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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市第一中学植根于文化厚重、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盐阜老区。学校始建于1923年。是盐城第一所公立中
学，曾被陈毅元帅誉为苏北中等教育的“天之骄子”。1990年首批通过江苏省重点高中评估验收，2001年通过国
家级示范性高中评估验收，2003年转评为江苏省首批四星级高中，2009年高分通过江苏省四星级高中复审。

学校占地面积280亩，建筑面积10．55万平方米，绿化率达58％。拥有省低碳教育课程基地、省防震减灾科普
馆、DIS探究实验室、趣味实验室、天文馆、校史馆、电视演播中心、室外乒乓球场、网球场、篮球馆、游泳馆
和体艺中心等个性化的先进设施设备。

。

学校现有90个班级，在校学生3600余人。在职教职工388人，专任教师355人，其中硕士研究生42人，教授级

中学高级教师5人、省特级教师5人，中学高级教师126人，全国模范教师、省“333工程”培养对象、市级以上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4人，市名校长2人，市名教师4人，市、区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113人。数理化生以及信患
奥林匹克教练员32人。

近年来，学校秉承“自胜自强”的校训，坚持“以学生自主发展为本，为教师专业成长服务”的办学理念，

牢固确立“质量立校”意识，大力强化情感体验教育，致力办面向百姓的优质教育，取得了显著的办学业绩。涌
现出一批助人为乐、诚实守信的好学生。吴涵同学因拾金不昧先后荣获“盐都区美德少年”、“盐城市第三届道
德模范”、 “江苏省美德少年标兵”等光荣称号，并荣登2011年4月“中国好人榜”。学校先后获得了全国未成
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集体、国家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国际生态学校绿旗荣誉学校、全国安全消防示范校、省
文明单位、省模范学校、省绿色学校、省园林式单位、省和谐校园、省首批优秀课程基地学校、省科学教育特色

校、省健康促进校金牌校、市文明单位标兵、市校园文化建设实验学校、市科普教育基地、市和谐校园等多项荣
誉称号。

盐城市第一中学化学教研组是一个勤奋团结、充满活力、互帮互学、求实创新、不断开拓的先进集体。全组

共有教师32人。其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1人、江苏省“人民教育家培养工程”培养对象1人，盐城市名师
工作室领衔名师1人，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1人、中学正高级教师1人、省特级教师2人，“长三角”教科研先进个
人1人．省、市、区级学科带头人和教学能手23人。高级教师17人，具备硕士研究生学位的9人。有lO多人在省市
区优质课和教学基本功比赛中获壹等奖。

化学教研组的老师们紧紧围绕学校工作的中心，充分发挥每位教师的职能和作用，队伍老中青分布合理，组
内教师能够不断学习，加强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搭建与外界交流的平台，建有盐城一中化学网，熊新华名师工
作室；同时加强常规建设，夯实教学基础，认真讨论研究制定教研活动计划，坚持开展定期教研活动，教师们互
相磋商教学方案，共同探讨教学疑难问题，开展教法研究，做到教法有创新。全组教师向课堂教学要质量，充分

利用课堂这个主阵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探索具有教育亮点的课堂教学模式，
提高教学效率。注重青年教师的培养，充分发挥中青年教师的骨干作用。近几年指导学生参加化学奥赛中，获国
家级和省级一等奖46人，获奖人数在本地区同类学校名列前茅；认真组织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指导学生进行
研究性学习；教研组在不断狠抓教学质量的同时，利用各种途径不断更新教师的教育教学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能

力，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以江苏省“十二五”规划课题《中学化学教学模式创新与学习方式转变的研究》为载
体，以课题案例研究为突破口，以课堂教学和教学研究活动为主阵地，规范开展课例研究，深化教学改革。近年
来全组承担1个国家级规划课题、4个省级规划课题的研究。课题成果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同时有100多篇论文在
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或获奖，10多篇论文在《化学教学》《化学教育》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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