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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参与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后的思考
蒋爱英

（怀化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摘要：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目的在于加强师范生职前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教师组织对师范生进行

赛前指导是提升竞赛水平的重要举措。结合三届指导、两届参与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现场评委实践与思考，分析竞赛结果，并就指

导学生参加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方法和心得与同行交流，以期为更好地指导学生参加此类竞赛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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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 1-2-2 缘

所谓多元参与，是因为与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1-2-2

缘”，也就是在已经完成的 2015-2020 连续六届湖南省师范生

教学技能竞赛中，一次作为组织者全面策划了怀化学院代表队参

赛训练；两次作为主要成员全程参与怀化学院参赛队的选拔、培

训，这三次的竞赛我校均获优秀组织奖，参赛学生获奖率达 75%-

80%。还有两次受邀担任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现场评委。

（一）一次组织校队参赛

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始于 2015 年，当时的教务处领导

把竞赛的组织工作全盘委托给了教科院。作为当时的教科院教学

副院长成了第一次参加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执行负责人。

凭十几年师范生能力素质训练的经验，制定了《湖南省首届师范

生教学技能竞赛选拔及强化培训工作方案》，确定了“专项训练

与综合训练相结合、自主练习与集中指导相结合、个别指导与集

体指导相结合、日常练习与模拟竞赛相结合”等基本原则，组织

一批教师开展竞赛选拔和培训指导工作。

（二）两次全程参与培训工作

因 2016 年 1 月辞去教科院副院长职务，接下来的三届竞赛指

导没有机会参与。2019 年、2020 年受教务处师范科科长的邀请，

全程参与全校集训队的培训工作，主要负责教育问答板块的内容，

并全程参与综合训练及模拟竞赛指导。

（三）两次受邀担任省赛现场评委

受湖南省教育厅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组委会的邀请，2016 年、

2020 年担任湖南省教育厅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教育问答与片断教

学项目的评委。亲眼目睹了选手们的风采，也熟悉了该项目现场

评分的标准和流程。

二、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的特点

湖南省的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起始于 2015 年，是由湖南省教

育厅主办衡阳师范学院承办的，至今已成功主办六届。大赛设置了

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教育问答、片段教学、教学板书等 5

个项目。竞赛按专业划分学前组、小学组、中学组 3 个组别，选手

们需现场在 150 分钟内随机抽取教学内容，完成教学设计和制作多

媒体课件，然后进行 3 分钟教育问答和 10 分钟片段教学。从已完

成的六届情况来看，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有以下特点：

（一）竞赛内容全面，要求严格

比赛项目的教学设计、多媒体课件制作、教育问答均是现场

抽题，全程无网络资源可以使用。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选手的技

能水平、应用能力和思维创新能力，加上片段教学、教学板书的

项目，对参赛选手的考核十分全面且严格。

（二）竞赛体现了以赛促练的理念

竞赛规程不仅要求各高校在校级选拔赛的基础上按参赛名额

的 300% 报送选手名单。学校只能自主推荐 60% 的参赛人员，其

余 40% 由组委会从学校报送的名单随机抽取。这就迫使各师范专

业不可能只集中精力训练几个精英代表，有效激励师范专业重视

所有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很好地体现了以赛促练的理

念，全面提升了我省师范生的教学技能水平，夯实了作为师范生

应具备的教学实践应用能力。

（三）严格控制获奖比例，保障了奖项的含金量

虽然所有参赛选手都做了精心准备、也都经过了学校精心指

导、反复训练，水平已经相当不错。但大赛设置的个人总获奖比

例为 60%（实际评奖还常低于 60%）。其中一等奖人数为参赛总

人数的 15%，二等奖的为 20%，三等奖的为 25%。优秀组织奖则

是不超过参赛高校总数的 30%，考核的不仅仅是选手成绩竞赛成

绩，还要根据各高校提交申报材料，考核竞赛组织情况。可见整

体竞赛的评奖是严格的、规范的、公正的。

（四）竞赛过程公开，评审公平公正

竞赛的评委组成合理，有高校评委、基础教育一线评委人。

均是具有学科教学论学术背景的专家或教育学（或心理学）学术

背景的专家及基础教育一线教师。竞赛的过程全程开放，之前是

可以在组赛现场观摩室观摩，2020 年更是实现了全程直播。评分

细则明确，评委现场实名制评分，保证了评分的客观公正。

（五）竞赛促进了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的提高

无论是两次出任评委的现场感受，还是在网上观看历届竞赛

一等奖获得者的授课视频，还是参赛选手对比往届一等奖视频和

现场观摩到的竞赛，都让人明显地感受竞赛组织到第六届，全省

选手的水平明显提高，表现在教态更加自然老练、教学手段更加

丰富、教育观念更加科学、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更加透彻，就连在

没有任何外来资源可用的情况下做的 PPT 常常也让人惊叹。这都

体现了参赛选手内在素质更加扎实，外在表现更加成熟。

三、湖南省六届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参赛、评奖情况

（一）历届参赛单位数、人数及评奖比例

表 1　历届参赛单位数、人数及评奖比例

        奖项

年份

参赛单位

数及人数

一等奖

（人）

二等奖

（人）

三等奖

（人）

获奖

总人数

评奖

比例

2015 23/129 19 25 35 79 61.24%

2016 23/128 18 24 32 74 57.81%

2017 23/133 18 24 32 74 55.64%

2018 24/142 24 30 36 90 63.38%

2019 24/147 24 30 36 90 61.22%

2020 24/157 24 30 40 94 5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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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年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

表 2　历年优秀组织奖获奖单位

                                         年

 学校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累计（次） 获奖率

衡阳师范学院 √ √ √ √ √ √ 6 100%

长沙师范学院 √ √ √ √ √ 5 88.33%

湖南师范大学 √ √ √ √ √ 5 88.33%

怀化学院 √ √ √ 3 50%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 √ √ 3 50%

湖南科技学院 √ √ √ 3 50%

邵阳学院 √ √ √ 3 50%

湖南文理学院 √ √ 2 33.33%

湖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 √ 2 33.33%

湖南科技大学 √ 1 16.67%

吉首大学 √ 1 16.67%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 1 16.67%

湖南农业大学 √ 1 16.67%

湘南学院 √ 1 16.67%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 √ 1 16.67%

总数 7 5 5 7 7 7 38

优秀组织奖评奖 30.43% 21.74% 21.74% 29.17% 29.17% 29.17% 26.95%

四、我校参加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结果分析

以上数据分别摘自湖南省教育厅每年公布的普通高校师范生

教学技能竞赛等学科竞赛结果的通知。从结果统计来看，怀化学

院在此项比赛中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

（一）良好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领导的高度重视

良好成绩的取得得益于领导的高度重视和教务处的精心组织

和统一安排。为搞好每年一次的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我校都会

要求各二级学院精心组织初赛，选拔优秀选手。在领导的高度重

视下，各二级学院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竞赛已是常态化工作。

这种常态化的训练与突击训练参赛、为“赛” 而“练”的情况是

完全不同的，这不仅符合湖南省教育厅组织这项比赛的初衷，也

保障了我们的获奖能够做到“满园开花”。

（二）“满园开花”显示师范教育仍是我校的品牌

所谓“满园开花”是指在六届师范生技能大赛中我校获奖学

生的专业涵盖了 11 个师范专业，我们的优秀组织奖获得次数也仅

少于省内师范类院校，甚至与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是并列的。在竞

赛十分激烈的情况下，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反映了我校各个师范

专业在传承师范特色、强化师范生综合素养的培养和应用能力的

提升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所以学校尽管在适应经济结构调整和

教学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以增强社会适应性和办学规

模的拓展，但是师范教育不仅是我们的根，师范特色在我校仍然

得到了很好的传承。抓住我们的根，挖掘潜力，精心培养，把师

范教育树立成学校品牌，是非常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 

（三）系统且专业化的赛前集中训练是取得好成绩的保障

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大赛的目的在于加强教师教育专业学

生职业技能的培养，提高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竞赛肯定离不

开专业学科知识和教育教学理论知识，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是学

科竞赛获得优异成绩的基础，学生所掌握的专业理论知识是解决

学科竞赛中出现的问题和挑战的重要“武器”，是实现专业理论

知识向更高更好成绩转化的重要保障。而赛前指导也是为参赛学

生提供的非常重要的条件之一，系统的强化训练才能引导学生实

现知识向技能的转变，才能引导他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来解决教

育现实中的实际问题。竞赛开展的质量与竞赛指导密切相关，要

提高学科竞赛的质量需要有一个系统的竞赛指导体系。

（四）竞赛水平的提升需要组建专业化的教师指导团队

应该说经过几年的组赛和指导，我校已基本建立了一支热心

基础教育研究、关爱学生成长成才的师范生教学技能训练与指导

团队，在几年的实践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总体来说，教学设

计、教育问答、板书设计、课件制作这几年的师资相对稳定。但

学科指导教师有的院部人员不确定，指导教师可能只是因为是入

选学生的班主任，但事实上对基础教育教学并不熟悉，还常常出

现集中训练时学科指导教师缺席的情况，这很不利于训练和指导。

事实上湖南省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是要激励广大师范专业重视学

生的教学能力和素质培养。取得竞赛好成绩只是一个方面，促进

教师研究师范生教学能力培养，达到以赛促教、提高整个师范教

育的教学质量才是根本和关键。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充分调动

指导教师的积极性和潜能，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行的。学校应

借助师范生教学技能竞赛训练建立一支师范生能力素质研究与训

练团队，搭建一个切磋交流、相互促进和提高的平台，从而推进

师范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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