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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在疫情突发期间，良好的生物学素养对民众理解党中央的

科学决策，自觉反对虚假的、伪科学信息，坚决执行党的部署

做了必要的智力支持。而随着疫苗的普及、抗病毒药物的开

发，人们对抗新冠疫情的战役进入下半场。疫情使每一个人都

直面生命的脆弱，反思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疫情也暴露出生物

安全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人群心理建设等问题。在这场持久

的较量中，生物学视角重新审视世界将不可避免，这意味着生

物学课程需要承担更重的责任。

传统科学教育将科学看做一种实证知识，强调知识传播。

HPS （History， Philosophy & Sociology of Science） 教育模式

是一种将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融入科学教育的一种

教学模式。在HPS模式下，科学被视为一种文化，放在历史、

哲学、社会学语境中去理解，强调对科学本质的理解[1]。本文

将基于HPS视角思考后疫情时代中学生物学教学，希望能为广

大中学生物学教师带来帮助。

2 基于HPS对中学生物学的反思

本次新冠疫情带来的不只是生物学知识的增加，它的影响

是全面的。它破坏了全球环境，影响到文化、经济、教育及社

会等方方面面，需要从HPS角度思考中学生物学教学。

2.1 科学史层面

在科学史层面，HPS教育可以让公众掌握基本的科学知

识，了解科学事实。人类历史就是与疾病斗争的历史。这其中

有成功的案例，如天花、脊髓灰质炎等；也有暂时成功的案

例，如上世纪70年代以来，过去被消灭的肺结核又死灰复燃；

还有未成功的案例，如禽流感、新冠等新发病毒。19世纪末

20世纪初的疫苗革命、抗生素革命使得人类短期内取得了对传

染病压制性的胜利，产生了一种战无不胜的假象。然而，超级

细菌、未知病原体的威胁无法根除，生物学规律告诉我们，新

冠病毒不会是最后一次，它的出现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面

对新发病毒，反思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有助于理解科学概念

的演化、判断科学假说的真伪、正确看待科学理论的成长、科

学思想的进步及科学方法的扬弃等。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战胜疫情需要全球的合作。Guido

Caniglia等认为，COVID-19大流行显示了一种我们从未讲过的

新的风险类别，即全球系统性风险。病毒不会局限于一个区

域，而是会扩散到其他区域[2]。通过科学的社会学教育，可以

帮助大众理解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全球科学家的科学共识而不

是“政治病毒”对于全球抗疫起着重要作用。这需要一种新的

科学认识论来充分应对全球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挑战。生物教师

可以充分研究新冠疫情相关案例，组织学生探究性学习，使学

生在掌握相关知识的同时，认同“地球村”及“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观念。

2.2 科学哲学方面

在科学哲学方面，HPS教育可以让公众理解科学本质与科

学的社会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

体，两者利害攸关。人类善待自然，自然也会馈赠人类，反

之，自然也对人类进行报复[3]。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以惊人的

速度侵入野生动物家园，破坏他们的栖息环境，滥捕滥杀野生

动物。射杀大象取下象牙扬长而去，生切鲨鱼鳍而后抛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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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对自然界无度索取招来反噬。本次新冠疫情中，尽管新

冠病毒起因尚未明了，但是中间宿主有“野味”或野生动物作

为媒介，这一点得到医学界的广泛认同[4]。任平认为，疫情是

果，而生态破坏是根；战“疫”是治标，而建设生态文明才

是治本。

本次疫情中，关于进化论的科学哲学也是值得我们思考

的。尽管新冠疫情内容进入新版课程标准，但是在后疫情时

代，COVID-19是边演化边传播的，防疫知识和抗疫措施仍然

存在很多不确定因素。疾病演化的历史告诉我们，人类与病原

微生物长期共存最终达到某种平衡是普遍的现象。人类与病毒

的共存并非人类的危险，而是人类的命运[5]。不理解进化概念，

很难理解新冠大流行及后疫情时期的防疫知识和抗疫措施。

Uno Gordon认为，有必要将进化提升到其应有的地位[6]。

2.3 科学社会学方面

在科学社会学层面，HPS教育可以帮助公众理解科学的主

观性、相对性与建构性特征。尽管知识本身是客观的，但人们

对知识的理解是主观的。纯粹科学是不存在的，不涉及价值观

的科学也是不存在的。疫情初期部分西方政客认为新冠只攻击

亚洲人，然而现在即便是最糟糕的政客也不得不承认，全球人

类面对新冠病毒时是同等脆弱的。面对具有无症状感染能力的

新冠病毒，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新冠病毒确立起把

当代所有人都囊括其中的“共同（免疫）体的生物性-政治性

边界[7]。应对新变异病毒需要全球更广泛、更密切的合作。因

此，习近平指出：“病毒没有国界，疫情不分种族，人类是休

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协作、携手应对，国际社会才

能战胜疫情。”[8]

以史为鉴，可以帮助教师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开展教学。

在长期斗争中，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我国，早在秦汉时

期已有局部隔离法，称为“疠所”，即麻风病隔离所。在西方，

古罗马时期也发明了麻风病隔离法。而现代的“检疫隔离”概

念来自中世纪对黑死病的隔离。从科学史层面看，本次疫情已

远超科学层面。在疫情初期，通过对病毒初步科学研究的研

判，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在策略和组织上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

法。策略上，中国和部分西方国家分别采取以居家隔离等待疫

苗研制和群体免疫为代表的两种策略。组织上，我国是动员群

众，依靠广大群众共同战疫，战疫成果为人民共享；部分西方

国家则是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战疫是统治者的权利。两种做

法表面上分别是“生命权至上”和“自由权至上”的价值观的

反映，实则是不同政治理念的反映。赵汀阳认为，疫情初期中

国果断按下暂停键，显示党和国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生

命政治理念；而西方国家则陷于总统竞选，出于经济考虑而错

过黄金防控期，则显示其“GDP崇拜”政绩观[4,9]。

3 疫情对生物学教学的启示

“生物学是自然科学中的一门基础学科。是研究生命现象

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10]生物学课程涉及到细菌、病毒、

DNA、RNA等概念，免疫学、传染学和卫生学等知识，能帮助

大众解决阅读和理解新闻媒体时的困难，能够迅速整合民众，

在国家指导下，团结一致对抗病毒。本次疫情的影响深入社会

各个方面，生物学作为关联学科，在以下三个方面应该加强。

3.1 应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教育

新冠疫情在带来巨大威胁的同时，也必将对中学生物学教

学提出新的要求。新冠肺炎是一种恶性传染病。历史上，以天

花、鼠疫为代表的的恶性传染病曾给人类带来很大威胁。到了

近现代，随着医学的进步，人类有了很好的防控措施后，这类

严重威胁人类生命的恶性传染病导致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虽然

有所发生，但已经很少见，而且往往局限在遥远的小块地区。

因而人们往往放松警惕。事实上，在21世纪，人类仍然面临

三大风险：恐怖袭击、金融风险和新发传染病风险。其中，新

发传染病因风险源不可知性高、危害叠加效应强和经济损失大

而成为人类最大威胁之一[11]。

以本次新冠疫情为例。新冠病毒具非常高的传染性、高隐

蔽性，虽然死亡率不高，但患者基数大，易对正常医疗资源产

生挤兑，严重冲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对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因此，国家迅速出台《传染病防治法》。其中规定：“对乙类传

染病中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采取本法所称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

面对本次新冠病毒引发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全民具备一

定的生物学素养为中央及地方应急管理政策做了必要的保障，

但教学内容往往是常规疾病预防为主，对甲类、乙类传染病强

调不够，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教育仍稍显不足。《普通高

中生物学课程标准（2017版2020版年修订）》迅速新增新型

冠状病毒的案例，但由于新冠病毒是新发病毒，人们对病毒的

认识仍是持续深入的，比如潜伏期、传播途径等的认识都发生

过变化。随着变异毒株的出现，可以预见，新冠病毒相关知识

将维持一个较高的更新频率。中学生物学教学应加强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教育。

3.2 应加强生物安全教育

生物安全教育仍旧薄弱。自2002年《卡塔赫纳生物安全

议定书》签订生效，人们才开始有了生物安全的概念。2018年

的《英国生物安全战略》和美国《国家生物防御战略》制订，

说明生物安全已经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12]。2020年 10月，我

国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在维护国家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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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民生命健康方面迈出重要的一步。2020年5月修订的课

程标准只是提到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未系统纳入生物安全相

关内容。最后，新冠疫情不是孤立事件，而是涉及到病毒管

理、生物技术、生态平衡、自然资源开发等一系列生命问题，

将会在新的情境下进行深入的研究。总之，后疫情时代，随着

病毒的变异与演化，新冠病毒相关研究会有一个持续更新的过

程，相应的抗疫措施是在不确定性下进行的。无论教师还是学

生都处于与知识共同成长之中。中学生物学教师需要以更开放

的姿态面对快速迭代的抗疫知识。

3.3 应加强生物学科核心素养教育

新版《普通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中，将培养学生学科核

心素养作为课程的基本要求。《标准》指出，生物学科核心素

养由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探究和社会责任构成。结构与

功能观、进化与适应观、稳态与平衡观、物质与能量观等，是

生命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生物学科独特的育人价值体现。

对细菌、病毒以及传染病传播途径等知识的学习不仅可以帮助

学生在微观层面上深入理解生命本质，从而积极服从防控要

求。疫苗和药物的研发是每一位同学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而

科学家开展新冠病毒研究，疫苗和药物的研发过程，蕴含了大

量的科学思维和科学探究素材。此外，新冠疫情不仅是一场公

共卫生危机还是一场生态危机，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关注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从而提升学生责任意识。对于中学生物教学而

言，新冠疫情是挑战，更是提升学生生物学核心素养的最大

机遇。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可以从生命观念、科学思维、科学

探究和社会责任四个方面充分挖掘新冠疫情的教育意义，从而

提升学生生物核心素养。

4 结语

新冠肺炎的影响已经漫出卫生领域，对经济、政治、文

化、教育、意识形态造成破坏。《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马斯·

弗里德曼将世界分为“疫情前世界”和“疫情后世界”。基辛

格认为，新冠疫情带来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

永远改变世界秩序。[13]尽管基础教育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

题，但新冠病毒显然正在改变社会生产和人们生活，打断有序

推进的教育教学改革，使之成为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

Danilo V. Rogayan Jr认为，本次疫情后，科学教师在以

下六个方面扮演重要角色。（1)科学传播者；(2)批判性思想家；

(3)知识创造者；(4)颠覆性创新者；(5)反对错误信息；(6）未来

的教育家[14]。谭永平认为，生物学学科核心素养存在限于文

本，不敢拓展；止于学科，自我设限等问题[15]。2020新修订的

高中生物学课程标准新增了新冠病毒内容，但是面对着仍在继

续演化的病毒，很难做到及时更新。后疫情时代，加强生物安

全教育与生命教育是生物学教师的责任，也是生物学教师的义

务。教师应发挥主观能动性，以高度的责任感挖掘相关课程资

源。HPS教育模式是一种将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融

入科学教育的一种教学模式，从HPS角度思考中学生物学教学

有助于生物教师丰富课程思政素材，提升学生生物学核心

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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