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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全国教育大

会精神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部署。坚持“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以赛促改、以赛促建”的总体思路，推进“三

全育人”，落实“课程思政”有关要求；加强劳动教育，弘扬工

匠精神；适应 1+X证书制度试点和高职扩招专项工作新要求；

深化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促进教师教学设计实施、

教学评价、信息技术应用和团队协作等方面能力的提升，打

造学院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队，构建职业教育教

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良好生态。 

二、比赛要求 

重点考察教学团队（3—4人）针对某门课程中部分教学

内容完成教学设计、实施课堂教学、评价目标达成、进行反

思改进的能力。 

1.教学内容。立足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落实职业教育

国家教学标准，对接职业标准（规范）、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等，关注有关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结合专业特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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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有机融入劳动教育、工匠精神、职业道德等内容。实

训教学内容应基于真实工作任务、项目及工作流程、过程等。 

2.教学设计。依据学校实际使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

课程标准，选取参赛教学内容，进行学情分析，确定教学目

标，优化教学过程，合理应用技术、方法和资源等组织教育

教学，进行考核与评价，持续开展教学诊断与改进。专业课

程应基于工作任务进行模块化课程组织与重构，采用强化能

力培养的项目化教学等行动导向教学方法。 

3.教学实施。教学实施应注重实效性，突出教学重难点

的解决方法和策略，实现师生、生生的深度有效互动，关注

教与学全过程的信息采集，并根据反映出的问题及时调整教

学策略，注重合理使用国家规划教材。专业课程应积极使用

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引入典型生产案例；实训教

学应运用虚拟仿真、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等信息技术手段以

及教师规范操作、有效示教，提高学生基于任务（项目）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育学生的职业精神。 

4.教学应变。要高度重视、积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教

育教学带来的影响，落实“停课不停学”要求，及时调整教学

策略、组织形式和资源提供等，总结疫情防控期间线上教学

经验，推动创新、完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方式，更好适应

“互联网+”时代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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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比赛分组及参赛名额 

（一）比赛分组 

1.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参赛作品应为公共基础课程中

不少于 12学时连续、完整的教学内容。 

2.高职专业课程一组：参赛作品应为专业基础课程或专

业核心课程或专业拓展课程中不少于 16 学时连续、完整的

教学内容。 

3.高职专业课程二组：参赛作品应为专业核心课程中不

少于 16学时连续、完整的教学内容，其中必须包含不少于 6

学时的实训教学内容。职业院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中

的实习项目工作任务也可参赛。 

（二）参赛名额 

1. 每个团队 3-4人。 

2. 参赛课程须为该专业实际开设的课程，参赛作品团队

成员须实际承担参赛课程或相关课程教学（含实习指导）任

务。 

3. 每位教师限参加 1 个作品的比赛，每个作品只能参

加一个报名组的比赛。参赛作品团队成员一经报名确认，无

特殊原因中途不允许调整。 

四、参赛作品及材料 

教学团队选取某门课程在一个学期中符合要求的教学

任务作为参赛作品，完成教学设计，组织实施课堂教学。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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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要符合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中的有

关要求，涉及 1+X 证书制度试点的专业，应对接有关职业技

能等级标准。公共基础课程教学内容应突出思想性、注重基

础性、体现职业性、反映时代性；专业（技能）课程教学内

容应对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教材的选用和使用必须

遵照《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规定和要求。 

参赛作品材料包括参赛作品实际使用的教案、3—4 段课

堂实录视频、教学实施报告，另附参赛作品所依据的实际使

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有关要求详见附件

1-1）。 

 

 

附件：1-1. 参赛作品材料要求 

      1-2. 2022 年学院教学能力比赛评分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