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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系青年教师多次参加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测绘类和地理信息类讲课比赛，取得了突出成绩，如何

将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经验和收获运用到日常教学中，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一

个课题。本文从参加全国讲课竞赛切身体会出发，分析了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特点及对策，探讨了参加全

国性教学比赛对日常教学工作的三点启示，对提升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有一定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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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young teachers of our department have participated in National Surveying and 
Mapping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teaching competition for young teachers for many times, 
and achieved outstanding results. How to apply the experience and harvest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teaching competition into daily teaching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is a 
topic worth thinking about and studying. Based on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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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teaching competi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the 
national teaching competition, probes into three inspiration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national 
teaching competition to the daily teaching work, and has certain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im-
proving the teaching ability of young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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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九大指出建立创新型国家，要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转变和发展，要求高等学校培养一

流的科学家和科技领军人才。教育部部长在“两会”上也明确表示：中国高校重在走自己的路，建设中

国特色的世界一流高等院校。由此可见，新时代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成为高等院校人才培养一项新的研究和实践课题。新时代急需创新型人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关键在

于教师，“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至关重要。 
近年来，海洋测绘专业先后派出青年教师参加全国高校测绘和 GIS 专业的青年教师讲课比赛，开拓

了参赛教师视野，锻炼了年轻教师队伍，取得了优异成绩。如何将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经验和收获运

用到日常教学中，实现竞赛发挥向常态化教学能力“迁移”，从而提升青年教师的教研能力，加快青年

教师的成长发展，为培养创新型人才奠定基础，是值得思考和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从参加全国讲课竞

赛切身体会出发，探讨了参加大赛对日常教学方面的一些启示，以期为青年教师教学能力的提高起到借

鉴之意义。 

2. 全国性教学比赛设置及参赛情况 

随着测绘专业在国民经济、文化及军事中的广泛应用，教育部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和中国测绘地理信息学会教育工作委员会等单位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青年教师讲

课竞赛”，至 2020 年已成功举办了十届，比赛方向由原来的“工程测量学”和“地理信息系统原理与应

用”两个方向，扩展至又包含“遥感原理与应用”和“GNSS 导航定位原理与应用”等四个方向，且规

定每所高校每个方向只能推荐一名参赛教师，比赛规模由最初的十几所高校 40 余名参赛教师扩大至 50
余所高校 150 余名教师。同时，随着地理信息系统专业(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晋升为全国十

大热门专业之一，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理科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教育与科普

工作委员会等单位自 2012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全国高校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至 2020 年已成功

举办了五届，比赛规模也在持续不断地扩大和增长。这些全国性的高规格的比赛吸引了包含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及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等军地知名高校和该行业内知名专家的广泛参与和关

注，加强了各高校测绘专业及 GIS 专业广大青年教师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了青年教师教学水平的提

高，成为该行业的高水平标志性竞赛，同时也从侧面反映出各高校年轻师资力量的整体水平。 
为促进海洋测绘专业与全国测绘学科和 GIS 学科的融合，加强与测绘和 GIS 教育行业之间的交流，

培养年轻教师敢打敢拼、积极向上的血性，在同行竞争中找差距，在教学比赛中求创新，近年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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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绘专业利用大赛机会，层层选拔并派出青年教师代表参加全国性的测绘类和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由于不断总结参赛经验，并注重平时教学与参加大赛相结合，参赛成绩越来越好，教学水平越来越高，

实现两者相生相长。“全国高等学校测绘类专业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由初期的两项二等奖，到后来两项

一等奖一项二等奖，再到近期一项特等奖和两项二等奖；“全国高校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由原来一

等奖到近期特等奖，且列全国高校参赛人员总分第一名。参赛教师在平时的教学能力也显著提升，课堂

授课质量评估优秀率比原来大幅提高。 

3. 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特点及对策 

3.1. 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特点 

截至目前，全国测绘类及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共举办了 11 届，但每次竞赛的要求均有所不同，主

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比赛时间的不确定性。每年参赛时间长短都不同，有时规定授课时间为 30 分钟，有

时 20 分钟，有时 15 分钟；在授课时间把握上要求也不同，有时要求不能超过规定时间±2 分钟，有时规

定不能超时，到时间直接喊停。二是授课内容的不确定性。有的比赛事先直接指定授课内容，要求所有

参赛教师都讲相同的内容；有的比赛则事先规定选题范围，比赛时从 5 个范围内随机确定 3 个进度；有

的比赛则由参赛选手自主选题，组委会不预先设置授课内容；有时规定预赛内容自选，决赛内容一致等

等。笔者在参加“第七届全国测绘学科青年教师讲课竞赛”时，预赛要求从三个既定范围内自选内容，

决赛则是规定同一授课内容，授课时间为 30 ± 2 分钟。在参加“第四届全国高校 GIS 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时，预决赛对授课内容不作限制，可在课程范围内自行选题，授课时间规定为 15 分钟，超过时间则直接

叫停。每届教学比赛规则不一，形式多样，突出变化，目的是通过大赛考核参赛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和灵活运用能力，考核参赛教师对课堂的掌控和随机应变能力，归根结底是考核参赛教师的教学基本功、

心理素质、专业素养和综合应用能力。 
笔者亲历几次大赛，不断积累经验，得到了较好锤炼，在比赛中根据比赛规则和特点，采取了针对

性和有效性对策，取得了个人特等奖和一等奖的好成绩，比赛中主要采用了以下对策。 

3.2. 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采用的对策 

3.2.1. 牢牢抓住课堂设计这条主线 
鉴于大赛对授课内容或者限定或者不限，即意味着选题上留给参赛教师的余地依旧很小甚至没有。

因为即便是不限制授课内容，但《地理信息系统》课程中比较精彩的适于比赛的内容屈指可数，又有如

此之多选手来选择，不可避免地会选择同一内容。那么如何将相同的内容讲出不同的感觉，课堂设计是

关键。这就如同讲故事，要把这个故事讲的有意思、引人入胜，首先要先吸引住听众，然后按时间、地

点、人物和事件逐步展开，整个过程有跌宕、起伏、铺垫、伏笔，牢牢抓住听众的注意力，最后再留一

个让听众回味无穷的结尾。一个好的课堂设计应亦如此，一般可按“导入–正解–导出”方式这一主线

进行设计，在“导入”部分，即引题[1]，可以采用案例法——从大家感兴趣、能够吸引大家注意力的话

题或事件入手，也可采用对比法——通过与前面学过的内容或之前的经验对比引出新的内容，等等，最

终目的是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其感觉到这节课的内容是如此之重要，如此之有趣；接下来是“正解”

部分，即描述、解决该问题，可采用多种教学方法结合使用，尽量避免平铺直述，通过一条主线将正解

过程前后贯穿，在讲授过程中，引导、启发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例如解析完方法一后，继续分析，

找出方法一的优点和缺点，针对缺点引出方法二……这样层层推进、由简单到复杂，逐步进入高潮部分；

最后是“导出”，可以是本节课的小结，也可是提出问题引发思考等等。 
同时大赛对授课时间的规定很短，不同于平日 45 分钟或 90 分钟正常的课堂时间，无法正常涵盖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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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题——问题提出、定义——问题描述、过程——问题解决、结束——问题总结等诸多教学环节和要素，

所以在进行课堂设计时，抓住重点，无须将问题的前前后后都介绍完整、解释清楚，尽量做到突出重点、

突出热点、突出亮点，有些内容、有些问题可留作伏笔课后思考或留给下节课解决，通过牢牢抓住课堂

设计这条主线，体现出教师对课堂的掌控能力、对内容的掌握水平，以及随机应变的综合素质。 

3.2.2. 灵活运用教学手段这一法宝 
教学手段是教师和学生相互传递信息的工具、媒体或设备，是为教学质量服务的手段。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教学手段由传统教学手段发展为现代化教学手段[2]，普遍以幻灯(投影仪、电视)为主导，同

时各种视频、音频、动画类层出不穷，给课堂增添了诸多精彩，渐渐地黑板、教鞭便成了配角。这一点，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从辩证角度看，传统教学手段与现代化教学手段各有优点与不足。教学

大赛中由于授课时间短，既要尽可能展现丰富的内容，又要体现出板书、多媒体等要素齐全，笔者倾向

于幻灯和黑板板书组合，以幻灯为主，幻灯中可穿插视频、动画等素材，板书为辅助，黑板上呈现课堂

的脉络及重要的知识点，或其他难以理解的或想要强调的内容。幻灯片的优点是翻页很快，来不及做记

录或进行更深层的思考，但如果在中间穿插板书的话，自然而然就放慢了速度，有利于评委跟上教师讲

课思路，也有利于学生做笔记及思考，同时也呈现出了课堂主线，浓缩的是整堂课的精华，更加一目了

然。好的板书应该更像一幅作品，赏心悦目，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效，因此，大赛中板书也需要仔细设计，

字的大小、各级标题的位置和排列等要做到心中有数。 

4. 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对日常教学工作的几点启示 

4.1. 处理好教学中变与不变的关系 

教师的本职工作、核心工作即为授课，授课是指在特定的课堂场景中，教师基于其丰富的知识和创

造性回应对授课内容的传授及对学员需求的理解，这也是教学法的概念。教学法包含了教学的科学性、

技术性和艺术性，其中，科学性是指教师在探索证据时做出选择和决定的研究、评估和反思；技术性指

教师从经验中选择并持续强化的技巧、方法和实践；艺术性则指教师每时每刻对课堂的掌控、创造性或

创新的回应[3]，三者共同组成了教学法的内涵。实际上，教学法的概念是抽象的、广泛的且多面的，同

时，由于教师自身素质和喜好的差异，教学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因人而异。另外，由于每位教师教学

阅历的不同、教学时间的长短，每位教师在不同时期的教学法也不一样，整体上驾驭课堂的能力越来越

强，教学法逐步走向成熟。这种不同教师群体的差异性和同一教师个体的动态性，需要教师在不断总结

授课经验的基础上，从自身和学员的角度出发不断对其进行提炼，正如罗宾·亚历山大所说“考虑到学

员、课程等各种因素与环境的局限，教师需要适当选择一种教学方法”，最终的目的为了提高教学质量，

从而获得高效的教学效果。 
另外，日常授课不同于讲课比赛，授课内容是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计划的安排进行讲述，

有抽象晦涩的内容，有直观有趣的内容，也有实践性强的内容，教师对规定授课内容的选择权利变小，

但必须做好两方面的工作，处理好内容完整与动态更新的关系：一是尽可能更新内容，把学科专业的最

新发展前沿，用新的教研转化成果，用部队新战法和新训法充实进教学内容，这样自然会引起学员的学

习兴趣。二是优化原有的教学内容，竭力让内容变得生动、让课堂富有活力、让学员趋于主动，这个过

程拼的是教师的能力，看的是教师的水平。 

4.2. 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 

《论语·为政》中记载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冉分别问孔子同一个问题：“闻斯行诸？”但孔子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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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原因则为“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

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这就是因材施教，意思是教师要从学生的实际

情况、个别差异出发，有的放矢地进行有差别的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扬长避短，获得最佳发展[2]。在

讲课竞赛中，这一点得到了很好的诠释。参赛教师分别来自于全国军地高校，每所学校的在国家高教体

系中的地位不同，有双一流建设院校，有 985 院校，有 211 院校，有普通高校等，因而其学生的类别、

层次及水平等也不尽相同，教师的教学模式也不同。例如，北京大学的参赛教师采用中英文授课、英文

板书的方式；武汉大学的参赛教师则是结合团队的科研成果对内容进行扩展和延伸。评委们在比赛现场

点评时多次强调：不同的学校，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课堂授课应是不一样的。 
在日常授课中，教师需要充分了解不同年级学员的学习特点、前置课程设置情况、本学期学员开设

课程以及近期学员训练情况，教学中注重精选教学内容、优化课堂设计、选择教学方法、预设教学效果，

做到有目的地实施因材施教，引导学员发现自己的兴趣和能才，让学员们各尽其材，有所发展。把因材

施教教学方法运用好，成为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最佳教育方式。 

4.3. 运用反思性教学的自我提升途径 

文献[3]中指出：反思性教学，即对自己教育行为乃至教学细节的追问、审视、推敲、质疑、批判、

肯定及否定等，对教学质量与成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教师实现自我提升与卓越教学最有效的途径。 
亲历每次讲课竞赛，笔者都会反复回想整个过程，包括其他参赛教师的讲课以及自己的讲课过程。

有的参赛教师引题很新颖，通过真实发生的事件引题，既吸引住了大家的注意力，又揭示出本堂课内容

的重要性；有的参赛教师教学手段很出彩，特意制作了配套动画及视频等，整个课堂绚烂多彩，让人眼

前一亮；有的授课内容偏理论，算法多，枯燥抽象，但在设计时注重于内容的衔接，以问题为导向，注

重方法与方法之间的改进与比较。 
同理，在日常授课中，尽管有开课前的教学小组集体备课、教案与课件检查评比、上课中各级督导

和领导听课及讲评，但整个授课过程中，大部分时间都是主讲教师在没有外人参与督导的情况下独立完

成教学任务。这就需要教师运用反思性教学思维，在实施课程规划、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及课堂授课等

多环节全要素教学过程中，对自己的教学行为反复地思考、推敲及审视，讲课前精心准备，授课后认真

反思，肯定优点之处，改进不足之处，取长补短，为下一次的教学积累经验。同时也要采取多听老教师

现场授课、多观看精品在线课程等，学习老教师的优秀教师的授课经验。只有在多次的学习、思考、质

疑、肯定、否定中，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及综合素质。 

4.4. 真正将高校课堂变为高效课堂 

大学教学与中学教学明显不同，课程设置多，多达几十门，并且课时短，从十几学时到几十学时不

等。因此高校课堂有着其显著特点：课堂上的知识多(一堂课可能要学习几十页的内容)、新(老师可能会

脱离教材，将最新的研究进展及成果呈现给学生)和高(高于教材，接触到最热点问题、难点问题)。但在

传统教育模式下，大学的课堂教学很容易陷入千篇一律的境地——“以教师为中心”、“满堂灌”的课

堂，即老师主动的拼命的施教，而学生被动的麻木的接受，因此如何将“高校课堂”真正变为“高效课

堂”则是每一位高校老师追求的极致。 
所谓“高效课堂”定义不一，但核心意思均为指通过教师的导和学生积极主动的学，学生获得最大

学习效益、获得高效发展。因此，高校教师在充分做到以上三点的基础上，还应该主动地去探索新的教

学模式，真正确立教学中学生的主体地位，凸显学生的“主人翁”地位，采取启发式、交互式等多种教

学方法和手段，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学生主动思考，鼓励学生去批判质疑，培养其发散性思维、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1046


于彩霞 等 
 

 

DOI: 10.12677/ae.2021.111046 283 教育进展 
 

新性思维以及动手实践的能力，真正使其成为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 

5. 结语 

教学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教师坚持不懈的努力，抓住现代高校教学课堂的教学特点，

遵循科学的教育规律，不断地去探索、去实践、去提升[4]。特别是青年教师，更应该真正理解教学方法，

更新教学观念，掌握教学真谛，以国家级讲课竞赛要求为标准，把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经验贯彻到日

常教学工作中，教学中用心去设计，用力去准备，用情去渗透，采取多种教学方法与手段引导学生主动

思考，以高质量的教学带动学生高成效的学习，提升高校的教育水平，为创新性人才的培养做出应有的

贡献。 

参考文献 
[1] 麦克·格尔森. 从备课开始的 50 个创意教学法[M]. 黄爱丽, 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5: 11-48. 
[2] https://baike.sogou.com/v33292.htm 
[3] 安德鲁·波拉德, 克里斯廷·布莱克-霍金斯, 加布里埃尔·克利夫·霍奇斯, 等. 反思性教学: 一个已被证明能让所

有教师做到最好的培训项目[M]. 张蔷蔷, 译.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 277-290. 

[4] 樊华, 苏波, 杨肃非. 高校教师课堂教学艺术探析[J]. 科教导刊, 2013(11): 105-106. 

https://doi.org/10.12677/ae.2021.111046
https://baike.sogou.com/v33292.htm

	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对日常教学工作的启示
	摘  要
	关键词
	The Enlightenment of Participating in National Teaching Competition to Daily Teaching Work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全国性教学比赛设置及参赛情况
	3. 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特点及对策
	3.1. 全国性教学比赛的特点
	3.2. 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采用的对策
	3.2.1. 牢牢抓住课堂设计这条主线
	3.2.2. 灵活运用教学手段这一法宝


	4. 参加全国性教学比赛对日常教学工作的几点启示
	4.1. 处理好教学中变与不变的关系
	4.2. 贯彻因材施教的教育方式
	4.3. 运用反思性教学的自我提升途径
	4.4. 真正将高校课堂变为高效课堂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