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4

大学生科技教育创新成果赛参赛办法

一、参赛对象

高校科学教育及相关专业在校学生，主要包括全国高等院

校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或理科方向)、有志从事小学科学

教师职业的其他理工科本科专业大三或大四学生，科学教育学、

科学与技术教育、小学教育以及有志于从事科学教师职业的其

他理工科教育硕士研究生，高职高专院校小学科学教育、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专业(理科方向)大二或大三学生（以下统称“

大学生”）（以上年级均以当年九月份开学后所在年级为准）

。

每个高等院校科学教育、小学教育（科学或理科方向）本

科专业，科学教育学、科学与技术教育、小学教育硕士研究生

专业，高职高专院校小学科学教育、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理

科方向）专科专业，报名人数每个专业不超过 10 人。高等院

校其他理工科本科专业和教育硕士每个专业不超过 5 人。以上

选手均需以参赛学校或学院统一报名参加比赛。

二、初赛

（一）初赛内容

“高职高专赛道”初赛内容包括学前或小学科学教学技能

展示和科技教育活动方案设计；“本科生赛道”和“研究生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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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初赛内容包括小学或初中科学教学技能展示和科技教育活

动方案设计。

1.科学教学技能展示

从选题设计（典型、有代表性的内容）、教学内容（科学

正确、逻辑清晰等）、作品规范（内容完整、技术规范）、教

学效果（形式新颖、目标达成等）等方面进行展示。

参赛者须提交教学设计及教学微课视频。要求如下：

教学设计：包括教学前期分析（对教材内容、学情等的分

析）、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教学方法、教学用具、教学过

程及板书设计等。

教学微课：微课视频包括视频片头（教材版本、学段、微

课名称等信息）与主要教学过程（与教学设计主题内容对应）

。视频时长不超过 10 分钟。

（1）学前科学教学技能展示

参赛者根据《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结合生活实

践，任选一符合学前儿童认知发展特点的科学教育活动实践内

容进行教学设计，选择教学设计中的部分内容开展微课教学，

并制作成微课视频。

（2）小学或初中科学教学技能展示

参赛者从最新版本的小学科学或者初中科学教材内容中

任选 1 课时的内容进行教学设计，选择教学设计中的部分内容

开展微课教学，并制作成微课视频。

2.科技教育活动方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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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赛者结合学前儿童、小学生或初中生的知识基础与能力

水平，根据科技综合实践类活动要求，设计适合于校内、校外

使用的科技教育活动方案。提交的活动方案需包括：方案背景、

活动目标；方案所涉及的对象、人数；活动内容、过程和步骤；

活动难点、重点、创新点；利用的各类科技教育资源（场所、

资料、器材等）；活动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及解决预案；预期效

果与呈现方式；效果的评价标准与方式。

（二）作品要求

思想性：体现教书育人的要求，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科学性：从学前、小学、初中科技实践或科学教材相关内

容中选取主题；无科学性错误；主线清晰、重点突出、方法适

当。教学设计与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符合规范要求。

制作规范：微课视频音画与字幕同步，图像清晰稳定、构

图合理、视频声音清晰、语速适当、教学语言有感染力。要求

讲课人出镜。

技术及数量要求：教学设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等材料为

PDF格式，每一个文件大小不超过5M。微课视频格式为MP4文件，

大小不超过150M。教学设计、科技教育活动方案、微课视频等

作品内容中不能出现参赛人的姓名及学校单位信息，否则视为

无效作品。只需在提交的文件名上标注作品名称、作者姓名、

学校、专业和时间等信息。如“教学设计，张三，华中师范大

学，科学教育专业，2025.08”。

三、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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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专家评审，高职高专赛道、本科生赛道和研究生赛道根

据选手初赛成绩确定决赛选手名单。决赛具体事项另文通知。

四、奖项设置

初赛不设奖项。初赛选手按比赛成绩，遴选不超过50%进

入决赛。决赛按不同赛道选手比赛总成绩分别为学前组、小学

组、初中组设立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和入围奖。在获奖的

一、二等奖中另外设创新奖。其中，一等奖20%、二等奖30%、

三等奖40%、入围奖10%。参赛者在比赛中获得三等奖（含）以

上的，可以向中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者协会申请直接认证为

初级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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