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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学院关于举办第二届 

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的通知 

 

各教研室： 

为深入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论述，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创新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促进教师素质与教学质量的

提高，马克思主义学院决定开展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大赛。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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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新

时代高等教育教学新理念，坚持以先进的教学理论为指导，

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教师创新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

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合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积

极投入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实践。以赛促教，以赛促创，以

赛促学，发挥课堂育人主阵地作用，持续深化思政课教育教

学改革，加强思政课课程建设，促进专业理论与教学实践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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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结合。 

二、组织机构 

成立评审专家组，由学校思政课课程建设、课程改革专

家及相关领导人员组成，负责学院教学创新大赛的评审工作。 

指导顾问：李 萍 

组长：段联合  李  艳 

成员：李禾俊  刘相君 郭超妮 杜国庆  

王 莉   刘晓航 刘  倩  

三、参赛条件 

（一）参赛教师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忠诚党的教育

事业，师德师风良好，热爱学生，为人师表； 

（二）参赛教师应为本校在职在岗教师，年龄在45周岁

以下； 

（三）参赛教师授课对象应为我校在校本科学生。 

四、比赛环节 

（一）总体安排 

比赛时间：2024年4月上旬 

比赛地点：学校教学楼 

参赛课程：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的必修课程 



 3

报名方式：参赛教师以课程为单位进行统一报名，参赛教

师需填写附件2。 

大赛联系人：刘相君      电话：15609297560 

五、比赛要求 

（一）资料准备：参赛教师需准备1份完整（15分钟）

的授课教学设计（附课件）。 

（二）现场展示：参赛教师均须15分钟的现场讲授，专

家组根据教学设计和现场讲授情况进行综合评定打分（详见

附件3）。 

（三）学术道德：所有提交教学设计和讲稿必须文责自

负，不得违背学术道德。 

六、表彰奖励 

本次比赛设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等奖项，奖励名额

根据报名总数按比例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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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报

名汇总表 

2.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报

名表 

3.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评

审标准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4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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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马克思主义学院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报名汇总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选手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职称 

 

参赛课程 

 

联系方式（手机） 

 

电子邮箱 

 

备注 

        

        

        

        

        

 

填表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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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报名表 

 
 

 

 

 

 
基本

情况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

片 

 

职称 
 民族 

 
学历/ 
学位 

 

 

政治面貌 
 

教研室 
 

 

Email 
  

手机 
 

 

参赛

课程 
 

参赛 

题目 

 

教学 

情况 

（个人或团队近3年来参赛课程开展情况，在承担学校教学任务、开展教学研究、获得教学奖励等方面

的情况）。 

 
 

教学

设计

简介 

 
 

参赛

内容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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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马克思主义学院 

第二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大赛评审标准 
 

教师姓名： 

 评审指标 评审内容 分值 得分 

 

 

教学设计 

 

备课充分，精心设计教学各个环节，“工艺”精

湛。 

 

10 

 

 

情境与活动设计指向问题解决。 

 

10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符合选题范围，基本理论阐释清楚，基

本事实论述准确，重难点突出。 

 

 

10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素材多样，鲜活生动，具有

针对性和亲和力，“配方”新颖。 

 

15 

 

 

 

 

教学方法 

 

注重教学互动，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调动学生参

与课堂的积极性。 

 

 

10 

 

 

能综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和教学资源，教学

内容呈现恰当，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包装时尚”。 

 

15 

 

 

 

 

教学效果 

 

注重思想理论教育和价值引领，让学生感觉“营

养丰富味道又好”。 

 

 

10 

 

 

教学感染力强，学生抬头听课率高，课堂氛围好。 

 

10 

 

 

 

教师素养 

 

教态大方，举止得体，精神饱满，教学投入。思

路清晰，逻辑严谨，综合素质高；个人教学特色

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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