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在

谈到学习与探索时指出：

“在学习中要敢于做减

法，就是减去前人已经解

决的部分，看看还有哪些

问题没有解决，需要我们

去探索解决。”

想像力比知识更重要，

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

想像力概括着世界的一

切，推动着进步，并且

是知识进化的源泉。严

格地说，想像力是科学

研究的实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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釜毒渺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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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题探t鬟麓≯

习题讲评，让寻“因”更彻底⋯⋯⋯⋯⋯⋯⋯⋯⋯⋯⋯⋯⋯杨林军(4)

导数中常见错误剖析⋯⋯⋯⋯⋯⋯⋯⋯⋯⋯⋯⋯⋯⋯⋯戴晓燕(8)

函数图像高考考查方向及应对策略⋯⋯⋯⋯⋯⋯⋯⋯⋯李宏代(10)

角度决定深度

——对研究课《正弦定理的运用》的探究与思考⋯⋯陶惠民 吕重明(12)

迷思概念的成因分析及教学建议⋯⋯⋯⋯⋯⋯⋯⋯⋯⋯徐友华(14)

i课例展示i

设计方案生成教学

——以新苏科版《勾股定理(1)》教学为例⋯⋯⋯⋯⋯⋯⋯邵 华(16)

古典概型教学实录⋯⋯⋯⋯⋯⋯⋯⋯⋯⋯⋯⋯⋯⋯⋯⋯林小平(17)

l教学经纬i

剖析教学提高实效⋯⋯⋯⋯⋯⋯⋯⋯⋯⋯⋯⋯⋯⋯⋯周慧新(18)

重视课本教学培养学生能力⋯⋯⋯⋯⋯⋯⋯⋯⋯⋯⋯唐丽娜(20)

培养数学能力凸现精彩教学⋯⋯⋯⋯⋯⋯⋯⋯⋯⋯⋯魏倩倩(22)

挖掘习题价值提升数学能力⋯⋯⋯⋯⋯⋯⋯⋯⋯⋯⋯吴永胜(23)

刨根问底查错因有的放矢去矫正

——由一道数学题错解引发的思考⋯⋯⋯⋯⋯徐芬 陈宏楼(24)

浅议形如“y=出+m)2+|j}”的二次函数顶点式⋯⋯⋯⋯⋯⋯任泓宇(25)

走出提问误区促成高效教学⋯⋯⋯⋯⋯⋯⋯⋯⋯⋯⋯陶成龙(26)

构建“205852”数学导学课堂⋯⋯⋯⋯⋯⋯⋯⋯⋯⋯⋯⋯黄源成(27)

提高农村初中数学教学效率的几点尝试⋯⋯⋯⋯⋯⋯⋯孙家翼(28)

数学教学事半功倍的措施⋯⋯⋯⋯⋯⋯⋯⋯⋯⋯⋯⋯⋯覃树标(30)

构建合作课堂促进有效教学⋯⋯⋯⋯⋯⋯⋯⋯⋯⋯⋯卢海涛(31)

浅谈高中学生数学学习困难的原因与对策⋯⋯⋯⋯⋯⋯苏莉珍(32)

变革课堂教学模式，激发学习兴趣⋯⋯⋯⋯⋯⋯⋯⋯⋯韦 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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煎鞭联纛i蠹 蠹需蓑冀忑器翕墨擎骂慧：：：：：一：：
数学模型在解题中的应用⋯⋯⋯⋯⋯⋯韦 侃(35) 谈如何提高高中物理课堂教学的实效性

巧用导数，体验寻“根”之旅⋯⋯⋯⋯⋯⋯梁洪昌(37)
⋯⋯⋯⋯⋯⋯⋯⋯⋯⋯⋯⋯⋯⋯⋯⋯⋯

等价转化思想在高中数学中的应用⋯⋯⋯三小燕(38) 关于中学物理课堂有效提问的思考

导数应用中的分类讨论问题⋯⋯⋯⋯⋯崔海军(39)
⋯⋯⋯⋯⋯⋯⋯⋯⋯⋯⋯⋯⋯耿小茜

鬻篓2堡摹婴妻翌墨霎惹等婺誊：：：I⋯张文胜心∞蕤霾篱曛需熏鬟l鬓攀鬻一例说解高中数学选择题的几种常用方法 一“8‘⋯““8““⋯⋯”‘。1
⋯⋯⋯⋯⋯⋯⋯⋯⋯⋯⋯⋯⋯⋯⋯⋯⋯谢永香(41)

隔纛麟蠢隧攀囊蓑“{
挖中考题的源头⋯⋯⋯⋯⋯⋯⋯⋯⋯⋯陆建亮(42)

戮甄藕黧熬震繁鏊i j

高中数学函数复习之浅见⋯⋯⋯⋯⋯⋯柴翔if-(43)

物理

鬻蘸攥嚣瓣纛攀ii萎i
关于动生电动势中洛伦兹力的再认识

⋯⋯⋯⋯⋯⋯⋯⋯⋯⋯⋯⋯⋯⋯⋯⋯⋯程如林(44)

影响初中物理有效课堂的因素及对策

⋯⋯⋯⋯⋯⋯⋯⋯⋯⋯⋯⋯⋯⋯⋯⋯⋯韦炳耀(46)

蓊鞘滁羹蒸鬻豢黉；i Y|

鞣酶#热㈣黼麟‰$躺辑。孵嘲x“Ⅻo。∥。 。

同伴教学法在中学物理教学中的运用初探

⋯⋯⋯⋯⋯⋯⋯⋯⋯⋯⋯⋯⋯姜玉梅康进(47)

浅谈“类比法”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应用

⋯⋯⋯⋯⋯⋯⋯⋯⋯⋯⋯⋯⋯⋯⋯⋯⋯李富强(50)

初中物理课堂教学中如何有效运用探究教学法

⋯⋯⋯⋯⋯⋯⋯⋯⋯⋯⋯⋯⋯⋯⋯⋯⋯周启平(51)

初中物理生活化策略探究⋯⋯⋯⋯⋯⋯潘志赳(52)

麟鬟霾鞲鬃鬻黎i薹篓
注重情感因素促进有效教学⋯⋯⋯⋯谭家业(53)

设计有效提问构建有效课堂⋯⋯⋯⋯梁增强(54)

农村学生物理学习兴趣的培养⋯⋯⋯⋯韦鹏林(55)

高中物理选修课开发探析⋯⋯⋯⋯⋯⋯谢灵辉(57)

创设生活情境促进物理教学⋯⋯⋯⋯董泽雨(58)

新课改背景下初中物理课堂教学策略浅议

⋯⋯⋯⋯⋯⋯⋯⋯⋯⋯⋯⋯⋯⋯⋯⋯⋯李操平(59)

优化初中物理作业结构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张劲柏(60)

陆永进(61)

林建诚(62)

蒙善文(63)

周 岚(64)

物理实验要求真务实用活

——谈谈物理实验教学⋯⋯⋯⋯⋯⋯⋯赵居礼(66)

例析物理实验在教学中的作用⋯⋯⋯⋯蓝海珍(67)

初中物理实验课堂教学策略探析⋯⋯⋯闭燕芳(69)

蒸鬃霾鬻鬻瓣鬻繁霪i
浅谈中学物理课堂教学中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张宏军(70)

浅谈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

⋯⋯⋯⋯⋯⋯⋯⋯⋯张荷洁李佳张锡娟(71)

蒸蘸黛黼瓣纛纂豢jii
由一道习题认识最大静摩擦力⋯⋯⋯⋯段姜维(72)

物体在圆轨道上能运动多高⋯⋯⋯⋯⋯黄雯(73)

初中物理动态电路问题分类解析⋯⋯⋯⋯汪雄海(74)

高考物理复习中三力平衡问题的处理浅探

⋯⋯⋯⋯⋯⋯⋯⋯⋯⋯⋯⋯⋯⋯⋯⋯⋯张广宇(75)

吖匕学

麓嚣纂鬟蘩霹蘸鬻i i

有机化学考查新热点——有机物的命名
⋯⋯⋯⋯⋯⋯⋯⋯⋯⋯⋯⋯⋯⋯⋯⋯⋯马 丽(76)

化学高考高效复习的选题、评题、审题与答题策略

⋯⋯⋯⋯⋯⋯⋯⋯⋯⋯⋯⋯⋯⋯⋯⋯⋯郑志壮(78)

浅析一种书写燃料电池电极反应式的新方法

⋯⋯⋯⋯⋯⋯⋯⋯⋯⋯⋯⋯⋯⋯⋯⋯⋯刘三先(80)

对“离子反应、离子方程式书写”的思考

⋯⋯⋯⋯⋯⋯⋯⋯⋯⋯⋯⋯⋯王丹培衷明华(82)

从三维目标解读化学开放式题型

⋯⋯⋯⋯⋯⋯⋯⋯⋯⋯⋯⋯⋯黄东燕衷明华(83)

浅析可逆反应达到平衡状态的标志⋯⋯⋯郭军乾(85)

从一道习题浅谈离子浓度大小的比较⋯⋯蔡昌(86)

蕤蘩瓣蠢鬻豢》ii!i
高中化学新课程探究性实验教学的实施难点及改

进的课题研究⋯⋯⋯⋯⋯⋯⋯⋯⋯⋯邓丹文(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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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化学平衡的因素和化学平衡常数》教学反思

⋯⋯⋯⋯⋯⋯⋯⋯⋯⋯⋯⋯⋯⋯⋯⋯⋯祁媚媚(88)

新课改下高中化学教学应该处理好的几个问题

⋯⋯⋯⋯⋯⋯⋯⋯⋯⋯⋯⋯⋯⋯⋯⋯⋯谢桂生(89)

浅议化学课堂教学中设问的策略⋯⋯⋯王文东(90)
谈化学自主课堂的构建⋯⋯⋯⋯⋯⋯⋯侯富存(91)

加强学法指导提高自学能力⋯⋯⋯⋯覃刚(92)

化学教学中学生创新性思维的培养⋯⋯⋯李福L垂(93)

利用支架理论，构建高效化学课堂⋯⋯⋯⋯徐文丽(94)

浅谈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反思能力的培养

⋯⋯⋯⋯⋯⋯⋯⋯⋯⋯⋯⋯⋯⋯⋯⋯⋯岑忠敏(95)

医鳓震鬻鬟羹蘸豢ij
趣味实验促进高中化学探究学习的实践与案例

⋯⋯⋯⋯⋯⋯⋯⋯⋯⋯⋯⋯⋯⋯⋯⋯⋯钟文丽(96)

加强化学实验教学提高学生解题能力

——从中考实验题中得到的启示⋯⋯⋯⋯朱志强(98)

氯气的制备和性质实验一体化实验改进

⋯⋯⋯⋯⋯⋯⋯⋯⋯⋯⋯⋯⋯吴奕滋衷明华(99)

浅析温度对铜氨纤维实验的影响⋯⋯⋯⋯段文娟(100)

证明二氧化碳密度比空气大的实验创新

⋯⋯⋯⋯⋯⋯⋯⋯⋯⋯⋯⋯⋯⋯⋯⋯胡海铭(101)

对乙醛与新制氢氧化铜反应实验的改进

⋯⋯⋯⋯⋯⋯⋯⋯⋯⋯⋯⋯李绍庭衷明华(102)

氢气的制取号|生质实验的微型化改进
⋯⋯⋯⋯⋯⋯⋯⋯陈婉玲王丹培衷明华(103)

充分利用化学实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李 勇(104)

匿瞩鹫鬃麟麟蓥i二
管窥无机流程题的解题策略⋯⋯⋯⋯⋯林军(105)

守恒法——化学计算的核心⋯⋯⋯⋯⋯刘嫒昕(106)

鼷嚣麓鋈舞蒸豢?
图像在“化学反应中的热效应”复习中的应用

——以苏教版高三二轮复习为例⋯⋯⋯陈欲晓(107)

9生物
㈤蓊黼羹蘩震爹爹
试谈初中《生物》在小学《科学》与高中《生物》之间的

衔接⋯⋯⋯⋯⋯⋯⋯⋯⋯⋯⋯⋯⋯⋯施飞(108)

多模型结合分析比较细胞分裂⋯⋯⋯⋯汤良文(1 10)

匿塑鞠囊震覆鎏j
古诗引入初中生物教学举隅⋯⋯⋯⋯⋯何学文(112)

引探教学之管见⋯⋯⋯⋯⋯⋯⋯⋯⋯⋯刘洪来(113)

浅谈生物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曹爱红(114)

现代教育技术在初中生物课堂中的应用

⋯⋯⋯⋯⋯⋯⋯⋯⋯⋯⋯⋯⋯⋯⋯⋯李金娥(115)

生物教学中常见的图形类型及其绘制

⋯⋯⋯⋯⋯⋯⋯⋯⋯⋯⋯⋯⋯⋯⋯⋯曹彦雄(116)

蜜蜂发育的启示⋯⋯⋯⋯⋯⋯⋯⋯⋯⋯陈爱梅(117)

比喻在生物教学中的作用⋯⋯⋯⋯⋯⋯张友民(118)

主体参与情景下的<(DNA分子的结构》教学设计

⋯⋯⋯⋯⋯⋯⋯⋯⋯⋯⋯⋯⋯⋯⋯⋯赵艳玲(119)

医嚣谶燃露鬃雾j
例谈问题串在高三生物复习中的应用

⋯⋯⋯⋯⋯⋯⋯⋯⋯⋯⋯⋯⋯⋯⋯⋯袁兰(120)

匿隧麟鬃黧鬻I『|
高中生物实验室建设与管理的几点建议

⋯⋯⋯⋯⋯⋯⋯⋯⋯⋯⋯⋯⋯⋯⋯⋯陈昌俊(121)

生物实验与信息技术整合

——“摄像显微镜”在“探究植物细胞的吸水和失水”实验

中的应用⋯⋯⋯⋯⋯⋯⋯⋯⋯⋯⋯⋯鲁风莲(122)

圄 科 学

爱嚣阉静豢
科学前置，关注学生差异 。

——基于差异发展的初中生科学探究能力培养的策略

研究⋯⋯⋯⋯⋯⋯⋯⋯⋯⋯王建桥毛国永(123)

医鍪篷露黼鬻繁菱i囊
《温度的测量》教学设计的改进⋯⋯⋯⋯李学海(125)

科学学习兴趣的激发和培养⋯⋯⋯⋯⋯柯利民(126)

生本教育的实施过程与对策

⋯⋯⋯⋯⋯⋯⋯⋯⋯⋯⋯⋯⋯⋯⋯⋯朱关萍(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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