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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 

第三届“海星谷杯”机械安全能力测评竞赛 

（教师组）竞赛规程 

一、竞赛名称 

2022 年度机械行业职业教育技能大赛——第三届“海星谷杯”机械安全能

力测评竞赛 

二、竞赛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机械工业教育发展中心 

承办单位：海星谷（大连）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赛育达科教有限责任公司 

三、竞赛组别 

    教师组 

四、竞赛目的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

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做好职业教育法的贯彻实施，落实全国职业教育大会会议

精神，引导教师领会国家机械制造领域安全生产的重要意义，积极探索机械安全

教育课程及教学手段创新与应用的有效途径，提升专业教师安全教育能力水平，

促进教学创新、教学改革、教学质量提升，更好地推进安全教育在职业院校教育

教学改革中的创新实践。 

五、教师组竞赛方式  

教师组竞赛为团体赛，采用作品评选的方式进行。参赛团队设计安全教育融

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并上好一堂安全教育课，在指定时限内提交参赛作品，竞

赛执委会组织专家根据评审规则统一评选。 

六、教师组竞赛内容  

教师可自主选择工业机器人、数控车、数控铣相关专业相关课程中的 2-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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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例（不同教学任务/不同实践任务），将安全教育融入专业课程教学中，制

作安全教育与专业教学融合创新应用教学案例，转变安全教育方式方法，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提交教学课例作品包括教学设计文档和教学活动实录。 

1、教学设计：这里指的教学设计是指安全教育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设计，

体现安全要素如何融入教学过程。包括课程名称、课程类型、教学目标、安全教

育理论重点、安全生产实践难点、教学设计与教学组织策略（教法与学法）、教

学实施过程、教学评价与总结反思。本部分要求重点陈述围绕课程教学的安全要

素、实施；教学设计既可以是本次作品选定的课例，也可以针对一门课程。 

2、教学实录：根据教学设计，拍摄教学课例（2-3次课），并将课堂教学片

段剪辑编成一个教学实录视频文件。每个教学片段控制在 5分钟以内，视频总时

长控制在 15 分钟以内。教学实录要能反映实际的教学情景，并充分反映安全教

育的理论重点和实践难点。 

七、教师组竞赛规则  

（一）报名资格 

教师组参赛对象为中等职业院校、高等职业院校、应用型及职业本科院校以

及技工院校在职教师，以院校为单位组织报名。每校限报 2支队参赛队伍，每支

参赛队不超过 3 名教师，选手不可重复组队、不得跨校组队。（同一学校存在重

复报名的，可通过内部协商重新提交正式报名，若协商不成，则以先报名的为准）。 

每支参赛队提交 1 个参赛作品，参赛作品视为团队作品，不区分作者序位。

参赛作品应为原创，不得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不得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引用

的第三方资源，须保证无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竞赛执委会及主办单位、承办单

位拥有对参赛作品进行共享及使用等权利。 

 

（二）竞赛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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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有参赛队按竞赛通知要求提交“正式报名表”（加盖公章）正式报名。 

2、报名截止后，海星谷公司将在规定时限内对所有参赛队开放机械安全相

关产品，并免费提供竞赛技术服务。 

3、各参赛队在截止时间前登录竞赛平台，按要求提交课程案例介绍文档和

教学活动实录。平台的使用操作步骤详见网站使用说明及帮助文档。 

（三）作品提交方法 

正式报名的参赛队，在截止时间前，使用指定的竞赛平台，通过“作品提交”

入口，按要求上传竞赛作品。 

⚫ 访问地址及账号：报名结束后由竞赛执委会发放。 

提交作品及格式要求： 

1、教学设计：PDF文档，文件大小不超过 20M。 

2、教学实录： 

（1）视频格式为 MP4； 

（2）分辨率不低于 1280*720，推荐 1920*1080； 

（3）视频时长不得超过 15分钟； 

（4）视频大小不超过 200M。 

注意事项： 

1、参赛作品中不得出现所在学校及选手信息。 

作品设计与制作 

提交作品 

网络评选 

公布获奖名单 

报名参赛 9月 20日前 

10 月 18日前 

11 月 12日 

10 月 25日-11月 5日 专家评审 11月 12日前 

9月 20日 -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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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赛作品应为原创，引用的第三方资源，须保证无知识产权异议和纠纷。 

八、教师组评审方法  

根据报名情况分为中职、高职评审组。各评审组均采取网络评选与专家评审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网络评选占 20分，专家评审占 80 分。 

1、网络评选 

参赛队提交教学案例作品后，平台将教学实录视频以匿名的方式发布到竞赛

平台，在平台统一开放期间，由平台用户进行投票评分。 

2、专家评审 

竞赛执委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组至少由 5人组成，采用作品匿名演

示的方式，由评审专家独立打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其余打分的平

均分作为参赛作品的专家组评审得分。 

3、评分指标 

参赛作品将根据以下指标单独进行评审。 

评比指标 评比要素 分值 

安全教学

设计 

35分 

一、选题 

适应新时代对技能人才的安全素养要求，紧扣安全主题，强调培育

学生安全意识、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 

5 

二、教学目标 

能清楚表达安全教育在专业教学目标中的地位。 
5 

三、教学内容 

1、在安全教育过程中引入思政元素，及时反映相关领域产业升级

的安全生产管理与技术要求。 

2、教学内容结合真实项目、案例或工作任务、工作过程等。 

3、安全教学内容是教学内容的一部分，要清晰、前后有序的支撑

教学目标的实现。 

10 

四、教学方法 

1、对基本原理和基本知识的内容，讲授清楚。 

2、对操作流程、与动作操作紧密相关的内容，以案例方式出现。 

3、适当引入仿真等操作方法，虚拟真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安全要素，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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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讲授与案例相互印证，加强安全技能的培养。 

4、其它一些创新方法。 

安全教学

实录 

25分 

五、教学过程 

1.按照教学设计实施教学，关注安全教学重点、难点的解决，能够

针对学习和实践反馈及时调整教学，突出学生中心，实行因材施教。 

2.教学过程结合生产应用，对职业场景的举例和应用，在职业场景

中渗透职业安全教育。教学活动安全有序，师生教学互动深入有效，

教学气氛生动活泼。 

3.关注教与学行为采集，针对目标要求开展教学与实践的考核与评

价。 

10 

六、教学效果 

1.安全教育要素设计与实施，保证了课程教学顺利进行。 

2.安全教育，遵循学生认知规律，符合课内外教学实际。 

3.安全教育思想和教学理念，能与企业生产实际相结合。 

9 

七、技术规范 

1.按指定格式提交剪辑完整的教学实录视频。 

2．所提交视频应是单一有声视频文件，视频格式正确，显示比例

标准，影像清晰，画面稳定，声音清楚、无杂音。 

3.视频主体为原创作品，必须自行设计制作完成，讲授部分必须由

参赛教师完成（不使用工具软件或其他人配音）。 

4.教学实录视频呈现内容完整，使用统一的标题样式，不额外制作

片头和片尾。 

6 

安全教学

资源 

20分 

八、教学资源 

1.对应教学设计，使用丰富的教学资源，如微课、PPT、视频、flash

动画、学案、学习资料、作业任务等，展现安全教学内容直观、生

动、形象。 

2.运用虚拟仿真等资源开展安全训练、测评，使安全知识内容更加

形象化、立体化、可互动。 

15 

九、特色创新 5 



6 

1.能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安全发展观念、培育对安全的敬畏精

神、增强学生职业素养。 

2.能够创新教学与实训模式，给学生深刻的安全学习与实践体验。 

3.能够与企业安全管理标准要求接轨，时俱进地更新专业知识、积

累实践技能、提高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教研科研能力。 

4.具有较大的示范和推广应用价值。 

网络评价 

20分 

作品统一公布期间，由平台用户进行投票评分。根据用户投票数量

折换为该作品的网络评分。 
20 

 

九、奖项设定 

教师组按作品总数为基数，按评分由高到低排序，一、二、三等奖获奖比例

分别为 15%、25%、35%。由主办方授予获奖荣誉证书。获奖证书中选手署名排序

与《报名表》排序相同。 

获奖证书在赛后一周内以快递方式统一邮寄给《报名表》指定联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