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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HPS教学模式可以实现从“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角度帮助学生构建知识

体系、提升科学素养。基于此，本论文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和问卷调查法，探究了HPS教学模式在商洛

市两所中学中有机化学的应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实施HPS教学模式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

且还能够促进学生对科学本质和科学精神的理解，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并行。因此，本论

文根据调查发现的问题，建议将科学史等内容与授课知识内容相结合，引导学生通过有效的学习方法去

获取知识，从而完善知识传授与学生价值观的培养相结合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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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PS teaching model can help students construct knowledge system and improve scientific li-
teracy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knowledge and skills, process and method, emotional attitud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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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u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mainly adopts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o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of HPS teaching model in organic chemistry in two high 
schools in Shangluo City.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HPS teach-
ing model can not on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in learning, but also promote their under-
standing of the nature and spirit of science, achieving paralle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and 
“value guidance”.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problems found in the investigation, this paper pro-
poses to combine the content of science history with the content of teaching knowledge, guide 
students to acquire knowledge through effective learning methods, so as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combining knowledge imparts with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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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

与此同时，新课标的实施也促使教育工作者们转变视角，从原先的以学科为中心转向以人为中心的全面

发展，开始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教育观、课程观、教学观的全面更新。然而，如何将科学素养与核

心素养的培养真正融入教育实践，以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这成为了当前教育工作者们迫切需要

解决的关键问题[1]。 
而在当下的教育环境，大部分学校的教学还是采用教师讲课，学生听讲的常规性模式，这种方式对

于学生来讲往往会觉得枯燥乏味，从而对学习失去兴趣，难以激发出学生创新的能力，而科技竞争激烈

的时代，需要更多的创新型人才，仅靠学生掌握科学知识、操作技能是难以实现的。HPS 教学模式是将

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课程的设计和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地渗透到实际的

教学中，能够引导学生动手实践再现科学家探究的过程，研究方法、创新思路，发现科学世界中的奇妙，

促使学生更容易理解科学本质，促进科学教育发展，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从而加强对自然科学知识本

质的理解[2] [3] [4]，增强学习的趣味性，从而提高学生对科学学习的兴趣。 
本课题对商洛市两所中学的学生运用 HPS 教学模式的情况展开问卷调查和对比分析，以有机化学为

例，研究如何高效地在科学教材的设计中合理融入 HPS 内容以加强学生理解科学的重要性。为了更好地

了解现今 HPS 教学模式的应用，推动其更好地发展，本文通过对学生和教师的了解，结合有机化学课程

的特点，以及对广大教育者在有机化学课程学习现状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等分

析方法，得出目前 HPS 教学模式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现状，从而增加 HPS 教学模式在有机化学中的应用；

帮助教师和学生更好地掌握 HPS 教学模式，填补一定教学模式的缺失；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加强其对

科学本质的理解和科学的人文性教育。本研究致力于让学生在相关历史、哲学和社会学情境中的学习中

重新认识科学，注重多视角看待科学本质，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推动科学知识传播[5] [6]。 
本文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主要以商洛市两所部分高二、高三年级学生和教师为研究对象，采用

文献查找法、问卷调查法、统计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开展问卷调查，并对问卷进行具体对比分析，阐明

HPS 教学模式在有机化学教学具体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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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调研数据及处理 

2.1. 调查对象 

选择研究对象时，本论文主要针对商洛市的高中生，选取了两所中学(商丹高新学校、商州区中学)
高二、高三年级化学学习水平相近、男女比例大致相同、班级氛围相似的两个班级，尽量避免一些外在

因素对实验结果的影响。表 1 为本次调查学生样本的组成，由表可知所调查学校的学生组成情况。 
 

Table 1. Composition of student survey samples 
表 1. 学生调查样本的组成 

学校名称 学生(人) 占比(%) 

商丹高新学校 100 50 

商州区中学 100 50 

总数 200 100 

2.2. 问题的编制 

根据现阶段高中化学学科的特点，设计了《商洛市高中化学 HPS 教学模式的应用学生问卷调查》和《商

洛市高中化学 HPS 教学模式的应用教师问卷调查》。以商洛市两所学校的学生和教师为对象进行抽样调查。 
学生问卷采用不记名形式，共发放 200 份，回收有效 197 份，其中有效回收 196 份，无效问卷 1 份，

回收有效率为 98%。表 2 为本次学生问卷调查的具体内容，问卷调查一共有 12 个选择题，主要从引入化

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学生对科学探究过程和方法的掌握，以及对科学观念的理解和认识、学

生对化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学生对化学及化学实验具体的认识四个不同的角度进行调查分析，并将

这些问卷调查所得数据采用 Excel 2010 进行分析。 
 

Table 2. Four dimensions of designing a student survey questionnaire 
表 2. 设计学生调查问卷的四个维度 

调查维度 题号 意图 

引入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 2、6、10 了解学生对化学史相关内容的兴趣及态度，化学史料对学

生学习化学的作用 
学生对科学探究过程和方法的掌握，以

及对科学观念的理解和认识 3、7、11 了解学生对科学探究各方面的认识情况，对现代科学观念

的认识 

学生对化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 4、8 了解学生能否辩证地看待化学与社会的联系，是否对化学

发现与社会背景有相关认识 
学生对化学及化学实验具体的认识 5、9、12 了解学生的化学学习情况，以及对化学实验的重视程度 

 
Table 3. Four dimensions of designing a teacher survey questionnaire 
表 3. 设计教师调查问卷的四个维度 

调查维度 题号 意图 

教师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本情况 1、2 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情况做大致了解 

教师对化学史的了解、掌握情况及态度 3、4、5 了解教师对化学史相关内容的掌握情况以及在课堂上

的态度 

教师在课堂上对科学探究过程和方法，以

及对科学观念的讲授 6、7、8、9 了解教师对科学哲学各方面的讲授渗透，培养学生的科

学观念 

教师对化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运用 10、11、12 了解教师能否给学生普及化学与社会的联系，是否联系

社会环境讲授化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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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从教师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本情况、教师对化学史的了解、掌握情况及态度、教师在

课堂对科学探究过程和方法，以及对科学观念的讲授以及教师对化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运用四个维度进行

调查分析。 

3. 结果分析 

3.1. 引入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 

问卷中题号为 2、6、10 的题目是为了解学生对化学史相关内容的兴趣，以及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

学的影响所设置的(表 4)。 
 

Table 4. Design of questions on the impact of introducing chem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students’ learning of chemistry 
表 4. 引入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问题设计 

题号 问题 

2 
在化学课堂中，你学习过有关化学史的内容吗？(   ) 

A  经常  B 偶尔  C 很少  D 从未 

6 
你认为老师上化学课时讲授的化学史、社会知识及化学家科学探究的历史故事有必要吗？(   ) 

A 很有兴趣  B 比较有兴趣  C 一般  D 一点都没有 

10 
老师讲授的化学史，你对哪方面内容有兴趣？(   ) 

A 科学家的生平  B 某种物质发现的科学过程  C 发现方法  D 与生产生活相联系 
 

 
Figure 1. Data statistics on the impact of introducing chemical historical materials into students’ learning of 
chemistry 
图 1. 引入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数据统计 

 
由图 1 可知，第 2 题是为了解学生是否接触学习过化学史。84%的学生经常或者偶尔学习过，但还

存在将近 15%的学生很少接触，极少数的人从未接触过，说明化学史在课堂中的讲述是存在的。第 6 题

是为了解学生对化学史的兴趣和态度，实验表明学生认为引入化学史相关内容是十分必要的。第 10 题是

学生对于老师讲授化学史的各方面内容，四个选项的答案都有涉及，其中科学家的生平和生产生活的联

系学生有更高兴趣，教师可以讲述相关内容来激发学生兴趣。由此说明引入化学史料是提高学生学习兴

趣的一个好方法。 
通过以上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课堂中融入化学史，能够让学生产生学习兴

趣，增强学生学习的信心，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化学趣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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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学生对科学探究过程方式与方法的掌握 

问卷中题号为 3、7、11 的题目是为了解学生对科学观念的认识，对科学探究过程方式、方法的认识

程度所设置的(表 5)。 
 

Table 5. Design of questions for students to master the process and methods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表 5. 学生对科学探究过程方式、方法的掌握问题设计 

题号 问题 

3 
科学的发现需要大胆的想象与猜测。(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7 
科学知识不是短时期就能形成的，必需经过长时间的积累过程。(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11 
当你完成实验发现现象与教材不符时，你会质疑教材中的实验现象。(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Figure 2. Data statistics on students’ mastery of scientific exploration process methods and approaches 
图 2. 学生对科学探究过程方式、方法的掌握数据统计 

 
由图 2 可知，第 3 题是为考查学生对科学探究各要素的认识程度。不了解假设和猜想这一科学探究

环节的共有 27.56%。第 7 题的设置是为测查学生对科学知识观的认识，50%的学生能认识到科学知识的

形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具有累积性与创造性。第 11 题，有近 60%的学生以实践的现象为准，与操

作出现不统一时，对课本持有怀疑现象，对科学权威持批判的态度；有近 40%的学生会始终确信课本中

的内容。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初步做出判断：学生理解科学过程和科学方法还有所欠缺，对科学探究要素

的认识不够深刻。 

3.3. 学生对科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 

问卷中题号为 4、8 的题目了解学生是否能辩证地看待化学与社会间的关系，是否对化学发现的社会

情境性有所了解所设置的(表 6)。 
由图 3 可知，第 4 题是为考察学生是否了解化学发现的社会情境性。有近 83%的学生对这一观点有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5340


胡玉洁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5340 664 创新教育研究 
 

所了解，知道科学家在进行科研时会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制约，这与教师课上是否向学生提及科学或科

学家与当时社会背景的观念有关。第 8 题是为了解学生能否学以致用，将所学的科学知识活用到日常生

活当中。数据显示，17.35%的学生面对生活中的现象会联系科学知识，尝试用科学知识进行解释。 
以上分析表明：大多数学生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与社会间的关系，知道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但能够

真正将科学知识有所运用的学生不多。因此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应注意培养学生运用科学知识的能力。

经过 HPS 教学模式的实施后，学生对科学及科学家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深有体会。但仍有不少学生存在

错误的观念，这需要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加强科学社会属性观念的渗透。 
 

Table 6. Design of students’ understanding question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 
表 6. 学生对科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问题设计 

题号 问题 

4 
科学家在进行科研时，也会受到当时社会背景的影响。(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8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现象，我会试图用所学的科学知识进行解释。(   ) 

A 经常有这样的想法或做法  B 有时有  C 很少有  D 几乎没有 
 

 
Figure 3. Statistical data o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ce and society 
图 3. 学生对科学与社会间关系的认识数据统计 

3.4. 学生对化学及化学实验具体的认识 

Table 7. Design of specific understanding questions for students on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xperiments 
表 7. 学生对化学及化学实验具体的认识问题设计 

题号 问题 

5 
我认为在化学研究的过程中，如果有新的想法时，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9 
学习过有机化学相关内容，你同意科学研究需要创造和协作吗？(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12 
你同意科学家对化学进行研究时需要结合生物、物理、数学等其他学科？(   ) 

A 非常同意  B 同意  C 不太同意  D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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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tatistical data on students’ specific understanding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xperiments 
图 4. 学生对化学及化学实验具体的认识数据统计 

 

问卷中题号为 5、9、12 的题目了解学生的化学学习情况，以及对化学实验的了解重视程度所设置的

(表 7)。 
由图 4 可知，第 5 题是为测查学生对实验功能的认识，绝大多数学生同意用化学实验的方法检验新

的想法，明确实验功能。进行教学时，涉及探究性实验、验证性试验，可以加强学生对实验功能的清楚

认识。第 9、12 题是对化学学习方式的具体调查，大部分学生认为化学的学习是需要与其他学科联系起

来，有机结合，融会贯通；通过化学的学习，认为科学研究需要合作和创造，对科学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3.5. 教师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本情况 

问卷中题号为 1、2 的题目是为了解教师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本情况所设置的(表 8)。 
 

Table 8. Basic situation question design of teachers on the application of HPS teaching model 
表 8. 教师对 HPS 教学模式应用的基本情况问题设计 

题号 问题 

1 
您是通过什么途径了解教学模式吗？(多选) (   ) 

A 阅读书本中捕捉  B 听同事朋友谈起  C 文献中阅读过  D 培训课程中获取 E 其他途径 

2 
如果您没有在化学课堂教学中运用 HPS 教学模式的原因是什么？(   ) 

A 学时有限  B 缺乏相关资料  C 对学生帮助小  D 自身知识储备不足 
 

 
Figure 5. Data statistics on the ways teachers understand teaching models 
图 5. 教师了解教学模式的途径数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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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6. Data statistics on the reasons why teachers did not use 
teaching models in chemistry teaching 
图 6. 教师没有在化学教学中运用教学模式原因的数据统计 

 

由图 5 可知，教师从书本中和培训课程中了解的情况较多，分别达到 35.71%和 28.57%，听同事朋友

谈起和文献中阅读的情况一样多，占到 14.29%，从其他的途径获得占比为 7.41%。由图 6 可知，绝大多

数教师由于自身知识储备不足在化学课堂中没有运用 HPS 教学模式，高达 68.57%。部分教师因为缺乏相

关资料、学时有限，对学生帮助小，导致运用 HPS 教学模式情况较少。 

3.6. 问卷数据分析 

在以上的调查中调查结果的初步分析与统计表明，引入化学史料对学生学习化学的影响是学生学习

兴趣的因素，HPS 教学模式是其中一种增强学生学习兴趣的方法。学生对科学哲学方面的认识并不十分

明晰，这是因为在日常以及学习化学的过程中，学生由于学制的局限，受学习方式的影响，对科学探究

过程和方法的掌握程度及科学观念的获取这方面的理解不够深刻。大多数学生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与社

会间的关系，明确实验功能，学习化学课程时能够与其他学科联系起来。HPS 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的科

学本质观方面存在一定的优势，在中学开展基于 HPS 教学模式的教学是有必要的。 

3.7. 有机化合物知识教学设计案例开发 

在进行化学教学设计时，教师要在全面考虑化学的学科特征、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的基础上，结

合相应的教学内容，充分发挥 HPS 教学模式在化学学科上培养兴趣和加深知识理解方面的优势。 
化学基本概念和理论的学习，能帮助学生掌握学习化学和研究化学的方法，使学生更系统化地掌握

所学知识，便于检索和记忆；能使学生对化学的认识不只停留在较低级的阶段，而是能更完全地学习化

学所研究的具体物质及其变化规律。在进行教学设计时，应掌握好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辨析概念间的联

系，HPS 教学模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该问题的方法。 
 

Table 9. Teaching process design for “Two Chemical Raw Materials from Coal and Petroleum—Benzene” under HPS 
teaching model 
表 9. HPS 教学模式下《来自煤和石油的两种化工原料——苯》教学过程设计 

教学程序 具体做法 结合内容 

创设情境，

开启课堂 

教师可以通过讲述科学小故事、小趣闻，或结合生

活中、社会上常见的现象或热门话题来创设情境，

引出本节课内容，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及求知欲，体

会化学就在我们身边 

[字谜]有人说我笨，其实我不笨，脱去竹笠戴

草帽，化工生产逞英豪 
[展示图片]苯为我们带来了什么？在工业、建

筑、服装、纤维、药物、食品添加剂等方面的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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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引出概念，

各抒己见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提出相关问题，让学生结合自己

已知知识，发挥想象，提出不同的猜想，各抒己见 

[提问]学习过的乙烯也是不饱和的烃。请同学们

计算苯的不饱和度。并结合所学的不饱和烃，

试写苯的结构简式 
[展示]科学家曾经预测的苯的结构及学生写出

的结构 

讲述历史，

体会科学 

借助多媒体或角色扮演方式，展现当时科学家探讨该

问题的过程，让学生以移情方式体会当时科学探究工

作。该阶段的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同一现象的不同解释

不仅与个人思维方式相关，还与当时社会科学发展现

状有关，从而体验科学的历史及社会情境性 

[视频资料]苯的发现史 
19 世纪，欧洲使用照明的煤气是压缩在桶里贮

运，人们发现其中有一种油状液体，英国科学

家法拉第对此产生很大好奇，他花费长时间提

取这种液体，从中得到了苯 

展示概念，

得出结论 

教师给出这一现象或问题的正确解释，这是学生对

自己理解和反思的重要环节。从教师讲授或实验现

象的观察，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最终得出结论，形

成正确的科学观念 

通过视频动画清楚讲解苯的分子结构，学生对

比正确结构，思考分析自己书写的问题，小组

讨论交流自己在书写上出错的地方，进行组内

总结，再由教师统一进行分析总结 

设计实验，

验证猜想 

教师采取“分组实验”方法，设计实验，引导学生

思考，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该阶段目标是让学

生掌握科学探究的正确步骤 

让学生根据已有的知识设计实验验证苯的物理

性质和化学性质，实际动手操作实验，正确操

作实验具体步骤 

总结完善，

联系生活 

通过对科学探究过程的总结，分析科学探究的方法

和步骤，学习科学知识，理解科学本质。同时也更

深刻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 

教师引导学生体会科学探究方法和科学本质。

苯应用于生活中各处，但苯挥发性强，在空气

中易扩散。人和动物吸入或接触大量苯，会引

起苯中毒 
 

有机化学是化学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它是研究有机物来源、制备、结构、性质、用途等方面的一

门科学。以碳、氢为主要元素构成的有机化合物数量庞大、结构复杂、性质灵活多变，反应条件不同产

物也不同。有机化合物与我们的生活联系十分密切并且包含着大量的化学史，这是基于 HPS 教学模式的

有机化合物知识教学设计案例开发的切入点。笔者以人教版《高中化学必修二》第三章第二节(见表 9)
《来自煤和石油的两种化工原料—苯》为例进行教学设计，具体运用 HPS 教学模式的教学过程设计。 

4. 结论 

本论文探究了 HPS 教学模式在商洛市两所中学高二、高三中有机化学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有机化学

教学设计案例的开发和实施，最终整理研究思路，提出相应的意见并进行反思。研究发现运用 HPS 教学

模式可以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激发学生学习的信心；对促进学生理解科学本质观、提升学生科

学素养等具有一定的实施意义。同时教师在相关的教学授课过程中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建立终身学习

的目标，始终充实化学史知识、灵活运用 HPS 教学模式，设置合适的 HPS 主题，完善自我的教学方式，

丰富个人知识，积攒更多教学经验，有效培养出具备创新精神与能力的人才，致力于为国家的教育事业

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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