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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于1953年，是

一所有着六十多年办学历史、积淀了深厚文化底

蕴的高级中学，2()1j年被评为贵州省示范性普通

高中。学校设施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全体教师

发扬“拼搏尽责、协力争先”的精神，学校秉持

“品学并重、知行合一”的办学理念，形成了

“绘精彩故事、织金色人生”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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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物理课题研究与教研论文写作高级研修班交流环节由

本刊编辑杨博闻主持，6位参会代表就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方面

的成果分别做了报告。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教育局教研室教研员、特级教师、浙江

省名师工作室主持人韩月红老师的报告是2016年浙江省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二等奖“指向核心概念的初中科学整体学习设计”。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扬子中学教学校长、特级教师、江苏省名师工

作室主持人汤家合老师的报告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

课题“用PcK理论优化高中物理难点内容的研究”成果。

江苏省南京市教研室物理教研员杨震云老师的报告是“南京

市教科研及基于课标的深度研课”。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物理教研员、北京市特级教师、

伞国物理科学方法教育研究中心秘书长田成良老师的报告是“物

理教学研究及成果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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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巴蜀中学高级教师，重庆市高中物理王安民名师工作室

学员张绍兵老师的报告是中国教育学会项目“物理333体验式特色

课堂及物理学史特色教育研究”课题研究成果分享。

广东省中山市第一中学教师、广东省华琳工作室成员邱锦辉

老师的报告是广东省教育科研“十二五”规划课题“基于同行互

助的高中物理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研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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