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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号：ecnuhXjx 1 979)

为了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信息， 《化学教学》编辑部已经正式开通微信公
众平台(微信号：ecnuhXjxl979)。 《化学教学》编辑部将通过微信公众
平台及时发布“新刊目录”、 “通知通告”、 “最新录用”、 “文章推荐”、

“名校掠影”等生动有趣的内容。欢迎广大读者关注《化学教学》微信公众
帐号。

加入《化学教学》微信公众账号，步骤如下：

方法一：

1、 手机打开微信，选择底部菜单“发现” 一 “扫一扫”；

2、 扫描二维码：

3、点击“进入公众号”，添加成功。

方法二：

1、 手机打开微信，选择底部菜单“通讯录” 一公众号一右上角
“+”号；

2、 输入“ecnuhXjxl 979”开始搜索；

3、 点击“进入公众号”，添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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