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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汪凡媛 周仁爱

本报讯 好消息！在 7 月 15 日结束的

第49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来自杭二

中高三的林欢同学，夺得一枚金牌。这是杭

二中历史上获得的第9块国际奥赛金牌。

本届国际化学奥赛在泰国马希隆大学举

行，中国队的参赛选手一共有四名学生。除

林欢外，还有来自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

陈一乐、成都七中的雷之韵、华中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的黄政凯。中国队发挥出色，夺得三

金一银的好成绩。其中，林欢同学的成绩位

列全世界第四，中国第一。

他已经被北京大学录取
爱上化学是因为一堂实验课

据杭二中副校长、化学竞赛教练陈钧介

绍，在林欢之前，学校还有3人进入国际化学

奥林匹克中国代表队，分别是2000年的汤砚

蔚、2010年的诸琪磊和2014年的吴锐恒（林

欢和吴锐恒都是陈钧教练的嫡传弟子）。

据钱报记者了解，和前面几位学长一

样，在进入奥赛国家集训队后，林欢已经获

得了北大、清华的保送资格，并未参加今年

的高考。据记者打探得知，林欢最终选择了

北京大学。新学期开学，他就将到北京大学

报到。

在杭二中，每年 9 月新生入学时都有

一场自愿参加的竞赛选拔考试，学生可选

择 1~2 门自己感兴趣的学科。通过这场考

试，就相当于迈出了竞赛的“万里长征”第

一步。

林欢就是在那次选拔考试中，以第一名

的成绩进入了学校化学兴趣小组。不过，据

他说，自己最早跳入化学这个“坑”，是在初三

时上了一节初高中衔接班，课上，老师演示的

化学实验，其精彩和丰富的变化，深深地吸引

了他，从此爱上了化学。

他曾在省队选拔中落选
学习秘诀是：回归课本

和其他学科竞赛不同的是，参加化学竞

赛的学生会更多地进行化学实验，这大约会

占去他们 40%的时间。除了实验，化学兴趣

小组成员的日常就是查阅文献，以丰富自己

的知识积累。在记者印象中，一般大学生在

写论文时才会接触参考文献，而以竞赛为目

标的同学，从高中就开始了。

“最难的是读英文文献，我们兴趣小组被

分成很多个 4~5 人的小团队，老师会把不同

的难点分给各个团队去攻克，这也被称为‘群

狼战术’。在这个过程中，就要查阅很多英文

文献（以攻克那些难点）。”林欢说。

而对竞赛小组的学生来说，另一个难处

就是要同时兼顾竞赛和高考。在林欢的记忆

中，最难忘的是 2014 年 10 月从省队的选拔

考试中落选，当时再过一个月左右就要参加

学考。陈钧回忆，这对林欢着实是个不小的

打击，期间自己曾多次找林欢谈心，不断地鼓

励他，“当然，最后如何调整情绪还是得靠他

自己。”

反复权衡之下，林欢选择全身心投入学

考，把竞赛的失利暂时放到一边。想通之后，

他的心态得到前所未有的放松。“对我来说，

高考和竞赛可以用来转换心态，所以不觉得

有多累。”

从那以后，林欢的发挥一直都很稳定。

进入高三后，因为不用参加高考，大部分课都

是自修时间，他在安排好功课之余，每天会花

时间阅读自己喜欢的历史类书籍。天气好的

话，还会约上同学去操场踢球。

在学习上，这位学霸的经验总结起来就

四个字：回归课本。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本报通讯员 王毅

杭州小伙捧回国际化学奥赛金牌
他的学习秘诀是：回归课本

此次活动，来自杭州学军中学、杭州高级

中学、宁波镇海中学等22所省内知名中学的

149 位高中生，带来了 22 份提案。提案内容

均来自生活，高中生们围绕社会热议的民生

话题，包括环境保护、城市文明建设与文化传

承、及“互联网+”环境下引发的各类问题，提

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比如，学军中学学生王子悦和 5 位学军

中学模拟政协社的同学，一起调研并提交了

一份《关于进一步规范完善食品标示的提

案》。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留意到一个小

细节：食品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常常标注在

隐蔽位置，消费者很难找到。他们的这份提

案，就是要商家将食品生产日期标注在显眼

位置。

来自宁波镇海中学代表队，针对网络游

戏的监管和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提出了提

案。该校学生钭兰朵说，自己和小伙伴们观

察到，有许多原本成绩优异的中小学生，因为

沉迷网络游戏而导致成绩下滑；通过关注各

类社会新闻，他们还了解到如今未成年人沉

迷网络的现象非常严重。作为青年学生，他

们觉得自己也有责任提出意见从而改善这类

社会现象。

虽然活动是“模拟”的，但各个团队都付

出了心血。学军中学的夏春秋同学说，为获

取尽可能详尽的信息，小组成员采用了实地

走访、网络问卷调查、电话采访等方式。调查

人群涵盖了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消费者群体

及食品的生产商、销售商等。“虽然累，但我们

的收获也很大，通过实践更加了解我国的政

党制度，提高了参政议政的能力。”夏同学

说。事实上，此次模拟政协活动的主题，正是

“做理性公民，为天下事发声”。

对于学生参与模拟政协活动，校长们都

很支持。学军中学校长陈萍表示：“现在的高

中生视野广阔，不过从政治课本上学到的知

识毕竟是碎片化的，只有通过类似的实践，才

能将理论结合实际，教材结合生活，更深入地

参与到国家政治生活当中。”

全国青少年模拟政协活动组委会主任张

梧华表示，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广大的青年

朋友参与到为国家献言建策的行动中来。

食品生产日期为何大都印在不显眼处
未成年人沉迷网游应加强监管
全省22所重高的学霸们，关心的可不仅仅是考试和分数

对学霸们来说，暑假的主题不应该只有刷题，关心社会热

点同样是必选项。昨天上午，第二届浙江省青少年模拟政协

活动，在杭州学军中学西溪校区举行，主要模拟真正的政协开

会活动流程，进行提案讨论、大会演说、新闻发布、集中展示等

多个项目的比拼，是高中生参政议政的盛会。

一 年 一 度 的

青 少 年 模 拟

政协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