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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2017）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章程 

第一条  总则 

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以下简称竞赛）由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

数学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教指委）、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

心共同主办，教育部高等学校数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统计学类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共同协办，是面向全国本科高

校数学教师的教学竞赛活动。该竞赛旨在鼓励教师将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内容紧

密融合，促进教师更新教学理念、革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设计、提高大学数学

课程教学质量。竞赛秘书处设在高等学校大学数学教学研究与发展中心。 

第二条  竞赛内容 

竞赛内容仅包括两类：一是发布的大学数学基础课程（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点，参赛者可选择发布的一个知识点录制完成时长

10-15 分钟（甚至更短）的微课程视频，并提供配套的教学设计、多媒体教学课

件以及支撑该知识点教学的相关辅助材料等。二是“大学数学应用案例”，参赛

者可选择大学数学课程的某一个知识点或者某一段教学内容，精心设计应用性教

学案例，录制视频，并提供配套的教学设计、多媒体教学课件以及相关教学辅助

材料等。 

第三条  竞赛组织形式 

     1．竞赛分初赛和全国决赛两级：初赛按赛区进行，按本届教指委工作组划

分原则，分设七个赛区；要求每个赛区应至少有 10 所院校的 30 名以上参赛者

参赛，不够此数量限制的赛区可向全国组委会提出申请并入其他赛区，经全国组

委会批准后可并入指定赛区参赛；每个赛区可建立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赛

区组委会），负责本赛区的竞赛宣传、发动、报名以及竞赛组织评审等工作。全

国决赛由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教学设计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全国组委会）

负责组织，聘请专家主持评审各赛区推荐的优秀作品，评出全国高校数学微课程

教学设计竞赛特等奖、一等奖和二等奖，印制获奖证书、举办全国颁奖仪式等。 

     2．竞赛设赛区组织工作优秀奖和参赛学校组织工作优秀奖。表彰在竞赛组

织工作中成绩优异的赛区组委会和参赛学校，以参赛学校数和参赛作品的数量、

优秀作品的数量、评审工作的质量、赛区创造性地开展竞赛工作的情况以及与全

国组委会的配合情况等为主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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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竞赛每年举办一次，竞赛内容（知识点）由全国组委会统一发布。 

第四条  评奖办法 

1．各赛区组委会聘请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评选本赛区的特等奖、一等奖、

二等奖，获奖比例一般不超过全国组委会规定的比例（以成功参赛作品数量为基

数）。  

2．各赛区组委会按全国组委会规定的数量将本赛区的优秀作品（赛区特等

奖作品）推荐至全国组委会。全国组委会从各赛区聘请专家组成当届全国评审委

员会，按统一标准从各赛区推送的优秀作品中评选出全国特等奖、一等奖、二等

奖。  

3．全国与各赛区评出的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均颁发由全国组委会统一

印制的获奖证书。 

4．对违反竞赛规则的参赛教师，一经发现、查实，即刻取消其参赛资格，

在竞赛专门网站上对其所在院校予以通报，并取消该校下一年度参赛资格。对违

反评奖工作规定的赛区，全国组委会不承认其评奖结果。  

第五条  异议期制度 

1．全国（或各赛区）获奖名单自公示之日起两个星期内，任何个人或单位

如有异议可实名提出，由全国组委会（或各赛区组委会）负责受理。提出异议的

个人须书面写明本人的真实姓名（亲笔签名）、工作单位、通信地址（便于全国

组委会予以回复）；提出异议的单位须写明联系人的姓名（亲笔签名）、通信地

址，并加盖单位公章。全国组委会及各赛区组委会对提出异议的个人或单位给予

保密。  

2．与受理异议有关的学校及赛区有责任协助全国组委会及其它赛区组委会

对异议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全国组委会和各赛区组委会对受理的异议要

专门组织专家进行审议，并在一个月内对受理的异议给出客观、公正的复审结果，

并书面答复异议提交者复审结果。 

第六条 解释与修改  

本竞赛章程从 2015 年 3 月起开始执行，解释和修改权属于全国组委会，其

它未尽事宜由全国组委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