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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赛思维 

“教育是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伟大事业” 

“在科技创新的大道上拼搏奋斗” 

“为未来中国之变培养高水平人才” 



教赛思维 

开展教学活动 
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遵照学校的安排，有序的
开展课程的教学工作。 

培养学生 
在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并
以此为媒介，锻炼学生的能力。 

达到教学目标要求 
在开展好教学的基础上，达到对学生教学的知识
传授目标，能力培养目标等。 

教学
思维 

上好课 

学生有
收获 

学生有
能力 

实现教
学目标 



教赛思维 



教学特色 

特色鲜明 

教学组织 

涉及完善、具有启发性、时间合

理、数字化运用、板书 

语言教态 

普通话流畅、肢体语言、仪表自然 

教学内容 

理论实际并重、专业视角、反

映新成果、循序渐进 

5% 

10% 

30% 

30% 

教赛思维 

比赛思维 



教赛思维 

日常教学 教学比赛 

传授知识 展示全程 

气氛自然 环境紧张 

学生和教师评判 评审专家评判 

评价后置 当场判定 

准备时间充裕 准备时间紧张 



教赛思维 

第一章 

第二章 

第N章 

比赛 

教学是基础； 

比赛是提炼； 

教赛不分家； 

落脚是教学。 



以教养赛 

02 



3 4 

1 6 

2 5 

按照大纲和教材，全面
梳理教学讲义 

掌握多种现代化教学手
段，尝试使用多种方式 

依靠大纲，遵守大纲，
研究大纲 

及时与学生沟通，反馈
教学效果 

针对教学对象，优化教
学全过程 

科学制定考核方式 

日常教学 
工作要点 

以教养赛 



 

教学 
细节 

语速语音 
上课过程中，注意控制自己的
语速，并锻炼自己的发音。 

肢体语言 
研究教学中的肢体语言，锻炼
教学现场感。 

仪态仪表 
日常上课时，要注意仪态仪表。 

时间掌控 
脱离计时设备，按照预定的教
学计划开展课程教学，严格控

制时间。 

以教养赛 



教学
内容 

引入 总结 知识
应用 

引出主题 
通过一些鲜明、简

单的实例，将学生

的思维带入课程中，

顺利的引出本次教

学内容。 

内容教学 
按照教学大纲的安

排，开展预定的教

学活动，将重要的

知识点和相关公式

等推导过程讲述详

细。 

学以致用 
引入相关例题和实

例，对前述讲解的

内容进行应用，在

应用过程中可以引

入学生掌握情况的

统计环节。 

回顾内容 
在课程的最后，总

结这一次课程的全

面内容，强调内容

重点，梳理知识体

系流程。 

以教养赛 



掌握 

教学内容 

熟练 

教学流程 

规范 

教学秩序 

夯实 

教学基本功 

全面 

教学指导 

为全面把握和具体构建比

赛内容，提供重要的基础

性保障。 

具体建立和编制比赛教学

课件，需要非常熟悉规范

化的教学流程。 

比赛时的重头戏是现场教

学，现场教学的基础就是

规范化的的平时教学秩序。 

比赛时的言谈举止，表情

语气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需

要在日常的教学中反复锤

炼。 

日常教学中的老教师听课

环节非常重要，通过让教

学经验丰富的老师进行听

课，可以将比赛中大部分

的问题消灭于日常教学中。 

以教养赛 



以赛促教 

03 



  

参赛要求  比赛目的 

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基础工作，不断提升我省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和
水平，推进信息技术与其
他学科教学的有效整合与

深度融合。 

青年教师（1981年后） 
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限定名额 
限定流程 

 

水平评定 

设立一、二、三等奖 
10%，15%，20% 

专家评定 
教学视频+现场教学 

应当重视研究比赛相关文件，从文件中获得比赛关键信息及倾向，帮助自己有效的开展比赛准
备工作。 

以赛促教 



教学视频 
注意录制教学视频的质

量，教学视频与现场教

学不同，更注重录制成

为视频后的观看效果。 

现场教学 
现场进行模拟教学，通过

现场的教学活动，向专家

全面展示教学过程，需要

重点关注现场的教学效果。 

比赛材料 
按照比赛要求，全面，

详细，具体，美观的准

备所有材料。 

以赛促教 



以赛促教 

教学比赛 

教学 

思想 

课堂 

掌控 

教学 

经验 
比赛是战场； 

比赛是分享站； 

比赛是测试盒； 

比赛还是教学的 

加油站。 



比赛内容合理化 

应当从真实的教学课程和流

程中，选择比赛课程，比赛

内容，不应当为了比赛而修

改实际课程。 

比赛过程细节化 

注重比赛的全过程，将比赛

中涉及到的方方面面的细节

都考虑在内，特别是教学环

节的各个部分。 

比赛方法实操化 

比赛中用到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是现实教学中可以实施的，

不能为了比赛而创造。 

比赛思想体系化 

参赛的全部20个教学节段，

应当存在统一的教学思想指

导，应当按照较为一致的教

学体系进行编制。 

以赛促教 



参加比赛
经验 

提高教学质量 

全面提升 
教学质量 

更新教学理念 
促进对教学的思
考，更新理念 

夯实发展基础 
为以后的进一步
发展提供基础 

比赛收获 
重视比赛经验总结和使用，

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以赛促教 



学好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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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生动 
学生信息来源广泛，陈旧的
例子已经难以引起学生注意。 

内容合理 
没有体系化支持的纯理论教
学，学生接受度较差，需要
立体展示内容的合理性。 

充分互动 
设计适当的互动环节，让学
生加入到教学过程中，提高
参与感。 

语言亲切 
改善口音语态，拉近与学生
的距离。 

重视应用 
采用涉及到学科前沿的应用型实
例，对教学内容的主要应用方式
和方法进行进行讲解，解答学生
干什么用的疑问。 

学好为王 



不能完全避开理论教学，也
不能全都是理论推导。 

合理分布 

纯理论推导 内容晦涩 
单体内容 
过多 

学科劣势 
明显 

通过应用实例，学生动
手实验等方式进行改善。 

提高亲和力 

将单体内容过多，不适宜放
在20分钟内的内容进行适当
的分割。 

适当分割 

专家经验丰富，判断全
面，不会因为学科问题
有所偏颇。 

相信专家 

学好为王 



一点建议 

复赛现场 



一点建议 

决赛现场 



一点建议 

解放思想 

全面梳理 

从实际出发 

全力以赴 

盯住变化 

合理磨课 

一分钟 

次序没影响 

随机应变 

带入感 

熟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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