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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学生资优的催化剂
——首届“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获得者徐守兵

从教20年始终工作在高中化学教学第一线，一直承担化学竞赛教学1二作，多年担任实验班班主任并做

毕业班教学工作，执教班级高考成绩常位于南京市前列。

1 投身资优教育研究，培养科技创新人才

擅长从化学资优生的识别、培养等方面展开竞赛教学工作，从中

学化学课程压缩到竞赛课程拓展，从选修课集体启蒙到形成竞赛团队

深入研究，努力提高学生对化学的兴趣，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培育学

生的科学精神，探索竞赛教育教学规律，致力成为学生资优的催化剂，

逐渐总结出“问题讨论、团队合作、年级交互、宽进严}H”的化学竞赛教

育教学方法，为创新人才培养工作做出特别贡献。所带学生4人进入

省队参加全国决赛，获得1块铜牌、1块银牌和2块金牌并进入国家集

训队，18人在全国初赛中获一等奖和保送大学的资格，75人获江苏

省一等奖，获奖学生多获得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学习

机会。作为江苏省首批奥林匹克高级教练员，连续多年在省化学竞赛

冬令营开设讲座，为省化学竞赛普及工作做出贡献，在同行中享有很

好声誉，多次获中国化学会表彰。

2立足教书育人实践，探索教育教学规律

亲历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课程改革，不断积累教书育人实践经验，持续提升教育教学理念，发挥示范和引

领作用。近几年来，开设市级及以上公开课6节，其中“金属的化学性质”获江苏省高中化学优质录像课二等

奖(2009年)、南京市高中化学优质课评比一等奖(2009年)，2006年被评为南京市教学先进个人。主持和参

与多项省市级课题研究，其中主持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个人课题2项，已结题，其中l项课题获南

京市优秀课题。作为核心成员参加3项省部级教育教学研究课题和1项南京市级课题研究，在“中国科协科

教合作’共建中学教师专业发展支持系统”课题研究中，获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优秀科技教师称号。

结合课堂教学和课题研究，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专业主流期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化学教育》7篇，

《化学教学》12篇，《中学化学教学参考》l篇，《中学化学》3篇，被《中学化学教与学》转载论文2篇。论文主

题涉及新课程教学研究、调查报告、研究性学习探索、教学设计、实验研究、化学竞赛研究、复习指导、测量评

价等。

3低调做人不忘初心，高标准工作方得始终

1994年从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怀揣教书育人之初心，先后从教于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南京市金陵中

学，致力成为学生资优的催化剂。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盟员，2014年获“南京民盟最美教师”称号；作为中国

化学会会员，多次获中国化学会表彰。2001年被江苏省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记三等功”，2010年被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评为“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项目优秀科技教师”，2011年被江苏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确定

为江苏省第四期“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12年被南京市人民政府、中共南京市委授

予“南京市第六批中青年拔尖人才”称号。2014年获首届“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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