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内各教学单位：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精神和全国教育

大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推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弘扬优良师德师风，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业务水平，

激励青年教师立足本职岗位、争创一流业绩，经研究，将举办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

教师教学竞赛（以下简称“竞赛”），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竞赛宗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锤炼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加强师德师风建设为着力点，

充分发挥教学竞赛在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中的引领示范作用，进一步推进“回归常识、回

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等“四个回归”，激发青年教师更新教育理念和掌握现

代教学方法的热情，鼓励创新教学和个性特色教学的尝试，努力造就一支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推动我校教育教学

工作的科学发展。 

二、竞赛原则 

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广泛参与和层层择优选拔；坚持注重教学基本功和实

际应用能力；坚持程序严谨、规范。 

三、组织机构 

本次竞赛由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校工会、教务处、研究生院、人事

处、党委宣传部共同主办。主办方成立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组委会及

组委会办公室（名单见附件 1），负责各项工作的组织与实施。 

各单位的教学竞赛组织工作由各分管本科教学和研究生教学的院领导及部门工会

主席等组成的领导小组牵头实施。 



四、竞赛课程和参赛对象 

（一）竞赛课程 

所有已开设的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 

（二）参赛对象 

所有已开设的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讲教师。要求参赛教师独立承担过参赛

课程的教学、年龄在 40 岁以下（197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 

各学院参加初赛的人数，原则上应不少于符合上述条件总人数的 50%。 

五、竞赛内容 

以“上好一门课”为竞赛理念。为适应中国教科文卫体工会全国委员会举办的全国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的要求，我校竞赛内容及流程将参照“第四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

教学竞赛决赛实施方案”执行。竞赛由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三

部分分数分别为 15 分、80 分、5 分。 

（一）教学设计 

教学设计是指以 1 个学时为基本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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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个学时的教学设计方案。主要包括主题名称、课时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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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将对整

套教学设计方案进行打分。 

2.参赛课程 5 个学时相对应的 5 个课堂教学节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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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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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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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注意事项 

1. 复赛和决赛阶段，参赛教师在比赛前一天抽签确定参赛次序和参赛的具体教学

节段。 

2. 在复赛和决赛阶段，教学设计相关材料的纸质文档和电子文档均需提交。 

六、竞赛实施 

竞赛分宣传报名、师道讲堂、示范教学及国赛观摩、初赛、复赛、决赛、总结表彰

七个环节进行。 

（一）宣传报名 

1.主办方和各教学单位在校内广泛宣传竞赛，动员青年教师参赛。 

2.青年教师请填写附件 2-1，在本学院报名参赛。 

3.报名时间：即日-2019 年 7 月 10 日。参赛资格审核由各教学单位负责。 

（二）师道讲堂 

为进一步弘扬优良师德师风，将在竞赛中设立“师道讲堂”环节，邀请专家讲授“学

高为师,身正为范”的师道内涵和我校“双严”的教学传统等内容，借此激发青年教师严

守高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切实肩负起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以



德立身、以德施教，激励青年教师爱岗敬业，以高尚师德、人格魅力、学识风范教育感

染学生。“师道讲堂”环节拟安排在 10 月前进行，要求参赛教师参加。 

鼓励各学院邀请校内外德高望重的教授或教书育人先进教师在本单位中开展“师道

讲堂”教育活动。 

（三）示范教学及国赛观摩 

为帮助我校青年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了解现代教育教学方法，组委会将邀请第四届

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决赛理科、工科和文科三个组别的一等奖获得者于 10 月前

到校为我校青年教师进行示范授课，并以此作为比赛的辅导环节。 

鼓励各学院邀请校内外教学名师及教学成果突出的教师，结合本单位各专业课程的

实际情况为青年教师进行示范教学。 

（四）初赛 

1. 初赛时间：2019 年 10 月 23 日前 

2. 由各教学单位组织，成立以党政领导、专家组成的初赛选拔评审委员会，采用

统一组织的遴选形式进行选拔。评委须填写相关评分表（见附件 3-2、3-3、3-4）。竞

赛组委会将根据各教学单位报名参赛人数占全校参赛总人数的比例，确定各单位推荐进

入复赛的名额。 

3. 参加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竞赛及教学创新组的教师，由各教学单位推荐，可

免初赛，直接进入复赛。 

（五）复赛 

1. 复赛由学校统一组织，2019 年 10 月 25 日前，请各教学单位将以下表格报送

教师发展中心： 

（1）初赛教师信息汇总表，附件 2-2； 



（2）复赛推荐教师信息汇总表，附件 2-3； 

（3）推荐参加复赛的教师参赛报名表，附件 2-1。 

2. 复赛时间：2019 年 11 月。 

3. 复赛方式：按竞赛要求，参赛教师需准备参赛课程 5 个教学节段的相关内容。

课堂教学时间 20 分钟；点评（含答辩）时间 3-5 分钟。 

4. 复赛将分为八个组进行（参见下表），由学校聘请专家组成十个评委会进行考

评。 

组别 学院 

第一组 土木*、建筑 A、地学 

第二组 交运*、经管、公管 

第三组 电气*、信息 

第四组 机械*、材料、工程训练中心 

第五组 物理*、生命、力学、数学 

第六组 马院*（含形势与政策课）、人文、心理中心、

建筑 B、图书馆、体育 

第七组 外语*、双语教学课程、全英文授课课程 

第八组 教学创新组 

注：（1）研究生课程请按开课所在学院进行相应组别的报名。 

（2）“建筑 A”涉及建筑学、城乡规划和风景园林等三个专业；“建筑 B”涉及环境设计、

视觉传达设计、产品设计及绘画等四个专业。 

（3）全英文授课课程，特指用英语教授非语言类课程的课程。双语教学课程和全英文授课

课程不分学科类别，统一安排在第七组。 



（4）上表中带“*”号的为复赛各组组织单位，请该单位推荐一名秘书，负责与教师发展

中心接洽，协助进行复赛的组织与协调工作。 

（5）教学创新特指针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需求，采用新型的教学理念、策略和方法及课堂

组织手段，使学生的学习成效有显著提升的实践过程。教学创新可采用各种促进学生潜力发挥和

创造力提升的方法与策略，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互动式网络平台以及学校、社区及社会的各种资

源；课程形式可以包括研讨式、探究式、项目式、任务式、跨学科和实践互动式，以及充分设计

和利用线上线下资源成功达到教学目的的各种形式。对教学创新的评价基于学生深层学习的收获

及成长与发展。 

按竞赛规则，教学创新组亦包括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内容。需要在教学

设计部分提供 5 个教学节段的各种相关材料。由各教学单位推荐，免初赛，直接进入复赛。 

要求参加本组比赛的教师提供报名表附件 2-1、书面陈述材料（需陈述教学实践如何使学

生受益及其证据，教学实践的关键创新点和普及性，不少于 1000 字）以及一段 5 分钟内的微视

频。 

（6）允许每门课程有不多于 15 名学生参与，与参赛教师配合，完成现场教学。 

（六）决赛 

1. 决赛由学校统一组织，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2. 决赛方式：按竞赛要求，课堂教学时间 20 分钟；点评（含答辩）时间 3-5 分

钟；全程录像。 

3. 决赛评审： 

本届竞赛决赛评委会由专家、优秀青年教师代表及学生代表组成。其中，优秀青年

教师代表由获得学校“唐立新优秀教师奖”、“十佳教书育人先进个人”、“十佳教学

新秀”等荣誉及往届教学比赛中获奖的教师担任。 



决赛成绩由评委评分和学生评分构成，两者权重分别为 80%和 20%。其中，前者

由教学设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部分组成，三者权重分别为 15%、80%、5%；后

者由学生代表现场评分和学生对教师平时授课课程的评教得分构成，两者权重各为一半。 

（七）总结表彰 

1. 请各教学单位认真总结赛事组织工作，在决赛结束后一周内，将竞赛简要工作

总结（详见附件 6，并附 6 张相关照片）的电子文档及有分管院领导签字、学院盖章的

纸质文档提交至教师发展中心。 

2. 主办单位将在决赛结束后，为按期举办且提交总结报告的各教学单位报销工作

经费。 

3. 颁奖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七、奖励办法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拟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若干，颁发荣

誉证书；组委会将根据各教学单位组织参赛情况、获奖情况等，评选出优秀组织奖获奖

单位，并给予奖励。 

进入复赛的，每人按 1 教分计算教学工作量；进入决赛的，每人按 2 教分计算教

学工作量。且不重复计算工作量。 

本次教学竞赛中获得的奖项，学校将视为一项重要业绩，记入教师个人档案。在教

学质量评价、教改立项、教学之星评选、教学名师评选、出国进修、职称评定、职务聘

任等方面将作为优先条件加以考虑。其中，获得一、二等奖的教师，将优先获得教改项

目支持。 

在本次比赛中获得一、二等奖的教师将由学校推荐参加四川省及国家组织的相关教

学竞赛。 



八、组织工作要求 

1. 围绕竞赛多方位开展工作。鼓励各教学单位根据竞赛要求，开展专题教学研讨、

教学观摩、竞赛辅导、教学交流等活动。 

2. 规范赛事公告及赛场布置。请各教学单位在初赛现场，悬挂竞赛布标或电子条

幅：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分赛场（附件 4），并为赛况拍照；

请下载教学竞赛 PPT 首页模板（附件 5）供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首页使用，第二页及以

后内容可用自选模板。 

3. 重视竞赛宣传工作，通过本单位网站、新媒体等途径动态报道比赛及相关活动，

注意挖掘亮点，及时向党委宣传部和教师发展中心报送宣传信息。 

4. 及时报送赛况信息。请各教学单位及时报送初赛等赛况和教研活动信息，提前

四个工作日将赛程安排（提供学院名称、竞赛时间、地点、参赛教师、特邀专家或评委

等基本信息）或教研活动信息以电子邮件形式发送至教师发展中心，并电话确认，以便

主办方在全校宣传公告。 

5. 加强和主办方联系。主办方各联系人信息： 

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梁慧颖，联系电话：66367249,邮箱：

fdcpx@swjtu.edu.cn，办公地点：犀浦校区综合楼 428； 

校工会：张宏亮，联系电话：66367190； 

教务处：冷伟，联系电话：66366082； 

研究生院：华宝玉，联系电话：66367074； 

人事处：石剑虹，联系电话：66366208； 

宣传部：侯倩，联系电话：66366035 



九、未尽事宜，由党委教师工作部（教师发展中心）、校工会、教务处、研究生院、

人事处、党委宣传部负责解释。 

青年教师教学发展是各教学单位的重要工作之一，请各单位做好组织和评审工作，

通过竞赛推动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升。 

附件： 

1.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组委会和办公室成员名单 

2-1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赛报名表 

2-2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参加初赛教师信息汇总表 

2-3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复赛推荐教师信息汇总表 

3-1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节段目录（范例） 

3-2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设计评分表 

3-3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课堂教学评分表 

3-4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反思评分表 

4.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学院分赛场条幅内容 

5.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PPT 首页模板 

6. 西南交通大学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教学单位工作总结模板 

  西南交通大学 

2019 年 6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