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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 昆明理工大学历来重视高素质创新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坚持将教师参
加教学竞赛作为提高教师教学能力与水平、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促进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手段。

•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2021年发布的《全国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分
析报告（2012-2020年）》，昆明理工大学在位列《2012-2020年全国
普通高校教师教学竞赛状态数据（本科）》第31位，相比2020年大幅
提升了18位，为云南省连续四年唯一进入前50强的高校。

            

                （信息来源：https://www.kmust.edu.cn/info/1141/19344.htm）



• 自2009年以来，昆明理工大学每个学年都组织开展形
式多样的教师教学竞赛工作，包括青年教师课堂教学
比赛、本科课堂教学比赛、多媒体教学竞赛等；学校
还承办云南省高校教师教学大赛等多个省级比赛。外
国语言文化学院认真组织学院教师参加教学比赛，取
得优异成绩。近十年来，有五十余位外语教师获得各
级各类教学比赛殊荣。

学校重视，教师参与



昆明理工大学多媒体教学竞赛特等奖3人
；一等奖5人；二等奖和三等奖若干。 昆明理工大学青年教师本科课堂教学比赛

特等奖2人；一等奖4人；三等奖若干。 



• 近年来，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围绕
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面向全校所有学
科专业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提高立德树
人成效和人才培养质量。

• 学校制定了《昆明理工大学课程思政建设方
案》，聚焦提高人才培养能力核心，通过设
立 “课程思政”教改专项课题、开展“课
程思政建设”系列专题培训以及举办课程思
政教学比赛等一系列举措，指导学校课程思
政教学研究和改革实践，切实推动思想政治
教育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形成良好的立德
树人氛围。

– 信息来源：https://www.kmust.edu.cn/info/1141/18971.htm

• 2020年12月，学校举办了2019至2020
学年课程思政教学比赛，全校27个
教学单位的214位教师参加赛。比赛
按学科分为9个理工组、4个文体组
和1个思政组。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师在学校
2020-2021学年

课程思政教学比赛中获得
 4个特等奖，3个一等奖，5个二
等奖，5个三等奖的优异成绩。



• 学校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
落实本科教育基础地位和本科教学中心地位，
逐步形成了“以赛促教、提质增效”的教师发
展实践路径，使教学大赛成为教师检验自身教
学技能、相互学习、相互促进，推动职业发展
的重要平台。



教研相长，以赛促教

• 教学比赛促教学研究深化。通过参加教学比赛，激发了教师参加教学改革
和教学研究的积极性。

• 教学研究促教学实践创新。学校大力支持在教学比赛中获奖的教师及其团
队开展教学实践创新。近五年来，在教学比赛中获奖的教师主持校级质量
工程项目二十余项，其中主持校级慕课建设项目6项，其中一门课程上线
美国Cousera平台。

• 教赛教研结合促教师发展。近年来，学校对学生评价好、在课堂教学比赛
中获奖的教师给予教改项目立项、课程建设、职称评审等方面给予政策支
持。 



2021年学校启动了“昆明理工大学教师教学能力提
升系列活动”，以教学比赛为抓手、以形式多样的
教学研讨会、学术讲座、现代教育技术培训、教研
工作坊等，促进教师、教学和教研质量和水平的不
断提升。

教研相长，以赛促教



教研相长，以赛促教：教学比赛促进教学研究深化

• 常丹丹教师团队参加2020年中国外语教育与研究中心举办的“产出导向法”云
教研共同体，经过历时两年的学习，团队教师学习效果明显，教学和科研能力
得到提升。大学英语教师团队深度理解“产出导向法”（POA）理论体系及其
实践发展，持续推进以POA为核心的教学改革。将理论结合实际运用到一线教
学中，提升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教研相长，以赛促教：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建设成效显著

• 2021年杨玲老师和王嫦丽老师领衔的2个大学英语教研团队分别获得校级基础课教学团队建设

项目立项。



教研相长，以赛促教：大学英语教学团队建设成效显著

• 2021年常丹丹老师团队申报的 “基于产出导向法的英语智慧教学云教研共同体”项目获批校级虚拟教研

室培育项目，学院逐步形成了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创新格局。



• 蒋拓新教学团队：《国际职场交流英语》（2021年）
• 杨    燕教学团队 ：《云南少数民族文化（英语）》（2020年）
• 杨   玉教学团队：《理工学术英语》（2017年
• 王登霞教学团队：《实用英语口语 》（2016年）
• 张文娟教学团队：《英语公众演讲》（2016年）
• 王    英教学团队：《综合英语》（2016年） 



教学研究促进教学实践创新

• 教学研究的深化为教师团队参加“教学之星”及其他教学比赛打
下坚实的基础。

• 2019年至2021年，学院先后组织5个外语教师团队参加外研社“教
学之星”大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昆明理工大学大学英
语教学团队和英语专业教学团队经过历时数月精心准备比赛，分
别从全国395组和272组参赛团队中脱颖而出进入决赛。

• 学院秉持“以赛促教+，提质增效”的教师发展理念，组织教师团
队系统科学地开展教学能力提升培训。参赛团队围绕大赛主题开
展教研磨课，精心备赛，不断创新教学设计；认真参赛，持续提
升教学技能和水平；赛后总结，锻炼队伍。学院青年教师通过参
加大赛，迅速成长，在学校提升教师教学能力方面起到了示范作
用。



教师团队参加2019年“教学之星”大赛

•  2019年    成效导向的教学设计：从金课程到金课堂
– 常丹丹团队（大学英语组）获得全国复赛特等奖；全国半决赛二等奖



教师团队参加2020年“教学之星”大赛

• 2020年    语言与育人融合的外语课程与教学设计
– 王裕森团队（大学英语组）获得全国复赛特等奖；全国半决赛二等奖



教师团队参加2021年“教学之星”大赛

• 2021年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 孙慧团队（大学英语组）获全国全国复赛特等奖；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教师团队参加2021年“教学之星”大赛

• 2021年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 李筠团队（英语专业组）获全国复赛特等奖；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德语教师参加2021年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

• 2021年   外语教材的有效使用：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 曾婧（德语专业组）获多语种“教学之星”大赛优秀奖



“教学之星”大赛的推进激励团队教师参加其它各类外语
教学比赛，取得优异成绩。





• 总而言之，

• 教学比赛对于全面提升外语教师教学素养和业务能力
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 “教学之星”大赛为我们昆工外语教师提供了展现立
德树人育人风采的平台。搭建了我们与省外高校教师
沟通交流学习的桥梁。

• 未来，我们将深化昆工外语教师教研团队建设，科学
组织教师团队参加各级外语教学大赛。以教学比赛为
抓手，深入开展教研教改，创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师
发展质量，提升育人质量，勇担教书育人、立德树人
的光荣使命。

 



【赛后反思：常丹丹老师】

• 如今，距离第一次参加“教学之星”大赛已经将近3年的时间了，虽然这次大赛
没有取得突出的成绩，但是对于我个人的成长来说，却是一次重要的、不可磨
灭的经历。在这次比赛中，我按照自己的理解在教学中尝试使用了产出导向法
，积累了教学实践和参赛的经验，也磨练了我的意志，为我陆续参加第三届云
南省高校教师大赛、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成功申报首批一流本科
课程、申请首批 “‘产出导向法’云教研共同体”等奠定了前期基础。

• 积极参与团队建设。在学院的认真组织下，基于前期团队建设基础，大外部已
经成立了教学比赛指导、考研能力提升等多个团队；2021年获批建设了校级
POA大学英语基础课教学团队；我所申报的虚拟教研室项目也获得了校级培育
项目。

结  语



【赛后反思：常丹丹老师】

• 同时，通过这次比赛，我也深刻领悟到了团队协作和团队建设的重要性，这个
过程更加艰辛，也再一次见证了团队的力量：杨玲老师全面统筹安排，不仅从
大局上把握备赛进程，调动每个成员的积极性，也注重教学细节，精心打磨完
善；杨曜老师一次次认真地准备、排练、修改，再准备、排练，一轮轮的训练
考验的是他的耐心、勇气和教学基本功；孙慧老师是我们团队的技术骨干，是
她不厌其烦地找PPT模板，图片，不辞辛劳地制作PPT，同时也提出了不少具
有建设性的意见；柴丽老师总是能在大家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挺身而出，不计较
个人得失，帮助团队顺利完成任务。团队成员缺一不可！

• 以赛促教，教研相长。 我也会一直努力前行！ 

结  语



【赛后反思：孙慧老师】

• 比赛的过程虽艰辛，但是收获颇多。首先是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协作是一种
动力，是激发团队成员学习的动力，可以增加成员的上进心，提升战斗力。
团队成员为了同一个目标，追求相似的理想，用强大的内心，一起努力，一
起奋斗，并肩作战。古人云：“人心齐，泰山移”，这是对团队协作的最好
总结。其次是力求精致完美的态度。追求完美，精益求精，这是一种走向成
功的必备态度。感谢团队成员对待比赛一丝不苟，成员不断思考教学目标是
否可测可量，教学目标中所使用的动词是否妥当；教学资源是否基于所设定
的教学目标，是否能够帮助学生完成产出任务；教学活动是否符合精准性、
渐进性和多样性原则，是否可以实现教学目标；教学评价是否测量了教学目
标的达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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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后反思：孙慧老师】

• 最后是观摩了其他教学比赛团队，受益匪浅。所有参赛教师团队充分挖掘
教材内涵，灵活设计课堂活动，有机融入中国文化等元素，将语言教学与
思政育人有机融合。其中一个教师团队以“产出导向”教学法与“体验式
学习”理念，以“Hosting a discussion following a clear structure with polite 
interruption”为主题，讨论“interruption”的多种方式，帮助学生解决日常及职
场交际的实际问题。另外一组教师在课文讲解中融入中西方文化中“牛”
这一意象的内涵对比，帮助学生树立多元文化意识，在“孺子牛”“拓荒
牛”“老黄牛”的讲解中引入楷模人物事例，在生动讲解的同时实现思政
育人延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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