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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实施方案 

 

一、 竞赛分组 

本次竞赛设文科、理科、工科、思想政治课、医学，共五

个组别。具体如下： 

第一组为文科（01 哲学，02 经济学，03 法学，04 教育

学，05 文学，06 历史学，12 管理学，13 艺术学）； 

第二组为理科（含 07 理学）； 

第三组为工科（含 08 工学，09 农学）； 

第四组为思想政治课。 

第五组为医学（含 10 医学）。 

二、竞赛内容及流程 

以“上好一门课”为竞赛理念，本次竞赛由教学设计、课

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三者分

值分别为 20 分、75 分、5分。 

（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指以 1 个教学节段为基本单位、对教学活动的

设想与安排，基本要素有：题目、教学目的、教学思想、教学

分析（内容、重难点）、教学方法和策略以及教学安排等。 

1.参赛课程 20 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方案要提前准备，评

委将对整套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打分，主要包括主题名称、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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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情分析、教学目标、课程资源、教学内容与过程、教学

评价、预习任务与课后作业等； 

2.参赛课程 20 个教学节段相对应的 20 个课堂教学 PPT。教

学节段指课堂教学 20 分钟所需要的教学内容。 

（二）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规定时间为 20 分钟，用普通话授课。评委主要从

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教学语言与教态、教学特色四个方面进

行考评。根据各自参赛课程需要，选手可携带教学模型、挂图、

翻页器、教具等。竞赛安排观摩室，课堂教学全程录像，视频

版权归组委会所有。 

（三）教学反思 

参赛选手结束课堂教学环节后，进入指定教室，结合本节

段课堂教学实际，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教学过程三方面着

手，在 45 分钟内完成对本讲课节段的教学反思书面材料（500

字以内）。要求思路清晰、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做到有感而

发。选手可以手写，也可以打印，教学反思教室提供电脑和打

印机。不允许携带任何书面或电子等形式的资料。 

（四）计分方法 

评委评分实行实名制，选手成绩在当天竞赛结束后公布，

教学设计、课堂教学、教学反思三部分具体评分标准分别参照

附件 1、2、3。统分时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后的累积分，

除以评委人数（不含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的评委）为选手

本环节得分，得分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成绩评定采用百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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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三个环节的得分相加为最终得分，最终得分保留小数点后

两位。 

（五）注意事项 

1.选手参赛课程的实际学分要求不得少于 2 个学分（含 2

个学分）。 

2.组委会将在赛前召开参赛单位领队及选手会议，抽签确

定选手参赛次序。 

3.比赛当天，选手现场抽签确定本人参赛的具体教学节段。 

4.课堂教学环节一般不允许学生进入，如教学过程中确实

需要学生配合的，由选手本人提出申请，组委会同意后统一安

排。 

5.课堂教学竞赛结束后，选手进入指定教室，在 45 分钟内

完成教学反思（打印或手写均可）。 

6. 比赛教室配备黑板、粉笔以及多媒体设备等，多媒体设

备参数另行通知。赛前组委会将开放竞赛场地，供选手熟悉比

赛环境（具体时间在赛前选手会上通知）。 

三、竞赛组队及报名 

（一）组队 

根据参赛对象和名额规定，各设区市教育工会和各本科高

校工会均可组织 1 支代表队参赛。单独组队的高校领队由选手

兼任。各设区市代表队领队（兼本地区参赛单位总领队）由市

教育工会有关人员担任，并负责本市参赛单位和参赛人员的联

系对接、统筹协调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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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名及材料提交 

各参赛高校报名需提交以下材料： 

1.报名相关材料 

（1）选手本人身份证复印件纸质版 1份。 

（2）《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赛选手推荐

表》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份。 

（3）《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赛人员汇总

表》的纸质版和电子版各 1份。 

2.竞赛相关材料及要求 

根据竞赛要求，竞赛材料分为纸质版与电子版。 

（1）电子版材料 

①参赛课程 20 个教学节段（即 20 分钟的课堂教学内容，

下同）的目录（格式见附件 4），格式为 PDF 文档通用格式。 

②20 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格式为 PDF 文档通用格式。 

③20 个教学节段的 PPT（内嵌音频和视频请自行打包，外

放音频和视频请转换为 FLV 格式），PowerPoint 演示文稿的比

例为 4:3（请保存为 PowerPoint97-2003 格式）。 

文件打包提交，文件名包括“组别-学校-选手姓名”，如

“理科-南京理工大学-张某某”。电子版材料要求刻录光盘（文

件名命名规则同前），连同下列纸质材料一并报送。 

（2）纸质版材料 

①封面:封面包含两个，分别是封面 1 和封面 2，其中封面

1 需注明“组别-学校-选手姓名”，如“理科-南京理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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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某某”；封面 2只需注明参赛课程名称（黑体一号字体）-参

赛组别，如“高等数学-理科”。 

②内容:A 参赛课程教学大纲复印件；B 参赛课程 20 个教

学节段的目录；C 20 个教学节段的教学设计；D 与 20 个教学节

段对应的 20 个课堂教学 PPT（打印 PPT 时，每张纸不超过 6 幅

幻灯片）。 

纸质材料按上述 ABCD 顺序装订成册，并附上封面（封面 1

在上，封面 2在下）后提交，一式 8份。 

3.报名时间及要求 

（1）报名时间另行通知。 

（2）提交竞赛材料时，要确保电子版与纸质版一致，如有

不同，以纸质版为准。材料一经提交，组委会不接受任何形式

的更改或调换。逾期未报送者，视作放弃参赛资格。选手提交

的竞赛材料中,除纸质版材料封面 1 外，不得出现选手姓名、学

校和地区等信息。 

 

附件： 1.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设计 

评分表 

  2.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课堂教学 

评分表 

  3.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反思 

评分表 

  4.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节段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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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 

备注：方案如有变化，以正式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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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教学设计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20） 得分 

教学       

设计 

方案     

（20 分） 

符合教学大纲，内容充实，反映学科前沿。 4 

  

  
教学目标明确、思路清晰。 4 

准确把握课程的重点和难点，针对性强。 5 

教学进程组织合理，方法手段运用恰当有效。 5  

文字表达准确、简洁，阐述清楚。 2  

评委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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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课堂教学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

（75） 
得分  

课堂 

教学 

(75 分) 

教学 
内容 

(30 分) 

理论联系实际，符合学生的特点 8 

 

 

  

注重学术性，内容充实，信息量大，渗透专业思想，
为教学目标服务 

8 

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新概念、新成果 3 

重点突出，条理清楚，内容承前启后，循序渐进 11 

教学 
组织 

(30 分) 

教学过程安排合理，方法运用灵活、恰当，教学设计
方案体现完整 

10 

  

  

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性 10 

教学时间安排合理，课堂应变能力强 3 

熟练、有效地运用多媒体等现代教学手段 4 

板书设计与教学内容紧密联系、结构合理，板书与多媒体相配
合，简洁、工整、美观、大小适当 

3 

语言 
教态 

(10 分) 

普通话讲课，语言清晰、流畅、准确、生动，语速节
奏恰当 

5 

 

 
肢体语言运用合理、恰当，教态自然大方 3 

教态仪表自然得体，精神饱满，亲和力强 2 

教学 
特色 
(5 分) 

教学理念先进、风格突出、感染力强、教学效果好 5  

评委 

签名 
 

合计 

得分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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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教学反思评分表 
 

 

选手编号:                

项目 评测要求 分值（5） 得分 

教学 

反思 

(5 分) 

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过程三方面着

手，做到联系实际、思路清晰、观点明确、

文理通顺，有感而发。 

5  

评委签名  

注：评委评分可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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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第四届江苏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节段目录（范

例） 

《传播学》教学大纲中基本教学内容共 13 章，此次教学设计的 20

个节段分别选自第 1、3、5、6、7、9、10、11、12 等九章。 

1.传播的定义和特点…………………………………………………………………………1 

选自第一章：传播与传播学/第一节：传播 

2.符号的定义、分类、基本功能……………………………………………2 

选自第三章：符号与意义/第一节：符号 

3.象征性社会互动与传播……………………………………………………………………3 

选自第三章：符号与意义/第三节：象征性社会互动 

4.作为社会心理过程的人内传播…………………………………………………4 

选自第五章：传播类型/第一节：人内传播 

5.人际传播的特点和社会功能………………………………………………………………

5 

选自第五章：传播类型/第二节：人际传播 

6.群体传播及其内部机制……………………………………………………………………6 

选自第五章：传播类型/第三节：群体传播 

7.集合行为的传播机制………………………………………………………………………7 

选自第五章：传播类型/第三节：群体传播 

8.大众传播、信息环境与人的行为………………………………………………………8 

选自第五章：传播类型/第四节：大众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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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传播的社会功能…………………………………………………………………9 

选自第六章：传播的功能/第二节：传播的社会功能 

10.把关人和把关理论…………………………………………………………………10 

选自第七章：传播者/第二节：媒介组织 

11.报刊的四种理论…………………………………………………………………11 

选自第七章：传播者/第三节：传播制度 

12.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12 

选自第九章：传播媒介/第二节：传播媒介理论 

13.“电视人”、“容器人”和“他律性欲望主义” …………………13 

选自第九章：传播媒介/第三节：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 

14.“使用与满足”理论………………………………………………………………………14 

选自第十章：受众/第三节：“使用与满足” 

15.“传播流”研究………………………………………………………………15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6.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16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7.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17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8.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18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9.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19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三节：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20.传播学的经验学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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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第十二章：传播学两大学派/第一节：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