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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第四届教师教学创新大赛产教融合赛道评分标准

一、现场授课展示（40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教学理念

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育理念，符合专业特色与课程要求；在深化产教

融合中推进教育教学创新，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教学内容

深挖课程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实现“润物无声”的课程思政教育。

将教学内容与行业企业、实务部门等实际工作和需求以及国家产业政策、国

内外产业发展的基础走向和价值导向紧密融合，将生产现场转化为教学

课堂，将政产学研的创新理念、机制体制和重大科研成果转化为课程教学案例，

体现高阶性、创新性与挑战度。

教学资源储备丰富，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课程建设和教材编写，包括但不局限

于共建校企联合实验室、共建实习实践基地、联合开发课程、共同编写教材

等，注重将行业企业发展最新前沿成果融入教学内容。

教学过程

体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行业企业参与，聘请行业企业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管

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等参与教学。

以解决社会和行业企业实际问题为导向，充分利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平台，

采用项目式、任务式等方式方法，将专业知识与生产过程和行业标准等相对

接，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学生在真实生产环境中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产学合作开发数字资源，将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作为基本教学线索，深

化数字化技术在教学场景和评价中的应用。

教学效果

课程讲授富有吸引力，互动气氛融洽，学生思维活跃，能够了解领域和行业

的最新动态和实际情况，创新实践能力增强，学生素质、知识和能力全面提

高。

形成服务国家战略、突出专业特色、符合学生特点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合作教学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体制和基本经验，具有较大借鉴和推

广价值。



二、创新成果报告（20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问题导向

人才培养规格与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各类实

践需求相符，以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为导向，立足专业和学科

特色，发现和解决产教融合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创新特色
通过产学研深度合作，在教学目标、内容、方法、评价和资源

开发 等方面共同完成课程改革，且针对性、创新性、可操作性

强。

创新效果

课程教学方案设计科学、方法有效、评价多元，数字化转型较

好， 学生服务国家战略意识、专业知识素养、解决产业发展

问题能力同 步提高，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结构

性矛盾。

成果辐射
能够对产教融合课程教学的合作模式和成果转化开展基于证据

的有 效分析与总结，形成具有较强辐射推广价值的教学新方法、

新模式。



三、教学设计创新汇报（40分）

评价维度 评价要点

理念与目标

课程设计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理念，教学目标符合专业

课程 特点、学生实际，清楚具体，易于理解，便于实施，助力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内容分析

紧密对接产业链和创新链，及时将学科研究新进展、实践发展新经

验、 社会需求新变化、思政教育有机融入课程教学内容，更新

及时，动态完善。

避免“两张皮”，将专业课程知识点关系、地位、作用纳入到产

业发 展的新环境、新背景中去讲授，描述准确，理论与实践结

合合理，高校、行业企业内容分配合理；参与教学的双师型师资

队伍建设合理。

过程与方法

教学过程在行业企业真实场景下进行，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复杂

问题的 能力以及创新创业的意识和能力，实践教学与生产实践

对接。

通过产教协同解决教学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教学重点突

出，难点把握准确，充分调动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合理选择与应用数宇化平台和技术，创设教学环境，强调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

考评评价
评价方法和主体多元，行业企业参与评价，过程性评价和终结

性评价 相结合，学生知识、能力和思维发展得到合理有效评价

。

设计创新

教学方案的整体设计富有创新性，注重资源整合，能体现产教

融合协 同育人的教学理念、思路和要求，教学方法选择适当，

教学过程设计有突出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