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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简介

彭志伟，江西省南昌审第二中学化学教师，

全国中夺学实验教学能手，南昌市教学能謦。

“键进学生和谐全蕊发展”是彭老蕤的教
学理念。彭老师早年辗转于江浙多所学校，丰

富的教学经历造就了他独特的教学风格：从生

活讲化学，借化学看人生。在教学实践中，彭

老师重视北学知识与价值观念的有机融渗，引

导学生形溅正确的观念魏德全的人格；壅麓学

生认知水平和化学学科特征组织教学，健进学

生理解知识的科学属性、领悟化学的文化内涵；

兼顾当誉发展和未来发展需要，既注重偶学基

础知飒酶掌握，也强调化学领域研究的进展，多

方向拓宽学生的化学视野；结合时代性的化学

热点话题和社会生活实际，培养学生对家庭和

社会的关爱、责任意识。

“寄勤朴，厉肃毅”是彭老师的教研精神。

彭老师潜，心钻研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学襞黢，挖

掘学科文讹的育人价值，静心辅导化学竞赛，

综合提升专业素质。开展有关“高考化学复习

策略研讨”“信息技术与化学教学”等主题讲

座，主持并参与“促进核心素养发展的元素化

学教学研究”等省市课题，在课堂教学、语文评

比、实验创新、命题解题、化学竞赛等方面多次

获得省、市一等奖或表彰，先后取得南昌市高

中化学课堂教学比赛第一名、江西省高中化学

优质漾鬈赛第一名、江西省高中化学褰验说课

第一名等成绩，并将优秀教学课例提炼。成文，

发表了《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发展的主题式教

学——“氨”课堂教学实录及反思》《可连反应

实验探究畿教学案例》等震章。

“器鲞有涯而知无涯鬈努力以已遴‘：I=辫涯”

推动人之“无涯”，是彭老师的教育追求i彭老

师严以律己，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在铯学教

育工作中通过言传身教发挥辐射引领作月，激

励学生静青年教师一起成券、共同前行。鬈

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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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任何单位和个人如需转载，

请与我社联系并注明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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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教育部印发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2022年版)，规定了义务教育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

教学要求．为义务教育实施核心素养教育、落实立德树人

任务指明了方向，制定了纲领。为了帮助大家认真学习研

究《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

“新课标”)，传播研究成果、交流思想、提高认识，使

更多的人能够及时学习领会新课标精神，积极改进教学实

践，我们特针对《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

的学习研究进行专题征稿，希望广大作者认真学习研究，

积极撰稿，并及时赐稿，我们将竭诚为大家服务，及时审

理，尽旱刊登。

1．对新课标的内容架构进行解读，分析各部分内容的

内涵、价值及意义，揭示各部分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形

成对新课标的整体把握。

2．对新课标中出现的新概念、新提法、新表达的研究

和认识，如对核心素养的界定(包括化学观念、科学思

维、科学探究与实践、科学态度与责任)，对学业质量的

描述，对五个学习主题之间的关系及每个学习主题五个维

度的内容构成(包括大概念、核心知识、基本思路与方

法、重要态度、必做实验及实践活动)的表达，对每个学

习主题下内容要求、学业要求、教学提示(包括教学策略

建议、情境素材建议、学习活动建议)的内在关系的揭

示，对教学建议及评价建议的领会，对“教一学一评”一

体化、跨学科教学的理解等，形成对新课标的深刻理解。

3．与《义务教育化学课程标准(2011年版)》进行

对比研究，分析其发展变化及意义，揭示发展变化背后的

认识发展及理念支撑，提高认识及落实新课标的自觉性。

4．与《普通高中化学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

订)》进行对比研究，从课程理念、目标、内容、学业质

量、教学评价等角度分析其内在关系，揭示其内在关联

性，认识其阶段性和连续性，从基础教育整体角度提高对

义务段化学教育的认识和把握。

5．从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角度对新课标进行研究。遵

循课改总要求，从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实施素质教育、实

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育人目标的角度学习新课标形成的

指导思想，认识新课标的变化及意义，领会新课标的理念

及目标，学习新课标的内容，掌握新课标学业质量要求和

课程实施要求，实现对新课标更上位的认识。

6．从化学学科的角度研究新课标。用学科的眼光审视

新课标对化学学科特征、思维方法、研究手段及研究过程

的体现，对学科认识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反映，对学科育人

功能及价值的揭示。

7．加强对教育本真的研究和理解。从培养人和发展人

的高度提高对新课标的认识、理解和解读。

8．研究新课标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的新要求，探索新

课程背景下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式、方法和途径。

9．加强对初中学生特点的研究，并结合学生认识特点

和能力水平研究新课标的实施策略。

10．探索新课标理念下初中化学教学的新思路、新范

式、新策略、新方法。

1．主题明确，中心突出，内容科学，观点明确，结构

清晰，表达准确，语言通畅，叙述严谨，格式规范，以

word格式生成，并投递电子稿。

2．必须为个人原创，不得抄袭。切勿一稿多投。

3．投稿时，请在稿件标题下注明作者姓名、单位、电

话、通讯地址等信息。

4．本刊编辑部对来稿有删改权，若不同意，请在来稿

时说明。

5．关于稿件格式、图表规格、文献引用、课题信息等

具体要求，可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6．稿件请投zhcck50nzg@sina．com邮箱，投稿

时请在主题栏注明“初中课标专题稿件”字样。

1．对于所有来稿按专题征稿处理，由专人接收，及时

审理，及时通知审理结果。

2．对于优秀稿件，将及时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

(上半月)刊发。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编辑部

2022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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