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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写



一、为什么写？

——《中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
状况调查和政策分析报告

生疏一熟练一优秀一形成独特风格





二、写什么

1.在化学教学设计中选题







导入1：（教师展示两只烧杯中的水样）这一杯是浑浊
的天然水，另一杯是较纯净的水，本节课的任务就是把
浑浊的水转化为较纯净的水。

导入2： [播放视频：写实电视节目《荒野求生》的片头]一
组蒙太奇镜头展现野外生存第一人，英国探险家贝尔•格里尔斯
在沙漠、沼泽、森林、峡谷等危险的野外境地施展野外生存绝
技的画面。

 [师]野外生存，户外探险，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喜爱。今
天，我们将跟着贝尔的脚步一起走进荒郊野外。置身野外，要
想生存下去，最重要的是先找到水，而且一定要注意饮水安全
。我们来看看贝尔在野外找到了什么样的水源？

[播放《荒野求生》片段]（贝尔蹲在山涧旁捧起溪水）“因
为现在正值雨季，有很多水从山上流下，你可以看到水很浑浊
，里面有很多沙子，还有很多淤泥……”

[师]从山上流下的泥沙水能否直接饮用？（不能）所以我们
要想办法对它进行净化……



2.在化学教学实践反思中选题

“CO2制取的研究”。教师组织学生讨论CO2的收集装置，
多数学生很快答出用向上排空气法，这时有个学生将手举在
半空中，一种欲言又止的样子。在老师鼓励下他说：“我认
为也可以用排水法收集。”刚说完，其他学生就开始讥笑：

“CO2可溶于水，怎么能用排水法啊!”面对多数学生否定
，老师没有立即下结论，继续微笑着问道：“你的想法很有
特点呦，能说说是怎么想的吗？”这次学生很坚定地说：“

前面做过收集人呼出气体的实验，收集呼出气体中的CO2时
，不就是用排水法么？”学生们都被问住了，一时无言以答

。这时老师引导大家思考：如果用排水法收集，CO2有损耗
么？如果定量测定CO2的体积，能用这种方法吗？如何改进
呢？顺着这条思路，学生们设计出在洗气瓶的水面上放一层

油收集CO2的方法。



“SO2的性质教学”。其中有一个实验是将BaCl2溶液
滴入SO2的水溶液中，再滴加H2O2溶液。预设的实验
现象是开始溶液无明显变化，滴入H2O2溶液后产生白
色沉淀。但学生分组实验时却发现，往SO2的水溶液中
滴入BaCl2溶液，立刻出现了白色沉淀物。很多学生感
到费解，也有个别学生嘀咕是SO2与BaCl2溶液反应生
成BaSO3沉淀。教师没有立马裁决，也没有立即解释
，而是又把这一“意外”抛给全班:请结合已有知识，
对比分析意外产生的原因，并设计改进方案。学生通过

讨论，最后明白原来是空气中O2搞的鬼。针对此原因
，学生设计出多种改进方案：将BaCl2溶液煮沸处理，
除去溶有的O2；直接通SO2气体，而不用其溶液；将
制备的SO2气体通过红热的铜，进一步去除其中混有的
O2；…… 





为了预约“即兴”的精彩
——浅谈提高课堂教学即兴应对水平的策略

一、树立“生成性”教学理念是提高即兴应对水平
的前提

二、在教学实践中把握生成是提高即兴应对水平的
关键

1.充分预设——提高即兴应对水平的基础
2.捕捉和驾驭生成——提高即兴应对水平的核心
⑴敏锐抓住生成的契机　
⑵善于捕捉化学实验中的生成
⑶有效利用学生的质疑
⑷巧妙化解学生的错误
三、增强积累，勤于反思是提高即兴应对水平的保

证
1.以学习来增强积累
2.以反思来积淀经验





模拟课堂：教研活动的一种新范

式

——化学模拟上课实施策略探析

1模拟上课的特点

2模拟上课与说课的区别

3模拟上课有效实施的关键

4模拟上课案例及分析









3.从化学实验教学中选题

(1)如何充分利用教材中安排的化
学实验有效地达成化学教学目标

(2)研究和改进教材中安排的化学
实验,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3)研究和开发新的化学实验或系
列化学实验。







 4.从学生资源中选题

学习效果
各种疑问
学生的反思
重要数据







5.在教学改革中选题









微课在高中化学教学中应用的初步探索——以“乙醛”教学的微

课应用模型为例
1 什么是微课
2 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3 当前微课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 微课在化学常态教学中应用的实践探索
4.1 化学教学中微课的设计与使用
4.1.1 微课的选点 
4.1.2 微课的形式
4.1.3 微课的制作
4.1.4 微课的使用
4.1.5 微课的管理与交互
4.2 微课在化学常态教学中的应用模型



4.3 案例应用与解析
《有机化学基础》醛的性质与应用——“乙醛”
该内容分解为4个微教学单元；
制作4个微视频——⑴以知识讲授为主的“乙醛的

物理性质”；⑵用动画形式展示的“乙醛的组成与
结构”；⑶对知识归纳总结及实验演示的“乙醛与
强氧化剂反应”；⑷以录像记录实验示范、讲解与
操作过程的“乙醛与弱氧化剂反应”。



6.从考试研究中选题

7.从命制试题中选题



一、试题的探究主题
二、试题及其答案
三、试题的编拟过程
1.情境素材的选取
2.探究问题的设置
3.探究过程的设计
4.探究结果的呈现



8.从课程资源研究中选题



9.从现代教育技术应用中选题

微课在化学常态教学中应用的初步探索

1 什么是微课

2 微课在化学教学中的作用

3 当前微课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4 微课在化学常态教学中应用的实践探索

4.1 化学教学中微课的设计与使用
4.1.1 微课的选点 
4.1.2 微课的形式
4.1.3 微课的制作
4.1.4 微课的使用
4.1.5 微课的管理与交互
4.2 微课在化学常态教学中的应用模型
4.3 案例应用与解析



《有机化学基础》醛的性质与应用——“
乙醛”。

该内容分解为4个微教学单元；制作4个微
视频——⑴以知识讲授为主的“乙醛的物理
性质”；⑵用动画形式展示的“乙醛的组
成与结构”；⑶对知识归纳总结及实验演
示的“乙醛与强氧化剂反应”；⑷以录像
记录实验示范、讲解与操作过程的“乙醛
与弱氧化剂反应”。



        发现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每个人都可
以有所发现，就怕某些人成天不动脑筋。

                        ——何泽慧



三、怎么写

查阅资料

拟写提纲

撰写初稿修改定稿

投稿



（一）查阅资料

阅读文献的原则，是从最新的文
献开始阅读，选择较权威性的文
献阅读，从综述性的文献评述读
起。



（二）拟写提纲

提纲的编写要项目齐全，能初步构
成文章的轮廓。其项目应有:题目，
摘要，关键词; 一级标题，二级标题
，再在每一个标题下较为详细地写出
所要阐述的内容要点。



（三）撰写初稿

(1)初稿内容要尽量充分、丰富，尽可能地把自己事先所想到

的全部内容写进去。(2)初稿的撰写可采用“分块合成法”，就

是将相对独立的各分块分别安排在--定时间内撰写，最后再

将各部分统筹整合。(3)初稿要顺利表达文意，不要在枝节上

停留，把已有的成熟见解表达出来。对一时还考虑不是很充分

、很成熟的，暂时搁置，等修改时再行补充。(4)行文要规范

。

  将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用相关理论对实践成
果进行解释，形成易被同行阅读理解、易于被同
行借鉴并推广的文字成果。



1.标题

准确概括论文的中心内容，恰如其分地
反映研究课题的范围和达到的深度，以
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或研究类型，或者
直接表达作者的观点



指向笼统：对学生“自主学习”的几点
思考

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关于学生自主学习的实践反思
自主学习的适用主体、范围与条件
适用性：自主学习应用的基本原则

范围失准：浅谈化学核心素养的培养
（正文只谈了化学思维的培养）
化学思维：化学核心素养的重要元素



题名偏大：氮循环与环境保护

人工固氮研究进展

如何编制试题
一例STS试题的编制

文不对题：化学实验中的环境教育

题名冗长：高中化学教学中学生课堂生成性
资源之生成及利用策略之我见
高中化学课堂生成性资源的生成与利用



观点老套：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想学  能学  会学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阶梯性建构





 2.摘要

以提供文献内容梗概为目的，不加评
论和补充解释，简明确切地记述文献
重要内容的短文。

撰写摘要时一般应处于比较中立的立场以第三人称
名义来撰写完论文，避免以“本文”“本人”“作
者”等第一人称手法撰写；避免出现先提出什么问
题，然后以“总之”“因此”“综上”等得出结论
的表述；避免出现本学科领域已经成为常识的内容
；避免摘要的内容同正文中引言的内容重复；避免
对论文内容作评价。



3.关键词

表明论文内容和意图的关键词眼

关键词一般 3-5个，每个关键词的字
数最好不超过5个字。



4.引言

论文引言一般是小综述，应开门见山，简洁扼要。

5.正文

三个叙述层次，即“为什么”“是什么”和
“怎么样”。
在“为什么”的揭示上是到位的、深入的，在
“是什么”的揭示上是准确的、清晰的，在“
怎么样”的提供上是有针对性的、有效的



一、什么是支架式教学 二、支架式教学的主要

优势 三、学习支架的有效搭建



层次标题不够精炼、图表、符号、标题序号、量和

单位的使用等不够规范 (2)理性论列有余，联系实际不

足(3)实例过多，牵强附会(4) 样本太少，提纲过于粗

疏 (5) 内容陈旧，缺乏现代意识(6) 罗列各家观点，唯

独缺乏己见(7) 整段摘抄他文，拼凑成篇。

正文写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缺图题和表题



“质量/kg(或m/kg)”
“浓度/(mol/ L)或c/(mol/L)

量和单位的表述



 6.结尾

总揽全文，可简洁明了概括研究
的结论和自己的观点，以及存在
的问题等。



7.参考文献

凡引用、借鉴、参考他人的理论、观点、
方法和资料的，一律在正文引用处作出标
注，并在文末注明出处。
①期刊类
注号，作者，篇名，刊名，年份，卷号(期号):页码

③报纸类
注号，作者，篇名，年月日，报纸名

②专著类
注号，书名版次，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页码

④注号，作者，篇名，网址，年月日



注意点小结：(1)题名要精炼、准确地表达文章的主旨和核

心内容；(2)摘要应便于读者了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和观点；(3)关
键词的选取应反映论文的中心内容，不要使用诸如实践、研究

、反思、调查、分析等泛指词；(4)引言应开门见山、简洁明确

地交待研究问题的来源、研究的目的和意义、前人所做工作的

概况等；(5)正文内容的写作要有清晰的思路，布局合理、逻辑

鲜明、主次得当，要适当地设置层次标题，注意标题和内容匹

配；(6)文章结尾应简洁明了地概括研究的结论和自己的观点，

以及存在的问题等；(7)参考文献的标引和著录应规范准确；(8)
全文要格式规范，语句通顺。



（四）修改定稿

千锤百炼产好钢，快写慢磨出华章

眼睛（标题）明亮、五官（摘要）端正和四肢
（文章结构）健全、身材（逻辑）完美



（五）投稿

1.英雄莫问出处，论文要看刊物。

2.投其所好，门当户对。

3.不要一稿多投或一投多稿。



SCI指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

SSCI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CSSCI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 ）

核心期刊，通常情况下是指北大核心



（六）写作注意点

选题抓小放大 选题要有新意

（1）要善于物化自己的成果

   （2）备课本身就是研究，不是简单的复制

   （3）编习题也是研究，但要提高其科研价值

（4）灵感抓住不放，文稿快写慢磨



四、怎么做

1.勤于阅读和学习

2.善于思考和积累

3.敢于尝试和坚持

文章应该怎样写，我说不出来，因为自己的

作文，是由于多看和练习，此外并无心得或方

法的。——鲁迅

只有写，才会写。——巴金



做到以上三点，从课堂教学到教学写作的道
路，就会在脚下铺就。那么，写论文将不是一
种负担，而是对幸福感的一种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