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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关键在教师。11 月 6 日，由浙江

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工会主办的浙江省第十三

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浙江中医药大学圆满

收官。

每两年举办一次，办了 13 届，这个省级竞赛

试图回答的问题始终只有一个：青年教师该如何

“上好一门课”？

课堂的魅力在于不断创新，教研的魅力在于

不断探索。在一届届青教赛舞台上，高手 PK，名

师对决，青年教师们交流教学经验，展示教学风

采，传承育人精神，携手为加快建设高等教育强省

作出更大贡献。

每两年举办一次，浙江省第十三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收官

00后需要怎样的老师
这场硬核比赛里找答案

每两年举办一次，浙江省第十三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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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硬核比赛里找答案

从 11 月 4 日开始连续 4 天，经过激

烈的角逐，第四届浙江少年诗词大会台

州赛区初选结束，600 多名选手脱颖而

出，他们将于本周六进行复赛，角逐决

赛名额。

复赛时间：2023 年 11 月 11 日（星

期六）19:00-19:30

复赛通道：钱江晚报教育官方微信

号“升学宝”

按照规则，初赛答题时间为 20 分

钟，共50道题，有四种题型——判断题、

单选题、多选题和古文题（注：古文题均

为单选）。错 1 题扣 2 分，多选题少选漏

选扣 1 分，10 分钟内答完额外加 5 分。

每位选手的总成绩由卷面分数和附加分

组成。初赛中，不少学生获得 100 及以

上的高分，他们答题速度快、正确率高，

台州中小学生的古诗词功底给主办方留

下了深刻印象。

记者了解到，周末的复赛会更换题

库，难度也将升级，考验的不止是大家对

诗词的熟悉程度，还有答题速度——限

时25分钟，共50道题。

题型和初赛相仿，同样是判断题、单

选题、多选题和古文题（注：古文题均为

单选）。错 1 题扣 2 分，多选题少选或漏

选扣 1 分，如果在 10 分钟内完成有 10

分附加分，如果在 15 分钟内完成有 3 分

附加分。每位选手的总成绩由卷面分数

和附加分组成。小学组、初中组各自决

出前100名，入围决赛。

请大家 11 日 19：00 准时进入“升

学宝”微信公众号参赛，限时 25 分钟答

题，19:30答题通道自动关闭，并请独立

完成比赛，否则将取消晋级资格。

本报记者 姚琼 姜赟

题库更新，难度升级！

浙江少年诗词大会
台州赛区本周末复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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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赛制要求，本届“青教赛”设文科、理科、工

科、医科和思想政治课专项五大组别，通过教学设

计、课堂教学和教学反思三个环节，对参赛教师的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教学过程、教学效果并结合教

师的仪表、语言及教学反思的内容进行综合考核。

在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胡小玲看来，教学比赛正是

对平时课堂的高度凝练。

“过程重于结果，历练重于成绩。”浙江大学马

克思主义教师赵坤与“青教赛”的结缘在 2021 年，

他参加过第十二届青教赛，今年则以省赛评委的

身份再次“参赛”。两个不同的身份让他感受到，

通过比赛，选手们教学技能得到了明显提升，结识

了志同道合的优秀教师，还有机会向教学名师和

往届青教赛优秀选手学习，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对教学和教育的理解更深刻⋯⋯这也是很多参赛

老师的相同感受，宝贵的经历，成为教学生涯中的

一笔“财富”。

作为评委，赵坤收获也很大。“很多 90 后老师，

跟学生的距离感较近，从教学思路上、教学方法上

都体现了创新性。教学手段也更现代化，教学案例

现实感较强，会把一些新发生的社会热点事件设计

为教学案例，体现了他们信息获取能力较强。”

浙江省教育工会副主席潘磊介绍，已经走过20

多个年头、连续举办了 13 届的青年教师教学竞赛，

水平越来越高，这次选拔出来的选手，明年也将代

表浙江参加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希望通

过更高的舞台，把我们浙江青年教师的风采，展示

给全国高校。”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展现青年教师风采

对于高校青年教师而言，浙江省“青教赛”既是

“群英会”“竞技场”，更是“赛马场”“练兵场”。本届

“青教赛”受到浙江各高校积极响应，全省共有93所

高校、298名选手参加了入围赛，65所高校、136名选

手参加决赛。经过激烈角逐，最终23名教师获得特

等奖，45名教师获得一等奖，68名教师获得二等奖。

现在大学里的本科生都是00后，他们不满足于

填鸭式、满堂灌的课堂授课方式，青年教师如何“上

好一门课”？

此次比赛中，浙江中医药大学教师获特等奖 4

项、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1 项，取得历史性突破。周

思薇是浙江中医药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康复医学

院的老师，获得理科组特等奖。她注重案例教学，

会花很多心思在备课上。在她看来，只有形式生

动、案例有趣，让同学参与其中，才能吸引他们好好

听课。“老师要从学生的认知心理角度出发，带领学

生通过日常生活中所能接触到的真实病例，由浅入

深、循序渐进，促进知识的迁移，提升学生解决临床

实际问题的能力，达到教学目标。”

这样的教学方法受到很多老师的认可。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蒋鸿

杰老师，在大赛中获得医科组特等奖。在他的课堂

上，如何建立良好的医患关系是重要内容之一。“要

把专业的知识，用通俗的、病人和家属能够理解的

方式讲述出来，这是一种能力。”

以学生为中心，交互式教学能让课堂更有趣。

多位获奖老师说，教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让学生

参与课堂。

引入案例、交互教学，让课堂更生动有趣

高校青年教师还有一个别称——青椒，通常是

指进入高校工作时间不长、年龄介于 27~40 岁、职

称等级为中初级的教师群体。按照年龄要求，本届

“青教赛”的选手都是高校“青椒”。而每一届“青教

赛”，都是一场“青椒”教学素养能力的大比拼。

不过，缺乏经验资历的青年教师，教学科研两

头忙，拿捏平衡不容易。课堂之外，在科研经费、职

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等压力下，他们该如何

调整心态，沉下心钻研教学？

有青年教师坦言，需要高效利用时间，转变观

念，辩证地看待教学和科研。“教学科研本质是一件

事，都是为了更好地立德树人，这是高校教师的使

命。高质量的教学一定是有研究的教学，也就是我

们常说的‘科研反哺’‘研究支撑’，而教学过程中遇

到的许多问题，都可以成为重要的研究选题，教学

的投入也为科研提供了方向和生长点。”

在浙江省第十三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总结

会上，浙江省教育厅党组成员、副厅长陈峰提出，希望

全省高校更加重视教学工作，正确处理教学和科研的

关系，及时把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和教学质量，

搭建更多青年教师交流平台，深化评价改革，让广大

教师潜心教书育人，培育更多的教学名师。

科研反哺、研究支撑，辩证看待两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