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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筑 教 科 通 〔 2020〕 1 号

关于开展贵阳市第一届（2020 年）
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研室、市属学校（幼儿园）、辖区内省属学

校：

为推进新时期贵阳市教育科研工作，为推选申报 2020 年

贵州省第五届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作准备，按照《贵

阳市教学成果评选奖励办法》的规定，经研究，决定于 2020

年 1月 1日起，组织开展贵阳市第一届（2020 年）中小学（幼

儿园）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选范围

2020 年贵阳市第一届教学成果奖评选范围包括基础教育

各学段、各领域取得的教学成果。凡贵阳市内按国家有关规定

批准设立的从事基础教育的学校（中小学、幼儿园、特殊教育

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

教师及其他个人，均可申报贵阳市教学成果奖。贵阳市教育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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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是指能够反映我市基础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过程中的教育

教学规律，具有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的教育教学方案。其内

容可包括课程、教学、评价、资源建设等方面，可以是综合性

的，也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中小学教材,作为基础教育

教学成果之一，其评审办法需做进一步论证，本届规定“不能

以教材为成果主体进行申报”,但作为反映民族特色或地方特

色的校本课程，校本教材等可以作为重要的支撑材料参与成果

奖的申报。

已经获得过市级及以上相关部门设立的教学成果奖、教育

科研成果奖、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等的教学

成果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二、申报成果要求

参与申报的教学成果，必须符合国家教育方针、政策，体

现时代精神和素质教育的核心理念，遵循学生身心发展和教育

教学规律。必须围绕解决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创

造性地提出科学的思路、方法和措施，经过实践检验，对于实

现培养目标、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效果显著，至今仍在教

育教学中发挥重要作用。

对各等次教学成果奖的要求：一等奖的教学成果，应提出

自己的理论或发展和完善已有理论，并经过不少于 3 年的实践

检验，教育教学业绩突出，效果特别显著；二等奖的教学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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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教学改革实践的某一方面有所突破，并经过不少于 2 年的

实践检验，教育教学业绩比较突出，效果较为显著；三等奖的

教学成果，应在教学实践的某一个点上有所侧重，并经过不少

于 1 年的实践检验，教育教学业绩良好，效果明显。

申报成果必须是在2019年12月底以前完成的基础教育领

域的教学成果。

三、名额分配

（一）贵阳市教学成果奖实行限额申报，申报名额参考各

学校（单位）教师数进行分配。区（市、县）申报名额见附件

1。市直属学校（单位）、辖区省属学校每校限报 2 项（其中

一类示范性高中贵阳一中 4 项、贵阳实验三中 3 项）

（二）各报送单位在报送申报材料前，应先行评选，在限

额范围内择优推荐，以保证推荐成果的质量和水平。

（三）各报送单位对教学成果奖的推荐，由一线教师和中

小学校（幼儿园）主持完成的成果，不得少于推荐总数的 70%。

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组织申报的成果，不得多于推

荐总数的 30%。

四、申报程序和材料要求

（一）申报我市教学成果奖，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成果

主持人或主持单位向所在区（市、县）教研室、市属学校（幼

儿园）和辖区内省属学校申报，各单位对申报成果进行初评写

出推荐意见并汇总后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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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单位名义申报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的，申报单位应

是成果的直接研发者、推广者和实践者，并在本单位进行一定

程度的运用且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以个人名义申报贵阳市教

学成果奖的，申报人应当主持并直接参加了成果的方案设计、

研究、论证、实施和总结的全过程，是成果的主要贡献者，而

且至今仍在从事教育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

教学成果由两个以上单位或个人共同完成的，可联合申

报，但须选定其中的一个单位或个人作为申报的成果主持人。

若完成单位或个人跨地区、跨部门的，应向成果主持单位或主

持人所在的区（市、县）教育科研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三）申报贵阳市教学成果奖，应按照《贵阳市教学成果

奖材料准备说明》（附件 2）认真准备，经所在单位审核盖章

后，逐级一并报送如下材料：

1.《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书》（附件 3，以下简称申报

书）3 份；

2.《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附件 4，以下简称

汇总表）1 份；

3.成果报告 3 份；

4.反映成果主要内容和实践检验过程的汇编材料（附件

包）1 份。

5.报送的资料档案袋上张贴：《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档

案袋封面》（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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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学成果奖申报，不收取公开发表的文章、证书、

著作等和教学成果相关的原件，只收取复印件（或影印件），

但须经主持人所在单位审核，签署与原件相符意见，并加盖单

位公章后，才视为有效。如送评的材料与申报要求不符，或送

评的材料中与成果无关的材料多于 3 份的，将在资格评审中予

以淘汰。

（五）报送时间：2020 年 3 月 4 日～5 日，逾期报送，不

予受理。

（六）报送要求：各报送单位务必认真负责，确保数据录

入准确、完整，在截止日期前将审查合格的申报材料和《汇总

表》的纸质版及电子版统一报送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综合研

究室。

报送地址：贵阳市云岩区电台街 65 号贵阳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 416 室。联系人：厉飒、张国生；联系电话：0851－

85826444。电子邮箱：2843609218@qq.com。申报材料一经送

达，不予返还。

（七）本次教学成果奖申报不收取评审费。

五、成果评审及表彰

（一）本次教学成果奖的评审工作由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

所组织实施。

mailto:gzjkygh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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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贵阳市教学成果奖设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共 3

个奖次。

（三）对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的获奖单位或个人颁发证书进

行表彰。

（四）择优推荐参加 2020 年贵州省第五届中小学（幼儿

园）教学成果奖的评选(因辖区内省属学校有省的指标，故不

在推荐之列)。

附件：1.贵阳市第一届（2020 年）教学成果奖评选各区（市、

县）申报名额分配表

2.贵阳市教学成果奖材料准备说明

3.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书

4.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汇总表

5.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档案袋封面

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2020 年 1 月 8 日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7/10/201710191330532004.zip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7/10/201710191330532004.zip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7/10/201710191330532004.zip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7/10/201710191330532004.zip
http://www.gzsjyt.gov.cn/UploadFiles/xxgk/2017/10/201710191330532004.z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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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阳市第一届（2020 年）教学成果奖评选

各区（市、县）申报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申报数

1 云岩区 21

2 南明区 18

3 观山湖区 12

4 乌当区 10

5 花溪区 16

6 白云区 10

7 清镇市 14

8 修文县 10

9 开阳县 10

10 息烽县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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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贵阳市教学成果奖材料准备说明

第一部分 申报书的栏目说明

《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书》（以下简称《申报书》）是教

学成果奖申请、推荐、评审、批准的文本依据,必须严格按规

定的格式、栏目及所列标题如实填写。

一、封面

1.成果名称：应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成果的主要内容和特

征，字数（含符号）原则上不超过 35 个。

2.所属学段：A.学前教育、B.小学教育、C.初中教育、D.

高中教育、E.其他（指成果内容涉及上述两个及以上学段或领

域，或涉及基础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衔接等）

3.成果类别：指基础教育各学段教学成果主要涉及的具体

领域，依照教学活动的若干要素细分为以下类别。

a.学习策略、b.教学模式、c.课程资源、d.教学方法、e.

评价方式、f.课程改革、g.心理机制、h.儿童游戏、i.习惯养

成、j.道德修养、k.技术教育（不含职业教育领域）、l.专业

发展、m.教学管理、n.教师评价、o.学生评价、p.家庭教育、

q.幼儿发展、r. 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s.留守儿童、t.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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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基础教育教学活动的其他领域）。

4.成果主持人：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教学成果，请填写个人

姓名；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教学成果，请填写单位全称；为保证

教学成果的权属明确，本栏目若出现两个及以上名称的，初审

时将予淘汰。

5.推荐单位：指各区（市、县）教研部门、市直属学校（幼

儿园）、辖区内省属学校。

6．推荐时间：指推荐单位决定推荐参评贵阳市第一届

(2020 年)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二、成果简介

1.研究起止时间：起始时间指提出问题、开始研究的日期;

完成时间指解决问题、形成最终成果的日期。

2.成果概要：主要指对所提出的或开发应用的教育教学思

想、方法、模式、措施、策略等进行描述，并简要叙述在教育

教学实践中取得的效果。

3.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具体指出成

果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思路、阶段、所采用的方法

等，问题要明确，思路、阶段要清晰，方法要有针对性。

4.成果创新点：对成果在实践中的突破、理论上的创新进

行归纳与提炼。应简明、准确、完整地阐述，每个创新点相对

独立。

三、成果应用及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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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践检验起始时间指成果形成后正式实施（包括正式试

行）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不含研讨、论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正在进行实践检验的截止时间为推荐参评“贵阳市第一届

（2020 年）教学成果奖”的时间。

2.成果应用及效果：对成果的应用情况、产生的效果进行

阐述。

3.实践检验单位指除成果主持人所在单位之外的参与实

践的地区或学校。如有，选择不超过 3 个主要的实践单位填写，

没有可不填。

4.实践效果：指成果解决问题的情况及其所取得的实际效

果，由实践检验单位填写并盖章。

四、成果曾获奖励情况

成果曾获奖励情况指获区（市、县）级政府及教育行政部

门或学校设立的教育教学奖励。需在附件中提供各种奖励复印

件。

五、成果持有者情况

1.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成果，在个人名义申报栏中填写。每

项成果持有人不超过 9 人。主要贡献一栏应如实写明该完成人

对本成果做出的贡献并签名。

2.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在单位名义申报栏中填写。每

项成果主要参与单位不超过 3 个。单位是指学校或其它法人单

位。主要贡献一栏应如实写明各参与单位对本成果做出的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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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并在单位名称栏内加盖公章。

六、推荐意见

推荐意见由区（市、县）教科研部门、市直属学校（幼儿

园）、辖区内省属学校填写。内容包括根据成果创新性特点、

水平和应用情况并参照相应奖励等级标准写明推荐理由和结

论性意见，并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七、评审意见

贵阳市教学成果奖申报·评审书中的“六、评审专家组意

见”和“七、评审委员会意见”无需申报人填写。

八、附录

附录中成果报告、关于成果内容的视频介绍、关于实践过

程及效果的佐证材料，是评审的主要依据，每一项推荐成果都

必须提供。

（一）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需反映成果主要内容和实践探索（包括检验）过

程。参照以下要点撰写，总字数不超过 1 万字：

1.问题的提出（500～1000 字）；

2.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500～1000 字）；

3.成果的主要内容（2000～3000 字）；

4.成果在实施前后的状况比较和分析（3000～5000 字）

5.成果反思（1000～2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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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件包

1.关于实践过程及效果的佐证材料、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2.支撑成果的其他有关材料。

成果附件不得过度包装，文字材料总数不得超过 1 万字，

课件、软件、视频等电子材料的总容量不得超过 500M，其他

无关材料不得多于 3 份。如与此要求不符，此类成果将在评审

时予以淘汰。

第二部分 其他说明

一、纸质版材料的书写、打印格式

1.所有纸质版材料要求用中文和使用钢笔或中性笔书写，

也可填好后复印或用计算机录入后一并打印，但不得以剪贴代

填。需签字、盖章处打印或复印无效。表中各项目均不要另外

附纸。

2.申报书、成果报告、附件包材料的纸张一律用 A4 纸，

竖装，双面打印。文字及图表应限定在高 245 毫米、宽 170

毫米的规格内排印，左边为装订边，宽度不小于 25 毫米，正

文内容所用字型应不小于 5 号字。

3.汇总表使用 A4 纸横向打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4.复印件材料采用 A4 纸单面复印。

5.所有纸质材料禁止使用照相纸等昂贵材料。

二、纸质版材料的装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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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使用粘贴有《申报书》封面的牛皮纸档案袋装入所有纸

质材料。

2.档案袋内按申报书、成果报告、附件包的顺序依次装入。

其中，成果报告和附件包的纸质材料须合并装订成册，并在首

页加上合并册的材料目录。

3.附件包的音、视频材料写入目录后，以光盘形式放入档

案袋。光盘上须用油性笔注明成果名称及成果主持人及主持人

所在单位。

三、特别说明

1.本次评审不收取任何评审费用。

2.本次评审可以提交著作、论文等支撑材料的原件，各种

证书请提交复印件。

3.所有申报材料一经送达，不予退还，请自行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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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贵阳市教学成果奖

申报·评审书

成 果 名 称

所 属 学 段

成 果 类 别

成 果 主 持 人

所 在 单 位

推荐单位名称及盖章

推 荐 时 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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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制

2019 年 12 月

成果持有者承诺书

在申报成果奖过程中，本人自愿做出如下承诺：

对填写的各项内容负责，成果申报材料真实、可靠，不存

在知识产权争议，未弄虚作假、未剽窃他人成果。

成果主持人签字：

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签章）：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所属学段 A.学前教育 B.小学教育 C.初中教育 D.高

中教育 E.其他（指成果内容涉及上述两个及以上阶段或领域，

或涉及基础教育与其他教育的衔接等）

2.成果类别：指基础教育各阶段教学成果主要涉及的具体领

域，依照教学活动的若干要素细分为如下类别。

a.学习策略、b.教学模式、c.课程资源、d.教学方法、e.评

价方式、f.课程改革、g.心理机制、h.儿童游戏、i.习惯养成、j.

道德修养、k.技术教育（不包含职业教育领域）、l.专业发展、m.

教学管理、n.教师评价、o.学生评价、p.家庭教育、q.幼儿发展、

r.特殊教育的理论与实践、s.留守儿童、t.其他（基础教育教学

活动的其他领域）

3.成果主持人 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教学成果，请填写个人姓

名；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教学成果，请填写单位全称；为保证教学

成果的权属明确，本栏目若出现两个及以上名称的，将予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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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参加者 以个人名义申报的成果，主要参加者人数不能

超过9人；以单位名义申报的成果，主要参与单位不能超过3个。

一、成果简介

成果名称

研究起止

时 间

起始： 年 月

完成： 年 月
关键词（3～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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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成果概要（8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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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8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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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成果创新点（8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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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应用及效果（800 字以内）

在本单位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如果除本单位之外，有其他推广应用的单位，请选择 3 个以内的实践检验单

位，填写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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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区（市、县） 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 担

任 务

实 践 效 果（600 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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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区（市、县） 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 担

任 务

实 践 效 果（600 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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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个实践检验单位情况

区（市、县） 学校名称

实践检验时间 年 月开始，至 年 月结束

承 担

任 务

实 践 效 果（600 字以内）

实践检验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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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果曾获奖励情况（限填 3 项）

时 间 成果名称 奖项名称
获奖

等级

颁奖

部门

四、成果持有者情况

（一）以个人名义申报的填写下表（以单位名义申报的不填写）

1. 主持人情况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教 龄 职称/职务

最后学历
现从事工

作及专长

工作单位全称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及邮编
电子信箱

主

要

贡

献

（200 字以内）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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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参与人情况（不超过 9 人）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承担任务及实际贡献 本人签字

（二）以单位名义申报的填写下表（一般不超过 3个单位）

1. 主持单位情况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贡

献

（200 字以内）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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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他参与单位情况（可根据下表自行增设）

单位名称 主管部门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信箱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主

要

贡

献

（200 字以内）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五、区（市、县）教科研部门（市直属学校（幼儿园）、辖区内省属学

校）意见

·本单位完全了解贵阳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有关管理规定，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

由本单位承担。保证课题申报的真实性，认可课题申报人及其所在单位的申报资格，同意上报。

·其他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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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审专家组意见

推荐奖励的等级及理由

专家组长签名：

年 月 日

七、评审委员会意见

公 章：

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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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附 录

（一）成果报告

成果报告需反映成果主要内容和实践探索（包括检验）过程。参

照以下要点撰写，不超过 1 万字：

1.问题的提出（500～1000 字）；

2.解决问题的过程与方法（500～1000 字）；

3.成果的主要内容（2000～3000 字）；

4.成果在实施前后的状况比较和分析（3000～5000 字）

5.成果反思（1000～2000 字）。

（二）附件包

1.关于实践过程及效果的佐证材料、获奖证书复印件等；

2.支撑成果的其他有关材料。

成果附件不得过度包装，文字材料总数不得超过 1 万字，课件、

软件、视频等电子材料的总容量不得超过 500M，其他无关材料不得多

于 3份。如与此要求不符，此类成果将予以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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