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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艺术哲学
首届“浙江省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奖”获得者袁明月

从事高中化学教学三十多年，拥有化学和政治教育本科及教育学
硕士研究生学历。先后从教于浙江省龙游中学、宁波华茂外国语学校

和宁波北仑泰河中学。“方圆立世．化学先行”“科学与艺术的交汇”等

讲座富有哲理与艺术性；善于用古诗词形式上化学课，提升化学韵味．

是一位有艺术境界和哲学思考的教师。担任校长工作二十多年(任龙

游中学校长7年，每年都有4～8名学生考取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

每年都教2～3个班的化学课，并带化学竞赛组(省级及以上获奖学生

有200多人次，全国化学冬令营获奖2人次)．在化学教学及化学人才

培养方面成绩突出。

1化学人才成长的启蒙者和引路人

培养的学生钱卫军已经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袁明月老师在浙

江省一级重点中学“龙游中学”任教20年，是钱卫军高中三年的化学

老师和班主任。在高一化学教学中，以敏锐的眼光发现钱卫军对化学

有独特的理解，加以精心培养，钱卫军周末和暑、寒假期间大都住在袁

明月老师家。钱卫军通过省级化学竞赛，并在全国化学冬令营竞赛中
获奖，被保送南京大学化学系学习。1997年硕士毕业，在袁明月老师

的鼓励和帮助下去美国深造，获得化学博士学位后，进入美国国家重点实验室“太平洋西北国家实验室”潜心

从事化学研究。钱卫军同学在美国获得3大奖：2009年获美国国立卫生院院长新发明奖，2010年获美国能

源部青年成就奖，2011年获美国青年科学家总统奖。2011年9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亲自为钱卫

军和其他93位来自不同的领域获奖者颁奖，并同他们共进午餐，钱卫军的颁奖词是：为人类做出了杰出贡

献。钱卫军获奖后．深深表达了对袁明月恩师的感激之情。袁明月老师被钱江晚报、当地报社和电台记者采

访。袁明月老师也为自已坚守化学教学工作，及时发现、培养钱卫军深感自豪．激情写诗一首表达喜悦之情：

三衢之地有才俊，大洋彼岸传佳音；喜闻弟子成大器，满心欢悦泪沾襟；蓬门九霄志鸿鹄，寒窗十年萦苦辛；如

今蟾宫折丹桂，捷报一封抵万金。

袁明月老师在三十多年的化学教学中培养了一大批热爱化学的学生，他们分别在国内外大学、科研机

构、工厂、医院、航天、重点实验室等任教授、研究员或重点科研项目负责人，从事化学的研究工作。正如学生

项志明分别在向浙江两任省委书记张德江书记、习近平书记介绍企业成功的经验时所说：“要感谢教我化学

的班主任袁明月老师，是他给我化学力量，让我从事了与化学有关的竹笋食品行业，成了这一行业的佼佼者，

也成了亿万富翁。”

2在国内外化学基础教育学术交流中，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

在国内及澳大利亚、韩国等讲学200多场次，介绍化学教学、化学竞赛、班主任工作和校长工作经验。参

编专著7本，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发表论文30多篇，被《中学化学教与学》全文转载2篇，化学教学论文获省

一等奖6次，4项课题获浙江省和宁波市一、二等奖。

3在化学基础教育教学团队建设中居于骨干地位

袁明月老师参加宁波市特级教师带徒，徒弟中共8人获宁波市化学教坛新秀、化学教师实验比赛、说课

比赛、省优质课比赛、全国化学优质课(教学录像)一等奖，1人被评为2012年度全国基础教育化学新课程实

施先进个人，5人被评为宁波市、区级骨干教师、名师。袁明月老师是宁波市中学化学会副会长、宁波北仑区

特级教师工作站站长．浙江师范大学化学教育硕士生导师，2013年4月入选浙江省教育厅“浙派名师名校长

培养工程”首批实践导师．还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师，获得人民教师奖章、全国优秀青

年化学奖(中国化学会)、全国优秀校长、全国化学竞赛园丁奖、浙江省教坛新秀、浙江省德育先进工作者、浙

江省首届十佳青年教师等奖励和称号。1998年9月被浙江省政府授予中学化学特级教师，2009年9月被宁

波市政府授予教授级高级教师。是浙江省党代会代表、浙江省第八、九届省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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