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识课程教学创新活动方案

一、活动主题

引领高校教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通识课程教学创新，探索翻

转课堂、基于问题学习、成果导向等教育教学模式，实现高效课

堂、深度学习，促进通识课程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发展素质教育。

创新主题可以包括：基于翻转课堂模式的教学设计与实践；

能力导向的研究型课程开发；成果导向的教学设计与策略；以及

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其他教学创新设计。

二、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协办单位：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重庆大

学、电子科技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东北大学、武汉理工大学、

湖北大学、重庆邮电大学

技术支持单位：上海卓越睿新数码科技有限公司（智慧树）

活动设组织委员会，负责制定活动方案、活动组织、活动网

站等相关问题。主席一位，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

究分会理事长担任；执行主席一位，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

质教育研究分会秘书长担任；委员由联合协办单位、技术支持单

位相关负责人构成。

三、活动对象



各高校通识教育课或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任课教师。

四、活动流程

活动持续时间为一年，于 2019 年 9月启动，2020 年 11-12

月进行现场展示。流程如下：

1. 2019 年 9 月-2020 年 3 月，发布活动通知

面向全国高校教务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通识教育中心等

通识教育选修课管理部门发布活动通知。

2. 2020 年 4-6 月，各高校组织校内推荐及培训

建议各高校教务处、文化素质教育基地、通识教育中心等通

识教育选修课管理部门组织校内推荐，联合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

通识课程教师进行教学创新培训，提升全校通识课程品质；

3. 2020 年 6 月 30 日前，推荐报名参加网络展示交流

各高校推荐最多不超过 5 门的通识教育选修课或文化素质

选修课进入网络展示环节，并填写推荐汇总表（附件 2）发送至

cale_2011@163.com；

4. 2020 年 7 月-8 月，提交网络展示材料

进入网络展示后，参赛教师根据秘书处提供的账号与密码，

登陆活动网络平台自行提交书面材料与视频材料；

 申报书

①教师基本情况：个人或团队基本情况、简历及主要贡献等。

②教学创新设计：教师须清楚陈述所授课程的一般信息（课

程名称、课程属性等）；学情分析；学习目标设计；主要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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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问题；设计的创新点；取得的学生学习效果及推广应用效果。

 微课视频

请选择某一知识点进行讲授，视频内容需要体现教师真实授

课场景，体现学生良好学习体验的真实课堂，体现教师的教学创

新设计。视频要求：限定为 MP4 格式，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要求图像清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画面比例建议为 16:9，

分辨率不低于 1024 X 576（16:9）或 720X576（4:3）；文件大

小不超过 500M。视频名称规范：微课+XX 学校+XX 老师+主题。

5.2020 年 9-10 月，网络展示与交流

6.2020 年 11-12 月，现场展示交流暨通识课教学创新论坛

推荐部分教师入选“通识课程教学创新名录”，并受邀参加

现场展示交流会。现场展示以“创新设计汇报+教学评价+互动交

流”的形式开展，具体活动内容及所需材料如下：

 创新设计汇报，10 分钟

以说课的形式，结合教学实践及申报书内容，汇报课程的学

习目标、学情分析、教学方法、教学流程设计、教与学效果及推

广价值，并展示相关过程性支撑资料。

 教学效果视频，5 分钟

教学效果以视频的形式展示，视频内容主要反映课程教学的

形式、方法与效果；收集对教师教学创新设计的多方面评价，包

含学生评价、团队（或同行）评价等。评价建议采用访谈形式。

视频要求：限定为 MP4 格式，时长不超过 5 分钟；要求图像清

晰稳定、构图合理、声音清楚；画面比例建议为 16:9，分辨率



不低于 1024 X 576（16:9）或 720X576（4:3）；文件大小不超

过 500M。视频名称规范：教学效果+XX 学校+XX 老师+主题。

 互动交流，5 分钟

与现场专家进行互动交流，完善创新成果，提高教学设计影

响力。

同期进行通识课程教学创新论坛，邀请相关专家、优秀通识

课程教师分享教学创新成果。

五、创新标准

表 1 通识课程教学创新设计标准

维度 要点

创新性

60%

学习目标：恰当安排认知领域高阶学习目标，并能够以相应教

与学效果来证明；

教学对象：准确把握教学对象知识水平、认知特点等；

教学方法：教学创新思路与方法；

教学流程：教学创新在教学中的具体体现；

学习效果

30%

学习目标达成度：学习成果有了哪些显著提升等；

学生的学习体验：学生在哪些方面受益以及受益的证据等；

推广价值

10%

设计反思：提出进一步完善的思路；

影响意义：对于同一类课程教学、其他专业教学的影响；在中

国高校教学改革进程中具有哪些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