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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5名广东高校“青教赛”冠军教师

他们是学生成长路上的“追光者”

职业成长

带着满满经验值返岗“升级”

青教赛不是终点，而是让每一堂课都成为“金课”

的起点。比赛结束后，参赛选手们都带着满满经验值

返岗“升级”。

竞赛如同一台“职业加速器”，推动齐炜炜完成从

“经验型”到“专业化”的跨越式进阶。备赛中，她以“目

标-评估-活动”一致性原则重构教学设计，将20分钟

课堂打磨为“钩子-知识点-高潮-留白”的节奏设计，

突破传统“知识点罗列”模式。在教育技术融合方面，

她超越PPT工具层面，利用课堂派、Moodle等学习分

析工具追踪学生数据，实现从“技术使用者”到“场景开

发者”的质变。

更深刻的转变发生在认知层面，她打破“知识本

位”局限，构建“医学-人文-工程”跨学科认知链条，将

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案例，形成“科研反哺教学”的育人

闭环。“竞赛让我学会追问教育本质——我们要传授的，

是让学生在未来风暴中锚定自我的能力。”她说，跨校教

研共同体的建立与数字化资源体系的完善，更让她从

“个体突围”走向“共同体共建”，实现教学生态的升级。

“参赛是对九年教学的系统复盘，更是一次职业热

情的‘充电’。”黄雅兰笑言，备赛过程中对知识体系与

教学方法的全景式梳理，以及比赛时重现的与学生互

动的温暖片段、对学科的初心信念，成为驱散职业倦怠

的光芒，让她以“打鸡血”的状态迎接第十年教学生涯。

严慕婷的参赛历程，是从“教学实践者”到“教育引

领者”的蜕变样本。与全国优秀教师的交流碰撞，让她

跳出本校教学框架，吸纳育人智慧。她说，未来将把竞

赛中领悟的“批判性思维培养”“价值浸润方法论”转化

为日常教学实践，让课堂成为孕育创新与担当的土壤。

“青教赛是教学竞赛中的‘奥林匹克’，是对教师教

学综合素质和能力积累的一次‘大检阅’，也是一场自

我成长的深刻洗礼。”备赛的过程促进了蔡臻臻在教学

理念、方法和内容上不断精进，趋向教学研究和思政工

作的一致性。“我们要将问题意识渗透到课程的内容选

择、教学设计、课堂组织，将赛事经验转化为服务学生

成长的日常方法论。”

“这次获奖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肯定，同时也意味

着新的开始。青教赛对我未来几十年教学生涯有非常大

的促进作用，将激励我不断反思和改进教学，带领学生进

行前沿交叉和颠覆性技术的探索，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贡

献新质生产力，培养更多栋梁之材。”何春华说道。

参赛故事

教学赛场经历“否定与重生”

在齐炜炜的备赛笔记本上，密布着“推翻重做”的

痕迹。赛前一周，校外专家对她的8个教学节段提出

“几乎全盘否定”的修改意见，让她陷入崩溃：“我连

PPT 动画顺序都记不住了，当时唯一的念头就是弃

赛。”但她清醒认识到，专家指出问题对她是一个锻炼

内心逐渐强大的过程。她咬咬牙，用批判性思维重新

审视教学内容，不断完善“疾病-机制-诊疗”的课程整

体认知链条。

蔡臻臻的备赛历程同样充满“否定之否定”的哲

思。为了让思政课摆脱“抽象说教”，她在赛前推翻37

版教案，凌晨四点的校园里，总能看到她“追星”的身

影：“要将天边的榜样转化为身边的故事，将‘高大上

的理想’和‘人间烟火气’紧密融合，将思政小课堂融

入社会大课堂。”这种对教学细节的极致苛求，让她的

课堂从单向输出变为“师生双向奔赴”，最终她蝉联省

赛冠军。

黄雅兰的备赛记忆，带着一丝“悲壮”色彩。赛前

五天突发重感冒，赛前三天无法发声，她背着一大包

药赶赴赛场，甚至在讲课途中不得不躲到视频播放的

间隙咳嗽半分钟。“当时以为自己搞砸了，整个人的讲

课状态反而更松弛了。看到赛果时我一度怀疑是否

错了，但后来我明白了：课堂的核心是内容，而非完美

的表现。”

广东工业大学何春华的挑战则来自身份转型的

“阵痛”。从企业高管到高校教师，缺乏教学经验、普

通话不标准、科研教学双线承压，让他在备赛时多次

想放弃。但产业报国的初心支撑着他坚持下来：“我

想更好地向学生传授产业界的经验，期望他们能站在

我的肩膀上走得更远，这是企业人转型教师的使命。”

“这份荣誉属于整个团队！”蔡臻臻的备赛群深夜

依然闪烁着秒回的消息，由华南师大组建资深专家团

队，从教学思路到语言表达均精心推敲。“这不是一个

人的比赛，是整个学校在托举我们。”她的感慨，道出

了所有获奖者的心声——广工团队接力修改PPT，多

个部门专家“陪读打磨”；华农课程思政团队全程护

航，让备赛之路充满力量……严慕婷的电脑里珍藏着

一本“教学宝典”——里面收录了历届获奖教师的教

案与心得。作为二度参赛选手，她在赛前一周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为思政而思政”的怪圈。好在一位前辈

对她的试讲进行了“思政教育要像盐溶于水”的点拨，

让她茅塞顿开：“原来价值观引导可以藏在专业知识

的肌理中，不着痕迹却浸润人心。”

夺冠密码

“以学生为中心”理念是创新原点

本次参赛的选手不乏有多年执教经验的青年教师，如

何把赛场当课堂，把长期教学积累化作参赛优势是关键。

在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副教授、本届大赛理科组第一名齐

炜炜看来，课程重构与教学设计创新是最重要的“夺冠密

码”，她在基础医学（生理/生化）与临床课程（内科/外科）的

深度融合中探索出一条培养卓越医师的新路径。她提出，

医学教育需打破传统学科壁垒，从“知识传递”转向“能力孵

化”，让课堂成为学生临床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孵化器。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本届大赛文科组第一

名黄雅兰告诉记者，自2019年起，其团队紧扣媒体融合趋势，系

统建设《融合新闻学》课程，她还参加了跨校教学团队，在多元教

学实践中积淀创新经验。她强调，“比赛是日常教学的‘极致化

呈现’”，需在知识点逻辑衔接、讲授思路设计乃至教态仪表上

精雕细琢，“打造‘完美’模板，将积累转化为精准表达”。

教师的成长、比赛的争胜，均离不开学校的系统支持。

华南农业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广东省“青年珠江学者”严

慕婷坦言，获奖关键在于学校从师德引领到阶梯培养的支

撑——通过“名师面对面”“示范课堂”汲取教学精髓，通过

各级赛事锤炼基本功与设计能力。“真正的教学不是技巧堆

砌，要让每一次课堂都成为师生共成长的契机，最终达到

‘手中无稿，心中有课’的境界。”

“上好思政课是难上加难，难在如何把道理讲深、讲透、

讲活。”华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教授蔡臻臻认为只有

“生动”才有抬头率，只有关注学生真需求才能入脑入心。

她对教育事业满怀热爱与敬畏，在华师求学工作的十余年，

让她立志成为学生成长路上的“追光者”。为此，她构建“兴

趣驱动+深度思考+创意思维”三维教学体系，助力学生实

现“小我”与“大我”的融合。

广东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何春华有多年企业工

作经验，善于把新技术、新产品带入课堂教学中，激发学生

浓厚的学习兴趣。“本次参赛我就采用智能音乐产品导入，

讲解智能传感器技术。”此外，他结合新工科特点，在课堂中

结合前沿科技和企业需求来讲解，通过互动引导、表演魔

术、制造悬念等，在教学、比赛中均收获奇效。

记者发现，这五位教师的“夺冠密码”虽各有侧重，却共

同把“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作为创新原点。齐炜炜完成了从

“教师逻辑”到“学生需求”的身份转换，利用学习知识过程培

养医学生拥有学习力、思想力、行动力，从而产生创造力；蔡

臻臻将思政课的“大道理”转化为贴近学生的“青年叙事”，用

“问题链闭环”解答大学生的青春困惑；严慕婷在“以学生为

中心”的改革中构建沉浸式课堂，依托“校级-省级-国家级”

阶梯机制，让教学设计兼具学术深度与教育温度……

深耕教坛淬真功，以赛促教谱新篇。4月23日，广东省第七届高校（本科）青年教师教学大赛颁奖典礼暨成果展

示活动将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怀士堂举行。在本届大赛的舞台上，来自不同高校、不同学科的参赛选手以扎

实的教学功底、创新的教育理念和对育人初心的坚守，诠释了新时代高校教师的风采。近日，记者采访了其中5位一

等奖获得者，为读者“解密”其获胜秘诀、备赛历程及其成长故事，展现一幅“以赛促教、以教促学”的生动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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