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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教基字„2021‟41号 

 

 

 

各设区市教育局、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 

近期，教育部下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

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1‟33 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征集

遴选基础教育精品课活动。为贯彻落实教育部精神和相关要求，

省教育厅制定了《江西省 2021年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实施

方案》，现予以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西省教育厅 

                                2021 年 9 月 8日 

（此文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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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适应新时代基

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贯彻落实《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的通知》（教基厅函„2021‟33

号）精神，切实做好我省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作，特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目标 

1.激发教师教学热情。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投身课堂教学的

积极性创造性，促进教师深入研究课程教材内容，学习借鉴国

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以下简称云平台，网址：ykt.eduyun.cn）

优质课程案例，融合应用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方式方法，

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教育教学能力，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风采。 

2.汇集优质教学资源。建立健全优质课程资源遴选更新机

制，系统化体系化建设云平台优质课程教学资源，不断丰富平

台资源内容，提高平台资源质量。 

3.服务师生教学使用。满足学生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需

求，为学生预习、复习、开展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式学习提供服

务，促进减轻学生过重学业负担；支持教师课堂教学，为教师

优化教学设计、丰富教学内容、开展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等提供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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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促进优质均衡发展。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帮助

农村学校开足开齐开好国家课程，加快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缩

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二、质量要求 

精品课以微课形式呈现，包括微课视频、教学设计、学习

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和必要的实验演示（要求各要素齐全）。

精品课质量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1.坚持正确方向。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尊重教育规律，体现素质教育导向，在意识形态、民族

宗教、领土国界等关键问题上不能有偏差。 

2.确保科学严谨。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标准，保证学科知识

内容和授课语言的科学准确，保证情境素材的真实性、适切性

和权威性。 

3.突出课堂实效。体现学科教学改革方向，充分考虑学科

性质和不同学段学生学习特点，有效解决课堂教学的重点、难

点问题，注重发挥学科德育功能和综合育人功能。 

4.注重制作规范。教学目标明确、教学过程完整、教学资

源充足、摄制技术规范（见附件 1），语言、文字、符号、单位

等使用要符合规范，精品课（除外语课程外）应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不得有任何广告。 

5.保证内容原创。精品课必须是教师本人教学实践中所积

累的典型教学成果，不得冒名顶替，严禁抄袭，引用资料须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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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出处和原作者。 

三、工作程序 

1.自主申报。教师总结个人教学实践成果，凝练教学经验

和方法，学习借鉴云平台相应课程教学资源，对照国家中小学

网络云平台课程节点编号，确定自己拟讲授的具体内容，自主

设计微课并向学校提出申报。 

2.学校推荐。学校应鼓励、支持教师参与精品课遴选工作，

组织教师积极研讨和交流展示活动，指导教师设计微课，认真

选择课程节点，择优向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进行推荐。 

3.县级初选。县级教育部门组织有关专家，对学校推荐的

微课设计进行初选，组织相关教师试讲，根据市级教育部门分

配课程数额（见附件 2）确定初步人选，按照微课制作标准完成

课程录制工作（相关模板在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下载），由

授课教师本人登录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进入“基础教育精

品课”遴选工作栏目上传课程。市属学校初选工作由市级教育

部门组织实施。市、县（区）教育部门应对本区域内学校教师

在选择课程节点的环节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统筹。 

4.市级推荐。各设区市教育部门要根据省教育厅下达的精

品课推荐数额，给下辖各县(市、区）分配数额，原则上不超过

市级推荐数的 4倍，待各县(市、区）课程上传至国家中小学网

络云平台后，分学科精心组织专家在平台进行线上评审，按分

配数额择优向省教育厅推荐精品课。同一课程节点只能推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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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微课参加省级评选。各省直管县的精品课遴选工作纳入所属

设区市统筹。 

5.省级评选。省教育厅在各设区市教育部门推荐的 1610节

精品课基础上，分学科组织专家进行集中评审，评选出 400 节

参加部级精品课遴选。同一课程节点编号只推荐 1 节精品课。 

6.部级遴选。教育部组织专家对省级推荐的精品课进行评

审，遴选确定部级精品课，并在云平台进行公示。 

四、时间节点 

1.2021 年 10 月 20 日前，各设区市按分配数额在平台向省

教育厅报送市级推荐的精品课。 

2.2021 年 10 月 24 日-31 日，教育厅组织省级精品课集中

评选。 

3.2021 年 11 月 10 日前，根据教育部要求，教育厅将评选

出的 400 节精品课线上推荐至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参加部级

遴选。 

五、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实施。各设区市教育部门要高度重视、认真组

织，根据本方案制定本地精品课遴选工作具体实施方案。要建

立健全工作机制，在基教部门统筹组织下，充分发挥教研、电

教、装备等部门的作用，形成工作合力。要坚决克服形式主义，

防止影响正常课堂教学工作，避免增加学生和教师的负担。 

2.严格程序标准。各地要规范遴选程序，坚持公开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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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平公正。要严格按照《2021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见

附件 3）的要求，把好遴选质量关，确保选出精品优课。 

3.做好服务保障。教育厅将加强平台技术支持，各级教育

部门对遴选工作提供全过程的教学指导、技术支持、运维服务

和经费保障。 

4.健全激励机制。教育部将对获得部级精品课的教师颁发

证书，对工作成效突出的省份以适当方式予以表扬鼓励。部级

精品课可作为教学成果评定、职称评聘和评优评先等方面的重

要参考依据。 

省教育厅将对部级遴选中获评的部级精品课和省级评选中

获得 80分以上（含 80 分）的精品课，按 2：3：5的比例设一、

二、三等奖并颁发证书。各地可参照此办法，对获得市级、县

级精品课的教师落实激励机制。 

5.强化推广应用。部级精品课将作为云平台优质课程资源，

供广大师生学习使用。各级教育部门可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积极开展精品课交流展示活动，加大优质教育资源推广

应用的力度，切实提升精品课使用效益，促进提高教育质量。 

六、工作联络 

1.各设区市教育局基教科、教研室、电教馆各指派 1 名“精

品课遴选工作”联络人，并于 2021 年 9 月 12 日前将联络人信

息表（见附件 4）报送至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周新兴处。 

2.省教育厅“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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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   周新兴 

（电话：0791-86765135，邮箱：752959322@qq.com ） 

（2）省教育厅教研室  邱瑞晨 

（电话：0791-86756150，邮箱：479642863@qq.com） 

（3）省教育技术与装备发展中心   魏刚 

（电话：0791-88516136，邮箱：89062394@qq.com） 

 

附件:1.精品课制作要求 

2.江西省 2021 年“基础教育精品课”省级评选推荐

数额分配表 

3.2021 年部级精品课评价指标 

4.各设区市教育局“精品课遴选工作”联络人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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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精品课内容应为教育部审定的中小学各年级各学科教材中

的具体一课（节）所含知识。一课（节）如有多个课时，需分

别制作多个微课，最多不超过 3 个课时。每课时微课包括微课

视频、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课件、作业练习等，如有实验

内容，可提供实验视频。相关模板可从云平台下载。 

一、微课视频 

微课视频应采用“教师讲解+多媒体大屏”的形式，适当呈

现授课教师画面，增强教学的交互性和画面的可视性。单个微

课视频时长：小学 10-15 分钟、中学 15-20 分钟。微课视频应

包含片头（用 PPT 标题页作为片头），时长不超过 5 秒，文字

信息包括：教材版本、学科、年级、课名、主讲教师等信息。

录制环境安静无噪音，光照充足均匀，教师语言规范，声音响

亮。视频画面的比例为 16∶9，大小不超过 1G，编码格式

H.264/25 帧，分辨率 1920*1080P，码率 6-8Mbps，音频 ACC 编

码、码率 128Kbps。鼓励教师对微课视频文件进行后期编制，可

根据教学内容要求适当调整屏幕大小，布局美观大方。实验视

频应多角度清晰呈现教师进行实验操作讲解、演示的画面及相

关实验现象，可简单介绍实验目的、设计思路及创新点、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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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教学装备与教学融合性分析等。 

二、课件 

课件及其嵌入的媒体素材应确保内容清晰无误，界面设计

简明、布局合理、重点突出，风格统一。引用地图应使用教材

上的地图并标明出处，格式为：地图出自 xxx（教材名，出版社，

版本，第 x页）。 

三、其他文档 

教学设计、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等以文本的形式呈现。

教学设计应至少包含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等。教学

目标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和教学实际情况。

教学内容要充分利用已有的课例研究成果，着重分析本课重点

与难点。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体现多样

化教学方式。学习任务单内容应包括学习目标、学习任务、学

习准备、学习方式和环节以及配套学习资源推荐（包括教科书

相关内容阅读及其他学习资源）等。作业练习应与学习目标相

一致，建议设计多样化的作业任务，除适量的纸笔练习题外，

可布臵绘图、调研报告、手抄报、课后实践活动等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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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设区市 数量（节） 设区市 数量（节） 

南昌市 160 吉安市 160 

九江市 160 萍乡市 100 

赣州市 240 鹰潭市 100 

上饶市 160 新余市 100 

宜春市 160 景德镇市 100 

抚州市 160 赣江新区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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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指标描述 权重 

目标 

内容 

教学目标

科学合理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体现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目标明确具体、可检

测，重难点突出。 

10 

教学内容 

组织科学 

教学内容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和学生认知规律，注重培

养学生能力；覆盖该课所含知识，课时安排合理。 
10 

教学

过程 

教学环节 

流畅紧凑 

教学过程包含必要的教学环节，层次清晰，过程流畅；

课堂容量适当，时间分配合理。 
15 

教学方法

策略适切 

体现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课程理念，注重学生亲身体验、

情境感知；教学组织严谨，教学方法得当，策略有效。 
15 

信息技术 

融合有效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依据教学目标选择、整合和应用

数字教育资源，促进知识理解和问题解决，培养学生

的创新能力，提升教学的精准性和实效性。如有实验

内容，实验技术应运用合理。 

15 

教学

资源 

教学设计

明确恰当 

教学设计（及学习任务单）与教学目标一致，符合学

生的认知水平，体现导学功能，有效激发学生的积极

性和创造性。 

15 

作业练习

规范科学 

课上练习、课后作业、实验活动（如有）紧扣教学目

标，总量适中，难易适度，形式多样，促进学生发展。 
10 

技术

规范 

资源完整 

提交规范 

教师讲解、实验与多媒体演示切换适当，布局美观，

声画同步；课件、学习任务单、作业练习信息完整、

格式规范；资源引用注明出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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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区、市）  （设区市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章） 

负责部门名称  

通讯地址 （邮编：         ） 

行政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具体组织部门 姓名 性别 民族 所在单位/处室 职务 办公电话 传真 手机 邮箱 

负责人          

联系人          

负责人          

联系人          



—— 13 —— 

 

 

 

 

 

 

 

 

 

 

 

 

 

 

 

 

 

 

 

 

 

 

 

 

 

 
 

 

江西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1年 9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