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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专题策划

新课改把教育目标由“双基”发展到“核心

素养”，研究、探索如何让核心素养在实际教学中

落地既符合新课标对教师的要求，又满足了课程

改革的需要，值得一线教师深入思考。本期专题

策划和报道从教学的不同侧面着重探讨落实核

心素养的策略和途径。如，《落实化学核心素养

的三个教学着力点——以“元素周期律”教学为

例》一文从课堂教学的角度展开，指出应从核心

素养培养过程的长期性、所依托知识的逻辑性以

及学生学习的过程性来寻找教学着力点，促进学

生深度学习；《基于传感技术的数字化证据的教

学审视——以压强对NO：、N：0。平衡体系影响为

例》一文从实验教学的角度展开，强调应结合理

论分析，在实证探究的基础上解读实验数据和图

像。教师要勤于思考、敢于质疑，充分审视数字

化证据的关联度、可信度，科学地进行分析、推

论；《对接高中课程改革深化高考内容改革——

2019年高考化学试题剖析》一文从试题评价的

角度展开，深人分析了2019年高考化学全国卷

试题，揭示了高考试题在对接高中化学新课标，

链接化学学科核心素养上的体现。本期还有一

些文章，或立足体系分析，或聚焦具体问题，从不

同层次、不同方面展现了对落实核心素养教学的

思考与践行，值得研究借鉴。

投稿邮箱

chellyj@sina．com(教学研究)

chekgsj@sina．com(教学实践)

chezysy@sina．com(教学资源、实验园地)

chehst@sina．corn(教师发展、试题研究)

chedtzx@sina．corn(动态资讯)

huaxia一0909@163．corn(下半月投稿)

服务邮箱：chem_2009@sina．corn

上半月QQ：1251787301

下半月QQ：1607955044

※封面内容摘自《视觉之旅：神奇的化学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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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0皇。
在2019年第2期《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上半月)(以下简称

《中化参》)封二和封三干U登的《2019年(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报道的重点选题方向》，对广大作者开展教研、撰写论文具有一定

的帮助．得到了广大教师的肯定。为了与时俱进，更好地抓住

2019年这个特别的年份．给大家创造更开阔的教研视角．在上

述“重点选题方向”的基础上，我们还拟举办“

和 两个专题征

稿活动。

1．“建国70周年中学化学教育发展巡礼"征稿内容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我国中学化

学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梳理和总结建国以来我国中学化学

教育的发展历程，深刻认识和理解当前中学化学教育改革的基本精

神，积极探索中学化学教育本真，努力推进中学化学教育走向深

入，不断促进新发展、取得新成就，本刊特举办此专题征文。此专

题征文的选题内容可参考以下方面：

①梳理和总结70年来我国中学化学教育的发展历程及取得的

巨大成就。

②研究70年来中学化学教学大纲、教材的发展变化及特点，

探索课程、教材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因素。

③研究70年来中学化学教育理念、教学目标等的发展变化，

探索人们对中学化学教育教学认识和理解水平的提高过程。

④研究70年来中学化学教学内容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探索

学科教学内容变化与学科发展的关系。

⑤研究70年来中学化学学科教育对我国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的贡献。探索中学化学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⑥借古论今，在发展的长河中研究和探索当今中学化学课程改革

的基础性、先进性和发展性。增强落实课改精神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⑦其他有关的研究以及上述方面的综合研究。

2．“国际化学元素周期表年”征稿内容
2019年是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mitrj Mendeleev)发现化学

元素周期表150周年。第74次联合国大会宣布2019年为“国际化学

元素周期表年”(IYPT 2019)。这是继201 1年“国际化学年”之

后的又一全球性的化学盛事。为庆祝这一化学盛事，纪念元素周期

表发现150周年。讴歌元素周期表乃至化学为科学发展和人类社会

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了解科学发现的历程，体会科学探索的艰辛

与乐趣，学习科学家的精神和研究方法，深刻认识科学知识的本质

和价值，研究科学教育的规律和方法，本刊特举办此专题征文。此

专题征文的选题内容可参考以下方面：

①元素。顾名思义就是指构成物质的基本要素。元素的发现

史，也正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不断认识世界、创造新物质、改善自

身生存条件的历史。自1789年拉瓦锡首次给元素下了一个科学和

清晰的定义到1803年道尔顿创立了科学原子论(化学原子论)。

元素的概念、原子论就成为揭示化学定律的内在本质、阐明化学现

象的统一理论．完成了化学领域内一次极为重大的理论综合。研究

200多年前这段化学发展的伟大历史．揭示其对当今化学教育的意

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2元素周期律的发现在化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把

看起来孤立的、杂乱无章的化学元素纳入到一个严整的科学体系

中．揭示了自然界一条最基本的规律，使化学研究进入了系统化阶

段，这是继原子论之后化学发展史上又一次重大的综合，成为化学

发展的主要基石之一。虽然我们熟知了门捷列夫的伟大贡献。但我

们也不能忘记，在他那个年代有一批勤奋、杰出的科学家，为了元

素周期律的发现和完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研究元素周期表的

发展变化历程，揭示其变化的科学基础及意义，进而揭示科学的本

质。对思考和研究化学教育意义重大。

③元素周期表发现后的150年问，人类从未停止过对元素的探

索和对元素周期律的研究。19世纪末稀有气体元素的发现．以及

20世纪初原子结构、电子和元素放射性的发现，使人类终于认识

到“元素性质周期律的本质在于原子电子层结构的周期性”这一根

本规律。随着新元素合成技术的发展，一批人工合成元素先后诞

生。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

数学(Mathematics)在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相互作

用、共同发力。研究这段历史，可对STEM教育提供很大的启迪和

帮助。

④当然，人类对元素的发现之路远未到终点，对元素构成物质

的种类、性质、应用及其相关规律的探索更无尽头。作为对物质世

界的认识，人类对元素及其规律性的探索不仅左右了化学的发展轨

迹，影响了物理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的演化进

程，也为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更

重要的是，元素及其周期律的发现过程。也给了我们思想方法学上

的启迪，如如何从纷乱复杂的表象中，通过综合整理、实验探索、

理论和模拟分析找到隐藏于现象背后的规律等。研究和揭示其思想

方法内涵，对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具有重大意义。

⑤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中学化学教材中“元素周期律与元

素周期表”的呈现方式及其教学价值；从教学的角度创设具有一定

意义的有趣的元素周期表(比如动画元素周期表等)；在中学化学

教学中设计有新意的元素周期律及元素周期表的教学，培养和发展

学生学习用元素的观点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意识、思想和方法。

⑥对化学元素及元素周期表未来发展的展望；设想和探索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和拍摄技术充分揭示和展现物质微观结构和化学反应

微观过程的意义。

⑦有关元素、元素周期律、元素周期表发现和发展的有趣味

性、启发性、教育性的故事和史实的梳理与介绍。

1．题目自拟，尽量多从有利于促进中学化学教育教学的发

展、有利于提升中学化学教师化学素养和教学胜任力的角度确定选

题、开展研究、组织内容、撰写稿件。

2．要求主题突出。观点明确；论据可靠，史实确凿；论述严

谨，逻辑性强；语言通畅。叙述清楚；结构完整，格式规范。电子

稿件要求以word文件生成。

3．要求原创，未正式发表。严禁各类抄袭行为．严禁一稿多投。

4．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本刊对来稿有删改权，

如若不同意．请在来稿时说明。

5．本次专题征稿的投稿邮箱为zhcchemhistory@sina com。对

于所有来稿，我们将按照审稿程序进行专项审理，择优录用。录用

稿件将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上半月)刊登。

咨询电话：(029)85234213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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