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翻嚣引锈i鬻；譬i

小。‘产教一学参譬黧密

I!LUlⅢ

中国知网全文收录
{iJ川

2011年J月0¨}一向)

(吓第2划总筇74姆j】
!()II午I』I 15 U⋯版

主管广西教育学院
主办广西教育学院杂志社

出版广西教育学院杂志杜
社长、总编黎海英

副社长采汝武最自邛闰勋
副总编罗圆干

主 编邓圆勋(兼)

执行主编廖银燕
质{蝗主任虎丹丹
责任编辑金铃黄春香易志毂

廖银燕罗艳

美术编辑谭有进

地 址广西南宁市连政路3i号
(厂西教育学院内)

邮 编530023

编辑部((177I)586[)323 586n31 3

购刊部(岬7”3842．385{兼传真)

广告部【077I)5860323
电子信箱zl_l!'(klk{B'163t洲I

印 刷广pq地质目¨】；l|J

订 阅全崮备地邮政ju|(所)
发行范围同1～公开发行
发 行J’两区|||I{政书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48一13 ．

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lsHN 1674 6058

cN 45一】372／C4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45D11)2226

定价m 00元

目 录
CoNTENTS

：受数学
i专题论析

iJ(ie韧clt数学敷学追州的艺术

数学评敏教学戊晴视。#乍的串：m参与

开放的数。#：垛堂更精彩

}I。学‘F体骑和感悟数学的策略

浊议学11-探究能山n0培养

组织数学i一々动提月学生思维一I^瞳

浅谈姗"}好幽il，数学

种中乍标准JLfEzj'ilt ri培养7t探

柳q,e2学媒堂尤嫂教学彳f为的分析战嫂进

教学经纬

如何成为一位⋯也的引廿扦

——o=自自最∞nmj牧学*录自t思

浊淡·l-等职、lp々：校教学课的数学

函数定义域教。}

——培菲女学B目∞有a逢＆

n|If【If有技世i1种r{，数学作性

作对比-殳l J ili体会墚本i殳计‘的特妙

新课程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教学救4毕

如^口攫-衍数学课堂n0救。≯效毕 ⋯⋯

一毕一k数学臆"j能山自0培养

波淡商考数学复习iP}生能力自0培养

数学教学要渖巫l撼教育的渗透
浅波数学思}*能，J住课堂tIi的渗透

新课改下虮何引导学生提小数学M题

复习指津

肿焦点分怯成定比uf的瀚圳离心宰公式的抹究

张毓(15

邓小斌(1 7

江和平(1 8

钱得海(20

万妹玮蒋Ⅲf 21

胨建文(23

⋯ 李彦杰f24

张伟王军(25

采旺并(26

叶建强(27

龚用(28

露梅芳(29

陈自日 熊青厚(30

荣朔华材““州州i纛臻篡篡一

万方数据



匿囊蠹臻与技巧
一类对称曲线的快捷求法⋯⋯⋯⋯⋯⋯宋稳尚(31)

一类函数问题的独特解法——构造函数模型

⋯⋯⋯⋯⋯⋯⋯⋯⋯⋯⋯⋯⋯⋯⋯⋯⋯耿海艳(32)

物理

■■■_r⋯
际域嘹望
■■■●-m目‰k*

英伦物理培训感悟

瞰纬

初中物理实验教学现状及对策研究

⋯⋯⋯⋯⋯⋯⋯⋯⋯⋯⋯⋯⋯⋯⋯⋯⋯黄兴国(57)

高中物理探究实验开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迟永安(58)

中学物理实验教学方法浅探⋯⋯⋯⋯⋯莫愿发(59)

匦津
《机械基础》复习刍议⋯⋯⋯⋯⋯⋯⋯⋯姚鹏(60)

初中凸透镜成像规律解析与运用

⋯⋯⋯⋯⋯⋯⋯⋯⋯⋯⋯⋯⋯⋯⋯⋯⋯赵明华(61)

⋯⋯⋯⋯⋯幢僻(33)隧簧。’
略论摩擦力和摩擦力的判定⋯⋯⋯⋯⋯朱述钧(62)

力与运动状态易错题举例分析

“三个注重”构建高中物理有效课堂

⋯⋯⋯⋯⋯⋯⋯⋯⋯⋯⋯⋯⋯⋯⋯⋯⋯陈 燕(36)

《压强》教学实录⋯⋯⋯⋯⋯⋯⋯⋯⋯⋯俞琴(38)

优化实验教学，培养学生的探究精神和实践能力

——初中物理《摩擦力》教学设计
‘

⋯⋯⋯⋯⋯⋯⋯⋯⋯⋯⋯⋯⋯⋯⋯⋯⋯李日兰(40)

充分发挥物理习题课的探究作用

⋯⋯⋯⋯⋯⋯⋯⋯⋯⋯⋯⋯⋯⋯⋯⋯⋯高付全(42)

浅探高一新生物理学习障碍⋯⋯⋯⋯⋯谢萍(43)

浅议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提高

⋯⋯⋯⋯⋯⋯⋯⋯⋯⋯⋯⋯⋯⋯⋯⋯⋯郭军天(45)

对物理教学案例的反思⋯⋯⋯⋯⋯⋯⋯黄玉霞(46)

刍议初中物理教学中德育渗透的“五有” ·

⋯⋯⋯⋯⋯⋯⋯⋯⋯⋯⋯⋯⋯⋯⋯⋯⋯陆丽秀(47)

让生活走进物理课堂教学⋯⋯⋯⋯⋯⋯袁夫康(48)

善用评语激发兴趣⋯⋯⋯⋯⋯’⋯⋯⋯董现平(49)

新课程标准下学生物理创新思维的培养

⋯⋯⋯⋯⋯⋯⋯⋯⋯⋯⋯⋯⋯⋯⋯⋯⋯汤明庚(50)

浅谈高中物理教学⋯⋯⋯⋯⋯⋯⋯⋯⋯吉双荣(51)

浅谈初中物理教学对学生创新精神的培养

⋯⋯⋯⋯⋯⋯⋯⋯⋯⋯⋯⋯⋯⋯⋯⋯⋯马桂梅(52)

多媒体在物理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探微

⋯⋯⋯⋯⋯⋯⋯⋯⋯⋯⋯⋯⋯⋯⋯⋯⋯卢金新(53)

■■P％m—

l实验研究■■■■“h*∞Nl⋯*

运用发散思维与聚敛思维．提高物理实验教学效率

⋯⋯⋯⋯⋯⋯⋯⋯⋯⋯⋯⋯⋯⋯⋯⋯⋯覃尊桂(54)

对平面镜成像实验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闫成龙(56)

⋯⋯⋯⋯⋯⋯⋯⋯⋯⋯⋯⋯⋯⋯⋯⋯⋯马巧玲(64)

常解、妙解与特解

——上海世博行的特殊收获⋯⋯⋯⋯⋯崔伟(65)

丽’芳法与技巧
两类典型问题的双解分析⋯⋯⋯⋯⋯⋯陈雪峰(66)

例谈高考信息题解题策略⋯⋯⋯⋯⋯⋯闻燕(67)

浅谈波的图像解题规律⋯⋯⋯⋯⋯⋯⋯朱世臣(69)

微积分思想在物理解题中的应用例谈

⋯⋯⋯⋯⋯⋯⋯⋯⋯⋯⋯⋯⋯⋯⋯⋯⋯姚君芳(71)

电路故障分析方法例解⋯⋯⋯⋯⋯⋯⋯撖爱嵘(72)

控制变量法在初中物理电学中的应用

⋯⋯⋯⋯⋯⋯⋯⋯⋯⋯⋯⋯⋯⋯⋯⋯⋯王玉德(73)

浅析如何应用数学工具解决物理问题

⋯⋯⋯⋯⋯⋯⋯⋯⋯⋯⋯⋯⋯⋯⋯⋯⋯董克锋(74)

化学 生物 其他

囤
对九年级化学沪教版教材中部分内容的再商榷

⋯⋯⋯⋯⋯⋯⋯⋯⋯⋯⋯⋯⋯⋯⋯⋯⋯荣凤贤(76)

科学教学中学生自信心培养策略探究

⋯⋯⋯⋯⋯⋯⋯⋯⋯⋯⋯⋯⋯⋯⋯⋯⋯楼石飞(78)

关于高中生物课改若干问题的思考

⋯⋯⋯⋯⋯⋯⋯⋯⋯⋯⋯⋯⋯⋯⋯⋯⋯张焕治(80)

引领学生尽快步人科学探究之路

⋯⋯⋯⋯⋯⋯⋯⋯⋯⋯⋯⋯⋯⋯⋯⋯⋯韩仲文(82)

万方数据



浅谈初中科学课中生活化课程资源的运用

⋯⋯⋯⋯⋯⋯⋯⋯⋯⋯⋯⋯⋯⋯⋯⋯⋯冯金园(83)

高中化学微型实验与探究式实验的研究

⋯⋯⋯⋯⋯⋯⋯⋯⋯⋯⋯⋯⋯⋯⋯⋯⋯戴坤旭(85)

浅析化学教学与右脑开发⋯⋯⋯⋯⋯⋯韦建忠(86)

试论课程改革下的中学化学教师

ol o．．．．．．⋯⋯⋯⋯⋯⋯⋯⋯⋯⋯⋯·马爱红(88)

新课程背景下课堂有效练习设计的策略

⋯⋯⋯⋯⋯⋯⋯⋯⋯⋯⋯⋯⋯⋯⋯⋯⋯沈秀芳(89)

化学教师要注重对学生品质的培养

⋯⋯⋯⋯⋯⋯⋯⋯⋯⋯⋯⋯⋯⋯⋯⋯⋯郭红霞(91)

注重理论知识加强实验训练

——浅谈生物奥赛选手的培训⋯⋯⋯⋯李 阳(92)

关于在高中化学教学中贯彻绿色化学的调查研究

⋯⋯⋯⋯⋯⋯⋯⋯·D 81．．．．．S·BQ⋯⋯⋯⋯·丁胜男(93)

新课程下探究性教学在初中化学中的运用和意义

⋯⋯⋯⋯⋯⋯⋯⋯⋯⋯⋯⋯⋯⋯⋯⋯⋯王玉芳(94)

实验——通向学好初中化学的桥梁

⋯⋯⋯⋯⋯⋯⋯⋯⋯⋯⋯⋯⋯⋯⋯⋯⋯曾仁武(95)

怎样发挥化学习题教学的有效性

⋯⋯⋯⋯⋯⋯⋯⋯⋯⋯⋯⋯⋯⋯⋯⋯⋯孔维华(96)

图像在化学教学中的应用⋯⋯⋯⋯⋯⋯王春妹(97)

医戬一：
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实践

⋯⋯⋯⋯⋯⋯⋯⋯⋯⋯⋯⋯⋯⋯⋯⋯⋯郑琼娥(99)

抓住课堂瞬间，培养学生实验探究能力

——关于“KSCN还原性的实验探究”

⋯⋯⋯⋯⋯⋯⋯⋯⋯⋯⋯⋯⋯⋯⋯⋯杨华《101)

浅谈在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德育教育

⋯⋯⋯⋯⋯⋯⋯⋯⋯⋯⋯⋯⋯⋯⋯⋯方煜(102)

提高学生解题准确率的妙招

——一节为高考生物准备的心理指导课

⋯⋯⋯⋯⋯⋯⋯⋯⋯⋯⋯⋯⋯⋯⋯⋯王利平(104)

浅谈如何实现初高中化学教学的顺利过渡

⋯⋯⋯⋯⋯⋯⋯⋯⋯⋯⋯⋯⋯⋯⋯⋯黄超然(107)

比较法在科学教学中的作用及其实践

⋯⋯⋯⋯⋯⋯⋯⋯⋯⋯⋯⋯⋯⋯⋯⋯李建君(109)

浅谈初三化学教法与学法⋯⋯⋯⋯⋯⋯熊建华(1l 1)

高中生物教学中有效提高学习接受度的策略

⋯⋯⋯⋯⋯⋯⋯⋯⋯⋯⋯⋯⋯⋯⋯⋯汤向荣(112)

在新课程标准下如何让初中生学好生物

⋯⋯⋯⋯⋯⋯⋯⋯⋯⋯⋯⋯⋯⋯⋯⋯许建全(113)

谈新课改中高中化学新课的导入

⋯⋯⋯⋯⋯⋯⋯⋯⋯⋯⋯⋯⋯⋯⋯⋯赵玲(114)

课堂教学中预设与生成资源的应用案例反思

⋯⋯⋯⋯⋯⋯⋯⋯⋯⋯⋯⋯⋯⋯⋯⋯刘左东(1 15)

精心设计课堂优化生物教学

⋯⋯⋯⋯⋯⋯⋯⋯⋯⋯⋯⋯姜庆娥程军(116)

谈在实验教学中如何帮助学生形成化学概念

⋯⋯⋯⋯⋯⋯⋯⋯⋯⋯⋯⋯⋯⋯⋯⋯徐大勇(117)

试论现代教育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

⋯⋯⋯⋯⋯⋯⋯⋯⋯⋯⋯⋯⋯⋯⋯⋯张炜(118)

创设有效课堂教学情景激发学生学习科学兴趣

⋯⋯⋯⋯⋯⋯⋯⋯⋯⋯⋯⋯⋯⋯⋯⋯金慧丽(1 19)

浅论新课改下高中化学的有效教学

《基础会计》中的“借贷记账法”教学设计

中职会计专业课堂理论与实践教学的融合

吴丽华(120)

张小燕(121)

⋯⋯⋯⋯⋯⋯⋯⋯⋯⋯⋯⋯⋯⋯⋯⋯刘秀萍(123)

医叠匿1’。．、．
农村初中化学实验探究活动的组织

⋯⋯⋯⋯⋯⋯⋯⋯⋯⋯⋯⋯⋯⋯⋯⋯朱守兴(124)

两个经典实验的比较⋯⋯⋯⋯⋯⋯⋯⋯汪东丽(125)

区匿二’．．
中学生物教学中易错概念的辨析

⋯⋯⋯⋯⋯⋯⋯⋯⋯⋯⋯⋯⋯⋯⋯⋯肖厚荣(126)

匡瑟莲=’。： ，

生态系统的信息传递复习课教学设计

⋯⋯⋯⋯⋯⋯⋯⋯⋯⋯⋯⋯⋯⋯⋯⋯韩志萍(127)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