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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研究

基于理智感和道德感探讨

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的培育路径

叶宝生，杨　屹，曹温庆

摘要：态度是影响个体对一类人、客体或事件的行为选择的一种习得的内部状

态，包含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性三种成分。其中的情感成分又可分为理智感、道

德感和美感。理智感是个体对认知活动成就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道德感是

个体根据一定的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在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举止、思想、言论和

意图时产生的情感体验。在科学认知活动中，理智感形成科学态度，当科学行为涉

及道德规范时则产生责任。在科学教学中，应从理智感和道德感出发，培育学生的

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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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年，《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 （２０２２年

版）》（以下简称 《课标》）颁布，要求全面落实

科学核心素养，其中的态度责任素养就是科学态

度和社会责任。《课标》指出：“态度责任是在认

识科学本质及规律，理解科学、技术、社会、环

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科学态度与社

会责任。”［１］５作为科学核心素养要求学生必备的

心理品质，态度责任应在科学探究实践和技术工

程实践活动中形成和发展。明确培养路径是态度

责任素养有效落实的保证。本文根据心理学对态

度的研究成果，针对态度中的核心成分———情

感，从理智感和道德感两个方面对应地分析科学

情感和社会责任感的内涵与培育路径。

一、态度的内涵及其成分

态度是影响个体对一类人、客体或事件的行

为选择的一种习得的内部状态。［２］态度包含三种

成分：认知、情感和行为倾向性。认知指态度主

体对事物的了解、知觉、理解、信念和评价；情

感指主体对态度对象的情感体验及情绪反应，是

态度的核心成分；行为倾向性是由认知、情感决

定的对于态度对象的行为反应倾向，即行为的直

接准备状态。认知是态度形成的基础和依据，情

感是态度的核心，行为倾向是态度的外在表现。

作为态度的核心成分，情感包括理智感、道

德感和美感。理智感是个体对认知活动成就进行

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道德感是个体根据一定

的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在评价自己或他人的行为

举止、思想、言论和意图时产生的情感体验。美

感是人对事物的美的体验，是人们基于美的需

要，按照个人审美标准，对自然和社会生活中的

各种事物进行评价时产生的情感体验。［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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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智感与科学态度的培养

理智感是人们从事学习活动和探索活动的动

力，既包括一个人认识到知识的价值和意义时，

感受到获得知识的乐趣和解决问题的欣喜快慰，

以及在追求知识真理的过程中体验到幸福感，也

包括解决困难时的努力、违背事实时的羞愧等。

科学学习就是科学认知活动，在科学活动中培养

的情感，首先就是理智感。

与一般的态度的三种成分相对应，科学态度

可分为科学认知、科学情感和行为倾向。科学认

知是指学生在科学认识过程中对科学的理解，即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的意义和价值；科学情感是

学生探索自然界发生发展内在原因时的内在反应

和内心体验，表现为好奇心与探究欲等；行为倾

向是对科学活动的积极性，其外在表现是参与程

度和认真程度。［４］６１态度不是认知因素，但态度

对认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积极的态度是

重要的学习结果，科学态度属于积极的态度。

科学态度的培养是以对科学事物的认知为基

础的。在教学中，要设计好科学活动，利用学生

的直接兴趣引导其产生间接兴趣，逐渐帮助他们

建立学习动机，进而获得成功。［４］６３６５不同的学习

内容蕴含的意义价值是不同的，其产生的情感也

是不同的。在活动结束后，要强调对具体科学知

识、科学方法意义和价值的理解。积极的科学态

度内蕴在科学学习过程之中，其外在表现包括积

极、严谨、兴趣等情绪或行为。因此，对科学态

度教学目标应该进行状态描述。［５］一是要说明针

对具体科学知识、科学方法意义和价值的理解。

二是要对学生的情感状态进行陈述。三是对行为

状态进行陈述，既包括积极参与科学活动、基于

证据和推理发表观点、敢于质疑权威、善于倾听

不同意见、在实践过程中实事求是等具有科学学

科特点的行为状态，也包括履行职责、分工合

作、尊重他人等各学科共通的行为状态。例如，

“昆虫”一课的态度目标可设置如下：①通过识

别昆虫的共同点和不同之处，知道分类是人类认

识事物的基本方法 （科学认知）；②对昆虫的辨

认、识别充满兴趣 （理智感）；③积极投入学习

昆虫的活动 （行为状态）。又如，“热传递”一课

的态度目标可设置如下：①通过热传递实验，理

解科学实验是揭示自然界客观规律的重要方法

（科学认知）；②依据事实进行判断，了解热传递

是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认识的，相信规律的

客观性 （理智感）；③在科学实验中，规范操作，

认真观察，探索规律 （行为状态）。再如，“昼夜

交替”一课的态度目标可设置如下：①知道昼夜

交替现象是地球自转决定的客观规律，人们按

照这个规律安排作息时间和生活、生产计划

（科学认知）；②形成客观事物发展是有规律的、

人们要尊重客观规律的科学观 （理智感）；③在

建构模型的过程中，尝试不同的构思，发展批判

质疑的意识 （理智感）；④积极投入建构模型的

科学活动 （行为状态）。

三、道德感与社会责任的培养

道德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人们共同生活

时应该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规范，是对人的一种约

束。责任是在社会群体关系中隐性形成或外在规

定的应该遵守的规则和要求。其中，隐性形成的

包括社会习俗和伦理道德，如父母养育子女、子

女赡养老人等；外在规定的则指法律法规和制度

章程，如驾车上路要遵守交通安全法规等。人的

行为要符合道德要求，这样就要产生责任。

责任是产生在责任事件中的。所谓责任事

件，是指事件本身有显性或隐性的规则要求，事

件的发生、进行和结果是人为导致的。有承担责

任的责任人，才构成责任事件。如刮风导致大树

倾倒，只是自然力的作用，没有人的参与，不是

责任事件。若人砍伐树木，符合社会生产要求，

具有输送木材的责任；若非法砍伐，则须承担破

坏环境的责任。科学活动只有涉及道德规范时才

会发生责任事件，才有责任要求。

对道德的态度就是道德感，即人们对自己或

他人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要求的评价。同样地，对

责任的态度是责任感，是一种自觉、主动地做好

分内分外一切有益事情的态度，是一种社会道

德。责任意识是指社会群体或个人在一定社会历

史条件下形成的在责任认同基础上自觉履行责任

的心理状态。［６］１０责任意味着承担，承担责任会

得到表扬或奖励，拒绝责任会受到指责或惩罚。

对小学生而言，重点培养的是对社会道德的态度

和自律意识，即责任感和责任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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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分为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个人责任是

指有一定担当能力的个体对自身行为及其结果应

自觉付出的代价。个人责任意识是个体使身心健

康和自我事务保持良好状态的积极态度。《课标》

中 “珍爱生命，践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式”［１］６

的要求，就是个人责任意识。当学习内容涉及学

生对自身健康和生活状态应具有积极态度时，就

会使学生产生对个人负责的责任意识。例如，学

习 “呼吸系统”，认识到呼吸系统对人体生存的

作用和意义，实现了科学认知。通过学习 “保护

我们的呼吸”，知道我们对自身呼吸系统的健康

负有责任，产生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的责任意识；

认同应该在空气新鲜的空间内生活、学习，躲避

污浊空气，则是形成责任行为倾向。又如，学习

“脑和神经系统”，认识到它们对于人适应和改造

环境、认知、情绪情感都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学

习 “保护我们的大脑”，认识到如何保护人体指

挥器官，产生对自己负责的责任意识；形成积极

锻炼、保证营养、避免伤害的责任行为倾向。

社会责任又分为两种，一是社会群体、组

织、机构、国家应承担的责任；二是个体履行这

些机构的规定时应承担的责任。《课标》要求的

培养学生社会责任，属于第二种情况。社会责任

感作为一种道德情感，是指有胜任能力的人在一

定历史条件下，对他人、社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的态度。［６］９个体通过与群体、社会和生态环境的

互动过程，生成或内化责任感。个人责任意识与

社会责任感往往结合在一起。如学习 “人类对环

境的影响”，通过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使自

身生存条件大为改善的案例，认识到人的行为要

兼顾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由乱砍滥伐、过度开

采导致的环境破坏等产生忧患意识；拥护可持续

发展国策，支持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具有

捍卫国家利益的责任感。

四、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的培育路径

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都是基于对科学事物的

认知，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产生的。科学认识活动

必然表现出某种态度。当只产生理智感时，则只

实现科学态度的培养；若道德感、理智感都存

在，则科学态度与社会责任都会产生。需要强调

的是，只有道德感才涉及人对道德准则和法律法

规的遵守，才会有责任感和责任意识的产生。因

此，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思考：当科

学情感涉及道德感时，需要责任承担，才引发责

任意识问题。综合来看，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的

培育路径是统一的，都是在科学探究实践和技术

工程实践的过程中，让学生认识科学概念规律及

其方法的意义和价值、技术工程实体的功能作用

和意义，产生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进而产生对

应的行为倾向或责任行为。若理智感、道德感同

时存在，需要对社会责任做进一步分析，也涉及

三个方面。一是责任认知：在科学认知的基础

上，从道德感出发，对责任事件作出判定。二是

责任感和责任意识：对遵守道德规则的价值判断

和准备承担责任的态度。三是责任行为表现：参

与责任事件，对个人行为的描述 （可能与科学态

度中的行为倾向重合）。对于科学态度的培育，

前文已做了举例说明，下面重点对 《课标》列举

的社会责任目标进行具体阐述。

对于 “珍爱生命，践行科学、健康的生活方

式”［１］６，除前文提及的案例，还可利用 “动能”

的学习，让学生知道高处的物体 （具有重力势能）

下落会产生动能，可以做功 （科学认知）；知道物

体具有动能会产生破坏力，认识到高空抛物可能

对自己或他人造成伤害 （责任认知）；理解禁止高

空抛物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保证自己不这样做，

也制止或谴责他人的类似行为 （行为倾向），对自

己和他人都具有安全意识 （责任意识）。

对于 “热爱自然，具有节约资源、保护环

境、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感”［１］６，可利用 “生物多样性”的学习，让学生

知道多种生物的存在对于保持生态平衡具有重要

意义 （科学认知），认识到要积极保护野生动植

物 （科学情感），积极参与保护野生动植物的活

动 （行为倾向）；认识到滥捕、滥杀野生动物是

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责任认知），理解、认同野

生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 （责任情感），拒绝使用

野生动物制品 （责任行为）。也可利用 “资源”

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资源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

意义，开发新资源和利用新能源对人类的生存生

产具有积极作用 （科学认知），产生珍惜资源的

科学情感；通过对不可再生资源、清洁能源的认

识，了解资源的过度使用和对环境的破坏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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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产生浪费资源可耻、节约资源光荣、破

坏环境可耻、保护环境光荣的情感 （责任感），

积极投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公益活动 （行为

倾向）。

对于 “对与科学技术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作

出正确的价值判断”［１］６，可利用 “手机的利与

弊”的学习，让学生认识到手机具有通信、服

务、学习、娱乐等多种功能 （科学认知）；知道

手机是现代信息社会重要的终端产品，认同手机

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方便快捷 （情感）；知道沉迷

手机游戏会浪费时间，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 （责

任认知）；正确理解手机的优点和弊端，恰当把

握学习应用与适当娱乐的关系 （责任意识与行

为）。也可利用 “汽车与安全”的学习，让学生

认识到汽车是人奔跑和负重功能的拓展，货车可

以将各种货物运送到需要的地方，客车可以快捷

地将人送达目的地 （科学认知）；认识到汽车大

大增强了人的运送能力，是现代社会一种重要的

交通方式 （情感）；知道汽车运动具有动能，存在

危险，人车共行时要各自遵守交通规则 （责任认

知）；自觉遵守交通规则，避让机动车，具有安全

意识，能采取自我保护措施 （责任意识和行为）。

对于 “遵守科学技术应用中的公共规范、法

律法规和伦理道德，维护自身和他人的合法权

益，捍卫国家利益”［１］６，应让学生认识到实事求

是是科学态度，也是科学道德要求；知道以证据

为前提进行科学推理，以获得科学结论 （理智

感）。让学生通过数据造假和诡辩会产生责任事

件，认识到责任。尊重数据，则产生责任意识。

不抄袭他人数据、不为得到预期结论篡改数据，

遵守科学规范，则是责任行为。例如，测量水沸

腾时的温度，书上标明的温度是１００℃，但实际

测量时一般不到１００℃，教师要观察学生是否有

盲从行为，并予以纠正，告诉学生在一个大气压

下纯水沸腾的温度为１００℃，而我们的测量条件

一般不满足规定要求，应实事求是地记录。又

如，学习 “食品包装袋上的信息”时，一袋食

品，即食品加工技术的物化结果，属于技术产

品。而食品生产过程涉及食材选择、生产设备、

资金保证、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等，是一个技术

系统，或者说是一项工程。我们阅读食品包装袋

上的说明，理解食品安全可以保障人体健康。这

是责任认知，且这个责任是生产者的责任。对小

学生而言，购买安全食品是对自己的健康负责，

产生责任意识和责任行为，即不食用过期食品、

不购买无健康保障的食品，宣传食用健康食品，

产生维护自身和他人合法权益的责任意识。

《课标》在科学态度中还要求 “尊重他人的

情感和态度，善于合作，乐于分享”［１］５。实际

上，小组合作学习是科学课程经常采用的组织方

式，它不仅关乎科学态度培养，也是社会责任培

养的重要方式。如观察 “水的沸腾”实验，需要

负责小组分工、协调组织的组长，专门观察沸腾

现象的观察员和记录相应现象的记录员，专门读

取温度计数值的观察员和记录数据的记录员。分

工合作，职责清晰，每个小组成员都有自己的岗

位职责，这是责任认知。学生理解科学学习需要

团队合作，尊重合作伙伴，认识自己和同伴的职

责，这是责任意识。认真承担自身职责 （组织、

观察或记录），共同完成实验任务，这是责任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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