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每一名“生物迷”都圆梦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中学 付兴

培训中，各位教授的精彩授课、各位同仁的交流切磋，都
让我大开眼界、收获满满。

生物奥赛培训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对于大多数学
校来说， 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建立一个完整地奥赛培训体
系，缺乏相应的教师和经验。 奥赛培训体系的建立，需要学
生、教师、学校等多个方面共同参与，并经过多年的摸索和积
累才能慢慢成形。 它往往会使那些初次上手的教师感到束手
无策。 湖南省一直是全国生物奥赛成绩最好的省份，这次在
湖南省长沙市举办的“全国生物奥赛教练高端研修班”，无疑
为我们新手教练提供了一次绝佳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

在培训中，授课专家高建军及汪训贤为我们介绍了长沙
几所学校生物奥赛培训的常规安排及注意事项，同时组织方
还邀请了几名长期参与生物奥赛培训、富有教学经验的教授

为我们答疑解惑，让我们受益匪浅。
生物奥赛的竞争压力相对于数学、 物理或化学奥赛来

说较小，对学生的理科计算能力的要求也没有那么高，这样
就给了很多对生物特别感兴趣而数理能力又不是特别突出
的学生机会。 但是，在奥赛学生的选择上，综合能力越强越
好。 奥赛可以为学校、教师、学生带来成绩和荣誉，但从另一
个角度来说，通过奥赛培训，能够让那些对生物有兴趣的学
生，对这个学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是一件极其有意义
的事。

我很感谢各位授课老师及研修班主办方，他们为我们提
供的不仅是生物奥赛的相关知识，而是让更多学校的老师能
够更好地开展这项工作，让更多对生物感兴趣的学生有了参
与生物奥赛的机会，让孩子们圆一个生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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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心灵的双重修行
编者按：金色麦穗代表“收获、谦虚、金牌”，科教新报、中崛教育新高考研究中心倾情打

造“金色麦穗”专栏。 该专栏将逐一推出各学科奥林匹克竞赛高端研修班学员的文章，原汁原
味地展现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教练高端研修班学员的心得体会和学术成就，敬请关注。

作为毕业不久的研究生，就能参加“全国首期
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教练高端研修班”， 我觉得自
己非常幸运。 为期一周的培训让我对奥赛有了更
加全面的认识，还学习到了一些奥赛教学的方法。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
复旦大学姚子鹏教授上课的内容， 对于我这

样刚接触奥赛的新手教练来说， 无疑是黑暗中的
一盏明灯。他思路清晰，让我感触最深的是讲难点
知识时， 总是环环深入， 使它们瞬间变得简单易
懂。

姚教授深厚的教学功底真正做到了让每一名
聆听他上课的人“知其然知其所以然”，避免了知
识点的死记硬背，减轻了学习的负担。

我们需要全面发展的人才
北京大学的卞江教授给我们讲授了两堂课，

内容分别是“无机化学原理专题”和“元素分析”，他的讲课内
容非常有高度： 穿插在奥赛知识点中的小故事以及有机化学
领域前沿的先进技术、 信手拈来古今中外科学家们的名字以
及获得诺贝尔奖的渊源等等，没有日积月累的知识作为基础，
根本做不到这样的高度。 卞教授灵活有趣的课堂，让我对学习
没有一点倦意，反而感受到了化学无穷的魅力。

作为北大自主招生的面试官， 卞教授还与我们分享了一
些自主招生的面试技巧，他说：“北大需要的是有思想、有想法
的学生，不是只会刷题的‘机器’，那些有家国情怀的学生在面
试中更容易脱颖而出。 ”我想这大概也是北大对每一名北大人
的要求吧。

老师应保持终身学习的热情
授课专家在课堂上所体现出的个人修养让我感触良多。

比如， 姚子鹏教授和张祖德教授边讲边手写， 写了 6 个多小
时、近 40 张手稿。 即便是年纪轻轻的我们连着讲这么久的课
都会疲惫不堪，而他们却全程精神抖擞，讲到有趣的地方，还
会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想大概只有对化学痴迷的人才会收获
这样的快乐吧！

专家们在课堂中体现出的严格自律深深影响着坐在下面
聆听的我们———三尺讲台虽小，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不仅承
载着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还承载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与普通老师相比，奥赛教练身上的担子更重：不仅需要更
全面的理论作为基础， 在个人修养方面也有更高的标准和要
求。“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会牢记踏入奥赛教练这个行业
的初心，认真对待这一份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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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初选择老师这个职业，除了有“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的情结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我喜欢白
天与孩子们一起交流、 讨论， 晚上一个人静静地在灯下看
书、演算，陶醉在学术的世界里……

然而，“书”一路教下来，却发现自己忙得根本没有多余
的时间和精力静静地做点学问。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接触了奥赛———如此利于学生又
能“做学问”的工作，我欣然地接受了。 奥赛，必须让学生学
好高中与大学内容，达到较高水平才能被高校认可。 这对学
生的学习能力是很大的挑战， 也是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学
术要求。 常言说，给学生半桶水自己必须有一桶水。 这让我
必须静静地坐下来好好研究学术， 让自己能够胜任这项工
作。

这次研修班请来了知名大学的奥赛专家给我们培训，
它开创了专业培训的先河。 它没有心灵鸡汤，但它有专业性
极强的术语和学术研究。 姚子鹏教授，虽然年近 80，但是说
起“有机化学”来神采奕奕，他能抓住高中奥赛的重、难点进
行深入浅出地剖析，语言还十分幽默；张祖德教授是退休多
年的“结构化学”泰斗，讲课时抑扬顿挫，让人听来豁然开
朗；北京大学学识渊博的卞江教授，温文尔雅，亲切无比，讲
“无机化学”时，典故信手拈来，让我们受益匪浅……研修班
授课的教授和老师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 让我们这些
新手信心满满。

有了这次与全国知名教授的零距离接触， 我非常有信
心把奥赛教练做好。 同时，它也实现了我多年来的夙愿：静
静地坐下来弄点学问，提升自己，成就学生，也不枉选择了
老师这份职业。

静静地做点学问
湖南省浏阳市田家炳实验中学 王邦辉

作为一名只带过几节化学奥赛课的青年教
师，我怀着期许，参加了这次化学研修班。本次培
训涉及面很广， 不仅包括了奥赛知识的五个大
块，而且还请来了名校的教练和大学教授，分享
他们的知识、经验和体会。

正所谓“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各位教
授基础扎实、功底深厚，仿佛脑子里有一本题库，
时时能够举出例子。 有时是往年奥赛题目，有时
是生活中的例子，有时是化学史，有时又是科技
前沿和对未来的展望，呈现的不是枯燥的知识和
题目，而是丰富的知识海洋。

复旦大学的姚教授给大家讲授了周环反应
的内容，教大家“形象记忆法”，并且结合例题讲
了几种解题的思路和方法，很多有机推断和合成
难题就此迎刃而解，令人醍醐灌顶，迫不及待地
想教给学生。教授还很幽默地对我们开玩笑：“如
果你碰到一个奇怪的结构，八成是周环反应！ ”

北京大学的卞江教授带给我们的同样是真材实料，从
周期表开始穿插奥赛题和高考题，很有启发性。 要知道，作
为新手教练的我，在设计一节课时，最头痛的部分就是怎么
提出好的问题，因为这才是教给学生如何思维的关键部分，
是能够体现一节课逻辑和水平的地方。 而教授在讲座当中
提了许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什么是化学键”“原子是否有
半径”……

长郡中学和湖南师大附中的教练， 对学生和奥赛的用
心付出，也深深打动了我。 其中，长郡中学的姚老师提到的
“兴趣维度” 令我印象深刻———教练们会搜集丰富的培训素
材，讲化学的同时也讲化学中的美学。 教练要用足够丰富的
课堂知识，养护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护”这个词让同为教师
的我感到惭愧，让我意识到，课堂只是给学生一个探索的引
子，剩下的要学生自己去学习、思考。长郡的教练会请大学老
师来讲课，教练自己坐在后面听课、录课。 这样谦虚的低姿
态，不就是教育教学里的工匠精神吗？比起优厚的物质条件，
我觉得情怀更加难能可贵！ 名校的教育是有情怀的教育。

教学相长，希望未来我也能成为一名优秀教练，培养一
批精英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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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麦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