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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高中： 

请将此文转化学教研组。各校请按文件要求，认真做好2019年度初中化学论文推荐工

作。教师务必于10月25日之前将论文电子稿（文件请直接用论文名命名）、内容提要及作

者简介压缩后，发送到gzpjack@126.com邮箱，联系人：高志鹏(13952780001)。 

注：相关要求见附件1 

 

 

仪征市教育局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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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教院中学 2019［85］号 
 
 

 

关于组织扬州市 2019 年高中化学论文评比活动的通知 

 
 
各县(市、区)教研室、市直各中学： 

为提升全市高中化学教师教科研水平，加强基于学科教学与研究的理

论和实践研究，经研究决定举行 2019 年度全市高中化学优秀教学论文评

选活动。 

一、论文主题 

基于新教材、新课标的教学研究

基于单元教学设计的研究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化学课堂教学优质化、课堂观察与评价研究

基于微课实践、教育技术等的教育实践研究 

基于化学实验理论与实践、数字化实验的研究 

基于高考分析的作业与训练、评价、学案等的研究

促进创新拔尖人才培养的研究 

初高中衔接教学的研究 

二、参评对象 

全市现任高中化学教师、实验员及教研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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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文内容 

近两年来中学化学教育教学研究的成果。包括研究论文、调查报告、

经验总结等，主题可围绕实施化学课程的经验与体会、困惑与对策、新课程

标准的解读与研究、教材修订建议、教材二次开发研究、课程资源的开发与

利用、实验改进、考试与评价研究等方面。具体可分为以下几类： 

1. 课程与教材研究2. 教学实践研究3. 考试与评价研究4.  其他有关研

究。 

四、论文要求 

1. 论文应突出学科性、实践性、科学性、前瞻性。选题得当有新意， 

观点清晰有创见，实践思考有依据。 

２.语言文字要简洁、流畅、规范，引文或参考书须注明出处。字数

一般控制在 3000～5000 字，标题用小二号宋体加黑，标题下方居中位置

用四号楷体注明所在单位和作者，正文前的“摘要”和“关键词”内容用 5 号 

楷体，正文用小 4 号宋体，行距固定值 22 磅，“参考文献”中的中文用 5 

号宋体，英文用 5 号 Times New Roman（详见附件 1）。 

论文另附作者简介（100 字左右，主要含：作者单位、毕业院校、教

龄、职称、教学成果、学术成果、联系方式等）。 

３.每位作者限送一篇论文参加评比。凡已在省、市级以上论文评比

中获奖，或省级以上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再参评。论文必须是作

者本人原创，严禁抄袭，文责自负（每篇论文在送专家评审前先进行查

重，查重率超过 20%的文章不参与下一步论文质量的评审）。 

五、其他事项 

1. 各县（市、区）教师请将论文报送县（市、区）教研室，各县市

区经初评后选送论文 20 篇左右（填好汇总excel 表格）。市直教师的参评

论文电子稿直接发送到 yzczhxlwpb@126.com 邮箱（该邮箱仅供市直教师

发送，县市区教师勿重复发送）。报送截止到 2019 年 10 月 31 日，过期视

作自动放弃。 

2. 对各单位或个人选送的论文，市教科院将组织力量进行评审。评

比设一、二等奖若干名，并发获奖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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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论文评比不收取评审费用。 
 

 

扬州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中学教研室 

2019 年 9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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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参评论文撰写格式 

 

论中学化学教学的人文化 

 
倪娟 

(江苏省教研室,210013) 

 

[摘 要]中学化学新课程标准突出了“态度情感与价值观”这一维度的目标，但其在实践中被普遍

误读为以文科的方式进行中学化学教学。本文旨在梳理国际上理科课程人文化的演变历程，以此

揭示中学化学教学人文化的应有要义及其实践路径。 

[关键词]化学教学 人文化 科学史 科学哲学 科学技术社会 

在化学课程标准突出“态度情感与价值观”这一维度目标之后，我们在一些中学化

学课程培训活动中能经常听到呼唤化学课堂多些人文精神的声音；在一些大型的化学学

科教育研究活动中，展示的一些“优课”所体现出来人文精神“十分丰富”，不仅音乐、诗

歌等不绝于耳，教师还会明示学生科学应当与人文结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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