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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人物简介

申燕，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中化学教

研员，深圳市教育科研专家王作室主持人，广

州大学化学学院校外兼职硕士生导师；曾被聘黄

全国信息技术与教学融合优质课大赛评审专家、

深圳市盐田区第二届教育督导评估专家。

申老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学化学相关领

域的研究，她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以下三个方面：

“素养为本’的教学与评价”研究。申老

师认为情境应作为驱动学生认知发展的链锁，

带领团队教师开发了“氢氧化亚铁的制备”等

多个教学课例，并提炼成论文发表。申老师提

出基于学业质量水平的教学评价应是多元化

的，带领团队教师开发了学生自评问卷并编制

了相应试题，为有效测评学生学科核心素养的

达成情况提供参考，积极探索“‘素养为本’的

教学与评价”的有效实施路径。

“复习备考及考试命题”研究。申老师多

次参与命题工作，提出基于试题三要素．SOLO

分类理论、学科关键能办等视角分析、命制试

题，为复习备考指引方向，同时也为命制模拟试题

提供依据，为评价模拟命题提供重要指标。

“基于数据分析的考试评价”研究。申老

师认为学生的思维差异是影响其学业成绩羞

异的重要因素，并通过相关性研究得出多点结

构思维和关联结构思维与学生的学业成绩相关

度高；进而在SOLO分类理论的基础上融入关键

能力因素形成二维进阶的评侨方式，为检测成绩

背后学生思维与能力表现提供评价工具。

申老师先后做了20余场有关“高考化学

模拟命题的策略”“化学实验改进、实验教学与

评价的思考”等主题的讲座；主持了广东省教

育科研规划课题“‘素养为奉’的高中化学教学设

计研究”，作为核心成员参与了两项广东省教育科

研规划课题；主持并完成了两项深圳市教育科学

规划课题及一项深圳市盐田区教育科学规划重大

资助课题。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发表

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了《新课标高中化学必

修课程教学标准》等lO余都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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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高考试题都备受关注，对其的研究始终是

教育教学研究的热点，也是我刊关注和报道的重点。近

年来，一方面，随着新课标的颁布、新教材的使用，

“素养为本”教育不断推进落实；另一方面，随着

《中国高考评价体系》的颁布。高考命题改革也在不

断深化发展。总体来看，高考改革与课程改革同步推

进，体现出高度的内在一致性、相互促进性，共同促

进着素质教育的发展、立德树人任务的落实、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针的实现。2022年高考在即，为了

加强交流，促进对高考化学试题、试卷及命题的研

究，提高对高考与教育教学关系的认识，进一步推进

“素养为本”教育的有效落实，我刊编辑部特针对

2022年高考化学试题研究进行专题征稿。希望广大中

学化学教师及有关研究人员积极研究、认真撰稿、踊

跃投稿。

1．2022年高考化学试题整体评价。可在对全国

化学试卷及各省市区化学试卷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针

对2022年化学高考在命题方面的新特点进行论述，揭

示高考化学试题对课改及考改精神的体现、对化学学

科核心素养教育的引导、对《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的落实，体现高考命题的时代特征。

2．典型试卷的分析。可对具体试卷(尤其是全国

卷)的整体结构、考查的知识内容、能力及素养要求

进行分析，重点揭示命题的新特点及新变化，分析变

化的原因及理念支撑(可从适应新课程、新教学、高

考评价体系、教育评价改革的发展要求等方面进行分

析)，探索高考命题的新思路、新策略、新方式及新

方法，研究高考命题的新趋势和新动向。

析。分析试题的特点及考查功能的实现，可从命题理

念、素材选取、考查目标、考查内容、问题设置等角

度进行深度分析，揭示试题的突出特点和命制策略；

分析典型试题的解题思路、策略、方法和技巧。

4．试题命制研究。研究高考试题的命制思路、策

略和方法，从理论高度对试题命制策略和技术进行总

结提炼，并命制和分享原创或改编的好题。

5．基于对高考试题的研究，加强对学科及学科教

学理解的研究、对化学教学的本真研究、对高考改革

与课程改革关系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对学科核心素养

教育下中学化学教学及复习备考的研究。

1．对所有来稿我们将按专题征稿对待，进行快速

审理，对符合刊发要求的稿件将快速刊发。

2．稿件内容要求：观点合理、新颖、深刻，分析

具体、深入、严谨，结构清晰，语言流畅，格式规

范。稿件字数5000字以内。

3．内容必须为个人原创，严禁抄袭，请勿一稿多

投。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编辑部对来稿

有删改权，如不同意，请在来稿时予以说明。

4．稿件要求以word文件生成，文档中应注明作

者姓名、单位、电话、通讯地址等信息，以方便联

系，并以“试题研究+文章标题”命名文件。稿件请

投至邮箱：chefxst@sina．com。

5．针对高考试卷及具体试题研究的征稿，7月

31日截止；针对命题等其他方向研究的征稿，9月

30日截止。

联系人：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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