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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教育部《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相关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深化学院教学模式改革，总结凝练各系部在课堂教学改革方面的

优秀做法和典型经验，切实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学院决定广泛开

展“课堂革命”活动，并遴选出典型案例，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宗旨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学模式改革，创新教学模式

与方法，普遍开展项目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推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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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提升广大教师信息技术结合课堂

教学的应用能力和教学设计水平，推动以学生为中心，以提高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为目标的新型教学形态的形成，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创新教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评价方式，在全校范围内

创造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良好氛围，将课程教学改革推向纵

深，让提高课堂教学质量的改革目标真正落到实处。      

二、活动安排 

（一）宣传发动阶段（2 月 16 日—2 月 28 日） 

学校召开新学期教职工大会，启动 2022 年“课堂革命”活

动，宣传统战部、教务处和各系部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对活动的宣

传。在校园网、微信公众平台等媒体开辟“课堂革命”活动专

栏，集中对活动开展的意义、要求、创新教学模式及优秀案例进

行宣传，对各系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报道，营造浓厚的课堂教学

改革氛围。 

教务处采用专题讲座、在线学习、教学沙龙、工作坊、考察

观摩、学术交流等方式对课堂教学创新方法、模式、教学技术、

教学规范等组织系统化培训。 

各系部负责领导和指导本系部的“课堂革命”活动，制定本

系部详细的实施方案，选择符合本系部具体情况的教学模式，出

台具体的措施，建立配套的管理、评价、落实机制，召开适当形

式的启动仪式，全面启动“课堂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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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教研室组织任课教师认真分析课堂教学现状，把当前课堂

教学存在的问题梳理出来，并剖析课堂教学创新改革的关键点与

难点，提出有针对性的合理、可行、有效的解决措施，讨论可能

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模式，为制定切实可行的课堂教学改革实施

方案奠定基础。 

（二）落地实践阶段（3 月 1 日至 8月 31 日） 

在正确理解和把握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规律及基本方

法，深入了解不同类型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础上，以课程为单

位，组织课程任课教师或教 a师团队进行该门课程创新课堂教学

的实践和研究，探索针对学生、专业、课程的不同特点实施不同

教学模式，并在 2022年的课程教学实践中开展实证研究。  

“课堂革命”活动落地实践过程中，各系部要注意搜集资

料，及时开展研讨评议，针对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策略，总结提

高，并在学院网站“课堂革命”活动专栏以文字、图片、视频等

方式展示交流。 

学生工作部、团委要从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出发，通过

辅导员、班干部教育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协作学习和探究学习。

充分了解学生对教师在课堂教学方面的意见及建议，疏通反馈渠

道，促进教师整改。 

（三）自评观摩阶段（9 月 1 日至 9月 30 日） 

    各系部组织课堂观摩，通过组织公开课、观摩课等方式，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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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评比推荐“课堂革命”活动优秀教学成果，每个系部上报 1个

作品。 

（四）案例撰写阶段（10 月 1 日至 11 月 20 日） 

    各系部组织专门团队，围绕“课堂革命”活动优秀教学成

果，完善资料、录制视频、撰写“课堂革命”典型案例材料，并

上传相应资料到网站活动专栏。 

（五）专家遴选阶段（11 月 21 日至 11月 30 日） 

    学校成立专家组，聘请校外专家，以公平、公正、公开为原

则，针对各系部提交的材料进行评比排序，并提供修改意见和建

议。 

（六）总结上报阶段（12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各系部按照专家意见对成果材料进行修改与总结，学校按照

省教育厅下达的指标数量，依据遴选排序结果上报“课堂革命”

典型案例。 

注：以上各阶段时间为学院 2022 年度“课堂革命”活动总

体安排，如河南省教育厅文件通知的“课堂革命”典型案例遴选

时间提前，则根据文件对上报时间的要求，对相关阶段时间安排

做出相应调整。 

三、相关要求 

（一）体现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数字时代的“课堂”，不一定仅指教室，要推动现代信息技



―5― 
 

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广泛应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促进移动

泛在的个性化学习；要合理运用信息技术构建教学环境，助力课

程学习效果的有效达成；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改革传统评价方

式，提高课程学习效果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和客观性。 

（二）体现教学模式与方法的应用 

要结合教学内容重构、学情特征分析、三维教学目标，确定

有效的课程模式或课堂教学策略，探索岗课赛证融合育人、项目

教学、情境教学、模块化教学以及对分课堂、5E、ADDIE、BOPPPS、

OBE、CDIO 等教学模式和方法的应用。 

（三）体现以学生为中心 

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新型教学关系，将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情况以及课程学习成效作为评价课堂教学质量的核心依

据。通过“课堂革命”活动的开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

学习动机的驱动力，促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自主学习习惯，帮助学

生掌握与自身知识结构及智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科学有效的个

性化学习方法，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人文和科学

素养、探索精神、合作精神、创新精神、职业精神和技术技能，

努力构建富有活力的优质高效课堂。 

（四）体现规范性和创新性的统一 

    课堂教学创新不意味着可以在课堂上随心所欲，既要遵守课

堂教学的基本规范，按照制订课程标准、确定教学目标、撰写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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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计方案、搭建学习环境、重构教学内容、实施互动教学、评

价教学效果的要求规范开展教学，又要及时更新教学标准，将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典型生产案例及时纳入教学内容，通过

改进教学模式方法和学习方式、变革教学组织形式、创新教学手

段、改革学生评价等创新行为，最终达成课堂教学高质量发展的

目标。 

四、活动保障 

（一）组织保障 

为保证“课堂革命”活动有序、高效开展，学院成立领导小

组，具体如下： 

组  长：梁景予 

副组长：王建国   冯鑫永   王敬民   刘露霞   宗  方 

成  员：罗  坤   郭书克   刘国印   王建周   孙  靳 

        禹  工   魏勇敢   方党生   吴瑞杰   李素萍 

        宋民东   王迎涛   杨  磊   刘朝玲   荆  红 

        刘  琛   王卫学 

    领导小组下设活动办公室，办公室设在教务处，负责协调开

展各项工作。各系部落实“课堂革命”活动的主体责任。学院邀

请校外知名专家学者组建活动指导专家组，负责“课堂革命”活

动指导、对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考核评比、遴选典型案例。 

（二）政策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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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改进督导处密切关注“课堂革命”活动实施情况，加强

过程管理，定期与不定期的深入课堂，进行专项督导。教务处定

期与课程授课教师（团队）、授课班级学生开展座谈，了解各系

部“课堂革命”开展情况，针对出现的问题组织研讨交流，征询

活动指导专家组意见建议，及时反馈与纠偏。组织人事部将各系

部参与“课堂革命”活动情况作为系部和教师绩效考核、评优评

先的重要依据，将“课堂革命”典型案例遴选结果纳入职称评审

加分项，分值等同于教学质量工程项目。 

（三）经费保障 

学院设立专项经费，对“课堂革命”活动发生的资料费、材

料消耗费、设备费、专家评审费及视频制作费等进行资助，确保

活动顺利实施。 

     

 

 

 

2022 年 2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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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信息统计职业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年 2月 21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