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开展学院“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竞赛的通知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全省高校思想工作会议精神，把思想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推进学院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建设，发挥广大

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育人作用，承当起“课程思政”工作的主体责任，

学院决定在全院范围内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比赛。为保证此项

活动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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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理想信念为核

心，深入发掘各门课程所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承载的思想政治

教育功能，并融入课堂教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协同推

进，价值引领、能力达成、知识传授的有机统一，把思想教育工作贯

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升育人成效，培养担

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二、 活动目标 

以构建全科育人，全程育人，全员育人的大思想目标格局为导向，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发挥教师课程育人的主体作用，引导教

师依据课程特点，深入挖掘课程蕴含的思政元素，融入家国情怀、军

工精神、法制意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文精神、职业理想和职

业道德等要素。激发学生认知、情感和行为的认同，实现知识传授和

价值引领相统一，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

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的大思想格局。 

三、 参赛对象及流程 



参赛对象：全院授课教师 

各系部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本次“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大赛，并初

审参赛资料。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参加本次竞赛的教案进行评审。 

1.本次教学比赛每个系部至少推荐 2—4 个作品参赛 

2.个人赛或团队赛均可（团队赛参与教师人员数为 2—4人） 

四、 参赛要求 

参赛教师选取某门课程连续 10-12 个学时的教学任务作为参赛

作品，进行详细的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具体要求如下： 

1.教学设计要深挖思政元素，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

的有机统一，达到“润物细无声”的育人效果。 

2.课程目标中须明确本次授课的知识目标和思政目标；教学设计

思路需能体现先进的教学方法和理念，能体现知识和课程思政结合的

思路，教学重点和难点突出。 

3.能体现课程思政教学与对应知识点设计以及对应的教学方法。 

4.需有详细的教学反思。 

5.教学设计应包含的基本要素：教师所在系部、主讲教师、课程

名称、章节（项目）名称、授课对象、教学内容、学情分析、教学目

标、教学重点、难点、“课程思政”理念、教学方法与手段、课堂教

学设计、教学反思。参赛教师可以根据课程特点自行设计，鼓励个性

化，鼓励创新，但要符合高等教育教学规律。 

五、 材料提交 

1.2021 年 12 月 20 日前，各系部将“课程思政”教案设计大赛



参赛汇总表（附件 1）以及参赛材料统一发送至邮箱：22998734@qq.com,

联系人：刘丽。 

2.参赛作品需提交的材料：电子课件、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报告。

教学实施报告应梳理总结参赛作品的教学整体设计、教学实施过程、

学习效果、反思改进等方面情况，突出重点、特色和成效，可用图表

加以作证。中文字符在 5000 字以内，插入的图表应有针对性、有效

性，一般不超过 12 张。 

本次比赛依据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课程思政”教案设计大赛

评分标准（附件 2）进行评选。 

六、 奖项设置 

本次比赛设立一等奖（1 个）、二等奖（2 个）、三等奖（3 个），

并对获奖教师颁发荣誉证书及奖金。 

奖励参照《江西应用工程职业学院教学能力竞赛管理办法》执行 

七、 相关要求 

（一）高度重视。各系部高度重视，根据竞赛方案遴选出优秀的

课程思政课程参加学校的决赛。 

（二）动员宣传。加强动员宣传、为课程思政的顺利开展营造良

好氛围；系部和学院鼓励教师积极参赛，通过各种形式对获奖教师进

行报道宣传。 

（三）探索创新。通过教育引导、制度鼓励等手段转变教师观念，

发挥广大教师在课程教学中的育人功能，承担起课程思政的主体作

用。 

mailto:22998734@qq.com


 

教务处 

2021 年 11 月 



附件 1 

“课程思政”教案设计大赛参赛汇总表 

序号 课程名 总学时 系部 参赛团队 

  
 

  

  
 

  

  
 

  

 



附件 2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竞赛评比标准 

参赛教师姓名：                     课程名称                 

一级指标

（分值） 
二级指标 指标说明 分值 得分 

目标明确性

（20分） 

科学性 

适应新时代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要求，符合教育

部发布的专业教学标准、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等有

关要求。紧扣学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强

调培育学生学习能力、信息素 养、职业能力、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和爱岗敬业的劳动态度。 

10   

学情分析 

客观分析学生知识基础、认知能力、学习特点、专业

特性等，详实反映学生整体与个体情况数据，准确预

判教学难点及其掌握可能。 

10   

体系完整性

（60分） 

课程体系 
在课程知识点范围内，知识内容范围完整，知识体系

结构合理；逻辑结构清晰，层次性强，具有内聚性。 
10   

设计思路 

按照教学设计实施教学，关注技术技能教学重点、难

点的解决，突出学生中心，强调知行合一，实行因材

施教。应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思维处理教材，组织

教学内容，融入爱国情怀、法制意识、社会责任、人

文精神、仁爱之心等要素，激发学生认知、情感和行

为的认同，实现知识传授和价值引领相统一、教书与

育人相统一。 

20   

思政元素

融入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二者之

间有相关性，做到过度自然，能激发学生认知、情感

和行为对马克思主义观点的认同，能帮助学生树立正

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学生有获得感。 

20   

内容编排 
教学内容有效支撑教学目标的实现，选择科学严谨、

容量适度，安排合理、衔接有序、结构清晰。 
10   

实施成效性

（20分） 

教学反思

与改进 

能够对教学内容和过程进行梳理和反思，并做到适时

调整，能够提出改进教学的方法 
20   

评审专家签名：                      日期： 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