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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bject to policies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of the school, and according to according to the consistency, system, innovation, operational 
principles of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tandards, the evaluation system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One is basic evaluation scores 
(including manage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teaching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and other part is increase 
or decrease in points (including teaching research, scientific research, honors and awards, participating in group activities, teaching 
accident, the scores of indicators need to be divided by the total number of staff). There are quantifiable scores for each item and each 
item needs supporting materials for application. Excell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and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will be 
recommended to the school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valuation score, and the outstanding individuals will get certain material rewards. 
The evaluation system received good effect upon its implementation during the past two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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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参照学校相关政策和文件规定，按照一致性、系统性、创新性、可操作性原则制定学院教研室绩效考核评价标准，

分为基本考核分（包括教研室管理、教学管理、师资队伍建设）和增减分（包括教学研究、科学研究、获奖情况、参加集体

活动、教学事故，本项指标得分需除以教研室总人数）两部分，每一项均有可量化的分值，每一项得分均需提供支撑材料，

按照考评得分向学校推荐优秀教研室和先进个人，对优秀者给予表彰及一定的物质奖励。该考核评价体系实施两年来，收到

了良好的效果。 

【关键词】教研室；绩效；评价体系 

教研室是学校管理体制中的最基层组织，是教学、科研工作的具体承担者，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前哨”，

所有的教学、科研、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教法研究，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等重要任务都是通过教研室这一

载体来实施和运作的，教研室建设和管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专业的发展、人才培养的质量和学校整体办学

水平
[1-2]

。因此建立科学合理的教研室工作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对促进教研室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学校办学水平十分必要。为了充分调动教学院部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安徽中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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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出台了一系列对教学院部考核的文件，但对教研室取得的综合成绩尚无统一评定标准和奖励，在教研

室建设与发展中也没有充分发挥教研室主任的职能和作用。为此，笔者进行了教研室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

的探索与实践。 

1 制定教研室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标准和细则 
立足于学院的实际和发展前景，在遵循公平、公开、公正、客观原则的基础上，本着一致性、系统性、

创新性、可操作性四个原则，制定考核评价标准，考核评估将教研室自评与学院考核评估相结合。 

通过充分调研和论证并结合安徽中医药大学《院部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院（部、所）

科技工作考核评估办法》、《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暂行规定》、《标准化教研室建设标准》等学校相关规章

制度，制定出教研室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分为基本考核分和增减分两部分内容，基本考核分为 100 分，包

括教研室管理（40 分）、教学管理（50 分）、师资队伍建设（10 分）三个方面。增减分包括教学研究、科

学研究、获奖情况、参加集体活动、教学事故五个方面，每一项又分若干小项，并赋予不同的分值，其中

前 5 项是加分项，教学事故是扣分项，本项指标得分需除以教研室总人数，详见表 1。实行一票否决制，

教研室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消奖励资格：（1）教师发生教学事故；（2）教师教学过程中导致重大伤害事

故；（3）教师受到各级各类处分。 

表 1 教研室绩效考核与评价体系标准 

分类 指标名称 考核内容与计分 考核依据 自评 复核 

基
本
考
核
分
（1

00

分
） 

1 教研室管理（40 分） 

1.1 教研室主任参加院部各类会议（10 分） 院部会议记录   

1.2 教研室工作落实情况（10 分） 教研室记录   

1.3 及时上报各类材料（10 分） 院部记录   

1.4 文档管理（10 分） 教研室文档   

2 教学管理（50 分） 

2.1 教学运行（10 分） 调课单   

2.2 教学检查（10 分） 院部记录   

2.3 教研活动（10 分） 教研室记录   

2.4 考试管理（10 分） 教研室归档材料   

2.5 教学信息反馈（10 分） 教研室记录   

3 师资队伍建设（10 分） 
3.1 师资队伍建设（5分） 教研室记录   

3.2 青年教师试讲（5分） 教研室记录   

增
减
分 

4 教学研究与实践 

4.1 教研论文 论文原件或复印件   

4.2 教材建设 教材原件或复印件   

4.3 质量工程项目 院部记录/下达文件   

4.4 先进教学方法改革实践 提供备案材料   

4.5 三级精品课程上网 提供网址   

4.6 教学名师、教学精英、教坛新秀、精品课程教

学示范活动 
备案记录、照片、视频等材料   

4.7 指导大学生科技创新 学生获奖证书及教师指导证明   

4.8 参加学术活动或讲座 会议通知、照片等证明材料   

5 科学研究 

5.1 科研项目 院部记录   

5.2 科研论文 论文原件或复印件   

5.3 编写科研论著 论著原件或复印件   

5.4 发明专利、科技成果、科技奖励 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6 获奖情况 教学、科研获奖 证书原件或复印件   

7 参加集体活动 
包括政治学习、工会活动，运动会、公益活动、听

取学术报告等 
院部记录   

8 教学事故等 
擅自调整教学计划、擅自调课、迟到、早退等情况，

违反校纪校规 
教务处、院部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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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评价体系涵盖了教研室管理的各个环节，也基本涵盖了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在教研室层面的全部内容，

内涵丰富、脉络清楚、评价指标全部量化，评价方法具体，可操作性强，通过科学合理的评估体系评价，

可以全面评价教研室建设和管理成效，从而提高教学质量，进而推动学校的教学发展。 

经过上下多轮讨论修改，并提交中西医结合临床学院教代会讨论通过后，学院正式发文实施。 

2 教研室绩效考核评价方式与程序 
绩效考核评价标准制定后，能否顺利开展评比，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就要看绩效评价方式和程序是否

合理，实施过程是否能够严格把关。 

2.1 成立考核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考核领导组和工作组，负责教研室工作绩效考核的实施、审核和复议。考

核领导组由党政领导、工会主要负责人、总支纪检委员、学校教代会执委和院教学督导组成。考核工作组

由行政秘书、教学秘书、教研室推选教师等人员组成。主要职责为协助考核领导组对教研室申报材料进行

审核，完成考核评比工作。 

2.2 采用教研室自评和考核工作组复核的方式进行评分  首先由教研室主任带领本教研室教师进行自评，要

求在自评过程中，正确客观，并提供相应支撑材料。在自评的基础上再由学院组织的考核工作组对各教研

室自评报告的各项指标逐一核实，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评分给予纠正。最后由考核领导组认定考核结果，并

以院务公开的形式进行公示，对有异议的考核评比结果提请学院考核领导组复议。 

2.3 建立激励机制  考核评估结果作为优秀教研室及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依据。按照考评得分向学校推荐

优秀教研室和先进个人，对优秀者给予表彰和一定的物质奖励。优秀教研室可优先引进师资或参加各种师

资培训，优先购进仪器设备等。这些措施大大激发了教研室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3 教研室绩效考核评价体系的实施及效果分析 
中西医结合临床学院已实施《中西医结合临床学院教研室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2 年，加强了

对教研室的客观化检查和评比，并将检查结果与教研室评优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评价，进

行横向比较，可以衡量教研室的教学科研水平及管理水平在全院所处的位置，并择优进行奖励，同时也激

励教研室之间的良性竞争；通过评价，对教研室的管理进行梳理，发现特色和亮点，找出不足，明确改进

的方向，从而促进教研室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4 讨论 
4.1 教研室建设和管理的水平直接关系到学科的发展和学校整体办学水平  教研室的基本情况、师资结构、

教学管理、教学过程、教学风气、科学研究等对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和整个学校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抓好教研室建设，就把握了学校教学管理的关键和基础，就能推动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教学质

量就能得到有力的保障。 

教研室主任是教学科研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协调者，是各项教学科研活动第一线的实施者和管理者，

是学科建设、团队建设的带头人，是谋划专业和学科发展的执行者与创新者，是教师的表率和教学、科研

的引领者。教研室主任更是教师的知情者，教师们的关爱者和贴心人，是教研室和谐氛围的主要营造者
[3]
。

因此在加强教研室建设和管理上，充分调动挖掘教研室主任的作用至关重要。 

4.2 高校教研室管理现状  高校教学质量管理体系一般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系统、教学管理组织系统、教学质

量评估系统、教学信息反馈系统四个子系统
[4]
。目前大部分高校出台了教研室管理条例，但在条例中对教

研室开展活动大多只是提出了原则性的要求，并没有具体的要求及进行考核和评价的配套办法，即使有检

查评估，也缺乏相应的奖惩措施，导致教研活动好与坏一个样。高校因连年扩招，学生人数剧增，教师教

学工作量加重，教研室主任也忙于应付组织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无力潜心研究教研室管理与建设工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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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活动主题不明确、形式单一，内容空泛，教研室成员之间实质性的合作交流少，只满足于一般的学

习文件、布置任务等，许多高校教研室的教研活动日益减少，教研室作为一级组织的活力和功能逐渐减弱
[5-7]

。 

4.3 制定教研室绩效考核体系的必要性  为了规范管理，调动教学院部在教学、科研、管理方面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学校制定并下发了《二级院部教学工作绩效考核办法（试行）》、《二级院（部、所）科技工作

考核评估办法》、《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暂行规定》、《标准化教研室建设标准》等。这些办法的实施，推

动了学校工作的开展，提高了学校整体办学水平。 

学校、二级学院对教师个人和某个单项项目给予了一定奖励，但对教研室取得的综合成绩尚无统一评

定标准和奖励。目前安徽中医药大学尚没有出台对教研室的绩效考评体系，更没有把考评结果与教研室、

教研室主任评优挂钩。虽然每年均有优秀教研室的评比表彰，但基本没有客观量化指标，甚至是轮流坐庄。

在教研室建设与发展中也没有充分发挥教研室主任的职能和作用。 

教研室既是教学、科研工作的主体，也是人才培养核心活动的实施者。制订科学合理的教研室工作评

价指标体系，开展教研室评价工作，是促进教研室建设、提高学校办学水平的基础。因此研究探索教研工

作室绩效考评指标及考评办法，对充分调动教研室加强教学建设与科学研究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具有重要意

义。 

4.4 绩效考核分值设置及意义 

4.4.1 基本分  保障教学秩序的正常运转是每一个教研室的首要工作，因此将教研室管理、教学管理、师资

队伍建设三项，作为基本分，满分为 100 分。由于部分教研室已经无青年教师，考虑到相对公平性，故降

低了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的分值。 

4.4.2 增减分  除了保障教学秩序正常运转外，积极鼓励教师从事教学研究、科学研究，积极参与学校、学

院各项活动，遵守学校各项规章制度。教改、科研和教学质量是衡量教研室学术水平和教学水平的主要指

标，因此，指标体系中对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的成效方面赋予较重的分值。由于每个教研室、每位教师情

况不同，且每年情况也不一样，不能设定基本分值，然后采取扣分的形式，故采取增减分的形式。各教研

室人员构成不同，考评分差距较大，本项指标得分需除以教研室总人数。考虑到教研室教师有专兼职之分，

要求专职教师必须纳入绩效考核评分系统，兼职教师不做硬性要求，但如若增减分中涉及兼职教师的绩效

考核材料，则必须将兼职教师纳入评分系统。 

4.5 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4.5.1 部分教研室主任对绩效考核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中西医结合临床学院教研室绩效考核实施两年来，调

动了大部分教研室教师特别是教研室主任的积极性，教研室教研活动、科研活动增加，规范化管理水平提

升。但也有少部分教研室尤其是那些评优无望的教研室，仅将教研室绩效考核作为一项任务在完成，而没

有通过绩效考核结果去认真反思、明确教研室的优势和存在的问题，并制订下一步改进方案。 

4.5.2 教研室档案管理意识有待进一步加强  学校《标准化教研室建设标准》和我院教研室绩效考核的实施，

促进和规范了教研室档案建设，但在考核评比中也发现部分教研室存在档案建设不够完善，档案意识不强

的问题，多数时候教研室做过工作但未有档案留存，导致后期很难再查找核实。收集和整理档案是一项极

其繁杂但又极其重要的工作，要同步进行规范化档案建设。 

4.5.3 各项活动规范性需要加强  针对部分教研室教研活动流于形式的现状，学院有必要出台相应的规章制

度，对每次教研活动做好详细的记录及原始资料的收集工作，教研活动只有得到了时间和制度的保证，才

能真正开展起来，并收到应有的效果。学院也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教研活动，给教师提供更多交流、学习的

机会，提高教师的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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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是加强教研室建设的一个有效手段，可以达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

的目的，通过对教研室工作的评价，强化教研室对教师的管理意识，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

促进教研室乃至整个学校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学院将在今后的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并随着学院的发展，

根据工作重心，适时调整评价指标和指标分值，使评价体系更加科学合理，保持先进性，真正起到导向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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