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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     要 

 

高职院校组建时间较晚，经验不足，尽管很多学校对教师的绩效考核工作也

作了很大努力和尝试，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问题，还没有形

成一套科学的公认的考核体系。且目前高职院校的教师考核往往只采用纸质考核

表填报的方式，年度考核流于形式化。随着教育各界对高职办学模式的不断探索，

高职院校对教师的要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为使教师工作更明确化、合理化，也

为了保证教学管理质量，真正起到质量监控的作用，教师考核与评价标准应随着

高职教学的改革适时地调整。而教师工作量的考核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其

审核管理方法是否合理有效也成为关键的一环。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对高职教师考核系统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根据现有的教

师考核办法，总结出在高职教学管理过程中，对教师的主要考核内容，并以教学

工作量完成情况为主要考核要素对教师进行网上考核。采用工作流技术，对教师

调、停、补课申请、教学质量监控处理反馈等日常教学管理环节进行合理优化，

设计并实现适合高职的，融日常教学管理环节为一体的教师考核系统。 

本文采用J2EE平台，运用工作流技术，实现教师调、停、补课、教学质量监

控处理反馈等高效管理与网上审批功能，同时解决了教师网上考核的问题，使年

度考核方便又具有实际意义。 

 

关键词：J2EE；工作流；考核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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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colleges set up late, lack of experience, although many schools made 

hard work in th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n teachers, achieving some achievement, 

bu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more or less,have not formed a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which is generally accepted and scientific.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ften use 

paper to fill assessment form to evaluate teachers, the annual assessment such as   

formality. With all sectors of higher education continue to explore the school model, 

teachers dem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changing. To enable teachers to work 

more clearly, rationalization, and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ruly play the role of quality monitoring,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standards for 

teachers with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should be timely adjusted. The workload 

examination of teachers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indicator, it is a critical link to design 

a reasonable and effective method to manage. 

To solve the problems above, this evaluation system of teachers carried out a 

detailed analysis. Under the existing teacher assessment methods, and summarizes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the higher, the main examination content for 

teachers, and the completion of the teaching workload of teachers as the main 

elements of an online assessment examination. Use of workflow technology, transfer、

stop or replenish of classes quality control processing feedback reasonable daily part 

of teaching management optimization, design and implement appropriate vocational, 

financial daily part of teaching management as one of the teacher evaluation system  

In this dissertation,we using J2EE platform and workflow technology, to realise 

such as transfer、stop or replenish of classes, quality control and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feedback processing and online processing capabilities, while addressing the 

problem of teachers on-line assessment, so convenient and the annual assessment of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J2EE；Workflow；System of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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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高职教师的考核特点 

我国普通高等院校一般都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办学历史，而高等职业院校

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仅有20多年的历史。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

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6〕16号）文件提出：高职院校培养的是“高

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突出实践能力的培养，注重教师队伍的“双师”素质
[1]
。

由此，高职教师与普通高校教师在教学评价标准上应有不同，在承担的教学工作

量标准要求上也应有所不同。普通高校注重对教师在教学及科研上的评价，鼓励

教师研究发表论文，而高职院校则强调教师应具有“双师”素质，突出其实践教

学能力的要求。教师除在教学科研上有所建树外，还应到企业挂职锻炼，积累实

际工作经历，提高实践教学能力，并且能与时俱进等。 

1.1.2 高职教师考核系统的研究意义 

在教学管理中，教师的考核与评价是常规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考核与评

价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教师的聘任、晋级等切身利益。考核指标是否科学有效、考

核方式是否合理、考核结果能否落实等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高职高专院校教师

评价指标体系不适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现状。一成不变的考核指标和方式，

无法适应不断摸索发展中的高职院校的需要。研究适合高职特点的教师考核方法

紧迫而又至关重要。 

而教师工作量的统计和审核是教师管理中的一项重要而繁琐的工作，是对教

师每学期教学工作考核和发放酬金的重要依据。目前，许多高职院校仍采用手工

管理。每学期初由每位教师根据本学期所授课程填写一张工作量登记表，然后由

各个教研室审核后手工计算每位教师的工作量，最后上报二级学院（或学部）汇

总后再上报教务处。整个过程涉及教师个人、教研室、二级学院（或学部）、教

务处等多个部门，每个部门都要进行认真审核。这种管理方式效率很低，且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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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的人为因素。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教师人数和教学工作量也不断增加，

这样就更加大了各部门统计、审核的工作量。因此，工作量管理方式需要进一步

完善，效率需要进一步提高。 

为了提高教学管理的工作效率，也为了真正起到教学质量监控的作用，教师

考核与评价标准应根据高职教育对教师的实际要求适时地进行调整，并可随日常

工作动态管理。而教师工作量的考核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指标，日常管理、审核、

统计分析等功能也可与教师考核融为一体，省去原先考核时另行核对工作量的重

复劳动。 

1.2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目前国内对高职高专院校教师的考核研究还不够成熟，大部分高职高专院校

在实际评价过程中主要沿用本科院校的评价模式，并没有体现职业教育的特点，

无法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且大多数高职院校对教师考核还是缺乏明确的目

的，仅仅是为了考核而考核，年度考核流于形式。以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14]
，

高职教师考核的主要方式如下： 

1.2.1 教师考核内容 

（1）政治思想表现考核 

政治思想表现考核内容包括参加政治学习情况、教书育人情况、工作态度、

团结协作精神、完成工作任务情况、职业道德与个人修养。 

（2）教学工作考核 

教学工作考核包括完成教学任务情况、教学工作效果和教学研究情况。 

（3）科研工作考核 

科研工作考核按照科研工作量计分标准和科研工作量定额进行。 

（4）其它工作考核 

其它工作包括教师参加实践基地建设工作、实训指导、精品课程、业务进修、

社会实践、党政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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