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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 曾罡

“以赛促教” 高校青年外语
教师 发展模式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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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连 海 事 大 学

Text here

• 交通运输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

• “211 工程”建设高校

• “双一流”建设高校

外 国 语 学 院

• 专业：英语专业，省优势特色专业、国家首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日语专业，省普通高等学校一流本科教育示范专业

• 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省重点学科）；，

翻译硕士专业（MTI）学位授权点

学 汇 百 川 · 德 济 四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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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家级教学比赛获奖情况

• 2014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冠军

• 2015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亚军

• 2018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 2019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复赛一等奖

• 2019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复赛二等奖

• 2020年全国高校混合式教学设计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二等奖

• 2020年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总决赛三等奖

• 2021年外研社“教学之星”大赛全国总决赛亚军

• 2021年“外教社杯”全国总决赛一等奖

• 2021年“外教社杯”华北东北赛区三等奖（日语）

• 2021年辽宁省首届普通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大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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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国家级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获奖情况

• 2016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交流展示活动高等教育组三等奖

• 2017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高等教育组二等奖

• 2018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微课二等奖

• 2018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高等教育组三等奖

• 2019年全国信息化教育教学大赛教学案例二等奖

• 2019年全国教育教学信息化大赛高等教育组三等奖

• 2022年西浦全国大学教学创新大赛年度教学创新三等奖（日语）

• 3名教师获教育部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智慧教学之星”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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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教学比赛的理解和体会及我们
的一些做法（宏观层面、中观
层面、微观层面）

• 未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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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 中观 宏观



1.宏观层面：变革时代外语教师的新使命

• 时代变革中高校外语教育的新变化、新机遇、
新挑战

• 坚持服务国家需求中彰显外语教育的时代价值

• 把握新时期高等外语教育的新内涵与新要求

• 新时代外语教育亟需课堂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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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高校外语教师的新使命

–“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引领”的育人使
命。

–《国标》和《指南》：坚持内涵发展。聚精会
神抓教师发展，聚精会神抓课堂革命…，全心
全意促进学生成长成才。

–育人者先育己：锤炼育人本领，提升育人成效

–青年教师如何承担起“课堂革命”的重任，有
效践行“育人”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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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青年外语教师发展的困境
– 非师范生多，职前未系统化学习教育学知识，未参加教育实习

– 缺乏教学经验，专业化不够，影响授课质量和可持续性发展

– 重科研、轻教学，缺乏教学技能提升的能动性

– 专业意识不强，发展动力不足，易产生职业倦怠

– 彼此间缺少协作、往往孤军奋战

– 变革时代的新理念、新政策使许多教师迷茫、困惑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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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革命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师德修养 教学素养

信息素养 科研素养

育人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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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外语教师要在专业发展中“顶天立地”

–顶天：掌握先进教育教学理念；了解最新教育
方针政策

–立地：丰富的教学经验、严谨的教学态度、 高
超的教学艺术、独特的教学风格、良好的教学
效果

• 教学新理念需要在教学实践中理解、深化和
落实；让新理念照亮课堂，切实有效完成立
德树人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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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观层面

• “以赛促教”“赛教融合”教师发展模式

• 在竞赛中落实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
造“三位一体”育人理念，促进青年教师队
伍整体结构优化、素质能力提升

• 教学投入的动力源：内在+外在

• 青年教师自主发展的意识和动力很大程度上
由青年教师成长发展的制度环境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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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轨并行的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
– 约束机制

• 必须参加三方评价的教学质量考核，青年教师每学期接受督导两次听课

• 学校教学质量优秀是评职的必要条件

• 教学质量优秀/教学获奖是各级名师评选的必备条件

• 新入职的青年教师必须参加学校理论课大赛

– 激励机制
• 教学为主型岗位，竞赛获奖可满足任职条件之一

• 聘期任务考核，竞赛获奖可满足聘期考核条件之一

• 重奖各级各类教学比赛获奖教师

• 评优评先优先考虑教学比赛获奖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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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校理论课堂比赛学院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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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育机制：输入与产出兼顾
– 线上线下讲座、培训

– 跨专业和院系开展合作，开阔视野，创新思维

– 基于课堂教学的教改项目，教研协同发展

– 组织研讨交流（示范引领+传帮带）

– 参与各类微课比赛（打造“智慧教学之星”）

– 参与各种文化类视频录制（如“学在海大”视
频号）

– 提供竞赛服务，如派专人录制课程、提供必要
的备赛培训和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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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培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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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建设：自主与协作并重

–各类课程教学团队，如模块化课程团队、
慕课课程团队、教学竞赛团队

–团队建设的理念：SCT和CoP (mobile CoP)

–一起优化教学设计、演练教学环节、探索
教学方法、丰富教学手段、扩展教学内容、
提升教学内涵，共同挖掘教学中的育人元
素。

–参与中共同成长：跨越彼此的ZPD，完成从
新手到能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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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课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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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课课程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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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建设：自主与协作并重

–各类课程教学团队，如模块化课程团队、
慕课课程团队、教学竞赛团队

–团队建设的理念：SCT和CoP (mobile CoP)

–参与和协作中共同成长：跨越彼此的ZPD，
完成从新手到能手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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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微观层面

• 2021年备赛、比赛过程

–竞赛团队组建

–研究大赛主题：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重点是对教材的理解、加工和转化

–通过团队编、导、演，彼此促进、积
极互赖、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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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比赛MCoP

• 行为、认知和情感的投入
➢行为投入：11月18日建群—1月6日，历时两个月，线上视频会议17次；多
次交流到深夜，甚至黎明

➢ 认知投入：共同理解和应用教学理念、探讨教学思路、设计教学环节、打
磨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模式和手段

➢ 情感投入：彼此问候、关心、激励和安慰，互相理解、欣赏、尊重和信任，
一道分享收获和喜悦，共同期待、庆祝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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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团队群语篇关键词

关键词 频率

学生 132 （学生中心 12次；学生产出；学生讨论）

产出（包括输出、POA） 33

教材 32（教材理念、挖掘教材）

学习 27（学习共同体、学习中心、有效学习）

评价 26

互动 13

思政 7

价值目标 6

高阶 6

挑战度 4

创新 3

批判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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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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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促进、精益求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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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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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模态参与、交互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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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山之石、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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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心得

• 空杯心态，理论反哺教学

• 集思广益，挖掘思政元素

• 团队同心，突破现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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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展望：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师
发展共同体；持续发展、立己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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