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 

信息技术、信息科技学科决赛实施方案 

（正式稿） 

 

 

根据省总工会、省教育厅《关于举办第四届广东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的通知》精神，

结合高中信息技术、初中信息科技、小学信息科技学科的特点来制订学科决赛的具体实施方案，方案

如下： 

一、决赛内容 

高中信息技术、初中信息科技、小学信息科技学科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决赛的内容包括学科

专业素养、专业技能、数字素养与技能和教学通用技能，主要通过备课、制作教学设计、说课、课

堂教学和演讲答辩等方式来展示。 

二、决赛安排 



高中信息技术、初中信息科技、小学信息科技学科决赛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第一阶段：教学基本功展示比赛 

第一阶段比赛的主要内容为学科基本功展示，由题库抽选主题、制作教学设计、说课和答辩四

个环节组成，本阶段成绩的前 10名进入第二阶段比赛（见附件 1）。 

1. 题库抽选主题环节 

高中信息技术根据教育部《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2017版 2020年修订）》规定的必修课 

程模块 1《数据与计算》、模块 2《信息系统与社会》内容要求，从中确定若干教学主题对应编号组

成题库。参赛选手从题库中选定一个主题编号，题库系统将显示对应的主题内容，参赛选手签名确

认。 

小学信息科技、初中信息科技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信息科技课程标准（2022年版）》规定的 

3-9年级学段课程内容要求，从中确定学段内容若干教学主题对应编号组成题库。从题库中随机选定

一个主题编号，题库系统将显示对应的主题内容，参赛选手签名确认。 

2．制作教学设计环节 



参赛选手以 1 个课时为基本单位来选定教学内容，现场设计制作规范、完整的教学设计，主要

包括教学主题、对应的课程标准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学科核心素养、教材分析、教学目标、教学

重点与难点、学情分析、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策略、教学过程、教学评价、课后作业等主要组成

元素，时间限制在 30分钟内。 

    3．说课环节 

说课的时间为 10分钟，主要包含对应的课程标准内容要求、学业要求、学科核心素养、教材分

析、教学目标、教学重点与难点、学情分析、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和策略、教学过程、教学评价等

主要元素，内容要与提交的教学设计一致。 

    4. 答辩环节 

参赛选手回答评委对教学设计和说课等方面的提问，时间为 5分钟。 

（二）第二阶段：课堂教学能力展示比赛 

    第二阶段比赛的主要内容为 40分钟的课堂教学，由课堂教学展示、教育理念演讲和答辩三个环

节组成（见附件 2）。 



1．课堂教学展示环节 

参赛选手自备课标和参赛教材（教材版本不限）、教学设计、课件、素材、教具等教学资源，按

照一节课（40 分钟）的教学内容，面向评委完整展示教学的全过程，真实地展现选手的课堂教学能

力，展示时间限制在 20分钟内。 

2．教育理念演讲环节 

参赛选手进行 5分钟的教育理念演讲。 

3．答辩环节 

参赛选手回答评委对课堂教学展示和教育理念演讲等方面的提问，时间为 5分钟。 

（三）第三阶段:决赛活动总结交流提升 

公布决赛选手成绩排序，决赛活动总结，参赛选手和领队代表经验交流与分享。 

三、决赛成绩计算 

1.决赛成绩采用两个阶段比赛的百分制成绩加权计算，决赛总成绩=教学基本功比赛成绩*50%+

课堂教学能力比赛成绩*50%。 



2. 决赛总成绩第一名参加全省中小学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总决赛。 

 

 

附件 1 

1.信息技术、信息科技学科第一阶段决赛项目及评分标准表 

学段学

科 

比赛项目及

权重（%） 
比赛内容 比赛形式与要求 评分标准 比赛时段 

备

注 

高中信
息 技
术、义
务教育
信息科
技 

教学基本
功展示（占
决赛总成绩
50%) 

1. 高中信息技术选手精 

选一节普通高中信息技术
必修一和必修二教材中的
教学内容，以 1 个课时（40

分钟）为单位现场完成一
个规范、完整的说课教学
设计。（教材版本不限、自
带课标和教材） 

2.小学、初中信息科技选
手从《义务教育信息科技
课程标准（2022 年版）》
学段课程内容要求中选取
一个主题，以 1 个课时（40

高中学段：选手通
过抽签确定比赛顺
序，每位选手在提供
的可选课题中任选一
个主题，现场完成一
个规范、完整的说课
教学设计，时间 30 分
钟。 

义务教育学段：选
手通过抽签确定比赛
顺序，每位选手通过
题库系统随机选一
个主题，现场完成一

参见附件 3《教
学基本功比赛
项目评价表》 

11 月 21 日
10:00—18:00 

第
一
阶
段
比
赛 



分钟）为单位现场完成一
个规范、完整的说课教学
设计（教材版本不限、自
带课标和教材）。 

3. 选手用前一阶段完成
的教学设计，面向评委进
行说课。 

4. 答辩 

个规范、完整的说课
教学设计，时间 30 分
钟。 

说课的内容必须与
所选主题现场完成的
教学设计一致，时间
10 分钟。 

 

说课完毕，选手回
答评委对教学设计和
说课等方面的提问，
时间 5 分钟。 

 



附件 2 

2.信息技术、信息科技学科第二阶段决赛项目及评分标准表 

学段

学科 

比赛项目及

权重（%） 
比赛内容 

比赛形式 

与要求 
评分标准 比赛时段 

备

注 

高 中
信 息
技术、
义 务
教 育
信 息
科技 

课堂教学
能 力 展 示
（占决赛总
成绩 50%） 

1.课堂教学展示 

 

 

 

 

 

 

2.教育理念演讲 

 

 

3.答辩 

选手自备参赛课
件、教学设计和教学
反思等教学资源，按
照一节课（40 分钟）
主题的教学内容，面
向评委完整展示教学
的主要内容和过程，
展示时间 20 分钟 

。 

参赛选手进行 5 分钟
的教育理念演讲。 

 

选手回答评委对课
堂教学展示和教育理
念演讲等方面的提
问，时间 5 分钟。 

参见附件 4

《课堂教学
能力比赛项
目评价表》 

 

11 月 22 日
8:00—18:00 

第

二

阶

段

比

赛 

注：1.课堂教学能力展示现场不安排学生，选手面向评委展示完整的一节 40 分钟的主要课堂教



学内容和教学过程。 

2.当日抽签决定上课顺序，分 A 组和 B 组分别进行。A 组 5 位选手上午进行比赛，B 组 5

位选手下午进行比赛。 

3.学科最后按照参赛选手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百分制成绩加权计算总分，选取总分第一名

参加所有学科的总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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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3.教学基本功比赛项目评价表 

选手编号： 教学主题：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核心素养 
具体并有针对性地说出本次课在培养学生学科核心素养方面、
育人方式所采取的措施及预测达成的效果。 

10  

教学内容 

1．教学目标设置符合新课标要求，三维目标明确、具体。 
2．教材分析准确，包括准确分析教学内容的地位和价值，理清
知识点与前后内容之间的联系。 
3．对教材的组织、处理恰当，并说清这样处理的理由，重点、
难点分析恰当，指出突破重点和难点的方法。 

20  

教法学法 

1．学情分析符合学生实际，有学习方法指导，体现学科能力要
求。 
2．教学方法选择合理、恰当，问题设计有层次、有启发性，有
助于学生思考和解决问题。 
3．教法设计要体现以学生为主体，符合新课程理念，学法渗透
符合学科学习基本规律。 

15  

教学过程 

1.教学环节设计完整合理、结构严谨、层次清晰，时间分配合
理，符合学生认知规律。 
2．教学过程自然流畅，设置情境能激发学习兴趣、主动性和创
造性。 
3．教学方法应用灵活合理，演示诱导恰当，体现自主、探究、
合作学习精神。 
4．注重反馈，对教学目标有较高达成度。 

30  

教师素养 

1．教学设计合理，突出重点，有一定创新性。 
2．仪表端庄，仪态自然，精神饱满，富有感染力；语言生动形
象，条理清楚，表达准确。 
3．说课中各内容时间分配得当。 

15  

答辩 
能够简洁、有针对性地回答评委提问，思路开阔，观点清晰，
表达流畅。 

10  

评委签名：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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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4.课堂教学能力比赛项目评价表 
选手编号： 教学主题： 

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教学目标 

教学目标设计面向全体学生，难度适当，重难点突

出，符合新课标要求，符合教育教学规律，符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体现学科特点和育人方式。 

10  

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准确反映新课标的内容要求，选择和组织

合理，注重联系学生的学习、生活和社会实际，以

项目有效整合教学内容，教学资源丰富，注重学生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 

10  

教学过程 

课堂结构科学合理，教学环节紧凑，教学活动进展

有序、自然、流畅，情景创设合理、有效，关注学

生的个体差异和学习状态，采用多元化评价方式，

突出学生自主、合作和探究性学习，教学效果明显。 

20  

教师素养 

仪表端庄，教态自然，精神饱满，富有感染力。普

通话使用规范，语言生动形象、条理清楚、表达准

确。板书工整规范，教学手段、学科工具和学科方

法运用恰当，不冗余。 

15  

教学智慧 

富有教学机智，能根据教学需要和学生课堂反映，

及时调整课堂教学策略。课堂互动自然有效，课堂

气氛活跃，学生参与面广。 

10  

教学效果 
达到预期教学目标，时间分配合理，有效完成教学

任务和育人目标。 
10  

教育理念演讲 

精神饱满，仪态自然有激情，表达准确、流畅，内

容充实、具体，准确表达对教育理念的理解，有较

强的感染力，演讲效果好，能引起共鸣。 

15  

答辩 
能够简洁、有针对性地回答评委提问，思路开阔，

观点清晰，表达流畅。 
10  

评委签名： 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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