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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本启智而教学——林肃浩

林肃浩，浙江省杭州第二中学教授级高级教师，浙江省

化学特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杭州师范大学硕士生

导师，浙江师范大学“浙派化学名师培养”实践导师。从教30

多年以来，始终以“务本以立教，启智而成学”为自己的追求，

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先后荣获“全国优

秀教师”、全国“五一奖章”、首届“中国化学会化学基础教育

奖”，以及“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全国新课程实施

先进个人”等称号。

1开发化学资优生的潜能，做到可持续性发展

根据资优学生的特点，提出了“化学资优生教学创新模

式”。创造性地研究并实践了3个教学板块(必修课、选修

课、活动课)所对应的3种主要教学模式，使学生的基础性学力、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得到协调地发展。

通过促成学生“自主学习”，使学有潜力的学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提高和发展。所辅导的学生中已有650多

人次在省级以上化学竞赛中获奖：一等奖有200多人次，其中有11人次曾获浙江省第一；并且，共有14次获

浙江省团体第一。共有17人次参加全国化学冬令营，并获8块金_l：卑，9块银牌，5人次入选国家集训队，其

中，汤砚蔚同学获第32届国际化学奥赛金牌。因在全国化学竞赛辅导中取得的优异成绩而曾20多次受到

中国化学会表彰。所培养的学生中有50多人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名校，这些学生大学

毕业后大多数到哈佛、麻省理工、哥伦比亚等著名大学深造。他们的科学素养厚实，综合能力突出，可持续发

展能力强，在各自的专业学习中往往能脱颖而出。基于这种教学尝试所完成的课题“让资优学生得到更充分

的发展——林肃浩‘化学资优生教学创新模式’的实践与研究”曾获得浙江省第二届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省

政府奖)。

2开展科技创新活动。进行学科课程整合

积极开展科技创新活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科技创新活动的激发下，学生参与的15

个项目曾在全国、省、市级的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获得一、二等奖。其中，所指导的学生张维加同学曾在

2006年获得“明天小小科学家”称号。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课题“基于学科课程整合的科技创新教学模式的实

践与研究”获得浙江省第三届基础教育成果二等奖(省政府奖)。

3立足课堂的有效教学。遵循智力发展规律

在课堂教学中，面向全体学生，以智能目标为核心，以情感为动力，构建“活化‘双基’，开发智力，学以致

用”的教学模式。讲究教学策略，注重创设问题的情境，优化学生的认知结构，教学效果好，所教班级的高考

成绩均名列全省前茅。完成的课题“化学自主创新教育的实践与研究”曾获得浙江省中小学名师名校长计划

课题优秀奖。

4注重教学科研。积极培养青年教师

注重教学科研，主持和完成的省级及以上课题10项，获浙江省基础教育成果(省政府奖)一等奖2项、二

等奖1项。2014年，《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的校本课程建设的实践与研究》获得首届“国家级基础教育成果”二

等奖。在全国核心期刊发表或获奖论文约50篇：获全国一等奖7篇、二等奖3篇；有6篇论文被中国人大书

报资料中心《中学化学教与学》全文转载；获省一等奖2篇、二等奖3篇。《“促成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化学尖

子生”的实践与研究》获第三届浙江青年学术论坛一等奖。主编或参编的论著有《高中化学竞赛培优教程》

《高中化学实验疑难问题探究》等75本。积极探究教学改革，其中有4项教改成果在省市获奖。在注重个人

教学科研成果总结的同时，还积极培养青年教师，其中有多位教师被评为“特级教师”“省教坛新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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