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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设计中，通过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开展文献调查和访谈调查、辩论和连线专家等活动，使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

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评估，并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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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分析及设计思路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是苏教版高中生物

学教材选修 3《现代生物科技专题》第 1 章第 2 节的内

容，安排在“基因工程的应用”之后，主要介绍转基因

植物的食用安全性和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以及转基因

动物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系统的影响。教材中设置了

“课题研究”栏目，通过课题研究对转基因植物的安全

性等问题开展讨论，引导学生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的

安全性问题。本节重点是通过调查研究，收集转基因

生物安全性方面的证据，开展讨论; 难点是引导学生关

注社会问题，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不同观点进行分析评

价，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
为了收集有关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不同观点和证

据，让学生课前分组进行了文献调查和访谈调查，在调

查研究基础上，课上采用辩论方式对不同观点进行讨

论，通过辩论和连线专家，学会理性看待社会问题。
2 教学目标

2. 1 知识目标 简述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2. 2 能力目标 尝试开展调查研究，收集不同观点的证

据; 运用批判性思维对不同观点的证据进行分析和评价。
2. 3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目标 认同对转基因生物安

全性问题讨论的必要性，养成参与社会问题讨论和承

担社会责任的习惯，形成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安全性

问题的科学态度。
3 教学过程

3. 1 课前准备 学生分组收集转基因安全性方面的

资料，访谈身边老师。完成学生辩论正反方分组与人

员分工，以及连线采访专家的工作。

3. 2 播放视频 导入新课 教师自制微视频，导入新

课。在微视频中介绍转基因技术的最新成果和转基因

技术在农业、食品工业以及医药等领域的推广应用情

况，对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如食物安全、生态问题)

以震撼性图片在视频中加以呈现。
设计意图: 让学生观看视频了解转基因技术的最

新成果和当前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加强直观感受，吸

引学生注意。
3. 3 访谈调查 聆听观点 为了解普通民众对转基

因生物安全性的看法，学生分小组对身边的老师进行

了录音采访或视频采访，采访对象包括语文、数学、英
语、物理和生物学等学科的教师，采访的视频和录音交

由老师合成后在课堂上播放，大家看到身边的同学采

访熟悉的老师觉得非常有趣，聆听十分专注。采访中

大多数人表示由于对食品安全性的担忧，尤其担心有

滞后效应，不敢购买转基因食品，也有少数表示不必担

心安全性问题。多数受采访者关注的焦点是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性问题，只有极少数关注到生态问题。
设计意图: 让学生通过调查了解普通百姓对转基

因生物安全性的真实态度以及作为具有一定文化素养

的教师对社会性问题思考的角度，为后一环节辩论提

供参考。受访谈的都是学生熟悉的老师，能提高学生

的参与度和学习兴趣。
3. 4 组织辩论 表达观点 学生分成正、反方，每方

派出 4 位选手上台辩论，运用计时器严格控制双方发

言时间，通过一场小型辩论会把前期收集的各方证据

加以展示，同时进行一次批判性思维的训练，学生通过

提出论点、拿出证据、提出反论点和支持性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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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

是有着庞大的实验体系和科学探索作为依托，学生的

理性思维和科学探究能力得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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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炼理性思维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正、反方对于转

基因生物安全性争论的立足点各不相同，正方从转基

因技术的应用成果和发展前景出发，提供支持转基因

的各种证据，而反方从存在的潜在问题出发，提出反对

转基因的多种理由。
设计意图: 对不同观点进行理性分析与评估，培

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论证能力。
3. 5 卡片贴图 归纳观点 教师把转基因生物的优

点和可能存在的问题写在彩色卡纸上，让两名学生到

黑板上进行归类，把支持转基因的观点贴在支持一边，

把反对转基因的观点贴在反对一边，通过卡片归类可

以将人们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关注焦点较清晰地呈

现出来，如图 1 所示。

图 1 对转基因生物安全性的主要观点

设计意图: 通过卡片贴图加深对转基因安全性的

认识，有利于学生辩证看待现代生物科技。卡片贴图

还可以发挥课堂板书的功能，但比板书更美观。
3. 6 走近专家 倾听解读 关于转基因生物的安全

性问题各方争议较大，学生希望听到权威分析，课前连

线采访一位该领域资深教授，请他以专家身份给学生

谈一谈如何看待这一问题，课堂上播放采访录音。教

授就人们关注的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问题，分别从目

前的实验情况、投放市场的品种和数量以及美国、欧

盟、中国政府所持的谨慎态度一一进行了解读，引导学

生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设计意图: 让学生走近专家，倾听权威分析，拉近

与专家之间的距离，学会理性看待转基因生物。
3. 7 认识法规 了解标识 提问: 究竟有多少食品

进入了餐桌? 有没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到转基因食

品? 这是人们关注的又一话题，这就涉及转基因食品

的标识问题，民众希望对转基因食品拥有知情权，在此

基础上进行自主选择。但是对于转基因食品的标识问

题说法不一，实际情况如何? 教师可向学生介绍课前

通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 我国自 2015 年 10 月 1 日起

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要求转基因食

品要有明显标识。大家还关心美国作为种植转基因作

物最多的国家对转基因食品有没有标识，目前有两种

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美国的转基因食品是强制要求标

识的，另一种则说美国转基因食品不要求标识。教师

通过美国的朋友查阅了美国转基因标识法的相关信

息，了解到美国的最新转基因标识法案于 2016 年 7 月

获国会批准，经由前总统奥巴马签字生效，但是美国农

业部( USDA) 要用两年时间制定和完善具体的标识方

案，并制定需要进行标识的转基因成分含量标准。也

就意味着目前购买的美国转基因食品未必就有标识，

因为具体的标识方案还在制定中。将这些法律法规在

课堂上给学生介绍，既满足了学生的知情权，也增强了

学生的法律意识。当然也可让学生查阅相关资料，来

给大家反馈。
设计意图: 让学生了解相应法规，满足知情权，增

强法规意识。
3. 8 畅谈收获 反思总结 让学生针对前期调查研

究和本节课的学习，总结收获和感悟，教师随机选择 5
名学生用一句话表达自己的收获和感悟。每个学生的

收获各不相同，学生大多谈到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

会了用批判性思维分析和评价社会性问题，理性看待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
设计意图: 通过谈收获和感悟的方式进行课堂总

结，有利于引导学生思考，不仅给学生以表现机会，有

效调动学生参与，同时也有利于课堂教学的再生成，因

为所谈内容不是教师预先设定的。
4 教学反思

“转基因生物的安全性问题”作为社会性议题具

有多元性、情境性特点，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日常生活

经验、价值观作出相应的抉择与判断，如何让学生面对

争议性较大的社会问题进行理性分析，作出正确的评

估，教师教学中不仅要给予方法的指导，还要给学生创

设思考、讨论、表达的机会。
在本节课教学中，学生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分析各

方观点和证据，进而形成自己的观点，通过辩论进一步

检验自己观点的合理性。在此过程中，学生能够运用

证据和逻辑对社会性议题进行思考和展开论证，应变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得到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得到

有效训练，增强了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养成用辩证

的眼光看待社会性问题的良好习惯，为继续学习和走

向社会打下必要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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