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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普通本科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和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

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加强高校课

堂教学建设提高教学质量的指导意见》（教党ʍ2017ʎ51 ）、《教

育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

（教高ʍ2019ʎ6 ）和《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的通知》（教高ʍ2020ʎ3 ）等文件要求，进一步激

发广大高校青年教师夯实教学基本功、创新教学理念和掌握现代

教学方法的热情，切实提升课堂教学质量，充分发挥课堂教学育

人“主渠道”作用，不断提高课程育人成效，现就做好 2022 年全省

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大赛由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工会联合主办，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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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南大学承办。依据《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章程》

（见附件 1），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领导和专家组成大赛组织工

作委员会（见附件 2）。组委会办公室设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

育研究所。 

二、参赛对象及比赛分组 

（一）参赛对象 

全省普通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承担各学科专业必修课程

教学任务三年以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过硬、年度考核和课程

教学考核合格的在职青年专任教师。本次课堂教学竞赛将直接产

生第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湖南省参赛人选，各高校推

荐参赛教师必须为 1983 年 8 月 31 日以后出生的青年教师。 

（二）比赛分组 

省级竞赛按文科组（含思政）、理科组（含医学）、工科组 3

个组别进行，参赛教师要根据所授课程的专业类别（公共课程根

据内容属性）确定所属组别，各高校推荐选手时适当兼顾学科分

布。 

三、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包括教学设计（教案）、教学课件、课堂教学视频及

教学反思。 

四、竞赛环节 

（一）校级选拔赛 

1. 校内初赛应于 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完成，各高校要在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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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赛基础上按照限额（见附件 3）推荐参赛选手。为了便于选拔第

七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文、理、工、医、思政五个组别

的湖南省参赛教师，设有医学专业的高校原则上应在限额内推荐 1

名医学专业教师参赛（中南大学推荐 2 名），设有国家和省重点马

克思主义学院的高校原则上应在限额内推荐 1名思政课教师参赛。 

2. 各高校要大力营造重视课堂教学的整体氛围和质量文化，

彰显高校课堂教学特点，尤其是要突出课程育人功能。要按照组

委会公布的竞赛章程，组织好校内初赛活动，通过广泛宣传发动，

充分调动广大教师的积极性和参与热情，并为参赛教师提供教学

视频录制条件等必要保障。 

3. 各高校必须对推荐人选的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进行把关，

并经校内公示无异议后，统一报名参加省级复赛。近五年已获得

全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一等奖或有两次省级参赛经历的

教师，不再推荐参赛。 

（二）省级复赛 

1. 省级复赛将于 2022 年 3 月下旬进行，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

复赛参赛作品进行综合评审，确定复赛成绩及参加决赛的教师名

单。 

2. 参赛教师须根据所授课程及所选教材自主确定 20 学时的

教学内容，可不具有连续性，但需基本覆盖课程大纲（标准）规

定的主要内容。教学设计的文本应包括使用教材、课程分析、参

赛内容目录以及分课时教学设计正文四部分（见附件 4）。参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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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选取其中 1 个学时（约 45 分钟）的内容录制课堂教学视频，教

学视频内容应与该堂课教学设计完全对应。 

3. 参赛教师须于 2022年3月1日12时至3月7日24时登录“湖

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管理平台”（http://kc.hnedu.cn），填

报教师信息并上传参赛作品，参赛作品应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

（见附件 5）；参赛作品内容所涉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由

参赛教师本人及所在学校负责审核把关。参赛教师完成网上报送

后，各高校直接从平台打印复赛报名表，连同教师参赛作品的光

盘以及本校初赛工作总结及推荐结果公示等相关文件资料，于 3

月 11 日前报送至湖南省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凡未报送校内初赛通知、结果公布等正式文件资料的，视同

未按要求组织校内竞赛活动，不接受学校复赛教师报名。凡逾期

未在平台填报参赛教师信息及上传参赛作品，以及未报送参赛教

师复赛报名表、参赛作品拷贝光盘的，均视为自动放弃参赛。 

4.参赛教师上传参赛作品时，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视频、

教学反思等的文件名（含文件属性）务必用课程名称命名，不得

透露任何个人及所在学校信息。凡透露个人及所在学校信息者，

均取消参赛资格。 

（三）省级决赛 

决赛暂定 4月中下旬在中南大学举行。具体日程安排等事项，

由组委会另行通知。 

五、竞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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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形势下，各高校组织校内初赛，应注意做好参赛教

师的疫情防护，初赛形式可根据学校实际情况自定。复赛课堂教

学可以不安排学生，仍采用网络评审形式。决赛采用现场比赛形

式进行，同时视情况考虑是否组织教师观摩，具体安排由组委会

另行通知。 

六、竞赛评奖 

竞赛设教师个人奖，课程思政专项奖和学校组织奖。个人奖

获奖比例控制在 80%以内，其中，一等奖共 18 名（占省赛复赛分

配名额的 12%），每个组别 6 名（其中文科组思政教师至少 1 名，

理科组医学专业教师至少 1 名）；个人奖二、三等奖按各组别复赛

教师人数设奖，其中二等奖 25%，三等奖 40%。课程思政专项奖

按各组别复赛教师（思政教师除外）人数的 10%设奖，个人奖获

得者可以同时获得课程思政专项奖。组织奖按参赛学校总数的 20%

左右设奖。一等奖获奖教师由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工会共同授予“湖

南省普通高校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七、其他事项 

1.为进一步落实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强化本科教育激励机制，各

高校应将教师课堂教学竞赛获奖情况纳入职称职务评聘、教育教学

业绩考核、表彰奖励以及各类高校人才计划的重要考核内容。 

2.参赛课程优先选用国家目录教材，全面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以下简称“马工程”重点教材）在高校

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的统一使用，相关课程任课教师须以“马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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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重点教材为依据参赛。 

3.各高校要通过举办教学竞赛活动，不断加强本科课程建设和

课堂教学管理，统筹推进课程育人的考评制度与工作机制，健全

完善本科教育质量提升体系。 

八、联系方式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联系人：陈卓 0731－

84402929，电子邮箱：gjs99_hn@sina.com，联系地址：长沙市教

育街 11 号省教科院办公楼 720 室，邮政编码：410005。 

 

附件：1.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章程 

2.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组委会名单 

3.2022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复赛限额 

4.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教学设计参考样式 

5.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参赛作品技术规范 

6.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复赛评分指标体系 

7.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决赛评分指标体系 

    
 

湖南省教育厅         湖南省教育工会  

       2021 年 12 月 1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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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目的 

(一)推动高校更加重视课堂教学、课程育人和教师专业发展，

不断强化教学工作中心地位，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 

(二)推动建立高校教学岗位激励机制，推动校际教学工作研讨

与交流，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业务水平。 

(三)引导高校教师加强课程教学与课程育人研究，不断深化课

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全面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四)推进高等教育课程教学资源建设，着力搭建全省高校优质

教学资源共享与交流平台。 

二、组织领导 

竞赛由省教育厅和省教育工会联合主办，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和高校承办，根据需要可邀请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承办或协办。 

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成立由主办单位、承办单位、高校领

导和专家组成的竞赛组织工作委员会。组委会办公室设省教育科

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 

三、参赛对象 

全省普通本科高校（含独立学院）承担各学科专业必修课程

教学任务三年以上、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过硬，年度考核和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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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考核合格的在职专任青年教师均可参赛。参赛教师年龄必须

在 40 周岁以下（具体年龄条件以竞赛通知为准）。 

四、竞赛内容 

课堂教学竞赛以培养学生创意、创新、创业能力为主线，重

点考察参赛教师是否正确运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新理念新要求，

充分挖掘各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科学设计教学方案，

并按照规范的格式及要求撰写教案；是否准确把握所授课程和使

用教材的主要内容、重点和难点，并及时将相关学科专业的新知

识以及从事科学研究的新成果融入课程教学；是否按照既定教学

目标和学生认知规律，合理处理教学内容和教学资源，科学选用

教学策略、方法组织课堂教学；是否正确运用各类现代技术手段

开展教学，有效调控课堂和调动学生自主学习、探究学习的积极

性等。 

五、竞赛程序 

(一)初赛 

各高校应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青年教师参加校内初赛，具体

竞赛形式由学校自主确定。初赛应注重考察参赛教师对所授课程

及教材的教学设计能力、课程育人能力和课堂教学实际效果。在

符合教学基本规范要求的基础上，优先推荐大胆改革课程教学，

凸显高校课堂特色和课程育人功能，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创

新创业能力培养的任课教师参加省级复赛。 

(二)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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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复赛名额控制在 150 人左右，按文科组（含思政）、理科

组（含医学）、工科组三个组别组织复赛。独立学院不单独分组。

各高校根据初赛结果按照年度分配名额择优推选教师参赛，尽量

兼顾文科组、理科组、工科组均衡分布。推荐参加省级复赛的教

师应提交所授课程 20 个学时的教学设计（要梳理课程所蕴含的思

想政治教育元素，并融入教学设计之中）和与之对应的 20 个节段

的教学课件（即 20 分钟左右的课堂教学重点内容节段），以及其

中 1 个学时（约 45 分钟）的课堂教学视频和针对该教学视频的 500

字以上 1000 字以内的教学反思。 

复赛重在考察教师对课程的整体把握能力，教学组织实施的

规范性，灵活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如启发式、研讨式、案例式等）

组织教学的能力，合理利用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育人的情况，

以及使用现代技术手段的水平。组委会将组织专家对参赛教师提

交的教学设计（教案）、教学课件、课堂教学视频及教学反思等进

行网络评审和评分，其中教学设计（教案）及教学课件共占 50%、

课堂教学视频及教学反思共占 50%。 

参赛教师上传至课堂教学竞赛平台的教学设计（教案）、教学

课件、教学视频和教学反思的内容、文件命名、上传路径、文件

属性等均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与学校信息，否则取消复赛成绩。 

(三)决赛 

决赛重在考察教师针对所抽取教学内容,紧密联系学科发展前

沿、课程知识体系、生产生活实际和课程育人要求，进一步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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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思维、分析研讨问题、拓展知识应用以及灵活组织课堂的能

力。各组别复赛分别遴选前 10 名教师进入决赛，考虑全国竞赛思

政课组和医科组选手选拔需要，文科组至少应遴选 2 名思政课教

师进入决赛，理科组至少应遴选 2 名医学专业教师进入决赛。决

赛时，由参赛教师从复赛提交的教学节段中自主选择 5 个教学节

段，现场从 5 个教学节段中随机抽取一个参赛内容进行教学，时

间不超过 20 分钟。为确保公平公正，决赛评分一律实行专家现场

打分，参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得透露任何个人与学校信息，否

则取消决赛成绩。 

六、竞赛评奖  

(一)奖项设置 

竞赛设教师个人奖，课程思政专项奖和学校组织奖。个人奖

获奖比例控制在 80%以内，其中，一等奖共 18 名，每个组别 6 名

（其中文科组思政教师至少 1名，理科组医学专业教师至少 1 名）；

个人奖二、三等奖按各组别复赛教师人数设奖，其中二等奖 25%，

三等奖 40%。课程思政专项奖按各组别复赛教师（思政教师除外）

人数的 10%设奖，个人奖获得者可以同时获得课程思政专项奖。

组织奖按参赛学校总数的 20%左右设奖。 

(二)评奖办法 

1.个人奖。根据参赛教师的最终成绩排序，按比例依次确定（一

等奖按名额确定）。最终成绩由复赛成绩和决赛成绩折合计算（复

赛成绩占 50%，决赛成绩占 50%）。若最终成绩相同，则依次以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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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成绩、复赛成绩排序；若所有环节成绩均相同则为并列名次；

未参加决赛的参赛教师，按复赛成绩排序，若复赛成绩相同，则

以复赛课堂教学视频及教学反思成绩排序，如仍相同则为并列名

次。 

2.课程思政专项奖。在参加省赛复赛的教师（思政教师除外）

中产生，将复赛教学设计思政育人得分和课堂教学视频育人成效

得分相加，按分数高低排序确定。 

3.组织奖。综合学校赛事组织及参赛教师获奖等情况，经组委

会集体研究确定。 

(三)奖励办法 

对竞赛获奖教师和单位，由主办单位发文通报并颁发相应的

荣誉证书或奖牌，其中一等奖获奖教师由湖南省教育工会授予“湖

南省普通高校教学能手”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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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附件 4 
 

ַ Ⱳ ἒ ‚ 

‚ ᴀ  
 

ᶕ Е ᶕ ᾫ Ӏӎ  

Ї ᶱ ῗḪ ɼ 

ⅎ Е ᵲ Ї ᵩ װ ⅎ ɼ 

Ὺ  

ʃᴶ ʄ Ҳ Ὺ ΐ 13 Ї 20 ү

ⅎ⌡ 1ɻ3ɻ5ɻ6ɻ7ɻ9ɻ10ɻ11ɻ12 Ӣ ɼ 

1.ᴶ ӎ ……………………………………………………………………1 

҅ Еᴶ ғᴶ / ҅ Еᴶ  

2. ӎɻⅎ ɻ ꜗ ………………………………………………2 

Ҏ Е ғ ӎ/ ҅ Е  

3. ᴰԝ꜠ғᴶ ………………………………………………………………3 

Ҏ Е ғ ӎ/ Ҏ Е ᴰԝ꜠ 

4.ᵲҿ ᴰ ָῪᴶ …………………………………………………4 

֒ Еᴶ / ҅ ЕָῪᴶ  

5.ָ ᴶ ᴰꜗ ………………………………………………………5 

֒ Еᴶ / ԑ Еָ ᴶ  

6. ᵩᴶ ῚῪ ┼……………………………………………………………6 

֒ Еᴶ / Ҏ Е ᵩᴶ  

7. ҿ ᴶ ┼…………………………………………………………………7 

֒ Еᴶ / Ҏ Е ᵩᴶ  

8. ᴭᴶ ɻḪ ғָ ҿ……………………………………………………8 

֒ Еᴶ / Е ᴭ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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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ᴶ ᴰꜗ …………………………………………………………………9 

῏ Еᴶ ꜗ / ԑ Еᴶ ᴰꜗ  

10. ῗָ ῗ …………………………………………………………………10 

҈ Еᴶ / ԑ Е ב  

11. ⅜ …………………………………………………………………11 

҈ Еᴶ / Ҏ Еᴶ ┼  

12 . ᾫ “ ”ב ”………………………………………………12 

Ӣ Еᴶ /ב ԑ Еᴶ ב  

1 3 . “ ָ ”ɻ “ ָ ” ל“ Ӏӎ ”  …………………1 3 

Ӣ Еᴶ /ב Ҏ Е ᴭᴶ ב ᴰ  

14.“ᶕ ғ ” …………………………………………………………………14 

Е ᴭ/ Ҏ Е“ᶕ ғ ” 

15.“ᴶ ” ………………………………………………………………15 

҅ Еᴶ / ԑ Еᴶ ғ  

1 6 . ᴭᴶ ғ ——“ ꜗ ” …………………16 

҅ Еᴶ / ԑ Еᴶ ғ  

1 7 . ᴭᴶ ——“ ῠ ” ………………………1 7 

҅ Еᴶ / ԑ Еᴶ ғ  

1 8 . ᴭᴶ ɻ ᴰ ғ ——“ ” …………1 8 

҅ Еᴶ / ԑ Еᴶ ғ  

19.ᴶ ғᴶ …………………………………………………………19 

҅ Еᴶ / Ҏ Еᴶ ֥ ғ┼  

20.ᴶ ……………………………………………………………20 

ԑ Еᴶ ҩ / ҅ Еᴶ  

Ѓ 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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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 Ⱳ ἒ ‚ 

ᴀ ωᶖ  
 

 

材料类型 格式 技术参数 备注 

教学视频 flv 

1、码率：300－500kbps； 

2、分辨率：720×480－1280×720 或 640×480

－1024×768； 

3、帧率：25－30FPS； 

4、视频文件中不能有水印、不能加密； 

5、文件大小一般不超过 400MB。 

文件数量 

1 个 

教学设计 

（教案）、 

教学反思 

pdf 

1、所采用的文档编辑器版本不低于 MS 

Office2003； 

2、pdf 格式文件不能设置加密、水印、只读等，

必须具有复制、打印权限。 

教学设计 1 个； 

教学反思 1 个 

教学课件 
rar 

或 zip 

1、PPT 版本不低于 MS Office2003，播放时不

能出现宏病毒提示，不能加密； 

2、文件中有外部文件链接的，须采用相对路

径，并将外部文件一并制作成压缩包格式； 

3、所有 PPT 打包成一个压缩包，总大小一般

不超过 400M。 

文件数量 1 个 

 

说明：1.所提交的材料要严格按照技术规范制作，否则不予受理； 

2.对本技术规范如有疑问，请及时联系技术人员，联系人：唐军 13787289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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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 Ⱳ ἒ ‚ 

ὑ һ ς  
 

 

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 

及分值 
评 价 说 明 

教学

设计 

43 分 

课程分析 

5 分 

准确把握课程性质和地位作用，符合课程教学及学生培养要

求，教材选用科学合理。 

教学目标 

5 分 

目标明确具体，体现课程特点、学生实际以及课程育人要求，

注重创意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反映知识、能力和思想（情感、

态度）相统一的要求。 

思政育人 10

分 

梳理教学内容所蕴含的独特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德育与知识

传授、能力培养等自然融合，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教学实施全

过程。 

教学内容 7

分 

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学科发展前沿和最新科研成果，教学素材

和资源选择与组织得当，合理利用了课程思想政治教育元素，

内容处理得当，重点难点把握准确，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教学方法 

6 分 

科学合理，启发性强，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探究意识、创新

精神培养，合理运用辅助教学手段。 

教学过程 

5 分 

教学流程科学，教学思路清晰、活动组织合理，课后学习指导

恰当，具有鲜明的高校教学特色。 

教案规范 

5 分 
构成要素齐全，表述精炼准确，文字、图表等运用严谨规范。 

教学课件 

7 分 

教学素材选择恰当，文字、图片等简洁得体、严谨规范，有助

于教学目标达成，技术应用得当，交互性好，扩大了知识信息

量，辅助教学效果好，无侵犯知识产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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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Ⱳ ἒ ‚  

ὑ һ ς  
 

 

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及

分值 
评 价 说 明 

课堂

教学 

视频 

43 分 

内容讲授 

5 分 

内容娴熟、讲解流畅、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紧密

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学科发展前沿和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启发

学生思考，注重课程育人，文字、图表等运用严谨规范。 

教学组织 

5 分 

教学环节安排合理有序、衔接紧密，时间分配科学，课堂调控

有效。 

方法运用 

6 分 

方法运用合理，突出学生思维训练和探究意识培养，问题设计

得当，富有启发性，有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

师生互动，合理运用板书和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教学效果 

12 分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课堂氛围好，感染力强，学生思维活跃、

参与积极，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积极性，素质

教育理念和课程育人要求得到落实，教学目标实现较好。 

育人成效 

10 分 

课程育人目标明确、实效明显；突出教学内容的思想导向，引

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突出教学实施育

人导向，培养学生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激励学生勇

于探索和创新。 

教学风格 

5 分 

较好体现高校课堂教学特色和教改创新要求，特色鲜明，风格

突出。 

教学反思 

7 分 

分析全面，理论联系实际。思路清晰，观点明确，文理通顺，

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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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 Ⱳ ἒ ‚ 
Ҕ һ ς  

 
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 

及分值 
 评 价 说 明 

现场

授课 

100 分 

内容讲授 

20 分 

内容娴熟、讲解流畅、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紧密

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学科发展前沿和最新研究成果，有效启发

学生思考，注重课程育人，文字、图表等运用严谨规范。 

教学组织 

10 分 

教学理念先进，教学过程安排有序、衔接紧密，时间分配恰当，

课堂调控有效。 

方法运用 

22 分 

教学方法运用合理，问题设计得当，富有启发性，有效引导学

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师生互动，合理运用板书和多媒

体等教学手段。 

教学效果 

23 分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课堂氛围好，感染力强，学生思维活跃、

参与积极，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积极性，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