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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学
11月28日，2016届师范类毕业生教学技能大赛落幕。大赛分院级初赛、校

级复赛、决赛三个阶段。11月1日至24日，18个学院的2439名学生参加了初赛。

11月25日至26日，初赛选拔出的52名学生参加学校复赛，12名学生晋级决赛。 

校长刘仲奎，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万明钢，副校长张生勇和各学院主要负责

人、师生代表观摩比赛。

决赛采用全国师范生教学大赛评分标准，邀请了西北师大附中校长贾金

元、嘉峪关市一中校长周哲、兰州五十一中校长张德友、临夏中学校长张居

贵、徽县一中校长耿宏、民勤一中校长许少英、陇西二中校长贾国涛、庄浪二

中校长郭海玉、二附中副校长孙钧等9人担任评委。

经过一整天的角逐，大赛落下帷幕，颁奖仪式上，万明钢宣读了《关于表

彰奖励2016届师范类毕业生教学大赛优秀个人及优秀组织单位的决定》。外国语学院田艳琴、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王

海艳等2名同学以出色的表现荣获决赛一等奖，生命科学学院潘婷、数学与统计学院程光、体育学院金文杰、生命科

学学院贾蓉等4名同学荣获二等奖，历史文化学院郑东娜、文学院雷作安、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任婷婷、马克思主义

学院李健林、教育学院李雨霖、美术学院刘南南等6名同学荣获三等奖。马艳妮等40名同学荣获大赛优秀奖。马克思主

义学院、历史文化学院、生命科学学院、外国语学院、体育学院等5个学院荣获大赛优秀组织奖。

校长刘仲奎充分肯定了大赛的举办。他对决赛评委专家的精彩点评、参赛选手的优秀表现和相关部门的精心组织

表示衷心感谢。他说，各位中学校长的精彩点评，凝结着他们多年来在教学岗位上的丰富经验，对所有参赛选手及观

摩学生的教育教学能力提升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意义。

刘校长指出，经过3年的精心打磨，教学大赛已经成为我校的品牌活动，成为师范生专业技能培养的重要环节，

对提高师范生的从师技能具有很强的示范

和引领作用。他希望所有选手及时总结参

赛经验，并与更多的同学分享，将大赛的

成果推广到大家的学习实践当中。

刘校长要求，各学院和相关部门要及

时总结大赛经验，真正做到“以赛促训、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进一步深化师范

生专业能力培训和教育实习工作，推进学

校“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全面提高师范

生的培养质量。

走进课堂   呈现精彩   享受教学

根据学校“第五期本科教学改革工程”检查总结工作的安排，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委员、教务处领导和相关工作

人员于2015年底对学校24个学院进行了专题调研。调研由学校教学督导和教务处干部带队分别到各学院以研讨会的形

式开展工作，学院主要领导班子和教师代表参加了调研，调研主要听取了各学院在“教改五期工程”中取得的主要成

绩和本学院特色亮点工作介绍以及“十三五”期间教学改革工作的思考和打算，并征求了对学校 “本科教学六期教学

改革工程”和“十三五”本科教学规划的意见建议，最后学校教学督导和教务处相关领导结合学院实际情况与学院领

导班子广泛交流教学改革经验并给出了具体建议。 

在调研工作中各学院高度重视，之前召开专题会议研讨安排了本学院“第五期本科教学改革工程”检查总结工

作，认真分析了本学院在“教改五期工程”实施期间本科教学改革的主要举措和下一步工作的思考，对学校未来教学

改革工作提出了中肯的意见建议，调研中了解到各学院都有一些各具特色的教学改革工作案例，为今后的教学改革工

作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根据学校《关于开展“教改五期工程”终期检查总结工作的通知》精神，教务处将整

理本次调研的成果，形成专题调研报告，为学校教学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各学院认真检查总结形成详实的总结

报告，由教务处统一整理汇总，固化教学改革成果，积累经验，为《西北师范大学第六期本科教学改革工程实施纲

要》的制定奠定基础。 

学校调研“第五期本科教学改革工程”检查总结工作

12月12日，西北师大第三届青年教师教学

技能大赛落下帷幕。

本次比赛旨在弘扬学校优秀的教学传统和

文化，努力打造一流的教师队伍，顺应信息化

时代的要求，发掘根植于西北师范大学的“李

秉德和南国农教育理念与方法”，引导青年教

师更新教育理念，掌握现代教育教学方法，提

升青年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大赛参赛对象为我校承担全日制本科学生

教学任务（含理论课和实验课）的青年教师。比赛内容包括说课及教学文档、教学演示、回答问题三个环节，分两级

举行：院级初赛、校级复赛。共有367名青年教师参加院级初赛，占2015年我校40岁以下在编青年教师的62.7%。经过

激烈角逐，38名优秀青年教师进入校级复赛。

引领学生坚持梦想

“梦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青年教师胡好在黑板上写下这两个词，在校级复赛中，他选择“梦想”这

个主题作为自己的讲授内容。

在他看来，生活中虽然很少有人会谈及梦想，但是他希望给予同学们一个价值观方面的引导，坚定对梦想的那份

初衷！

为了讲好这堂课，胡好做了大量的准备，他曾多次组织学院里的老师和各个年级的同学当听众，每次讲课都使他

有很多的收获，在老师与学生的反馈中，让他更加清楚地把握住教程内容的侧重点。

正如他在课堂上所讲的那样，无论结果如何，在努力的途中都会让你收获良多。在这次的比赛中，通过备课、讲

课和评委点评，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也明白自己今后应该怎样做，他说，“很高兴学校能给予我们青年教师这样一

个平台，让我们在比赛中快速成长。”

用心孕育教育之花

比赛中，经济学院的单美姣老师双语授课赢得了学生的满堂喝彩。

“与东南沿海相比，咱们学生的主要短板就是对于工具类课程的应用，像专业英语、计量工具等，而东南沿海学

校，在本科阶段就大量开设全英文专业课，比如全英班的设置。纯英文的专业授课环境，能为学生考研、考ACC、

CFA、FCET等这些含金量比较高的专业资格证书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单美姣解释。

单美姣坦言，“在今天选择双语教学是非常有风险的，跟外院的老师相比，我不具有比较优势。我坚持这么做，

是想让学校，整个教育层面提高对双语教学重要性的认识，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推动双语教学。”

正如她的参赛宣言写的那样：“用自己的努力帮助学生掌握专业学习工具，让他们成为教育均等化的直接受益

者。”

不拘一格的多样化教学方法 

在《电影通史》的课堂上，传媒学院的赵丽瑾老师讲述完宏观的电影史理论知识后，就侯孝贤的电影艺术与学生

进行了探讨，在她看来，对具体的导演作品进行讨论，并将自己的心得体会与大家分享，这会让学生对所学内容有一

种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大学课堂就不该拘泥一格，应当提倡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赵丽瑾认为，对于传媒专业来说，多媒体教学可以

使课堂内容更丰富，也更有利于学生理解和接受新知识。

在这次比赛中，赵丽瑾收获到了许多，可以得到专家的指导，能够清晰自己的课堂内容，从而规范自己的课堂形

式，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她说，“如果可以，我希望参赛老师间也可以互相观摩，去了解别人的教学方法，会对我

以后的教学会有更多启发。”

教学互动是一起成长的过程

教育技术学院严富华是第二次参加教学大赛了。与第一次相比，他的教学理念有了不小的改变：“第一次参加参

加教学技能大赛时，认为老师教学重在老师教，而不在学；而第二次比赛后，我的教学理念有所转变，认识到‘教

学’不仅仅是教，教和学一样重要，而学才是最终的目的。”

严富华很喜欢互动性课堂这种授课方式。在课堂上，他分享了同学们的设计作品，与大家一起对每组的作品进行

点评，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互动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应该充满激情，学生要及时给老师反馈信息，互动性课堂能

让老师和同学彼此更深入了解。”

他认为，在教学中，必须要相信学生，相信学生是有能力的，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告诉他们要怎么做，而且还要

更多的激发他们的潜能，一起成长，彼此见证。

历时3个月，经过院级、校级的层层选拔和青年教师们的激烈角逐，文学院许琰老师、数学与统计学院孙小春获得

一等奖，舞蹈学院吴军等7名老师获得二等奖，外国语学院刘波等13名老师获得三等奖，音乐学院晏晓东等15名老师获

得优秀奖。

教育是传承文化、生成智慧的艺术，是影响生

命、促进生命发展的活动，青年教师的成长关乎学校

的可持续发展。举办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既为青

年教师搭建了锻炼、展示自己的平台，提高了他们磨

炼教学内功、夯实业务基本功的意识，也调动了他们

不断学习、共同提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为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学生成长为中心    探索教学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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