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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简介

刘英琦，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高中化学

教师。广东省深圳第二孙国语学校群研处主

任，陕西师范大学等校硕士研究生合作导师或

兼职教授，广东省“百千万”名教师导师，广东

教育督导学会理事。

刘老师秉持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教学疆念，

深入开展教学实践与研究，提出了“新课程化

学教学要致力于追求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的

和谐统一”的观点，建构了新课程背景下化学

教学的实践样态。随着教育发展和研究的深

入，刘老师又进一步提出“文化化学”的教学

主张，创建了化学教学“四层四环”育人模式，

构建了“教、学、评”策略体系，提出了校本课程

开发的“五环双锥”模武，教育教学成果在全国

诲爹淖裰推广藏骶，

刘老师教学成果丰硕，研究不局限于化学

教学，他任教班级化学教学成绩优异，先后主

持了化学教育、课程开发、教师发展、学习科

学、研学囊践等“0项课题；出版了16本著作；

在全国钧多种报刊上发表了百余篇关子化学

教育、德育心育、考试测评、课程开发、教育科

研、教师发展、学校管理、信息技术、家庭教育

等方面的论文，其中6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报千f：l资料·中学化学教与学》全文转载，25

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化学

教与学》索引；开发或指导开发了一系列深圳

市“好课程”或广东省特色课程，教学和科研成

果获得深圳市历届教育教学科研成果奖,2021
年广东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开发了数

十门“国培”“省培”“市培”课程并受邀在清华
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石河子大学等校讲授，内

容涉及德、智、体、美、劳、教师发展和学校发展
等方面，深受教师欢迎。

刘老师认为人生有涯而教无涯、学无涯，

作为一名教育“老兵”，他从更宽广的视野去理

解教育、实践教育，牢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

教育事业发展努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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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标和新教材的持续推进，以培养核心素养为目

标的教育改革深入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知识信息不断膨

胀、教育技术不断革新、学科及学科教育研究不断深化、教

育理念不断发展，产生了许多需要研究、探讨、挖掘的新问

题。要有效落实核心素养教育，就需要对这些问题，特别是

对核心素养教育教学有引领作用的关键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

探讨。为了帮助广大中学化学教师抓住核心素养教育教学实

践的关键问题，选择有价值、有意义、能操作的研究课题进

行研究和教研论文写作，提升教研和教研论文写作能力，促

进教育教学实践成果的转化，不断发展和提升自我，更好地

落实新课程教学，《中化参》编辑部在去年成功举办“首届

中学化学教学研究与教研论文写作研修活动”的基础上，结

合核心素养教育教学实践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需求，

拟举办“第二届中学化学教学研究与教研论文写作研修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本次活动以“新课程、新教研、新写作”为主题，将通

过“首阳云平台”线土举行，共邀请8位专家开展高端讲

座。活动将围绕化学学科核心素养教育教学实践的关键问题

展开，通过专家讲座深化教师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提

升教研、教研论文写作及教学实践成果转化能力。

2．团队及高校化学教学论的学生报名

添加“研修活动交流qq群”

(QQ号：788264346)或QQ扫码申请进

群，下载报名表，并将填写好的报名表发给

QQ群主刘编辑即可。

3．电话报名

报名电话：029—85252731。

欲参加活动者请于2021年4月8日前提交报名表，缴纳

会务费，即为报名成功。

1．个人缴费

个人报名者可扫右侧二维码在“首阳

云平台”上报名并直接缴费。

2．团队及高校化学教学论的学生缴费

(1)账户汇款

首阳云平台报名码

户 名：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账户：129904761210802

开户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小寨支行

汇款刊请务必备注“教研活动”及j，}：j跌负嚣人一舱名

(2)扫码支付

微信或支付宝扫码支付，务一如注明

初、高中学化学教师，名师工作室成员，中学化学教学! “汇款方1教研活动}、坦。活争码”，并留存
研究人员，高校化学教学论师生。 i支付成功图片，通过微信或QQ传给刘编辑

；即可。

第一场：4月12日至4月15日，每晚19：00—21：00，

共4次。

第二场：4月19日至4月22日，每晚19：00—21：oo，

共4次。

本次活动每位参与者需缴800元会务费(可个人报名，

也可以名师工作室、教研室或中学教研组等团队的形式参

与；5人及以上团队按600元／人收取会务费；高校化学教学

论的学生按400元／人收取会务费)。会务费由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收取，并提供正规电子发票。

1．个人报名

通过电脑登录“首阳教育”官网(http：／／www．shouyang

edu．com)或手机扫码关注“首阳云平台”报名。缴费成功后

可申请加入“研修活动交流QQ群”(QQ号：788264346)。

1．参加本次活动者，活动结束后半年内提交的论文，可

投至邮箱zhchkld@sina．com，我们将进行收集、审理，特别

优秀的教研成果将在我刊刊登。

2．为方便管理，给大家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使大家更

高效地学习交流，我们特别声明：一旦缴费加入，希望每个

人都能够积极按时参加每次研修活动，如果因故有些活动没

有参加或不能坚持，中途一律不退费。

3．我们将为参与者颁发研修证书(电子证书)。

联系人：刘编辑

电话：029—85252731 15902924735(微信同号)

QQ：616539024

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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