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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 9化学微格教学论坛暨第九届“华文杯"

化学师范生教学技能交流展示活动通知

由中国教育技术协会微格教学专业委员会和福建师范大学主办的“2019化学

微格教学论坛暨第九届‘华文杯’化学师范生教学技能展示活动”将于2019年4

月19曰至22日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活动期间，邀请王后雄教授等化学教学论

和微格教学的专家学者作报告；对提交的论文进行评奖、编辑成集，论文作者参

与分组报告交流研讨；举办由化学师范本科生和化学教育硕士参加的化学教学技

能大奖赛。
．

详情请见活动通知(扫描二维码或登陆福建师大胡志刚的新

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657125914)；联系人电话：

胡志刚，18960928670。

书 讯

由重庆出版集团于2018年3月出版的学术专著《触摸

化学的温度～一中学化学教学反思》自上市以来，得到全国

同行的广泛赞赏与认同。

作者钱胜，硕士研究生；重庆市化学教研员，中国教育

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国培计划专家库专家，

人教社课程标准教材培训团专家，全国优秀化学教师，全国

初中化学新课程实施先进个人，全国高中化学新课程实施先

藤雠五鼍：l
㈤麓

进个人，重庆市教育学会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西南大学、重

庆师范大学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四川师范大学国培计划首席专家：在全国各地

开展专题讲座200余场，发表论文70余篇，其中核心刊物近50篇，论文及实验

创新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一等奖10余次；曾任重庆巴蜀中学名师工作室负责人。

东北师大郑长龙教授在该书序言中写到：本著作丰富的内容、深刻的内涵主

要体现在，她涉及到化学史研究、教研工作、教材研究、实验研究及改进、教学

设计、调查报告、试题研究、科普作品等诸多主题，这些主题几乎涵盖了中学化

学教育、教研的方方面面及其他富有意义的领域。

作者联系电话(微信)：13896172911；QQ：22954934。识别或

扫描二维码，即可进入微店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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