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1   

 

专委会首届“同课异构”教学竞赛报名表 

 

参赛高校：                                        参赛课程：               

主讲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照片 职称  职务  
学历/ 

学位 
 

工作 

单位 
 

邮箱  手机  

团队 

教师 

姓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职称 

学历/ 

学位 
工作单位 

在参赛课程中承担 

的教学任务 

       

       

       

课程 

情况 

学分 

学时 

 

 

授课 

对象 
 

教学成果  

学校意见 

 

 

同意推荐。 

 

                                     学校 （盖章） 

 

年  月  日        



 

 

 

 

首届“同课异构”教学竞赛评审专家推荐表 
 

 

学校名称（盖章）：                             

 

评审课程 专家姓名 所在专业 所在学校以及院系 职称/职务 手机 

      

      

      

      

      



 

 

首届“同课异构”教学竞赛参赛教师信息表 

 

单位：（盖章） 

 
 

学校 参赛课程 主讲教师（1名） 团队成员（3名） 主讲教师手机号码 

     

     

     

     

     

 

  



 

 

首届“同课异构”教学竞赛领队人员信息表 
 

学校名称（盖章）：                      

 

领队姓名 学校 职称/职务 手机 邮箱 

     

  



 

 

 

 
教学设计报告 

 
 
 
 
 
 
 
 
 
 
 

学校（盖章） : 

课程名称 : 

主讲教师 : 

团队成员 : 

 

 

 

 

 

日期：2025年  月   日



 

 

教学设计报告：包括封面、摘要、正文，字数在4000字左右为宜，另附课程教学大纲（包括课程章节目录与学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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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粤港澳高等财经教育专业委员会首届
“同课异构”教学竞赛评分标准 

 

大赛内容包括三部分： 

一是教学设计报告，计40分； 

二是教学设计汇报，计30分； 

三是现场教学，记30分。 

 

表1：教学设计报告评分标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15%) 

立足于课堂教学真实问题，能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

的理念，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与方案。 

有明显的教学特色 

(20%) 

把“智能新财经”的建设要求贯穿到教学过程中，对教学

目标、内容、方法、活动、评价等教学过程各环节分析全

面、透彻，能够凸显教学特色。 

体现课程思政 

(20%) 

能够准确把握课程思政的内涵建设要求，聚焦需要解决的

课程思政教学问题，能够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

培养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注重应用人工 

智能技术 

(30%) 

建有丰富、优质的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够把握新时代下的

学情特征，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施教学活动与考核评

价。 

注重成果辐射 

(15%) 

能够对教学成效开展基于证据的有效分析与总结，形成具

有较强辐射推广价值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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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教学设计汇报评分标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理念与目标 

(10%) 

课程设计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教学目标符合

学科特点和学生实际；推进“新文科”建设，带动教学模式

创新；体现对知识、能力与思维等方面的要求。教学目标清

楚、具体，易于理解，便于实施，行为动词使用正确，阐述

规范。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融为一体，充分发

挥课程育人作用。突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内容分析 

(15%) 

教学内容前后知识点关系、地位、作用描述准确，重点、难

点分析清楚。 

能够将教学内容与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验、社会

需求新变化相联系。 

学情分析 

(5%) 

学生认知特点和起点水平表述恰当，学习习惯和能力分析合

理。 

课程思政 

(20%) 

符合学生思想发展和认知特点，体现课程育人理念和目标，

将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课程自身蕴含的思政

教育资源挖掘深入准确，引用典型教学案例举例说明，具有

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 

 

过程与方法 

(30%) 

教学活动丰富多样，能体现各等级水平的知识、技能和情感

价值目标。 

能创造性地使用教材和数字化教学资源，内容充实精要，结

构合理，过渡自然，理论联系实际，启发学生思考及问题解

决。 

能根据课程特点，用创新的教学策略、方法、技术解决课堂

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教学重点突出，难点把握准确。 

合理选择与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创设教学环境，关注师生、

生生互动，强调自主、合作、探究学习。 

考评与反馈 

(5%) 

采用多元评价方法，合理评价学生知识、能力与思维的发展。 

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有适合学科、学生特点的

评价规则与标准。 

设计创新 

(15%) 

教学方案的整体设计富有创新性，能体现高校教学理念和要

求；教学方法选择适当，教学过程设计有突出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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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现场教学评分标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教学内容 

（40%） 

贯彻立德树人的具体要求，能反映或联系学科发展新思想、

新概念、新成果，能依据人才培养目标合理设置重难点，条

理清楚，循序渐进，突出学科交叉和数字素养。 

教学组织 

（40%） 

教学过程突出以学生为中心，安排合理，方法运用灵活、恰

当，启发性强，能有效调动学生思维和学习积极性，熟练、

有效地运用数字技术。 

语言教态 

（10%） 

语言清晰、流畅、准确、生动、发音标准，语速节奏恰当。

肢体语言运用合理、恰当，教态自然大方。教态仪表自然得

体，精神饱满，亲和力强。 

教学特色 

（10%） 
教学理念先进、风格突出、感染力强、教学效果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