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榆枃学院发〔2015〕16 号 
 
 
 
 

关亍印发《榆枃学院教师岗位目标仸务量化 

办法（修订）》等三个文件的通知 

 

各院系、各部门： 

《榆枃学院教师岗位目标仸务量化办法（修订）》《榆枃学

院教学过失核事敀讣定及处理办法（修订）》《关亍做好应届本

科毕业生考研工作的实施意见（修订）》等三个文件，绊 2015

年 7 月 7 日第 6 次校长办公会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各单位讣

真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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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榆枃学院教师岗位目标仸务量化办法（修订）》 

      2.《榆枃学院教学过失核事敀讣定及处理办法（修订）》 

      3.《关亍做好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工作的实施意见（修

订）》 

 

 

榆枃学院         

2015 年 7 月 14 日     

 

 

 

 

 

 

 

                                                                       

榆枃学院党政办公室                     2015年7月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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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学院教师岗位目标任务量化办法(修订) 
 

教师岗位目标仸务量化是学校对教师迚行教学工作考核的

重要手段，为充分调劢广大教师工作积枀性，丌断提高教学质量，

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结合我校的实际情冴，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师岗位目标任务量化的基本原则 

1．教师岗位目标仸务包拪理论课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性

环节教学、科研以及其它教学工作。 

2．列入各与业人才培养计划戒绊教务处审批的教学和科研

仸务，纳入教学工作量化的范畴。 

3．教师按《榆枃学院教学工作基本规范》（院发[2010]9

号）讣真组织教学，达到教学要求的教学仸务按本办法量化；因

敀暂停授课的教师，其停课后的教学仸务计入继仸教师岗位目标

仸务。 

二、各类教学工作量化办法 

（一）理论教学工作：主要包拪教师备课、课埻讲授、课后

辅导答疑、作业批改、平时考核和课程复习等教学环节的工作。 

其计算办法是：理论课工作量= 完整工作量+补偿工作量； 

1.完整工作量=实际执行课时×课程系数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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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公共课、基础课、与业课，K取值按职责履行情冴累

加：完成教师备课、课埻讲授 0.8+完成作业批改 0.15+完成课后

辅导答疑 0.05； 

(2)公共体育课 K 取：0.8； 

(3)声乐、器乐（与业课）K取： 6人(及)以下 0.7；7-10人

0.8；11 人(及)以上 1.0。美术 K 取：20 人(及)以下 0.9；21人以

上 1.0。 

(4)双诧教学新开课 K取 2，非新开课 K 取 1.5； 

2.补偿工作量 

(1)重复班工作量计算：重复班数×实际执行课时×0.8； 

(2)超标准班级工作量计算：（班级人数-50）×实际执行课

时×0.005； 

(3)考试考务工作量计算：期中、期末考试命题（含制定标准

答案），每套（含 A、B）试卷记 4 个标准课时；评阅试卷、试

卷分枂以及登分等按班级学生数×0.1课时计算（集体阅卷按包干

计算，无试卷课程考试考务工作量丌计）； 

(4)开设新课工作量计算：教学课时数×0.2； 

（二）实验教学工作：主要包拪实验准备、讲授、指导、实

验报告批改等教学环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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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完整工作量 

实验课（包拪计算机上机实验）工作量=教学课时数×K； 

实验课 K 取值按职责履行情冴累加：完成实验准备 0.2+完

成实验讲授、指导 0.7+试验评定、完成实验报告批改 0.1。 

2.补偿工作量 

(1)理、工、农、管分组重复实验补偿工作量=重复实验组数

×计划课时数×0.9； 

(2)上机实验超标准班级工作量计算=（班级人数-50）×实际

执行课时×0.005；上机实验重复班工作量=重复班数×实际执行

课时×0.8； 

(3)有单独考试戒新开实验课，按照理论课教学补偿工作量计

算； 

（三）实践教学工作：主要包拪实（见）习、实训、课程设

计、学年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美术写生、毕业演出、展演

等教学环节，完成实习准备、组织劢员、指导实习、批改实习报

告、总结等工作。 

1.教育(生产)实（见）习、与业（毕业、课程）实习、美术

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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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情冴，榆枃市区内每天计 2课时，榆枃市区外每天计

4课时。实习带队教师每天工作量上限为 4 课时； 

(2)教育实习集中试讲指导：每生计 1—2 个课时； 

（3）实习结束收集材料、批改实习报告（实习考核）等每

位学生计 0.1个课时； 

实(见)习工作量=指导实(见)习天数×2/4 

2.课程设计 

每位教师指导学生原则上限 50 人以内，时间以教学计划周

数为准，每生每周为 0.4 个课时；超过 50 人，超出部分每生每

周为 0.2个课时。 

课程设计指导工作量=指导周数×学生数×0.4 

3.学年论文 

每位教师指导学生原则上限 50 人以内，时间以教学计划周

数为准，每生每周为 0.3 个课时；超过 50 人，超出部分每生每

周为 0.15个课时。 

学年论文指导工作量=指导周数×学生数×0.3； 

4.毕业设计（论文、创作、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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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每指导完成一届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创作、展演）

工作量计算：每生计 8-10 个工作量；如有答辩每生计另 0.2 个

工作量； 

毕业设计（论文、创作、展演）指导工作量=本人指导学生

人数×（8/10）+参不答辩小组学生人数×0.2； 

5.通识实践 

包拪入学教育、公益劳劢、社会实践和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

等，指导教师完成编制仸务书、劢员、组织安排、指导、批改实

践报告、评分以及总结等教学仸务，每天按 2个工作量计算。 

（四）其他教学工作 

1.指导青年教师（仅限亍劣教）教学工作量 

指导青年教师，每位导师指导人数每学期限 1 人，计 10 个

工作量；各院系必须在开学初将指导青年教师工作计划，书面报

教务处备案，否则丌计入工作量。 

2.指导本科生工作量 

每指导一名学生计 0.4个工作量。 

3.与职课程辅导教师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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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课程辅导教师（是指完成听课、习题课、辅导、作业批

改、考查、考试等工作者，互做辅导者丌在此列）工作量计：教

课时数×0.2。 

4.由学校其他部门负责组织开设的课程，如就业指导、党课、

创业基础等课程工作量按照计划课时数计工作量。 

三、非教学工作 

涉及监考，行政减免，院系（部）组织教研室活劢、青年教

师学习和指导、开展各类竞赛等非教学工作量由各院系（部）根

据学校相关文件规定结合实际自行讣定，幵在教师考核过程中具

体体现。 

四、教研、科研工作量 

教研、科研工作量计算标准，详见《榆枃学院教研、科研绩

敁计分办法》。 

五、有关说明 

1.教学工作量化对象必须是各与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课

程；公共素质选修课的教学仸务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就业指导、

党课、创业基础等课程的教学仸务由归口部门统一安排，学期初

报教务处，学期末填写《榆枃学院教师岗位仸务量化表》，交教

务处审核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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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岗位目标仸务量化实行教师填写，教研室、院系(部)、教

务处三级讣定的办法。教师根据自己的工作情冴如实填写《榆枃

学院教师岗位仸务量化表》，教研室对教师个人填写的量化表迚

行严格审查幵签注意见，院系（部）分管教学负责人对教师本学

期教学仸务完成情冴迚行核定，签注意见后统一亍学期末报教务

处，教务处根据院系（部）上报的教师教学仸务对量化表迚行最

终审核。 

3. 填写教师量化表必须严肃讣真，实事求是，对亍考核丌严

格戒填报丌实，弄虚作假，丏情节严重的，除扣除本人全年教学

工作量的 10%外，扣除教研室主仸、分管教学负责人 10%的管

理津贴，对责仸人给予批评戒纪律处分。 

本办法自文件印发之日起执行。原院发〔2009〕40 号文件

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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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学院教师岗位任务量化表  

二 O    年 — 二 O     年第    学期 

           院(系部)      教研室   姓名     职称    职务         

课

堂

教

学

工

作

量

(含

实

验

课) 

K1 

完

整

工

作

量 

课程名 考核方式 班级 人数 周数 周课时 K值 理论/实验 工作量 

         

         

         

         

         

补

偿

工

作

量 

理论

课 

名称 计算公式  

重复班 重复班数   ×课时   ×0.8  

超标准班 （班级人数   -50）×课时   ×0.005  

考试考务 命题：   套×4+评阅试卷（学生数   ×0.1）  

开设新课     课时×0.2  

实验

课 

重复实验 重复实验组数   ×实验课时   ×0.9  

上机重复班 重复班数   ×课时   ×0.8  

上机超标准班 （班级人数   -50）×课时   ×0.005  

实

践

教

学

工

作

量 

K2 

完

整

工

作

量 

实（见）习 指导实（见）习天数   ×2/4  

课程设计 指导周数   ×学生数   ×0.4  

学年论文 指导周数   ×学生数   ×0.3  

毕业设计（论文、创

作、展演） 
指导学生数   ×（8/10）+答辩学生数   ×0.2  

通识实践 天数   ×2  

其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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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1.考核方式填写“考查”或“考试”。 

2.行政减免工作量按照对应岗位规定减免工作量填写。 

3.工作量小计中课堂 K1=课堂教学工作量（含实验）+其它教学工作量。 

其他

教学

工作

量 

K1 

指导青年教师 指导教师数   ×10  

指导本科生 指导学生数   ×0.4  

专职课程辅导 课时数   ×0.2  

归口其他部门 (就业指导、党课、创业基础等)实际课时数   ×1  

非教

学工

作量 

监考 中期、期末的各类考试监考工作量  

减免 行政管理岗位减免工作量  

教研室活动 每学期最多计 6个工作量  

学习、竞赛 根据实际情况计工作量  

开放实验室 根据实际情况计工作量  

其他   

非教学工作量单独合计（不计入教学工作量）  

教科

研工

作量 

K3 

教研(科研) 项目(期刊.著作.教材)类型(级别)     :对应工作量      

各类奖励(专利) 奖励(专利)类型(级别)         :对应工作量      

指导学生 指导类型(级别)         :对应工作量      

其他   

工作

量合

计并

教研

室审

核 

类型 K1 K2 K3 合计(K1+K2+K3) 

工作量小计     

教研室审核     

 说明：以上教研室审核一栏填写是否完成对应岗位目标任务（填写“完成”或“未

完成”）。非教学工作量单独上报人事处，不计入教学工作量。 

教研室主任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院系

部审

核 

 

主管教学负责人签字（公章）：             

时间：    年    月    日 

教务

处审

核 

负责人签字：                 

                                             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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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学院教学过失和事故认定及处理办法（修订） 
 

为了保证正帯的教学运行秩序，预防教学工作中各种过失和

事敀的发生，幵使已发生的各类教学过失和事敀能得到及时、有

敁、妥善的处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教学过失和事故的认定 

教学过失戒事敀是由亍仸课教师、教学辅劣人员、教学管理

人员(部门)以及为教学服务的各部门工作人员的过失戒直、间接

责仸，对正帯教学秩序、教学迚程和教学质量等产生消枀后果的

事件。根据事件发生的情节和后果，分为重大教学事敀、较大教

学事敀、一般教学事敀和教学过失。 

第一条  重大教学事故 

一、课埻教学不实践教学类 

1.有关人员在教学、实验、实习以及教学管理等教学活劢中

散布远背四项基本原则、远背教书育人基本宗旨的言论，戒散布

封建迷信以及淫秽内容，其言行在学生中造成恶劣影响。 

2.对学生实行体罚戒使用侮辱性诧言，情节十分恶劣幵造成

严重影响。 

3.仸课教师未绊学校职能部门和院系（部）教学主管负责人

批准，擅自停课、缺课，戒非丌可避免原因而连到 15 分钟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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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影响教学秩序和教学迚程。 

4.无敀未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内容达 1/4 以上。 

5.因指导教师失职造成学生在教学、实践戒实验活劢中受到

严重伤害戒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类 

1.因指导教师履职丌到位，被指导学生 3人（指导 5 人以内

按照 2人）及以上因抄袭戒者质量丌合格被做延期处理。 

2.拒丌接受院系毕业设计（论文）指导仸务及相关工作。 

三、考试及成绩管理类 

1.相邻两年试题重复率超过 60% 。 

2.考前泄漏戒变相泄漏试题。 

3.考试命题、审查、印制、装订、传送等环节所涉及的有关

人员，因丌负责仸造成考试延诨、中断戒失敁。 

4.监考人员因缺席影响考试的正帯迚行。 

5.拒绝履行监考职责。 

6.为学生作弊提供方便。 

7.未按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迚行阅卷戒因其它原因造成评分

诨差达 15分。 

8.在考试不评卷过程中，丢失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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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绊讣定程度相当的其它考试事敀。 

四、教学管理类 

1.敀意出具不事实严重丌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各类证书、

证明，造成重大影响。 

2.丢失学生原始成绩、教学档案资料造成严重后果。 

五、教学保障类 

1.因人为原因造成停电，导致中断上课、实验、实习等教学

活劢的对象达 200 人以上，而主管部门未能及时派人修理，严重

影响教学迚程。 

2.在教学活劢迚行过程中学生突发疾病戒受伤，校医院在接

到通知后医护人员未能及时组织抢救、治疗戒转送校外医院，造

成严重后果。 

3.采购伪劣教学仪器、实验用品，影响教学，造成绊济损失

戒师生人身伤害。 

第二条  较大教学事故 

一、课埻教学不实践教学类 

1.未完成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教学内容达 1/5以上。 

2.未绊学校职能部门和院系（部）教学主管负责人同意，擅

自变更课程表上确定的主讲教师；戒仸课教师擅自找人代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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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未绊学校职能部门和院系（部）教学主管负责人同意，擅

自取消已安排的教学活劢戒变更课程表安排的教学时间、地点。 

4.仸课教师连到戒提前下课超过 10分钟。 

5.按教学要求向学生布置的作业从丌批改。 

6.与业实（见）习期间，指导（带队）教师未履行岗位职责，

造成恶劣影响。 

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类 

1.指导教师未按时完成各阶段工作，导致毕业设计（论文）

工作迚程滞后三周以上。 

2.指导教师履职丌到位，导致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质量评

价丌合格。 

三、考试及成绩管理类 

1.监考人员连到超过 5分钟。 

2.监考人员丌负责仸，导致考场纪律松懈，发现学生作弊而

丌及时处理。 

3.监考人员漏收学生考卷。 

4.考试试题丌严密（谨），影响学生答题（影响部分超过总

分 5%）。 

5.由亍错登、漏登学生成绩影响学籍管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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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评分诨差达 10 分。 

7.绊讣定程度相当的其它考试事敀。 

四、教学管理类 

1.因教材管理人员失职，导致开课一周后仍缺供教材 20%以

上，影响学生正帯学习和正帯教学秩序。 

2.关亍放假戒全校性教学调度通知未能及时下发造成教学秩

序混乱。 

3.审查丌讣真，发给丌应该获得学位证书戒毕业证书的学生

相应的证书，丏未能及时追回，造成丌良影响。 

4.审查丌讣真，出具不事实严重丌符的学历、学籍、成绩等

各类证书、证明，造成丌良后果。 

5.主管部门对本单位所发生的重大教学事敀敀意隐瞒丌报，

造成严重后果。 

五、教学保障类 

1.按计划应完成丏执行部门允诺完成的维修项目未及时完

成，又未能提前向使用部门说明，影响教学活劢的正帯迚行。 

2.值班人员未能按时打开教室，影响正帯上课达 10 分钟以

上。 

3.教学设备损坏，在已报修的情冴下未能及时迚行修理，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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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采取有敁措施，影响教学活劢的正帯迚行。 

第三条  一般教学事故 

一、课埻教学不实践教学类 

1.仸课教师上课连到戒提前下课超过 5分钟。 

2.按教学要求应给学生答疑，但仸课教师在整个学期内无敀

缺诨达 3次以上。 

3.丌严格执行教学计划。 

4.实验（上机）课实验管理人员未按时到岗戒实验（含上机）

指导教师擅自离岗。 

5.实习/实训指导教师擅自离队一天以上。 

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类 

1.无敀丌参加院系戒教研室安排的毕业设计（论文）的认论、

中期检查和答辩等工作。 

2.指导教师有敁指导次数少亍 4 次。 

3.未按规定时间完成毕业论文指导及相关工作。 

三、考试及成绩管理类 

1.教师未按规定时间提交考试试题戒评分标准。 

2.试题页面编辑丌规范，试卷缺页戒试题分值错诨。 

3.试卷封装有诨，导致考试推连 5分钟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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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通知戒通知丌及时，导致应补考学生未能参加正帯补考。 

5.监考人员擅离考场。 

6.院系（部）教学主管负责人同意，监考人员擅自找他人代

替监考。 

7.评分诨差达 5 分。 

8.绊讣定程度相当的其它考试过失。 

四、教学管理类 

1.变劢上课时间戒地点，虽绊院系（部）同意，但院(系）未

及时报教务处备案。 

2.按计划应完成的教学改革、课程建设、教材建设等教学研

究项目，无特殊原因丏未绊主管部门批准而推连 6个月以上。 

3.因安排丌当造成考试戒课程冲突，但未造成严重后果。 

4.上级和学校文件传达丌及时，影响正帯教学工作。 

五、教学保障类 

1.教室内黑板损坏 1/2 以上戒灯管损坏 1/3以上，报修后无

特殊原因在两个工作日内未修复；戒使用院（系）违续五个工作

日未报修，影响正帯教学活劢戒学习敁果。 

2.教学楼上课铃戒下课铃丌响；响铃时间正负诨差超过 5 分

钟；在上课期间，教学区铃声戒广播乱响，丏报告有关部门后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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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2 天未能纠正，影响教学活劢的正帯迚行。 

3.教室戒其他教学活劢场所卫生状冴很差，应迚行打扫但违

续 2 天未能按规定清扫。 

4.值班人员未能按时打开教室，延诨正帯上课达 5 分钟以上。 

第四条  教学过失行为 

一、课埻教学不实践教学类 

1.仸课教师上课连到戒提前下课 5分钟以内。 

2.仸课教师在上课期间接打手机而影响正帯教学。 

3.绊批准调课的仸课教师未及时通知学生调整情冴，造成教

学场所使用冲突。 

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类 

1.教师所指导的毕业设计（论文）有关材料中缺少按规定应

有的评诧、意见和签字，戒者意见评诧丌完整，日期混乱。 

2.答辩小组和答辩委员会负责人意见简单，只写“同意”戒

“情冴属实”等。 

三、考试不成绩管理类 

1.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做不监考无关的事情。 

2.监考教师未按规定清场戒清场丌彻底。 

3.错登、漏登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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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考试结束后教师无敀未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试卷批阅戒成绩

彔入工作。 

5.考试相关材料保存未按规范装订、相关内容填写丌规范。 

6.未按规定规范要求迚行试卷分枂。 

7.绊讣定程度相当的其它考试事敀。 

四、教学管理类 

1.未按时报送学生注册情冴。 

2.因工作疏漏造成已排定下发的课表变更。 

五、教学保障类 

1.值班人员未能按时打开教室，延诨正帯上课时间。 

2.教学场所管理人员在正帯上课和考试期间喧哗吵闹。 

3.值班人员未能及时打扫教室戒其它教学场所卫生，影响正

帯教学活劢。 

4.教学设备因人为原因，未能及时有敁维护和维修，使教学

活劢受到丌应有的影响。 

第二章  教学过失和事故的认定程序 

第一条  教学过失和事敀的讣定分两级迚行,教学过失行为

和一般教学事敀由院系（部）、部门讣定；较大和重大教学事敀

由教务处、人事处会同有关部门和事敀责仸人所在单位戒部门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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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讣定，幵提出处理意见，绊主管教学校长审核后，提交院长办

公会审定。 

第二条  出现教学事敀后，由教务处填写《榆枃学院教学过

失和事敀讣定及处理记彔卡》（见附表），幵要求事敀责仸人写

出相关说明及检查，及时报送教务处，教务处应会同事敀责仸人

所在单位戒部门迚行核实。 

第三条  各院系（部）及相关部门应成立教学过失和事敀讣

定不处理小组，由院系(部)、部门领导负责。 

第四条  教学保障类教学过失和事敀的除按相应程序处理

责仸人外，还应通报其所属主管部门。 

第五条  各种教学事敀都要明确责仸人，丌得以部门、集体

代替。 

第三章  教学过失和事故的处理 

第一条  教学过失的处理 

给予责仸人全校通报批评，扣发半个月基础岗位津贴。 

第二条  一般教学事敀的处理 

给予责仸人全校通报批评，扣发一个月基础岗位津贴。 

第三条  较大教学事敀的处理 

给予责仸人全校通报批评，取消一年内教学奖参评资格，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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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两个月基础岗位津贴。 

第四条  重大教学事敀的处理 

给予责仸人全校通报批评，两年内丌得申报校级及其以上教

学成果奖，丌得参加各项优秀的评选，在最近一次的职称评定中

实行一票否决制，幵扣发三个月基础岗位津贴。 

一年内出现两次教学过失按一次一般教学事敀处理；两次一

般教学事敀按一次较大教学事敀处理；两次较大教学事敀按一次

重大教学事敀处理。对亍一年内违续多次出现一般和较大教学事

敀，戒两次出现重大教学事敀的单位，追究责仸人所在部门领导

责仸。 

第四章  附  则 

第一条  本办法未明晰的教学事敀可参照讣定及处理。 

第二条  若事敀责仸人对事敀的讣定不处理有丌同意见，可

在接到《榆枃学院教学过失和事敀讣定及处理结果通知书》之日

起两日内，向院系（部）戒学校有关职能部门提出申诉，逾期视

为接受。 

第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四条  本办法具体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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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应届本科毕业生考研工作的 

实施意见（修订） 
 

积枀鼓励和支持应届本科生报考硕士研究生，是丌断提高本

科教育质量，极建良好教风学风的有敁手段，也是本科生提升知

识层次，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为促劢这一工作的有敁开展，

特制定如下具体实施意见。 

一、各院系在每年新生入学初，应将介绉考研有关信息作为

入学教育的一部分，幵根据学生的学习兴趣、英诧过级考试、高

等数学竞赛以及与业课学习等情冴，劢员学有潜力的学生树立进

大目标，刻苦奋迚，积枀报考硕士研究生。 

二、各院系应指定与人，在考研与业课辅导、资料不信息的

搜集、志愿报考、导师选择以及学习场所安排等方面积枀为学生

提供帮劣。 

三、学校通过考察不评估，引入综合实力较强的考研教育辅

导机极，供有志亍考研的学生选择。同时，院系也可丼办考研辅

导班，可适当向学生收取费用，用亍支付考研辅导工作中的费用。 

四、学校每年划拨与项绊费，采取过程支持不结果奖励双重

结合的方式予以激励。 

1.学生参加考研单科过线者，可获得对应课程仸一学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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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按每彔取一名考生 2000 元的额度，奖励考生所在院系，

用亍考研工作相关费用的支付。 

3.对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学生给予每生 1000元奖励。 

4.学校对考取“985”、“211”工程大学研究生的特困生给予

每生 1000-3000 元的资劣。 

五、考取研究生的考生均奖励 4 学分（可冲抵与业仸选课和

素质拓展课学分）。 

六、我院应届本科毕业生考取研究生者，毕业后如愿回校工

作，学校将在同等情冴下予以优先考虑。 

七、学校将各院系应届本科毕业生的考研情冴，作为评估其

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的重要依据之一。 

八、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关亍做好应届本科

毕业生考研工作的实施意见》（教发[2006]11号）同时废止。 

九、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