、国家责任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等多个方面，是
个体针对这些责任的认知、情感和能力的综合表现。 

参考文献：黄四林，林崇德. 社会责任素养的内
涵与结构.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年第1期（总第265期） 

 



《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 年版） 
 
        “社会责任”是指基于生物学的认识，参与个人与社

会事务的讨论，作出理性解释和判断，解决生产生活问题
的担当和能力。 
    学生应能够以造福人类的态度和价值观，积极运用生
物学的知识和方法，关注社会议题，参与讨论并作出理性
解释，辨别迷信和伪科学；结合本地资源开展科学实践，
尝试解决现实生活问题；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形成生态意识，参与环境保护实践；主动
向他人宣传关爱生命的观念和知识，崇尚健康文明的生活
方式，成为健康中国的促进者和实践者。 

1 
课程标准中的“社会责任” 1.2 



必修模块学业要求中的“社会责任” 1.2 

模块1  分子与细胞 

• 观察处于细胞周期不同阶段的细胞，结合有丝分裂
模型，描述细胞增殖的主要特征，并举例说明细胞
的分化、衰老、死亡等生命现象（生命观念、科学
探究、社会责任）。 

 

模块2  遗传与进化 

• 运用遗传与变异的观点，解释常规遗传学技术在现
实生产生活中的应用（生命观念、社会责任）。 

• 分析不同类型的证据，探讨地球上现存的丰富多样
的物种是由共同祖先长期进化形成的（生命观念、
科学思维、社会责任）。 

 



落实哪些社会责任？ 1.3 

• 落实生物学课程标准的要求，但不局限于
课程标准中的“学科核心素养”。 
 

• 结合生物学的学科本质，体现生物学的育
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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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1 

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
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 

《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中的“社会责任” ： 
 

• 自尊自律，文明礼貌，诚信友善，宽和待人； 
• 孝亲敬长，有感恩之心； 
• 热心公益和志愿服务，敬业奉献，具有团队意

识和互助精神； 
 

• 能主动作为，履职尽责，对自我和他人负责； 
• 能明辨是非，具有规则与法治意识，积极履行

公民义务，理性行使公民权利； 
• 崇尚自由平等，能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 热爱并尊重自然，具有绿色生活方式和可持续
发展理念及行动等。 



渗透科学家的爱国敬业、团
队合作、科学精神、对人类
的贡献等。 

“科学家访谈”介绍我国杰出的科学家 （1） 



章首页介绍我国的科学成就 （2） 

利用我国的科学成
就创设“情境”。 



正文介绍我国的科学成就 （3） 



课外阅读栏目介绍我国的科学成就 （4） 



体现人文精神 （5） 

以上分别从爱国、敬业、富强、文明、和谐等多个方面
渗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属于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生命观念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2.2 

• 进化观、生态观是生物学最核心的思想，也是高
中生物学的生命观念。 
 

• 进化观帮助人们正确看待人类自身在自然界中的
位置，生态观帮助人们与环境和谐共生，这些都
有助于人们形成积极向上、珍爱生命、保护环境
等人生观、价值观。 
 

• 影响学生未来在社会责任方面认知、能力和情感。 



生物学思想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2.2 

• 例1  生物进化观点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 
 



生物学思想对学生的积极影响 2.2 

• 例2    生态学思想对人们观念的影响，如何评价

我国在修路时为保护生物多样性采取的措施。 



科学技术价值观的形成 2.3 

（1）理解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科学技术价值观的形成 2.3 

（2）科学技术的进步  
  提高生产力 

“杂交水稻”
的产量大幅

提高 



科学技术价值观的形成 2.3 

（3）增进健康 



科学技术价值观的形成 2.3 

（4）科学技术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冲击和风险 



科学技术价值观的形成 2.3 

    确立正确的科学技术价值观，既能激发
学生推广应用科技成果和投身于科技创新的
热情，又能培养学生理性而审慎地应用科技
成果的意识，提升让科技造福人类的社会责
任感。 



• 社会性议题范围广，涉及伦理、公共安全等。 
 

• 联系社会实际，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让学生应
用所学知识分析与生物学有关的现实问题，培养
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直面社会性议题：分析、参与、解决 2.4 



直面社会性议题：分析、参与、解决 2.4 

例1  滥用抗生素的危害 

机理 

我国政府
的举措 

个人对策 



直面社会性议题：分析、参与、解决 2.4 

例2   对遗传病患者的关爱 

我国政府
的关怀 



直面社会性议题：分析、参与、解决 2.4 

例3   补充核酸，有用吗？ 



利用栏目凸显“社会责任” 2.5 

在“本章小结”中总结、提升 



“与社会的联系”栏目 

利用栏目落实“社会责任” 2.5 

生态、环
境保护 

关爱老年
人 



“与社会的联系”栏目 

利用栏目落实“社会责任” 2.5 

关注健康 

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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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节”为例 3 

（1）联系生活、创设情境 



以“一节”为例 3 

（2）利用“探究活动”探讨细胞呼吸的应用 



以“一节”为例 3 

（3）正文进行总结、梳理 



以“一节”为例 3 

（4）创设情境、设置习题 
三个层面： 

• 农作物生长 

• 当地的水土保持 

• 全球气候变暖 



以“一节”为例 3 

（5）本章小结总结、提升 



谢谢！请指正！ 



托起绿色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