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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订阅2014年《化学教育》

国家级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更权威 更全面 更及时 更实用

欢迎订阅，欢迎赐稿!

《化学教育》期刊创办于1980年，现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管，中国化学会、北京师范大学主办，国际发

行代号为M3070，国内邮发代号为2—106，国际标准刊号为ISSN 1003—3807，国内统一刊号为CN 11—

1923／06。《化学教育》的办刊宗旨是：在国家有关政策方针的指导下，放眼化学学科和科学教育的发展方

向，为提高我国化学教育工作者的业务水平服务，为促进我国化学教育领域的学术交流服务，为推动我国化

学教育事业的发展服务，为提升我国化学教育及其工作者的国际化水平服务。

《化学教育》的报道范围：放眼所有水平和层次的化学教育活动，报道化学学科的新发展和新知识；化学

课程及教学改革的新成果；化学教育的新思想、新资源和新信息；化学教育理论、教学方法、教学策略、教学设
计；化学考试及评价的理论、方法和体系等；可靠有效的化学实验设计、趣味化学现象演示设计、化学探究活

动设计；信息技术在化学教学中的有效利用；化学教师教育的体系、制度、课程、项目、理论等；化学教学中各
种疑难问题的探讨；化学重要史实的考证及其教育价值；生活、环境和社会中的化学知识介绍；各级各项化学

竞赛活动的研究等。

历经30多年的发展．《化学教育》的学术水平不断提高，影响力不断扩大，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现为《中

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1年版)》核心期刊，美国化学文摘(CA)收录源期刊。为了尽力满足我国化学教育事

业发展的现实需求，为了更加凸显化学学科的中心地位，为了将各个层次的化学教育工作者凝聚到一起来，为

了加强化学教育学术交流的广泛性、衔接性和深刻性，《化学教育》从2014年第1期开始扩版为半月刊。

2014年《化学教育》扩版后，上半月刊(即奇数期，共12期)还在每月的2日出版，考虑到原来读者的习

惯，报道的内容也与原来一致，主要围绕义务教育初中和普通高中化学，以及化学教师教育与培训，以提高化

学教学水平和促进化学教师专业化发展为目的，栏目设置也基本不变，如果有必要会更有针对性地根据读者

和作者的意见适时调整，尽力做到更好。基本栏目包括：化学与社会、生活中的化学、知识介绍、专论、课程与

教材研讨、新课程天地、教学研究、高(中)改革、复习指导、教师教育、调查报告、实验教学与教具研制、问题讨

论与思考、化学奥林匹克、国内外信息、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信息技术与化学等。欢迎大家赐稿1

2014年《化学教育》扩版后，下半月刊(即偶数期，共12期)在每月的18日出版，报道内容范围侧重于：

师范类大学本科化学专业的课程与教学，师范类大学本科非化学专业的化学课程与教学，师范类院校各专业

研究生培养的化学课程与教学，中等职业教育的化学课程与教学，高专高职教育的化学课程与教学，各级各

类成人教育和网络教育的化学课程与教学等。栏目设置将在原有特色基础上适时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读

者和作者。基本栏目包括：化学前沿、专论、课程与教材研讨、理论课教学、调研报告、实验课教学、问题讨论

与思考、国内外动态、化学史与化学史教育、信息技术与化学、职业教育、研究生教育、非化学专业化学教育

等。欢迎大家赐稿1

2014年《化学教育》订阅办法：全年出版24期，每期10元，共计240元，请广大读者和单位到当地邮局

订阅，邮发代号为2—106。如果在邮局没有订阅上，可以从邮局汇款到编辑部订阅，按照优惠价(即全年200

元，不用另加邮费)，中国化学会会员享受更优价(即全年180元，不用另加邮费)，邮局汇款地址：100875，北

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北京师范大学化学学院《化学教育》编辑部，贾海顺(收)，汇款附言请写

“2014”，同时写清自己的通讯地址，以便给您邮寄期刊。

为了提高作者的投稿积极性，2013年8月1日后的录用稿件，作者稿酬标准提高为100～150元／版面

(视图表情况而调整，其中含网络、电子和各种语言出版的费用)，同时版面费调整为300元／版面，欢迎大家

踊跃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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