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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举办 2021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程思政教学

比赛校级选拔赛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根据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课

程思政教学比赛的通知》文件精神，现决定举办课程思政教学

比赛校级选拔赛，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结构 

成立湖南应用技术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竞赛领导小组。 

组  长∶李  敏 

副组长∶刘孟初    颜君彪 

成  员∶符赛芬    李友谊    唐振民    黄卫文 

周志伟    龚志强    李中惠    何  曦 

郭俊兰    覃红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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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小组办公室设教务处，由教务处符赛芬兼任办公室主任。 

二、参赛对象 

全校所有任课教师 

三、竞赛内容 

本次比赛包括课堂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教学方案阐述、

教学资源）和说课展示两部分，各 100 分， 比赛最终成绩按

总分计算。 

1. 参赛教师围绕自选的教学素材，基于完整的一堂课（45 

分钟）进行课堂教学设计（统一格式，见附件 1， 文科类、

理工类用中文填写，外语类用英文填写，字数不限）。 

2. 课堂教学方案阐述（须为 Word 文件，用中文书写。

具体格式不做要求，但应该包括教学设计的主要思路、教学实

施过程说明、教学反思和方案的主要创新点等，字数不限）。 

3. 课堂教学说课展示视频（5－10 分钟）。 

4. 教学资源（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辅助材料，可以

是音视频文件、PPT 或 Word 文件等，可在方案阐述中进行

说明）。 

四、竞赛程序与形式 

1. 本次比赛分院、校两级进行。各教学院在 5 月 10 日前

完成院级初赛，每个学院至少推荐两件作品参加校级决赛。 

2. 比赛分文科类、理工（含农学类）类和外语类三个类

别，文科类分人文社科组和经济管理组两个组别参赛，理工（含

农学类）类分基础课组和专业课组两个组别参赛，外语类分大

学英语组和英语专业类组两个组别参赛。每位教师或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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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过 5 人）限报一件参赛作品，按上述三个类别提交作品。 

3. 学校在 5 月 20 日前完成校级决赛，公示无异议后每个

类别选送两件作品参加省级复赛。 

4. 教学院推荐的选手，参加 5 月底学校举办的“精彩一课”

教学比赛活动。 

五、奖项设置 

校级决赛设一等奖 1 名；二等奖 2 名；三等奖 3 名。 

联系人：符赛芬，电话：15107361970 

  

附件：1.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课堂教学设计表 

2. 课堂教学设计评分标准   

3.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举办 2021 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的通知》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 

2021 年 3 月 31 日 

 

 

 

 

 

 
 
 

抄  送：校领导、校属各单位 

湖南应用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2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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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课堂教学设计表 
 

课程名称  学时  

课程类别 

（说明：大学英语、英语专业、文学、新闻传播学、数学、计算机等等。） 

教学内容  

教学目标 

（说明：需涵盖“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即课程的育人目标。） 

“课程思政”

教育内容 
 

教学方法 

与举措 

（说明：需涵盖达到“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和完成其教育内容要求所采取的教

学方法与具体举措。） 

教学实施 

过程 

（说明：需有详细的步骤说明如何在每个环节落实其教学设计。） 

教学反思 

 

使用到的 

教学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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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课堂教学设计作品评分标准（100 分） 

评价指标 具体内容 分值 

教学内容 

教学信息量充足，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具有较好的“高阶性”、

“创新性”和一定的“挑战度”。运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学科思维

处理教材，组织教学内容，融入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

宪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要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思想意识、

行为举止产生积极影响，实现价值塑造、 

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相融合、教书与育人相统一。 

40 

教学方法 

与手段 

讲授、讨论、探究、项目、案例、实验等教学方法恰当使用， 

多媒体、虚拟仿真、计算机网络等教学手段有效运用。 
20 

教学目标 

目标设计恰当，符合课程要求、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明确

具体、可观察、可测评、可达成；思政目标无缝对接知识、能力

目标。 

10 

教学评价 
评价主体多元；注重过程；提问、课堂观察、作业、问卷、

访谈等评价方法恰当，引导、激励学生学习。 
5 

教学反思 
能够对教学内容（包含课程思政内容）和过程进行梳理和反

思，并做到适时调整，能够提出改进教学的方法。 
5 

教材分析 
对本设计涉及到的教材内容及其作用作简明扼要的分析，为

教学思路、重难点等内容的确定提供依据。 
5 

学情分析 对学生学科知识、认知特征和情感态度等内容进行精准分析。 5 

自主学习 为学生搭建课外学习平台，引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和自主评价。 5 

教学资源 教学资源推介面广、材料丰富（包含课程思政内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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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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