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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不等于“浇”



要提交的材料

l申报书

l课程教学大纲

l课程创新成果报告 15%--20%

l课堂教学实录视频（信息表，
教案，课件）50%---40%



我认为：最重要的三个材料

一．创新成果报告

二．课堂教学实录视频

三．课堂教学实录视频信息表



教学创新的角度

l 教学理念

l 教学目标

l 教学内容

l 教学模式

l 教学方法

l 教学评价

l 教学手段与技术



教学理念方面，创新不容易



创新思路与教育教学理念

l学生中心

l产出导向

l持续改进



l传统教学的

l“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
以教室为中心”

l赵炬明教授提出的“新三中心”，
即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以学生学
习为中心、以学习效果为中心。
发展是目标、学习是过程，效果
是评价，三者是一脉相承的。



真正的“产出”是什么？

l “产出”依赖市场需求，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
教师就培养什么样的人？

l 知识和技能只不过是学习的载体，真正的学习是学
习的能力、现实挑战的应对能力。

l 学习是一种可迁移的能力，你学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有什么用呢？就是通过这个专业的学习掌握可迁移
的学习能力，帮助你日后遇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或事
业时能够迅速的学会。（m）



如何来持续改进？

 1：当堂改进---考验教师的随机应变能力
 2：学期之间的改进：系统化改进   持续对这么课进行
系统化改进。

 尝试学期结束，问学生几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大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你觉得自己收获最小的时刻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你最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
 你最不喜欢这门课的地方是什么？为什么？



教学目标方面  相对比较固定
1、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法---
 认知领域、动作技能领域、情感领域

2、基础教育新课改教学目标分类法----
 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3、三维目标分类法-----
 知识、能力、素养

4、自定义教学目标----
   设置高阶目标、明确表达目标、注重课程思政目标

推荐ABCD教学法，可以自行百度搜索。



要学会区分目标和活动

• 绘制效果图，这其实不是教学目标，也不是学习目标，而是一个
学习活动。

• 学习目标应该这样表述：学生能够理清教学模式的流程，能够说出关键
要素及其之间的关系。

• 目标都很笼统，比如：学生提高沟通表达能力。但怎么就叫提升了呢？
沟通表达能力又怎么体现呢？

• 要真正把它变成学习目标，在某一堂课上应该这样来表述：“学生能够
提供一个有关他们选择主题的5-7分钟的口头辩论。这个辩论将有一个
清楚的导论、主要前提、支持论据以及结论。”



教学目标？or  学习目标？



教学内容创新  见到的不多

l内容创新的目标---提升学生的学习体验

l思维导图式的内容 ----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明确
自己的方向、位置和进度（得到APP里）

l求精不求广

l科研反哺教学

l避免“科普”型的内容，体现课程学习的挑战度

l体现教学内容与行业实践相结合。



教学创新可以考虑的方向：

 教学资源的设计
 提升高阶能力和素养的学习活动设计
 关于能力和素养的测评; 实践导向的学习过程
 兴趣导向的个性化教学;  学习场景和环境的革新
 教学评价的方法;  课内课外的融合
 课程内容体系的重构
 学习共同体建设;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关于能力和素养的操作化定义
 有数据模型及反馈循环；
 基于“真实”的课程以强化高阶思维能力培养
 个性化或分层教学。



教学痛点的凝练

•关于改革的痛点，相比教材内容多、体系学科
化、课时短之类的理由，不如说学生知识获取
压力大、时间分配有困难。

•引出“如何进行教学改革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
间内获得最大的学习能力，以便学生能高效达
成学习目标”这一改革动力。



摘要一定要符合要求，突出亮点





教学创新大赛有点像一场“起名”大赛？

• 几乎每个团队都给自己教学改革起了一套很好听的名字，“4P1L”；
“123456”模式；“三阶五新”……

• 给教学模式起个新名字不等于教学创新。

• 创新就需要切切实实的在某个点上，做了些什么。







精炼的文字组织





课堂实录视频信息表



心得：

一．要准备好所有材料，前后不要矛盾。

二．多看看省赛的直播，尤其是同类课程的比对。

三．切记脚踏实地，真实性上不能让人存疑。

四．多用图片，数据，事实说话，呈现已有的内容。

五．汇报的时候，情真意切很重要。现场PPT和语言表
达给人视觉和听觉上的感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场评审环节的建议

l现场活动是一个说课活动。15分钟时间，如果面面
俱到地谈，给专家的印象不会深刻。建议用简练的
语言说明教学创新的逻辑（问题、方案、原理），
然后依次给出相应的证据（目标设定、过程材料、
成果展示、改进思路、成果推广）。

l建议设计一个PPT，撰写3000字的逐字稿，准备10
个左右的模拟问题回答，做到有备无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