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5

2023年8月3日 星期四
责编/陈玉清 美编/李甦歆

征集令

同安一中是我
的 母 校 ，1971

年至1975年我在这里完成
了初中、高中学业。1981
年，我从集美师专毕业分
配到母校，工作了32年，教
了 30 届的初中毕业生。我
担任了5届毕业班班主任，
见证了3名县中考状元。在
这里，我深深感受到同安
一中是教师成长的摇篮、
学生乐学的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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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化学晚会“空杯生烟”不是梦
退休教师黄嘉妙：同安一中是教师成长的摇篮、学生乐学的校园

黄嘉妙，中学化学高
级教师。她在教学生涯中
获得过许多奖项：1994 年
获得首届全国青年化学教
师优秀录像课二等奖；1996
年获得第七届化学年会论
文二等奖；参加厦门市教
改课题，该课题获 1998 年
度厦门市科学技术进步三
等奖和1998年度全国师范
院校基础教育改革实验研
究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
获得“福建省优秀教师”“福
建省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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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同安一中将迎来建
校100周年。为梳理学校历史，
总结办学经验，凝练办学精
神，本报推出“同音共律 一校
倾城”同安一中喜迎建校百年
校友口述史专栏。专栏将邀请
100名校友讲述自己与母校的
故事，诚挚邀请同安一中广大
校友与我们一起穿越时间的
河流，回首青春岁月，重拾美
好记忆，为百年同安一中留存
独特的文化基因，注入新的发
展动力。

校友们可通过以下方式
与我们联系：

5589999（晚报市民热线）
7229135（同安一中办公室）
邮箱：tayzbgs@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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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嘉妙（中间穿红衣服者）与同事在校园留影。

学生时代，我遇到了许多好老
师。工作后，我遇到了很多好同事。
黄锦云老师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位指
导老师，她从备课、上课到批改试卷
都认真细致地指导我，让我快速熟
悉学校的教学工作。老教师们经常
来听课指导，每次公开课，我也主动
请老教师们帮我“把脉”，他们都很热
心地提出意见。

例如，1994年录制《H2、O2、CO2

气体制取复习课》时，为了更好地呈现
教学设计，教研组老师群策群力，帮助

完善细节，老师同学们一起动手制作
教具。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学校没有隔
音室，为了排除蝉鸣的影响，大家帮忙
想办法，拉上厚厚的遮光窗帘，在酷夏
的夜晚，一起闷在教室里拍摄。最终，
这节录像课获省中学化学教师优秀录
像课评比第一名，并被选送参加全国
赛，获首届全国青年化学教师优秀录
像课评比二等奖。

在我成长过程中，教研组老教师
们对年轻教师的关心爱护，深深感动
着我。当我担任教研组长和厦门市学

科带头人后，我也尽力帮助、培养青年
教师，曾多次为我市初三教师作实验
考试指导的专题发言，为同安初三、高
一新教师举行专题讲座，与青年教师
共同成长。

在教研组、备课组老师的通力协
作下，同安一中的中考化学成绩连续
六年获得同安第一名，连续三年获得
厦门市第一名，实行电脑派位后，也曾
连续5年获得同安区第一名。学生多
人次在全国初中化学竞赛中获一、二、
三等奖。

上世纪90年代，在校领导的支持
下，我曾经连续四次组织大型趣味化
学晚会。这在那个年代算是很超前的，
每次礼堂内都座无虚席。晚会由高一
学生主导，初三、高一学生观看。主持、
表演、撰稿等由高一学生担任，老师给
予指导和修改。

晚会节目主要包括相声和魔术。
如，在不同玻璃杯中涂抹不同化学药
品，然后倒入茶，产生不同变色效果的

“魔术茶”；运用石灰水遇到二氧化碳
会变浑浊的原理，设计“吹气变牛奶”
的表演；此外，还有“空杯生烟”“火山
爆发”等魔术表演。晚会激发了学生学
化学的兴趣与热情，后来升级为全校
性的科技游园活动。

我担任班主任时，曾组织学生去
新圩同茂罐头厂参观，当时的校长庄
水淡很支持，特别向教育部门申请并
获得批准。所有学生都骑自行车前往，

一段漫长的路程，学生互帮互助，都坚
持下来，顺利往返。大家在增长知识的
同时，也经受住了体力和意志力的双
重考验，同时班级凝聚力也得到了很
大的提高。

每位老师成长的背后，都有无数领
导、同事的默默扶持帮助以及学生的
鼓舞支持。我很感恩能在同安一中这
个温暖的大家庭里学习、生活、工作了
30多年，这是我人生最美好的30多年。

我坚守初心，热爱教育，也努力让
学生热爱化学。初三上绪言课时，我鼓
励学生：“大家今天才开始学化学，都
在同一起跑线上。”我帮助后进生树立
信心，还通过做实验让学生对化学产
生兴趣。

比如，我教学生在家制作假山盆
景，把蜡烛放在碟子里，加热熔化，再
快速按入装满水的桶中，就会形成漂
亮的假山盆景。若对效果不满意，实验
可重复进行。学生回家非常投入地反
复实验，除了领悟概念，更是感受到化
学就在身边。有其他学校的老师告诉

我，我有个学生是他的邻居，经常在阳
台上做一些家庭小实验，对化学的学
习非常入迷。

我常思考如何让化学生活化，甚
至从家务中获得灵感。一次洗碗的时
候，我突然想到了如何设计证明空气
存在的家庭实验。在盆内装满水，将一
张纸揉成团塞入杯子底部，把杯子垂
直压到水中再拿起来，纸张仍然是干
的，这可以证明空气占有体积。还有，
烧开水时，水未烧开前锅底会有气泡，
这是因为溶解在水中的空气随着温度
升高，溶解度减小。类似这样的小实验

让一些抽象的概念形象化，化难为易，
让学生倍感兴趣。

我经常鼓励学生做好预习，见缝
插针“抓住”老师。有一名1996届的学
生让我印象深刻，这名学生学习努力，
常在课前课后向老师提问，成绩却一
直不理想。我从他提的问题中，发现他
的知识缺漏和学习方法的不足之处，
不仅帮他解决了知识上的难点，更帮
他找到合适的方法。后来他慢慢进步，
各科成绩都提高了许多，从原本希望
不大到最后中考取得了好成绩，顺利
考上同安一中高中部。

学生时代遇到好老师 工作后遇到好同事

让化学生活化 通过实验让学生爱上化学

组织大型趣味化学晚会 后来升级为全校性科技游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