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学科资优学生的的选拔与培养

一、化学学科资优学生的选拔与培养的意义

化学学科资优学生的选拔与培养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在思维方式、心理素质和实践能力

上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开拓性，并能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素质人才。使他们具备多学科交叉

的广博知识、勤奋刻苦的钻研精神、独立思索的开拓意识、勇于实践的创新能力、不断进取

的创新思维、诚实执着的自信心、为事业努力拼博的奉献精神。

化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它是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素质的有力手段。但是，传统的化

学教学模式与方法由于受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严重阻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为了改变这种

现状，我校对化学资优生培养的途径和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二、选拔方法

（一）确定化学学科资优学生选拔的标准

1、对化学科有浓厚兴趣，有为化学事业献身的精神，

2、学习基础好，�全面发展具有各学科保持相对平衡的知识结构

3、自学能力强能主动地学习且有学习潜能

4、实验操作动手能力强

5、智力发展水平高、应变能力强、�反应敏捷

6、竞争意识强心理素质好

7、能吃苦耐劳体质好

8、家庭对子女的学习有积极影响，

（二）选拔流程

高一新生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后按照兴趣自愿报名组成竞赛自然小组，人数 50 人左右。

采取自然淘汰与定期考试进行分流，随着课程内容的不断丰富，难度的不断加深，那些自学

能力不高、信念不够坚定的学生就逐渐被淘汰。大概在高一第一学期寒假前就能确定化学竞

赛兴趣小组的成员，大概 20 人左右。根据这几年的经验来看，这 20 人最后均能在竞赛中获



奖，其中每年平均 5 人获得省一等奖以上的名次（即具有保送和高考加分资格）。说明我们

的选拔标准和流程是科学高效的。

三、培养策略

（一）激发学生学习化学的兴趣，增加学生的科学素养，促进学生发展良好的情感，

陶冶学生优良的意志品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并为一批品学兼优、热爱化学的中学生

提供了展示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

对化学有着浓厚兴趣的同学参加高中化学竞赛之后更加坚定了他们从事化学研究、献身

化学事业的信心和决心。绝大多数参加过化学竞赛学习的同学都报考的是化学或与化学相关

的专业。经过化学竞赛小组活动，学生化学知识体系进一步完善，能力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和

提高。由于化学竞赛所要求的知识高于现有高中知识水平，这就要求学生在教师的帮助和指

导下通过课外活动自觉、自主地完成对竞赛考纲所要求的更高层次的知识的学习。这潜移默

化的培养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发展了学生处理和收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

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合作能力，为学生成为终身学习者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为其

他学科的学习提供有利的能力保障，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化学竞赛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

学习过程，要求学生具有坚忍不拔、吃苦耐劳、勇于克服困难的精神品质。在艰苦而漫长的

竞赛旅程中，那些具有优良意志品质、健康心理状态的综合素质高的优秀学生会脱颖而出，

便于国家选拔高层次优秀人才。化学竞赛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才能，激发学生巨大的潜能，一

名优秀的学生往往比教师高明，一旦他们学会自学，并且持之以恒，其化学知识的增长，各

种能力提高的速度是惊人的。实践证明，一名优秀的化学竞赛选手不仅在化学领域学有所成，

在其他方面也有长足发展，竞赛选手完全可以不是“偏才”。我们跟踪调查发现近几年辽宁

省各市高考前几名学生，很多都是参加全国各类竞赛的选手。这些选手尽管没有通过竞赛保

送上名牌大学，但经过竞赛的学习，能力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在高考中名列前茅不再是难事。

事实证明：学生只要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具备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

学习化学竞赛不仅不会影响正常的学习还会促进其他学科的学习，全面发展学生能力。我常

对学生说：“化学竞赛的学习过程将会影响你们的一生，具有良好的远期效应。”

（二）培养学生团队精神，增强合作和交流能力

参加化学竞赛的同学往往组成一个化学竞赛小组进行课外活动，由于成员对化学都有着

浓厚的兴趣，所以小组中交流、合作、研讨氛围浓厚。同学们会为了对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

而争得面红耳赤；哪位同学有了新的想法、好的解题思路会及时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分享；

谁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也都会提出来与大家一起探究。这时学习能力强、水平高的学生往往



自觉充当助教的角色，为其他同学答疑，将自己的成功经验与其他同学一同分享，并激励小

组中其他同学不断向前追赶，这使得竞赛小组水平水涨船高。学生在合作学习中取长补短，

互相促进，体验快乐，增进交流，健康成长。大量事实证明：积极进取、广泛交流、团结合

作会让学生在竞赛之路上走得更远。

（三）发展和提高学生化学实验水平

化学实验课是实施全面化学教育最有效的教学形式。化学实验教学由于自身的特点，在

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创造性思维的发展、建立科学的思维方

式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实验教学不同于课堂教学，它是综合培养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

的最好场所。化学竞赛对实验提出了更高、更科学的要求。高中化学实验教学主要以验证性

的定性实验及简单物质制备为主，定量实验、探究性实验很少。而化学竞赛设计了很多紧密

联系生活实际的富有创新性、探究性的实验。这些大大激发了学生对化学的兴趣，提高学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全国中学生化学竞赛冬令营决赛更引入了一些经典的定量、综合性

实验，并紧跟科学发展前沿。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高中化学实验改革。这也对学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身实验操作能力，创新能力，探究能力，这样才能适应化学

学科不断发展的要求。

（四）使学生的化学知识结构向科学性、系统性的方向发展

高中有些化学知识讲解过于表面化，缺乏科学性，学生对问题的理解也停留在表面，知

其然不知所以然，久而久之，认为化学知识无系统性，不讲道理，整天忙于背诵化学方程式

应付考试，对化学失去信心和兴趣。例如：化学平衡中，压强对气体的影响时，有这样一个

问题：在一密闭容器中，N2(g)+3H2(g) 2NH3(g)在一定温度压强下建立平衡后，恒定温度、

压强不变充入惰性气体，问：新平衡建立后与原平衡相比 N2的转化率如何改变？如果单用

高中的知识背景解释的话，很难解释清楚，因为高中利用勒夏特列原理解释“化学平衡总是

朝削弱外界条件改变的方向移动”学生自然会得出结论：“恒温恒压充入惰性气体，容器体

积一定会膨胀，削弱体积膨胀，平衡应向气体体积缩小即：正向移动，N2转化率提高。”而

产生错误。实际这个地方只需引入“分压”这一浅显易懂的概念即可。我们研究的对象分为

“系统”和“环境”两个方面，系统指整个反应体系，主要包括反应物和生成物。“环境”

指整个反应体系之外的影响因素。我们这里指的压强是系统与环境两部分构成的总压，即：

P 系统+P 环境=P 总。勒夏特列原理所研究的是外界条件对系统的影响，当恒压充入惰性气体时，

总压不变，随体积膨胀系统分压降低，平衡移动必须削弱系统分压的降低，所以只能朝逆向

移动，N2转化率提高。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这样的推理也科学了很多。分压还可以解释中



学教学中“酸雨”问题。高中教科书指出：“pH<5.6 的雨水称为酸雨，这是空气中的二氧化

碳溶于雨水中而饱和的缘故。”但很多资料显示“CO2饱和溶液在 25oC 时，pH 约为 3.2”那

学生就会产生疑问“为什么酸雨规定 pH<5.6 而不规定 pH<3.2？”实际上利用分压就可以解

释：因为气体在水中的溶解度与此气体在水面上方的分压成正比—亨利定律。由于空气中

CO2含量低，分压很低，所以在水中的溶解度就会降低，故：pH<5.6 的雨水是酸雨。而 CO2

饱和溶液的 PH 是指水面上方是一个标准大气压的 CO2而不是空气，所以溶解度大，为 3.2。

还可以利用分压向学生介绍深海潜水等问题，这样知识讲解就更加科学严谨了，学生掌握知

识就灵活多了，不仅知识理解了，能力也提高了。另外还可在电解质溶液那章中仿照氧化还

原反应“电子守恒”引入溶液中的“质子转移守恒”，在讲述胶体一章中，介绍胶体“双电

层结构”等自然延伸知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知识，提高学生科学素养。当然这些课外知识的

补充要把握一个“度”否则就会加重学生负担，违背学生心理认知规律，适得其反。

（五）精心编排学习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由于竞赛教学主要是利用学生有限的课余时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精讲精练。为此我们

自己编写授课讲义，创造性的改革了培训计划。若按以前，我们必须先讲完全部高中化学课

程才能开竞赛课，这样极大地造成了知识的重复讲授，浪费了学生的大量时间。现在我们从

高一开始就进行竞赛内容的教学，挑选学生能力能达到、好接受、感兴趣的内容先讲，循序

渐进，这样极大地节约了时间，大幅度提高了效率。我们的计划安排如下：

高一第一学期：普通无机化学热力学、元素化合物

高一第二学期：结构化学、配合物

高二第一学期：有机化学

高二第二学期：例题解析

高三第一学期：集训、考试

四、成绩及获奖情况

2005 届—2013 届化学学科资优生共夺得全国化学竞赛金牌 2 枚、银牌 2 枚。省一等奖

41 名，省二等奖二百余名。

辽宁省实验中学 2005～2013 届化学竞赛学生获奖及保送去向一览表

时间 姓名 获奖等级 保送学校 专业

2005 届

3 名

李鑫彤 省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计算机

郭延军 省一等奖 南开大学 实验班

谢 宇 省一等奖 南开大学 化学系



2006 届

3 名

孙少阳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化学系

赵忠祥 省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法学院

孙 琳 省一等奖 同济大学 建筑系

2007 届

7 名

孙佳俊 国家银牌 北京大学 化学系

张 哲 省一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 化学系

师付博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化学系

吕盛龙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化学系

汪 茗 省一等奖 清华大学 化学系

刘思远 省一等奖 同济大学 建筑系

初博洋 省一等奖 南京大学 化学系

2008 届

2 名

姜延龙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化学系

臧浠凝 省一等奖 上海交大

2009 届

6 名

胡剑书 国家金牌 北京大学 化学系

高可言 国家银牌 北京大学 计算机

刘剑南 省一等奖

由思宇 省一等奖

徐巧童 省一等奖

杨梦曦 省一等奖

2010 届

10 名

顾春晖 国家金牌 北京大学 化学系

闫 冰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化学系

于 濛 省一等奖 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宋建智 省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李天明 省一等奖 上海交通大学 电气工程及自动化

佟汉文 省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李浩然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空间物理

尹志峰 省一等奖 北京科技大学

徐迅男 省一等奖 国防科技大学

车嘉华 省一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 化学系

2011 届

5 名

柳星辰 国家银牌 中国科技大学 化学系

郭 金 省一等奖 清华大学 建筑系

曹 晶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杨剑雄 省一等奖 中国科技大学 化学系

刘 哲 省一等奖

2012 届

1 名
张乐凡 省一等奖 北京大学 元培实验班

2013 届

4 名

刘书豪 省一等奖

朱桂民 省一等奖

王昕昱 省一等奖

张东晖 省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