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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湖南省普通高校
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复赛具体事项的通知

各普通本科高校及独立学院教务处（部）：

根据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关于举办 2019 年湖南省普

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的通知》（湘教通〔2019〕130 号）

精神，现就教学竞赛复赛有关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1.参赛教师要根据所授课程的专业类别（公共课程根据内

容属性）确定所属文科、理科、工科、思政组别。其中，实践

性课程鼓励采用虚拟仿真等信息化教学手段，现场决赛时不能

提供实践教学专用设备和场地。

2.根据全国和我省高校思政工作会议精神和有关文件要

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和课程须统一使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凡未按规定使用教材的任课教

师，各校不得推荐参赛。

3.参赛教师须根据所授课程及所选教材自主确定 20 学时

的教学内容，可不具有连续性，但需基本覆盖课程大纲（标准）

规定的主要内容。教学设计的文本应包括使用教材、课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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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内容目录以及分课时教学设计正文四部分（详见附件 1）。

参赛教师选取其中 1 个学时（约 45 分钟）的内容录制课堂教

学视频，教学视频内容应与该堂课教学设计完全对应。

4.参赛教师须于9月 2日 12时至 9月 11日 24时登录“湖

南省普通高校课堂教学平台”，填报教师信息并上传参赛作品，

参赛作品应符合有关技术规范要求（详见附件 2）；参赛作品

内容所涉及的文字、图片、音视频等，由参赛教师本人及所在

学校负责审核把关。参赛教师完成网上报送后，各高校直接从

平台打印复赛报名表，连同教师参赛作品的光盘、评审专家推

荐表及汇总表、以及本校初赛工作总结及推荐结果公示等相关

文件资料，于 9 月 17 日前报送至湖南省教科院高等教育研究

所。

凡未报送校内初赛通知、结果公布等正式文件资料的，视

同未按要求组织校内竞赛活动，不接受学校复赛教师报名。凡

逾期未在平台填报参赛教师信息及上传参赛作品，以及未报送

参赛教师复赛报名表、参赛作品拷贝光盘的，均视为自动放弃

参赛。

5.参赛教师上传参赛作品时，教学设计、教学课件、教学

视频、教学反思等的文件名（含文件属性）务必用课程名称命

名，不得透露任何个人及所在学校信息。凡透露个人及所在学

校信息者，均取消复赛资格。

6.组委会将于 9 月中下旬组织专家对复赛参赛作品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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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评审（复赛评分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3），确定复赛成绩及

参加决赛的教师名单。现场决赛将于 10 月下旬举行（决赛评

分指标体系详见附件 4）。

7.联系人：胡黄 0731-84402933、袁东敏 0731-84402930，

电子邮箱：gjs99_hn@sina.com，联系地址：长沙市教育街 11

号省教科院办公楼 718 室，邮政编码：410005。

附件 1：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教学设计参考

样式

附件 2：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参赛作品技术

规范

附件 3：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复赛评分指标

体系

附件 4：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决赛评分指标

体系

湖南省普通高校教师课堂教学竞赛组委会办公室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代章）

2019 年 6 月 21 日

mailto:hngjs12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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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教材：（所授课程须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

材的，请提供教材版本的相关信息。）

课程分析：（包括该课程的性质和作用，课程的总体设计以及学情分

析等）

参赛内容目录

《传播学》教学大纲中基本教学内容共 13章，此次教学设计的 20个

课时分别选自第 1、3、5、6、7、9、10、11、12等九章。

1.传播的定义和特点…………………………………………………………………1

选自第一章：传播与传播学/第一节：传播

2.符号的定义、分类、基本功能………………………………………………2

选自第三章：符号与意义

3

息提传第：）

播

第三章：符号与意义

播提相点

相传节 ”自第三定：传播与、传三相：传内容播
播提 号容息

………………
号息三，播提舆 …………………

.

提与播提与意。节信传内定三

”

自第三定：传播与、传三节：传纲信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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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传播的社会功能…………………………………………………………………9

选自第六章：传播的功能/第二节：传播的社会功能

10.把关人和把关理论…………………………………………………………………10

选自第七章：传播者/第二节：媒介组织

11.报刊的四种理论…………………………………………………………………11

选自第七章：传播者/第三节：传播制度

12.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12

选自第九章：传播媒介/第二节：传播媒介理论

13.“电视人”、“容器人”和“他律性欲望主义” …………………13

选自第九章：传播媒介/第三节：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影响

14.“使用与满足”理论………………………………………………………………14

选自第十章：受众/第三节：“使用与满足”

15.“传播流”研究………………………………………………………………15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6.大众传播与环境认知——“议程设置功能”理论…………………16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7.大众传播的潜移默化效果——“培养”理论………………………17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8.大众传播、社会心理与舆论——“沉默的螺旋”理论…………18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二节：传播效果研究的历史与发展

19.传播技巧与传播效果…………………………………………………………19

选自第十一章：传播效果/第三节：传播效果的产生过程与制约因素

20.传播学的经验学派……………………………………………………………20

选自第十二章：传播学两大学派/第一节：传播学的经验学派

教学设计正文（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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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

及分值
评 价 说 明

教学

设计

40

分

课程分析

5分

准确把握课程性质和地位作用，符合课程教学及

学生培养要求，教材选用科学合理。

教学目标

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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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

及分值
评 价 说 明

课堂

教学

视频

40分

内容讲授

5 分

内容娴熟、讲解流畅、表达准确，重点突出、深

入浅出，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学科发展前沿

和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启发学生思考，注重课程

育人，文字、图表等运用严谨规范。

教学组织

5 分

教学环节安排合理有序、衔接紧密，时间分配科

学，课堂调控有效。

方法运用

8 分

方法运用合理，突出学生思维训练和探究意识培

养，问题设计得当，富有启发性，有效引导学生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注重师生互动，合理运用

板书和多媒体等教学手段。

教学效果

12 分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课堂氛围好，感染力强，

学生思维活跃、参与积极，有效激发学生自主学

习和探究学习的积极性，素质教育理念和课程育

人要求得到落实，教学目标实现较好。

育人成效

5 分

课程育人目标明确、实效明显；突出教学内容的

思想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和价值观；突出教学实施育人导向，培养学生尊

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激励学生勇于探索

和创新。

教学风格

5 分

较好体现高校课堂教学特色和教改创新要求，特

色鲜明，风格突出。

教学反思

10分

分析全面，理论联系实际。思路清晰，观点明确，

文理通顺，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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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项目

评分指标

及分值
评 价 说 明

现场

授课

100

分

内容讲授

20 分

内容娴熟、讲解流畅、表达准确，重点突

出、深入浅出，紧密联系生产生活实际、

学科发展前沿和最新研究成果，有效启发

学生思考，注重课程育人，文字、图表等

运用严谨规范。

教学组织

10 分

教学理念先进，教学过程安排有序、衔接

紧密，时间分配恰当，课堂调控有效。

方法运用

25 分

教学方法运用合理，问题设计得当，富有

启发性，有效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

题，注重师生互动，合理运用板书和多媒

体等教学手段。

教学效果

25 分

师生关系民主和谐，课堂氛围好，感染力

强，学生思维活跃、参与积极，有效激发

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究学习的积极性，课程

育人要求和素质教育理念得到落实，教学

目标得到实现。

育人成效

10 分

课程育人目标明确、实效明显；突出教学

内容的思想导向，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突出教学实施育

人导向，培养学生尊重事实追求真理的科

学精神，激励学生勇于探索和创新。

教学风格

10 分

较好体现高校课堂教学特色和教改创新要

求，特色鲜明，风格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