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生组比赛方案

一、参赛对象

我院在校学生，可以跨专业参赛。

二、赛项设置和承办单位

序号 承办单位 赛项名称 预计比赛时间
承办系部

联系人

1

经济与管理系

（4个）

货运代理 11 月 27 日

王风芹
2 互联网+国际贸易综合技能 12 月 19 日

3 电子商务技能大赛 12 月 12 日

4 大学生财会技能创新大赛 12 月 5 日

5

电子信息与传

媒系（4个）

网络系统管理 12 月 12 日

邹汪平
6 （VR）虚拟现实技术 12 月 26 日

7 移动应用开发 12 月 13 日

8 集成电路开发及应用 12 月 26 日

9

机电与汽车系

（4个）

汽车技术 12月 12-13 日

吴志光
10 机器人系统集成 12月 12-13 日

11 工业设计技术 12月 12-13 日

12 数控机床装调与技术改造 12月 12-13 日

13

生物与健康系

（4个）

动物体常见器官识认 12 月 5 日

曾叶纯
14 宠物美容技术 12 月 5 日

15 护理技能 12 月 5 日

16 健康与社会照护 12 月 6 日

17

建筑与园林系

（4个）

园艺 12月 19-20 日

郝华文
18 花艺 12 月 18 日

19 建筑工程识图 12 月 19 日

20 工程测量 12 月 20 日

21 教育系（1个） 学前教育专业教育技能
11 月下旬-12

月上旬
刘洋

22
旅游系（2个）

餐厅服务 12 月 12 日
凌虎

23 礼仪服务 12 月 12 日

24
基础教学部（1

个）
五年一贯制普通话大赛 12 月中旬 叶勇

注:申报参加外系承办的赛项的学生信息由本系教学秘书统计后

发给承办系教学秘书汇总



三、比赛地点与时间

1.地点：各系部实训室

2.时间：2020 年 11 月 20 日-12 月 20 日

四、奖励

1.奖项设置：

1）参赛队伍数在 3-6 支，只设置一等奖 1 项；参赛队伍数

在 6 -10（含 10 支）支以上，设置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

三等奖 1 项；参赛队伍 10 支以上，按分别按一等奖 10%、二等

奖 20%、三等奖 30%比例设置奖励。

2.院级技能大赛根据赛项拨付一定的赛项经费，经费主要用

于比赛耗材的采购。

五、要求

1.各承办系部要将完整的竞赛方案、竞赛规程、评分标准及

训练计划（操作性强，可抽查）由系部充分论证后分别在系部网

站和学院技能大赛网公布，同时明确各赛项具体负责人，向全院

师生公系整系整

承部充完学学项经责人的将公证大队具 ，具练学学购性

能

等

赛

地

经

系

求

0

0

队练学

体

人

间：参网等按时时按上上奖赛只奖划赛完比充负完系系励



3.各系部应加强参赛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操作安全规则教育，

确保文明参赛、安全比赛。

4.所有赛项，由各系部根据赛项实际情况上报预算方案，由

教务处统一汇总后报学院领导，待学院批准后，各系部根据学院

拨付的活动经费，按规定开展竞赛的相关材料采购。

5.每位指导老师只能指导一只参赛队伍参赛，参赛学生一般

不能超过两个赛项。

6. 2020 年 12 月 21 日-27 日为院级技能大赛成果展示周，

各系要在院级技能大赛结束后及时向广大师生展示技能大赛成

果，并将 2020 年院级技能大赛总结、成果展示情况以纸质版（盖

章）报教务处。

7.各系部要在院级比赛的基础上组建省赛集训队，开展赛前

集训并将集训方案报教务处备案。





换，原有视频至多上传一个。

2.决赛：初步定于 2021 年 3 月初，具体时间与地点另定。

四、奖励

一等奖 10%、二等奖 20%、三等奖 30%。一、二等奖根据现

场决赛成绩排序确定，三等奖根据网络初评得分排序确定。学院

组织专家对参赛作品的专业备案、课程设置、实际教学等情况进

行资格审核，通过资格审核的参赛作品方可获奖。

五、比赛组别

比赛设高等职业教育组分 2 个报名组别。

1.高职公共基础课程组：参赛作品应为公共基础课程中不少

于 12 学时连续、完整的教学内容。

2.高职专业课程组：二者选择其一：1）参赛作品为专业基

础课程或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拓展课程中不少于 16 学时连续、

完整的教学内容。2）参赛作品为专业核心课程或专业拓展课程

中不少于 16 学时连续、完整的教学内容，其中必须包含不少于

6 学时的实训教学内容。职业院校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中的

实习项目工作任务也可参赛。

六、比赛办法和提交材料

1.比赛方法

借助安徽教学能力大赛平台进行初赛，初赛后再现场开展决



赛。

2.初赛需提交材料

教学团队选取某门课程在一个学期中符合要求的教学任务

作为参赛作品，完成整体教学设计及详细教学设计，组织实施课

堂教学。教学内容应符合教育部印发的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中

的有关要求，并对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涉及 1+X 证书制

度试点的专业，还应对接有关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教材选用应符

合教育部有关规定。鼓励提交 1+X 证书制度试点专业的参赛作

品。参赛作品材料包括参赛作品实际使用的教案、3 段课堂实录

视频、教学实施报告，另附参赛作品所依据的实际使用的专业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

初赛阶段，参赛团队需提交：参赛作品材料包括实际使用的

教案、3-4 段课堂实录视频、教学实施报告，另附参赛作品所依

据的实际使用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各片段录制时长

原则上在 8-15 分钟以内，最多不超过 20 分钟；3 个视频合计大

小不超过 500M，单个视频不超过 200M。

学院组织评委对参赛作品进行初评，确定入围决赛名单和三

等奖名单。

3.现场决赛

1）教学团队按时进入比赛室，首先简要介绍教学实施报告



的主要内容、创新特色；然后由两名参赛教师分别针对所抽定的

两份不同教案中的自选内容进行无学生教学展示（如，新知讲解、

示范操作、学习结果分析、课堂教学小结等），教学展示应符合

无学生教学情境。

2）介绍教学实施报告时间不超过 6 分钟，两段无学生教学

展示合计时间 12—16 分钟。期间另外安排换场准备，用时不超

过 5 分钟。

3）答辩，评委针对参赛作品材料、教学实施报告介绍和无

学生教学展示，集体讨论提出 3 个问题（包括参赛作品所涉及的

学科、专业领域的素质、知识、技能等）。教学团队针对屏幕呈

现的问题（评委不再复述或解读、可以事先指定答题者），逐一

回答并阐述个人观点（可以展示佐证资料），时间不超过 8 分钟

（含读题审题），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评委可以追问。

由网络初评得分（占 40%）与现场决赛得分（占 60%）综合

评定出现场决赛成绩。

七、参赛评分标准与要求

全面对接省赛和国赛要求，请参赛选手认真阅读《2020 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方案》和安徽省 2020 年教

学能力大赛的相关文件，评分标准参照 2020 年国赛评分标准（附

件 3：2020 年院级技能大赛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评分指标）。



附件 1

2020-2021学年度教学能力比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作品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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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团队全部成员逐一添加填写



附件 2

2020-2021学年度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能力比赛参赛汇总表
/

组别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名称
课程名称

作品名称

（教学任务精确表述）

教学团队

联系人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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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0-2021学年度池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学能力比

赛评分指标

一、公共基础课程组

评价

指标

分

值
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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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指标

分

值
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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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技能）课程组
评价

指标

分

值
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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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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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

指标

分

值
评价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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