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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师职务晋升综合考核标准

与评价办法探讨

杨荣耀

(西北 农业大学人事处 )

摘 要

本文就高校教师职务晋升考核评定问题进行探讨
,

阐述教师工作能力与成绩的考评指标体系

的确立与定性定量分析计算
,

把具有弹性不易掌握的任职条件加以量化
,

设计出一套晋升不同教

师职务的考核标准和评价办法
,

为综合评价教师的能力
、

水平与成绩提供根据
。

关键词
:

高校教师 , 职务晋升 , 考核标准多 定性定量综合评价法

高等学校设立教师职务评定制度
,

墓本用 念在于鼓励教师不断提高业务水平和履行相应

职责的能力
,

确保各级教师的质量
,

对教师已具有的水平毛l能力给予承认
,

分清层次
,

聘任

相应的职务
,

从而充分发挥其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服务的积极性
、

创造性
,

旋保教学
、

科研

等项任务的完成
。

要想完满地达到这一 目的
,

除国家制订有关方针政策
,

改革评定制度
,

修

订有关暂行规定和实施细则外
,

对各高等院校来说
,

还必须提高管理 水平
。

以往的教师职称评定
,

在
“ 坚持标准

、

保证质从
、

全侧考核
、

择优提升
” 的方 针 指 引

下
,

经 过各级的努力
,

取得了很大成绩
,

但也存在一定的问越
,

如论资排辈
、

照顾 学 历 资

历
、

降低标准
、

扩大评定范围等
。

尽管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晋升条 件 弹 性

大
,

缺乏科学的考核标准和评价办法是其最重要的原因
。

如果有一套科学的考核标准和评价

办法
,

上述问题就会大大地减少
。

近年来
,

我们在职称改革
,

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工作中
,

对教师职务考核评审

问题进行了探讨
,

在总结以往工作经验教训的墓础上
,

运用系统原理和 现代科学管理知识
,

设计提出了
“
高校教师职务晋升定性定量综合考核标准 与评定办法

妙 ,

经试行有一定成效
。

1 评价项目和评价因素的确定

衡量一个教师是否具备晋升条件
,

除政治 L
.

,
’

要求外
,

在业务方面应以学术水平
、

业务

能力和工 牛成绩作为提升职务的依据
。

教师的这 种工价
:

能力与成绩
,

是 在履行其职员的过程

中
,

通过教学
、

科研等具体工作表现 出来的
,

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
,

这种能力也是 相 互 联

系
、

相互作用
、

相互渗透的各种能力的集合
。

我们可 以把一个教师的这种能力与成绩看成是

一个系统
,

可分解成若干个方面
,

而每个方而又可分解成若干个评定因子
,

最后采取建立的数

学模型进行 计算
,

所褂结果便可看成县这个教师工作能力 咭成绩的总效应
。

据此
,

依照国家

本丈于 1986年 1 1月2 5 日收 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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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委制订的高校教师积务 < 试行条例 》 中规定的各级教师职务的任职条件
,

或提升标准
,

把

对教师的考核项目大致划分为教学水平 与成绩
、

科研水平与成绩
、

外语水平以及组织管理 能

力与成绩等几个方面
,

再行分解成 13 一 15 个评定因素
。

1
.

1 教学能力与成绩

①履行现职责的年限与教学工作量数 ( X
,
) ;

②胜任课程门类 ( X
:
) ;

③教学质量与效果 ( X
3
) ;

④基础理论
、

专业知识
、

实践经验 与实验技能 ( X
`
) ;

⑤指导青年教师
、

研究生的数量与质量 ( X
。
) ;

⑥教学法研究成绩 ( X
。
)

;

⑦校内教材建设的数量与质量 ( X
7
) ;

⑧实验室建设方面的成绩 ( X
。 )

。

1
·

2 优秀教师或教书育人先进个人评选次数 ( X
.
)

1
·

3 教学科研组织管理能力与成绩 ( x
, 。

)

1
,

4 科研能力与成绩

①科研成果数量与质量 ( X
l :

) ;

②论文数量 与质量 ( X : 2
) ;

③专著数量 与质量 ( X
: 3

) ;

④技术推广
、

指导生产等方面的成绩 ( X
, `

)
。

1
.

5 外语水平 ( X
, 5

)

2 建立综合评价模式

乙
,

1 评价等级 月记分标准

上述各个评价因子可分为五个等级
,

按一等 (优秀 ) 5分
,

二等 ( 良好 ) 4 分
,

三等

(较好 ) 3 分
,

四等 (较差 ) 2 分
,

五等 (差 ) 1分分别进行评分
。

各个等级的评分标准见

表 1
。

2
.

2 建立数学模型

把上面各评定因子的评分分别用 X
, ,

X
: … … X

:

来表示
,

则一个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成绩

的评价数学模型可表示为
:

W
= X

, 十 X
: + … … 十 X

. =

n

艺 X
,

= 1

式中

2
。

3

W一一一个教师业务水平与成绩各评定因子 ( X
; 、

X
: … … X

.

) 评价分数的总和 ,

X ,
一一任一评定因子的评分 ,

n
一一评定因子 的项数

,

评定教授
、

副教授者
n 二 15

,

评定讲师者
n = 1 3

.

确定加权系数

因评定项 目的重要程度不同
,

各项 目的评分也不同
,

因而各评定项目或评定因子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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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评 价价 序序 评 价 内 容 标 准 与 分 级
、、

评价分狡狡

于于 目目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一一一一级 ( 巧分 ))) 二级 ( 4 分 ))) 三级 ( 争分 》
... 、

四级 r Z分 ))) 五级 ( 1 分 ))) 评分分 加权权 应得得
XXXXXXXXXXXXXXXXXXX 系数数 分数数

aaaaaaaaaaaaaaaaaaa iii . 、 工二二

教教教 履行教教 111 履行现职 2 或 夕年以以 履行现职 2 或 5年以以

卜
行翌努兰产里生性性反行现职

2成 5年以以 艘行现职 2成 555 `̀

兮兮
1555

学学学 师现职职职 上
,
平均年教与写工作作上

,

平均年教学工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作 上
,
平均年教半工作作年以 上

,

平均年年年 魂魂 ...水水水 职责情情情 量达 1 30 0小时或二2。。遥达 1 1加一 13 QD 小时时上
,
半用年救字工作作蚤 4 0 0一 8 6 0小时或 7 000教学工作 t . 00000000 2 OOO

平平平 况况况 你准学时以上
。。

或 1 00一 22 店标准 学学 最达 8 0 0一 1 1 2 0 j\J 时时一 1劝标准学时
。。

小时或 7 0标准学学学学学

与与与与与与 时
。。

或 1 4 0一 190 标准 学学学 时以下
.........

成成成成成成成 时
。。。。。。。

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绩

胜胜胜任谋谋 222 在现典内已承担曰可可在现职内巳承担两门门在现职内承担两 门课课在现职内承担一门课课在现职内承担一一 555 222 1 000

程程程门类类类 以上课程讲授
,

其中中课程讲授
,

其中一门门程讲授
,

每门授课 2000 程讲授
。。

门课程的部分内内内内内

一一一一一门属新开课
、

基础础 为新开课
,
基础课或或学时以 上

99999

容讲授
.........

课课课课课或提 裔课
、

选修修主塔高课
、

选修课
,

每每每每每每每每

课课课课课
,

每 -tJ 授课 2衅
七时时 门授课 20 学时以上

。。。。。。。。

以以以以以上
。。。。。。。。。

教教教学质量量 别别阵学污量忽 效 果果教学质 盈 育
、

`

效果果
加̀ 声盔̀ 自多 鲤峨 卜 , 卜` 拟几 争J

。

暇】】

液学质量与教学效列列
教学质聂与教学学 555

::: 义义与与与效果果果 阶 学生
、
系

、

组评评 好
,

学生
,

系
、

姐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评 }一般
,

学生评价意见见效采差
、

学生意意意意意
必必必必必秒

为优秀
。。

价意见为后动于
。。

狱谬
二

仄 兰民刁 杖子双 酬之之

!不` 满意
··

见大
。。。。。

较较较较较较较好
,

学生
、

系
、

组组组组组组组

评评评评评评评价弃见较好
。。。。。。。

攀攀攀础理理 444 蓄理
一

论 雄厚
倒
知识识 缝础坚 实

,
知 识 广广笺础佼扎实

,

知识而而

沐丽石下下 俘个方面较差
。。 5 一一111 弓弓

论论论
、
实践践践 讯褥

, _

实践 经谧车车博
,

实践卿全丰富
,,

户
,

实左戈经 脸较丰丰 识而}}}
iiiiiiiii

经经经验
、

实实实 岛 实验技能熟练
。。

实验技能好
...

富
,
实验技能较好

。。

浓宽
,

有一定的实践 }}}111111111实实实验技能能能能能能 潍卷实验技洛
一舰

。

{{{{{{{{{{{
指指指导青年年 555 已指导 3名以上硕当当回

”荆一 2 名硕士士 1 一 2 备硕硕
r

一
’’

匕者做过少 是是 555 111 555

教教教师与研研研 生或协助指导 2 一 333阵或协助指导
1 一 ““ 明共备书含导导协助指 导 rIJ 究生学位位

脚
工作

·
.........

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名搏出生
,

论文质显显 {名博士生
,

论文质盆盆 能力
,

或已已沐仑文部分工汗
,

或指指 `̀̀̀̀

九九九匕土字仅仅仅 较高
。

{{{阶阶
研究生或指指汗青年教师有一定成成成成成成

论论论文文文 {{{
,

_ 一一

师成绩显 ;发发)绩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教教教学法法 666

{, 意。 “ “ 瓤著著 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

iii
!
注意改进 , 学方法

,,

对教学法研究重视不不不 一一一一一 七七

研研研究究究 沛一套好方法或有论论 成绩叨熟 或有经验{{{声一定成绩
。。

够
,
改进不大

。。。。。。。。。。。。。。。。。。。。。。。。。。。。 5 }}} !!!
...

阵阵阵阵阵发丧
。。

交流材料
。

.

,,IIIII 对软字万法研咒咒咒咒 666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正视
。。。。

笼QQQ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000

勺勺勺勺勺

扛
; 。 , 。 、 、、 主编有先进内容的讲讲合编或修改教材一木木尔世兰章以上讲又的的承担二章以下的的

、
555

iiiii
7777777777777777777

}竺气竺终
一

欧欧 义一木或合编新教材材或编写习题集
、

乡军验验婉写或编写习题集
、、

讲义编写或一木木木 }}}}}
.....
权内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教 份冬以

一

匕 斌证好
,,

指导书两本以上
,

质质劣欢指导书 一本 以以 以下的习题集
、、、

}
22222

材材材建设设设 肠
季沁涣与 内夙粤理理已广法采用

。。
虽找好云云 犯

。。。。。。。。。。。。。。。。。。。。。。。。。。。。。 lllll

义义义义义~ 木以上兄弟石若权权权权权 头拉丁比早节钟
。。。

}}}}}

广广广广广为采用
。。。。。。。。。

111111111积极为教学实验和科科在
_

L述几个方而成绩绩 }在上迷几个方面做了了了
侣 州州lll !!!!!

!!!!!!!!!
学实验创造条件

,

在在 比较显若者 , 或实验验 {较多的工仇 取得了了了 上上

}}}

………
8888888 !!!研究新原理

、
新技术

、、
室管理井井有条

,

除除
…坚竺竺盛

绩氮艺奢竺竺竺
述几个方面面{{{

…
“““

}}}}}}}}}}}}}}}}}}}
粉装置

、

开拓新的实实了保证娜定的教学
、、、、、、、、、、、、、、、、、、、、、、、、

过少量工作
, {{{

)
5555555

六六六娜比段九九

444
验内育

,

设计新方案案科学实验住务外
,
还还产甘毕臀竺

`

些竺坏吧吧吧
一一一一一

建建建设设 }}}等方面作出了显著负负能开设一些新实验
,,,,,,,,,,,,,,,,,,,,,,,,

验究管理理理理理
。。。。

}}}

脚 或科学管理好
,,

实脸室和主要仪器设设设 验定和和和和和
,,,, 一一

效果大
,

使实验室和和备利用率 达 1 3 0 0一一一
lllllllll

JJJJJJJJJ

主要仪器设备利用卑卑 16 8。小时 /年
,

经济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效

111111111达 18 80 小时 / 年 以以以以以益显著。。。 要仪器设备斗绪用用用用用

上上上上上
.

艺艺艺艺
率很低

。。。。。

... 教书育育 999 五次评为系级以上优优 四次评为系级以土优优三次评为系级以上优优二次评为系级以上优优 ` 次评为优秀教教 555 111 555

人人优秀教教教 秀教娜成教书育人先先秀教师或教书育人先先秀教师或教书育人先先 秀教师或教书育人先先教师或教书育人人人人人
师师评选渭渭渭 进个人

,,

进个人
。。

进个人
。。

进个人
。。

先进个人
。。。。。

...

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况
...

雄雄
1OOO 组织管理能力编

,

用用 组织管理能力强
,

用用组织管理能力较强
,,
组织管理能力与

.

工作作勇任领导
,

但 组组 555 lll 弓弓

人人人人得当
,

领导有方
,,

人得当
,

措施具体
,,

做了较多的工作
,

取取成演一胶化
。。

织管理工作做得得得得得

措措措措施得力
,

工作成绩绩领导有方成谈显着
。。

层州定成绩
。。。

少
。。。。。

突突突突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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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说 明(1)为了 较为准确地钾 价教师的亚务 永平防止评 价过禽过低使 职务普升比绪 公苹合理做 封既不理丧入 才又能裸证晋升质 篮特设计此表 评出的分数 作为判断教师 土作能为业务水 平与成绩的主 要侬据评定 的芬数不能作 为唯~标准 儒按教师

潮务试行条 例中的规定进 行全面衡量 ()表巾评 价内容共项 每项分五个等 级按级分 HiJ打分拒入 注乎分栏内弓乎 分X操以如权系数 即为应得分数 ()哗禾 分数满分为。 分其巾教学成 绩占一 %(教授从低 限副教授从 离限》论文著 作科讲裁绩占30一 40%(教授从 高限副教授 从低限)外语 水乎占%另 外加分共 中第7项(校 内教材建设) 第3项(实 验堂建设)议项(技 未榷户)各加 分项优 秀教师评选隋 况)及项(教 学科研替耳 )各加分 项(专著)加 20分(4) 上迷各项

必须是任现 职以后的成绩 以论交形式的 研究成果在 ”两项中不 能重复计算 凡科研获奖 项目生持人或鼠 非项目生特久 实际上术担主待人 的工作并承担 主要研究任务 或起关键泪月 者给扣应级别 分凡承担 研究项目的灯 刁八研究内容 的主要参加者 依次比主特署殊卜 ,级打分(弓 〕教师履行现 职责的年限 有博士半位巾 猪glI教授者一般 要求之年以上 其他申请教 授创教授者 ~般要求玉年以上 ()教授是在 副牧授的基础 上副教授是 在讲师的货础 上分别打分的 故应分别进 千巡量与比较 在一般情乡吉下 基本井

汾低于70分 或累计得分低子 “者不宜申 报副藕授职务 基木得分低 于肠分或累计 得分低尹“分 者不宜申报教 授职务(7 )丸3两领的加权系 数蒯教授从高 限教授从低 限n加两 项的加权系数 教授从高限 副教授从低 限()在上 述各栏评分过 程申如果数最够 而质里不高的 应降等评分 ()论文的 第一署名者给 相应的评分 撰写邝一八 内容的合作奢 分别拚二童 三篇折合成一篇评分 (I。)巧项外 搭语种如是日 蓓者翻详特 号可按六析计 算(工)带 号者为加 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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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占的比重也不相同
。

的权重和加权系数见表 l

这种比重称之为权重
。

在评定中
,

根据重要程度确定出各评定项目

安 2

评价项 目
研 外 语

f 教 授

{
: 。, 授 〕

7、 10
,

13
,

14项加 60分

8
,

1 1
.

1 2项加 20分

7~ 1 0
,

1 3
,

1 4砚 的加
权承教 为1 2

、 l
t

l

102L讲 师

f 教 授

昌弓教授 2 J

L讲 师
8

,

11
,

12项的加权系教为 4

30208646070141012

栩左的权重相应加的权展教

各评定因子 的加权系数详见表 1
。

若用
a .
表示任一个评定因子的加权系数

,

则考虑加权系数后 的数学模型为
:

,

曦

乙

n

W
= a a x , + a Z x Z… … + a . x , = 艺 a , x ,

i = 1

在考虑权重分配时
,

应妥善处理好教学
、

科研及其他几个方面的关系问题
。

高等学校教

师的基本任务是教学
,

在考核评定项 目中
,

应当体现
“ 以教学为主

,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
这

一原则
,

教 学 水 平与成绩所 占分数应有较大的比重
。

但是
,

高等学校尤其是重点
_

令学
,

不

但是教学中心
,

还应当是科学研究的中心
,

在努力搞好教学
,

不断提高教学质量的前提下
,

应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

因而
,

体现到教师的职务评定上
,

科研能力与成绩也应有严 格 的 要

求
。

表中所列各级教师的基本评价分数
,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提出的
。

对于因教学任务繁重 无

力进行科学研究的教师
,

则侧重考核共在教学方面的成绩和教学方法研究方面的造诣
。

对教

学成卓 著
、

教学法研究造诣较深的可评其为副教授
。

此 外
,

考虑到一些教师工作侧重不同
,

如有的在实验室建设
、

教材建设或专著编写方面

有成就
,
有的在技术推广或指导工农业生产中成绩突出

;
有的兼任党政工作

,

在教学
、

科研

组织管理方面有贡献
;
有的在教书育人方面成效显著

。

这些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应当重视
,

故

设有加分项 目
,

加分 6 0 (讲师为 2 0)
,

同样视为晋升条件的一部分
,

保证其成绩和贡献不被埋

没
。

3 评定程序与办法

为便于评审
,

我们分别设于卜了晋升教授
、

副教授和讲师的工作成绩与业务水平定性定量

综合评价标准表和评分表 (讲师的评价标准和评分表本文从略 ) 可方便地作出评价
。

基本作

法是
:

第一步
:

系评审组初评
。

由系主任
、

总支书记和系学术委员会组成的评审组
,

根据申请

者的总结汇报 (包括政治思想
,

教学科研成绩
,

论文著作目录
,

教学
、

科研组织管理
,

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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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等 )
,

代表本人水平的论著和专家评审鉴定或成果鉴定
、

奖励证明
,

外语测试成绩
,

以及

历年教学工作量的统计材料等进行初步评审
。

在对各类材料审查核实的基础上
,

按考核评价

标准逐项评议打分
,

根据得分多少衡量是否具备晋升相应教师职务的条件
,

用无记名投票对

上报学校的拟升对象排出先后次序
。

第二步
:

校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评定
。

校学科评议组根据各系上报的拟升对

象和提供的材料
,

分给各学科评议组成员分别进行审查
、

评价
,

填写简明报告表 (略 )
,

提出

主审意见
,

按考核评审标准表的要求
,

逐项打分
,

然后在学科评议组会上
,

由主审人报告审

查情况和主审意见
,

全组讨论
,

逐项评价打分
,

根据评出的总分
,

衡量是否够提升条件
,

写

出鉴定评语
,

用无记名投票定出
_

[
一

服校评审委员会的教师名次
。

第三步
:

校评审委员会进行统一平衡
。

校评委会召开会议
,

听取各学科评议组组长对拟

升教师审查评定情况汇报
,

根据教师职务试行条例中规定的任职条件进行全面衡量和统一平

衡
,

并根据上级允许晋升的限额招标
、

学科结构要求
,

无记名投票
,

定 出授予各类教师职务

的人员或上报方案
。

4 实践结果与讨论

1 9 8 6年 4 月以来
,

我校采用这种办法
,

先后五批评定 申报高级教师职 务22 6人
,

其中教

授 65 人
,

副教授 1 61 人
,

经陕西省高教局组织专家学科评议组评议
,

省教师职务评审委员会审

定通过 了2 0 9人
,

其中教授 57 人
,

副教授 15 2人 ; 未通过的 17 人
,

其 中教授 8 人
,

副教 授 9

人
,

总的获准率为 9 2
.

5%
,

其中教授 为87
.

7%
,

副教授 为 9 4
,

4%
,

较好地完成了教师高级职

务任职资格的评审任务
。

经过一年来的实践有如下几点认识
:

4
.

1 有利于较为准确地评价出教师的业务水平
、

工作成绩 与能力

这套办法是综合运用专家评估法和建立数学模型进行数量计算
,

以分数形式表现出教师

工作成绩
一

与业务能力的总效应
。

每项评价因子都规定有具体的评价标准
、

级别和分数
,

多数

评价项目有数量方面的严格规定
。

一些不便于用数量表示的项 目
,

采用定性评估
,

但也按规

定的考核标准和级别付以分数
。

评定中又是经过校系两级学科评议组分别评分
,

所以
,

评出

的结果是 比较符合教师的实际水平的
。

以此作为评定教师职务的依据
,

可以保证晋 升 的 质

量
,

达到择优提升的目的
。

4
.

2 有利于克服
“
论资排辈

” ,

使中青年教师脱颖而出

评价分数是根据真凭实据的材料计算出来的硬件
,

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权威性
, “

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
, , ,

容易作到按分数多少由高而低排列次序
,

根据工作需要决定取舍
。

各评审

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通过具体的评分
,

对晋升教师的工作成绩
、

业务水平比较清楚
,

作到

心中有数
,

利于克服无记名投票的盲 目性
。

4
.

3 有利于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
,

激励教师奋发向上

由于此种方法是用统一的客观标准衡量的
,

因而 易使群众和拟升教师信服
。

在评定中
,

教师本人也可以根据考核标准进行自我评价
,

分数高低情况
,

有何差距
,

思想有准备
,

不致

于产生较大的消极情绪
。

由于考核标准中各评价项目的条件是具体的
,

各级的评分标准也是

确定性的
.

要想评上
,

有竞争力
,

就得艰苦奋斗
,

创造条件
,

作出数量
、

质量都符合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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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

这对激励教师奋发向上的作用是积极明显的
。

4
.

4 有利于教师队伍的建设和素质的提离

考核标准评价表中
,

对教学
、

科研
、
外语

、

组织管理能力以及工作态度
、

教书育人等都有

具体要求
,

标准明确
,

既有质量上的评价规定
,

也有数量上的评价指标
。

通过评价可准确地

了解教师的真实业务水平与工作能力
,

层次分明
,

可针对教师的不同情况采取培养措施
,

提

高教师的素质
,

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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