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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视域下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

毕吉利，周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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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文化的视角探寻化学教育回归人之 “生命”的原初状态，溯源以 “真”
“善”“美”为内核、以生活世界为存在空间的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体系，是实现化

学教育对生命意义的展放和生命质量提升的需要。化学教育透过化学文化展现人的

本质，实现人的生命价值，其逻辑在于通过 地 方 性 的 化 学 知 识、发 展 性 的 化 学 课

程、生活化的化学教学促进个体文化的积淀，激发个体生命的活力，至臻个体生命

的体验。现实中化学教育存在知 识 性 误 释、主 体 性 错 位、人 文 性 欠 缺 等 困 境。为

此，化学教育需要确立生活化的目标，选择生活化的内容，采用生活化的方法，实

施生活化的评价。
关键词：文化；生活；化学教育；生命价值

中图分类号：Ｇ６３３．８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０１８６（２０１８）０９－０１０７－０７

基金项目：宁夏回族自治区 “双一流”建设民族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 （ＮＸＹＬＸＫ２０１７Ａ０２）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毕吉利，１９８８年生，男，吉林省吉 林 市 人，宁 夏 大 学 博 士 研 究 生，主 要 从 事 课 程 与 教 学 论 （化 学）、教 育 文 化 学 研

究；周福盛，１９６２年生，男，宁夏中宁人，宁夏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 生 导 师，主 要 从 事 课 程 与

教学论、教育人类学研究。

教育是最具 生 命 的 事 业［１］。追 求 生 命 价 值，

是教育的终极目标。化学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

的文化蕴涵，化学教育有着丰富的生命价值。文

化视角下对化学教育的已有研究主要涵盖以下几

个方面，一 是 基 于 化 学 文 化 特 征 的 化 学 教 育 研

究，即从化学的学科特点出发，审视化学自身的

文化属性及对化学教育的启示。［２］二是化学 教 育

过程中的文化传播和科学素养的养成，强调化学

教育的文 化 传 承 功 能 及 化 学 科 学 素 养 的 文 化 价

值。［３］三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化学 教 育 改 革，关

注基于本土文化价值的化学知识选择，符合学生

认知水平和特征的教学方法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突显民族性和地域性。［４］尽管这些观点颇有见地，

但作为文化实践活动，化学教育还需要从人的本

质出发，对 “化学教育”和 “文化”的内在关联

进行深入考察，从文化的角度探讨化学教育的生

命价值，唤起化学教育的生命本性，这是化学的

“物”和教育的 “生命”的连接点。鉴于此，本

文尝试以 “人”为逻辑起点，寻求基于文化内涵

的化学教育的生命意蕴，力图回答何为化学教育

的生命价值，文化视域下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内

在逻辑，实现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现实困境及化

学教育回归生命价值的路径选择等问题。

一、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意蕴

论及 “化 学 教 育”的 生 命 价 值，需 以 明 晰

“生命价值”和 “化学 文 化”的 内 涵 及 其 关 系 为

前提。对 “生命价值”的诠释指引着化学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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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进路和发展路径，对 “化学文化”的理解规

约着化学教育的存在价值和实践方式。
（一）化学教育 “生命价值”的阐释

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即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

实现，归根结底是人的本质的实现。在 “人”的

意义世界里，“无机态”的生存转化为 “有机态”
的生活，“刻板”的自然勾勒出 “灵动”的文化，
从而建构出人的文化世界，文化世界的存在为化

学教育实现人的生命价值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现实

空间。化学教育对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实际上就

是对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实现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

的总和”。［５］从 这 个 角 度 来 看，人 有 两 种 本 质 属

性，即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自然属性是人和其

他动物的共同属性，是一切生命个体存在的先天

基础和物质保障，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有限生命

价值。社会 属 性 是 人 与 动 物 区 分 开 来 的 特 殊 属

性，是建立在人的思想意识基础上的社会实践的

产物，具有文化意义上的无限生命价值。脱离了

人的社会属性，人之为 “人”的意义便以消解，
“价值”自然无从谈 起。社 会 属 性 建 立 在 自 然 属

性基础上，两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相互依存交织体

现了人的生命价值。源于自然属性的生命价值关

注作为自然存在之人的内在组成和外部联系，聚

焦生物学基础上生命存在的系统性和生命活动的

交互性，立足机体的内部构造 （如器 官、组 织、
细胞）、生长过程 （如新陈代谢、生老病死）、与

自然的作用 （如食物摄取、能量转换）等方面探

寻人的生命体征和运行规律，诉说着有限的生命

在无限时空范围内的发展历程。基于社会属性的

生命 价 值 打 破 了 生 命 存 在 的 时 空 局 限，将 “生

命”从有限的 自 然 世 界 延 伸 至 无 限 的 “意 义 世

界”，使人 的 生 命 价 值 得 以 扩 充 和 完 善。作 为

“意义世界”的填充物———文化，转 化 为 实 现 人

的生命价值的逻辑理据和现实观照，形成和规约

着人的文化本质和作为意识到的存在者的价值属

性。正因如此，化学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实践活动

才有可能 使 人 实 现 从 “自 在”到 “自 为”的 逾

越，从 “种生命”到 “类 生 命”的 变 迁，［６］从 自

然进路到文化出路的转向。简言之，化学教育对

人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过程就是通过化学文化的积

淀，实 现 人 的 生 命 价 值 的 体 悟，追 求 “真”、
“善”、“美”的展现和统一，助推 “人”的全面

发展。
（二）“化学文化”的释义

对 “化学文化”的理解，首先需要明晰化学

缘何而来。马克思主义唯物观认为，世界的本源

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对于化学

的产生，可理解为基于物质对象化处理以认识物

质基本规律为目的的能动地实践过程。但如果深

究之，它原发于人的本质发展性。因此 “化学文

化”可理解为源于人的本质发展性建立的对物质

世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化学知识体系及衍生而来

的价值观念体系的总和，其至少包含两层含义。
首先，化学文化的事实之维。化学文化的产生是

人类以生活 世 界 中 客 观 存 在 的 物 质 为 “素 材”，
以还原物质 “本真面貌” （组成、结构、性质和

变化规律等）为目的的有意识地能动行为过程。
其实质是满足人类自身发展需求，建立在自然世

界和经验世 界 二 元 对 立 基 础 上 的 文 化 “构 象”，
体现了人类对揭示 物 质 之 “真”的 渴 望 和 诉 求。
其次，化学文化的价值之维。回顾化学文化的发

展历程，从 “炼丹术”“燃素说”到 “原子理论”
“元素周期律”，从拉瓦锡的燃烧实验到现代的化

学分析技术，无不深刻昭示化学作为人类文化的

一部分从自发向自觉转化的历史推演和人类由自

在向 自 为 跃 迁 的 发 展 变 革。期 间，化 学 以 和

“善”的姿态不仅为 人 类 创 造 了 物 质 财 富，更 为

人类拓展了精神视野。当然，这种变化不是自然

的主动 恩 惠，而 是 人 类 在 欣 赏 和 感 悟 自 然 之

“美”的过程中不断 反 思 和 重 新 实 践 的 结 果，化

学文化之深刻内涵是渗透于化学知识体系及价值

观念中的 “真”“善”“美”的融合，是化学作为

文化样 态 存 在 的 本 质 规 定，也 是 化 学 文 化 的

“活”的生命。
（三）文化视域下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内涵

化学教育不仅具有科学的理性追求，而且具

有人文的价值信念，渗透于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

体系，体现了 “真”“善”“美”的统一和融合。
“真”是化学文化的 内 核，是 人 类 运 用 化 学 思 维

和实验方法认识物质世界的依据和准则，也是人

类理性的终极追求。化学教育以人类对物质世界

认识所 形 成 的 知 识 体 系 为 载 体，通 过 准 确 地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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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客观地 分 析 重 现 物 质 的 存 在 样 态 和 变 化 规

律，深刻地揭示了化学文化追求 “真”的品质。
“善”是化学文化的 基 石，为 道 德 判 断 和 情 感 认

识提供了必要的理性基础。化学的物质观和变化

观分别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反映了唯物主义世

界观的博大精髓，形成了道德判断的主要依据。
绿色化学从自然生态和人类发展的辩证关系中体

现了可持续发展观深刻要义，加深了人类对自然

的情感 认 同。在 化 学 教 育 过 程 中 渗 透 化 学 之

“善”有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的

善良品格。“美”是化学文化的特征，是自然以

人脑为中介的符号输出形成的化学知识体系在内

容和形式上的美学凝练，如物质的多样性之美、
化学用语的简约美、化学反应的 平 衡 美 等。［７］化

学教育的 最 高 境 界 即 是 对 化 学 之 美 的 审 视 和 体

验。化学文化的 “真”源于生活世界中对物质规

律的朴素追求，化学文化的 “善”源于生活世界

中对化学精神的执着信念，化学文化的 “美”源

于生活世界中对和谐自然的欣赏品鉴，它们统一

于人的 本 质 并 指 向 人 的 终 极 追 求———自 由 与 发

展，体现出化学教育视域下形成化学教育的生命

内涵，即 将 教 育 之 “人”诉 诸 “化 学 文 化”场

域，使化学教育回归教育之 “人”的本真样态，
建立以 “人”的本质和自由发展为逻辑起点和终

极目标，追求 “真” “善” “美”的 “化 学”和

“教育”的内在关联。以 此 实 现 化 学 教 育 的 应 然

追求，实 现 对 生 命 意 义 的 展 放 和 生 命 质 量 的

提升。

二、文化 视 域 下 化 学 教 育 生 命 价 值 的 内 在

逻辑

化学教育有着独特的生命价值。在教育的语

境中，人 非 简 单 的 自 然 生 物 体，而 有 着 人 之 为

“人”的特殊意义。人是教育的对象，生命是教

育的原点和归宿，教育的生命价值就是教育活动

对 “人”的本质的展现、人格的尊重和品质的塑

造。所以，教育的生命价值并非在于生命本体抽

象化地意义构筑，而是回归文化、扎根生活的具

体教育 实 践。生 活 世 界 是 文 化 的 本 初 世 界，是

“真”“善”“美”的 统 一，是 充 满 生 机、情 感、
价值和 意 义 的 世 界，归 根 结 底，是 “人”的 世

界。回归生活世界的化学教育以 “地方性”知识

为载体、“发展性”课程为媒介、“生活化”教学

为路径，构建基于生活世界走向科学世界的理想

体系，以此实现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本然释放。
（一）以 “地方性”的化学知识促进个体的

文化积淀

回归生活 世 界 的 化 学 教 育 强 调 化 学 知 识 的

“地方”属性。“地方性”知识源于格尔茨对某一

地域考察 形 成 对 特 定 文 化 背 景 下 的 “知 识 的 理

解”。引入科学实践哲学范畴，逐渐演化为具有

相对主义色彩，关注知识生成和辩护的情境性、
社会性和文化性的价值观念。［８］化学知识作 为 化

学教育的载体具有深刻的 “地方”属性，展现出

浓郁的文化特点。文化环境为化学知识的生成创

造了 “地方性”的现实空间，为化学知识的转化

建构 了 “情 景 性”的 意 义 框 架。使 化 学 知 识 之

“真”不再 “刻板”和 “单 调”而 体 现 出 生 活 的

“灵性”，使个体对化学知识不再 “晦涩”和 “抽
象”而投射出 “美 感”。依 循 “地 方 性”知 识 观

展开的化学教育活动，使个体能够自由地游走于

“生活”和 “科学”之 间，从 而 感 受 化 学 世 界 中

生活文化的绚丽，体验生活世界中化学文化的奇

特，对个体生活文化的积淀和科学文化的养成具

有重要意义。
（二）以 “发展性”的化学课程激发个体的

生命活力

“发展性”的化学课程即以化学文化为内容

载体，遵循 人 的 发 展 规 律 和 化 学 文 化 的 基 本 逻

辑，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和生命质量提升为终极旨

归的课程思想和实践体系。化学课程以展现和揭

示个体生活世界中的物质存在本质和变化规律为

内生逻辑，将存在于个体生活世界中的物质从宏

观和微观角度以分类表征的形式进行归纳和总结

形成科学地自然认知图景，为个体的自然生命的

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外源动力。除此之

外，化学课程对个体发展的促进作用还表现在化

学文化对个体意义世界的重塑及内在生命活力的

激发。生活是个体意义世界的源泉，化学课程的

知识逻辑反映个体的生活逻辑，［１４］化学课程中渗

透的生活旨趣和人文情怀，如催人奋进的化学发

展史、富有哲理的化学知识等，能够提供个体认

识和感知生活世界的有效途径，并生成激发个体

生命活力的内生动力，对实现个体的生命价值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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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要作用。
（三）以 “生活化”的化学教学至臻个体的

生命体验

化学知识 的 “地 方 化”决 定 了 化 学 教 学 的

“生活化”。化学 知 识 源 于 生 活 世 界 中 的 物 质 资

源，在生活世界中溯源化学知识 “原型”，寻求

化 学 知 识 的 现 实 “生 长 点”，建 立 “事 实”和

“意义”的内在关 联，是 化 学 教 学 “生 活 化”的

逻辑前提。化学教学的生活化强调教学内容的生

活化和教学活动的生活化，即在真实的生活世界

中呈现化学知识体系，创设化学教学情境，建立

基于生活世界的化学课堂，倡导对产生于生活世

界的化学现象、问题、过程、原理进行 “深 描”
形成对生活 世 界 中 化 学 知 识 的 “地 方 性 阐 释”，
实现化学的 “崇善”“臻美”在 “求真”维度的

完美契合。化学教学的 “生活化”对促进个体体

验生命价值具有重要意义。教育对个体生命价值

的完善得益于教育过程中个体对生活世界的体验

和感悟，“生活化”的化学教学以生活世界中物

质资源为载体，通过实验探究和模型认知等基本

方式加深个体对现实生活中物质的分类表征、宏

微构成的理解和认识，以此构建完整的、清晰的

物质世界对个体成长的开放系统，实现个体对自

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深刻体悟。
概言之，化 学 教 育 生 命 价 值 之 所 以 能 够 显

现，盖源于化学教育的内在逻辑规定：以个体存

在的生活世界为根基，基于个体生命发展性释放

的教育空间为前提，理 解 化 学 知 识 的 “地 方 性”
内涵 为 基 础、坚 持 化 学 课 程 的 “发 展 性”为 导

向、遵循化学教学的 “生活化”规律为原则，实

现个体的文化积淀和生命质量提升为目标。具体

表现在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的彼此联系，化学文

化与教育文化的内在统一，科学价值和人文价值

的相互渗透。唯如此，才可以彰显理想化学教育

的固有气质和内在品性，实现回归以人的生命价

值为导向的化学教育的自觉路径。

三、文化视域下实现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现

实困境

文化视域下实现化学教育生命价值的现实困

境缘于教 育 者 对 人 性 的 漠 视 和 对 化 学 文 化 的 误

读。在此境遇下，人的自然生命价值遮蔽了精神

生命 价 值，化 学 教 育 的 “物 化”功 能 超 越 了 对

“生命”的培植作用，从 而 走 上 了 背 离 生 命 教 育

的异途。
（一）化学教育知识性的误释

实证主义的化学教育观念认为，化学是以物

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验设计、数理推演、逻辑

运算等实证方法对物质 （宏观和微观）规律性的

归纳和总结形成的知识体系。简言之，化学知识

即是以 人 脑 为 媒 介 对 物 质 世 界 的 能 动 反 映。当

然，化学以 “求真”为依归，致力于破译物质的

存在密码，拓展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广 度。然 而，
如果将化学知识凌驾于生活世界之上，刻意回避

化学知识产生、辩护和应用的情境性、现实性和

地方性，漠 视 生 活 世 界 对 知 识 存 在 的 基 底 性 作

用，实则是对化学文化之 “真”的误 解。同 时，
在化学知识形成的认识上，将化学研究对象的客

观性转化为人脑对物质认识的客观性，造成化学

知识 “绝对化”和 “理想化”的认识倾向，规避

化学知识建构过程中人的主观性、情感性和价值

性，实 则 是 对 化 学 文 化 之 “善”和 “美”的

误释。
受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化学教育实践中

教师倾向化学知识的灌输，学生专注化学知识的

记诵，即使化学实验和化学探究也被转化为程序

化知识和对 “理论”的静态检验而输入头脑构成

完整的知识体系，化 学 学 习 沦 为 个 体 的 “记 住”
“学会”“练习”，甚至成为考试的 “附属品”，似

乎在化学教育的世界里， “人”和 “价值”安分

畛域、界限分明。由此，对化学知识的推崇遮蔽

化学 教 育 的 多 方 面 价 值，导 致 化 学 教 育 的 “无

人”困境。
（二）化学教育主体性的错位

“主体性”属于哲学范畴的基本概 念，是 基

于客体存在的主体的本质属性的统一。从 “主体

性”的外延来看，主要包括主体的能动性、积极

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在化学教育中，教师和学

生同为主体，能否有效激活教师和学生的主体意

识开展教 学 活 动 是 衡 量 化 学 教 育 成 功 与 否 的 关

键。然而，现实化学教学过程中主体性错位现象

时有发生。一是学生主体性与主观性错位，把学

生的主观性误认为主体性，放纵学生进行无目的

的化学探究活动，关注化学探究的形式，忽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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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探究 的 内 容、过 程 和 意 义，错 失 学 生 积 极 探

究、思考等主体地位。二是教师采用刺激—反应

—强化的教学程式，过分强调教师的 “教”在化

学课堂教学中的主导地位，误把讲授、操作当主

体，造成教师主体和学生主体的意义隔离，人为

地割裂 教 与 学 的 内 在 联 系，导 致 教 师 主 体 的 错

位。这些 “错位”导致的最终结果是造成化学教

育过程片段化、零散化，致使教师的引导激发角

色淡化，学生的积极思考探索不足，从而丧失了

化学课堂教学的真正意义。
化学教育主体性错位的背后是对化学文化理

解的异化及对 “人”性的漠视。首先，化学探究

教学以建构主义方法论为基础，渗透情感态度和

价值理念，最终实现培养个体化学科学素养的目

的。从化学文化的角度来看，旨在促使个体感悟

化学文化之 “善”，体 验 化 学 文 化 之 “美”的 过

程中形成对化学文化之 “真”的认识。然而，化

学文化的 “求 真”是 “崇 善”和 “臻 美”的 基

础，更是实现化学教育育人目标的前提。过度探

究即是教育者将化学文化之 “善”和 “美”凌驾

于化 学 文 化 之 “真”造 成 的 现 实 教 育 困 境。其

次，化学文化以化学知识体系为核心，但是化学

知识并非化学文化的全部组成，化学教育应以个

体对化学文化深刻感知的基础上理解和构建化学

知识体系。教育者对化学文化和化学知识的理解

错位，使得化学游离于 “人”和 “价值”体系之

外，是造成化学教学程式化的主要原因。
（三）化学教育人文性的欠缺

化学文化是 “人”的文化，而非 “物”的文

化，其所蕴含的人文价值和以人的生命发展为宗

旨的历史使命，已演化为化学文化实践的内在机

制和基本逻辑，成为衡量化学文化价值的根本依

据。以此为基础倡导化学教育中渗透化学文化的

人文价值，在本意上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然而

现实却差强人意。具体表现为功利导向明显，生

命价值弱化。功利性的化学教育将化学知识掌握

程度作为衡量化学教育质量的标准，在教育过程

中渗透大量以 “记忆”“训练”“应用”为手段，
知识 “学 会”为 目 的 的 化 学 教 学 内 容。即 便 以

“人文关怀”和 “人性 熏 陶”为 价 值 意 愿 的 化 学

校本课程，也往往以 “绝对的” “真理性的”化

学知识为主线对生活化、人文化内容进行机械堆

砌致使化学远离个体的生活世界，失去其自身淳

朴和善的人文气质。
过分强调化学的功利价值和实用功能，遮掩

甚至摒弃化学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内涵，造成化学

文化 “形而上”与 “形而下”的意义割裂。［１０］对

化学文化中饱含的情感要素和人文价值的漠视，
人文意 蕴 被 教 育 物 化 为 可 测 量、可 评 价、可 操

作、可记忆的知识体系和符号系统。化学教育的

人文性 缺 失，在 更 深 层 次 体 现 为 对 化 学 文 化 中

“善”和 “美”的摒弃。

四、文化视域下化学教育回归生命价值的路

径选择

化学教育回归生命价值，不仅是教育视域下

“知识如何呈现”“课程如何建构”“方法如何选

择”的教育学问题，更是文化视域下 “教育如何

适应文化”“教育如何回归生活”的文化哲学问

题。化学教育只有破 除 禁 锢 自 身 的 “教 育 循 环”
而嵌入基于生活世 界 的 “文 化 循 环”，将 化 学 教

育的 “教育学使命”融入文化编织的生活世界之

中，建立 “教育”和 “文化”的意义关联，打通

“科学”与 “生活”的 联 系 通 道，其 生 命 价 值 才

能得到彰显。
（一）基于生活确立化学教育的目标

化学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化学科学素养的

文化人。文化是人类生命延展的基础，生活世界

为人类生命的展放提供了现实空间。基于生活世

界培养具有化学科学素养的文化人是对追求生命

价值的化学教育的现实诉求。化学教育对 “文化

人”的养成有对生活世界的适应和改造两方面作

用。首先，成为 “文化人”的前提是以文化共同

体成员的身份融入社区环境，产生良好的文化适

应，以实现自身的社会属性需求。化学教育是将

生活世界中物质对象化处理形成的间接知识转化

为学习者自身的认知经验，从而使学习者更好地

了解、感知和适应生活世界，建立对生活世界的

“归属感”和 “亲近感”。其次，从文化的本质属

性来看，文化的存在不是静止的、终结的，而是

动态的、发展的。文化的演变过程是新旧文化相

互博弈和更迭的过程，是文化的超越性和自在性

的内在矛盾形成的文化范式转变。其实质是 “生
命”对自由的向往通过实践路径实现文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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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人类对生活世界的不断改造。教育不仅能够

实现文化 的 “复 制”，同 时 对 文 化 的 “再 生 产”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化学教育所培养的文化人

不仅是化学文化的继承者，更是化学文化的创生

者，并以此作为改造生活世界的能动者，扮演着

拓展生活世界的重要角色。
（二）源于生活选择化学教育的内容

化学教育的内容选择实际上是对化学知识呈

现的价值考量。从发生学角度来看，化学知识的

产生、辩护和应用都离不开生活世界。同时，生

活世界作为人类生存和活动的场所又为人类认识

社会、改造自然提供了现实空间。具体 表 现 在：
首先，化学知识具有 “地方”属性，其本质是人

类对生活世界中物质的规律性经抽象思维加工形

成的反映物质基本特征的具体符号系统，因此，
选择生活化的化学教学内容有助于促进个体对化

学知识理解和建构。其次，化学知识虽然以科学

符号的形式予以表征和呈现，但其背后承载着基

于生活世界存在的客观物质，或者说，化学知识

无一例外是与生活中的物质相互匹配和契合的。
在某种程度上讲，对生活世界的漠视即是对化学

知识科学性的误读。再次，化学知识的应用同样

离不开生活世界。化学知识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转

化为化学技术，形成生活世界中的化学产品，从

而满足人类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选择生活化

的化学教学内容可以有效地促进个体对化学知识

的构建，加深个体对化学文化的理解和感悟。值

得注意的是，源于生活世界的教学内容选择不是

对生活世界中存在的物质进行简单的 “平铺”或

“移植”，而是教育主体经思维加工对源于生活世

界中的化学现象进 行 的 意 义 “叙 述”，是 建 立 在

理性 基 础 上 对 生 活 世 界 二 次 “认 识”的 教 育

呈现。
（三）融于生活采用化学教育的方法

生活世界本是化学教育的 “天然课 堂”，在

这个 “课堂”里，存在着多彩的化学现象，如清

晨树 林 中 的 明 亮 “通 道”、舞 台 上 的 梦 幻 仙 境、
夜空中绚丽的烟花等，蕴含着丰富的化学原理，
如丁达尔效应、干冰升华吸热、焰色反应等。同

时，也是化 学 教 育 方 法 “源”，它 构 成 人 之 活 动

的现实基础，倾听和诉说着教育世界之人的生活

历程，描绘着人之发展的终极目标。如何体现生

活之 “源”对化学教育的意义？首先，走进化学

的历史世界。化学史不仅是昭示化学演变历程的

科学史，而且更是具有丰富人文价值的人类生活

史和发展史。将化学史融入化学教育过程，有助

于学习者建立 “化 学”和 “生 活”的 意 义 关 联，
培养学习化学的生活情趣，也有助于学习者感悟

物质探索过程中涵养的人性价值，弥合化学文化

表面 的 “科 学”和 “人 文”间 的 意 义 鸿 沟。其

次，还原化学生活常识。化学是一套完整精深的

知识体系，但并非一项悬而置之的神圣事业。化

学与我们生活中 “常识性”知识密切相关，如水

果解酒、良药苦口、海水提盐、醋溶水垢等。因

此，在化学教育中巧妙地引入和解读生活常识对

引导学习者理解化学知识具有重要意义。再次，
倡导化学的生活探究。作为 “地方性知识”，化

学知识的形成过程是学习者在特定生活场景中对

知识的 主 动 构 建 过 程，因 此，倡 导 化 学 学 习 者

“小处着眼”“勤勉于思”“生活求索”，对个体建

立化学的 “生 活 观”和 生 活 的 “学 习 观”至 关

重要。
（四）据于生活考量化学教育的评价

化学教育不仅反映着化学文化在生活世界中

的优美姿态，而且为蕴藏于生活世界中的化学知

识提供了理性思考和人文关怀。因此，以生活的

方式评判化学教育就为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展现

提供 了 合 理 化 依 据。所 谓 “生 活 化”的 评 价 方

式，即评价主体将生活世界的现实场景移入评价

系统，设置基于生活世界的现实问题，辅之问题

解决的必要线索，以此考察学习者在特定生活场

景中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需要从以下几方

面入手。首先，评价内容 “生活化”。化 学 教 育

的评价体系设置应秉承 “取材”于生活、“应用”
于生活、“创新”于生活的价值理念，强调知识

构建的 “情境性”、知 识 迁 移 的 “社 会 性”和 方

法运用的 “科学性”，避 免 选 择 远 离 学 习 者 生 活

世界 “大”而 “空”的评价内容。其次，评价方

式 “生活化”。传统化 学 教 育 评 价 方 式 主 要 是 纸

笔测验和实验操作，通过卷面成绩和实验操作规

范程度 （或实验成绩）评价和反映教师教学效果

和学生理解情况。这种终结性的量化考核方式虽

然在某种程度上具 有 一 定 “说 服 力”，但 是 将 其

视为唯一标准，显然不够。基于 “生活化”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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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倡导 “人、生活、教育”一体化的评价方

式，将评价系统嵌入化学教育过程中，建立生活

化的教育评价 “档案”，强 调 评 价 体 系 的 开 放 性

和生成性，关注评价主体和客体在评价系统中的

交互作用，凸显评价的 “质性”价值。
文化视域下化学教育的生命价值，具有哲学

层面化学教育本体论研究的导向，也兼备人类学

层面教育文化研究的意蕴。它体现于科学理性和

人文价值的统一，文化的超越性和人的本质规定

性的统一，化学的 “真”“善”“美”和人的 “自
由”和 “发展”的统一，其核心是回归文化、回

归生活、回归人的本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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