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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发的《教育体制改革

简报》（2016 年第 89、90 期），刊发了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

度改革的经验做法，现予以转发，供学习借鉴。 

  

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上） 
 

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是高等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重要内

容。教育部今年印发了《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的指导意见》，各地各校对深化教师考核评价机制改革进行了积

极探索，在教师分类管理、考核指标体系建立、评价机制创新、

丰富考核主体、引导教师全面发展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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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 

一、严守师德底线，强化师德考核。各地各校普遍将政治

素质和职业道德作为教师招聘、考核评价的首要内容。北京、

内蒙古、江西等省市明确要求高校要建立健全师德考核制度，

在教师年度考核、岗位聘任、专业技术职务晋升、评优奖励等

工作中实行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北京大学把“具有良好的思

想品质、学术道德和职业精神”作为教师招聘的首要条件，在

人才引进和评价中，成立由院系党委或总支委为主体，由院系

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共同组成师德建设委员会，在教师评

聘过程中严格做好思想素质和师德师风审查。清华大学、天津

大学、东北林业大学、河海大学等构建多方参与的师德评价体

系，加强对考核结果的运用，并将考核结果存入教师档案。复

旦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建立学术诚信制度，对学术不端行为

零容忍，一经查实，一律解聘。 

二、突出教学业绩，强化教学质量。许多高校要求教授、

副教授上讲台，并且在绩效津贴分配方案中，提高教学工作业

绩分配占比。河南省将教育教学工作列入省特聘教授考核、省

高校青年骨干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在高校教师职称评审时，

注重教育教学工作量考核，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承担教学工作，

明确教授、副教授等各类教师的课时要求，将教师年度教学质

量考评优秀和指导学生参加竞赛等作为职称评审重要指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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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大学着力建设“教学支持”与“教学评估”双轮驱动模式，

一方面通过新进教师教学培训、课程研讨等形式，建立教学发

展支持服务体系；另一方面，对教师教学工作进行综合评价，

评价结果作为职称评聘的重要依据。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学生为

中心,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考评

结果作为教师职称评定和岗位考核的重要依据。东北师范大学、

华北电力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等也都在考核中突出教育教学业绩的考核。 

三、调整科研导向，弱化量化指标。多所高校在教师考核

体系中弱化对论文数量的追求，使教师多一些时间和空间，能

够从容地安排自己的学术计划，打磨出富有学术思想、学术品

味、学术积淀的学术精品。复旦大学从 2012 年开始全面推行“代

表性成果评价制度”,取消教师晋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论文数

量、科研项目数量等量化标准，改为围绕“学术贡献、学术影

响、学术活力”三个评价维度，制定符合本学科特点、有利于

引导学科发展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武汉大学推行“代表作”评

价办法，鼓励潜心研究、长期积累，遏制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

该校古籍所宗福邦教授等十多位教师皓首穷经十八载编制了鸿

篇巨制《故训汇纂》，学校充分考虑到古籍整理工作岗位的特殊

性，在岗位设置时单独设岗，在职务聘任时单列条件，在考核

时制定特殊的考核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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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下） 
 

一、探索发展性评价，引领全面发展。不少高校将考核评

价机制与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相结合，把个人成长和学校发展融

合在一起。中南大学考核评价不仅重视教师个人工作业绩表现, 

更注重教师的职业生涯与学校的未来发展，通过建立“五年阶

梯式”人才培养模式、实行“531”计划等，为教师提供相应层

次的发展平台，授予各层次人才名誉称号并给予相应的经费支

持，引导教师分类、分层发展。北京交通大学将发展性评价贯

穿于教师管理始终，在签订合同时注重体现个性化的指标，促

进教师成长发展，实现教师个人与学校发展的“双赢”。上海、

浙江、东华大学、中央美术学院、湖北大学等也在教师考核评

价的发展性功能评价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二、关注个体差异，实行分类管理。一些高校按照不同类

型、不同层次教师的特点，探索实施分类管理考核和评价的策

略，取得了良好的实施效果。江苏省针对不同类型、从事科研

活动的不同群体以及开展科研活动依托的不同平台，推行同行

专家评价和由用户、市场和专家等相关方参与的第三方评价，

提高评价质量。浙江大学从 2010 年开始实施教师岗位分类管理

改革，设置教学科研并重、研究为主、教学为主、社会服务与

技术推广、团队科研教学等五类岗位，对各类岗位分别设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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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准入条件和要求，并允许各类教师在满足岗位条件要求的

前提下相互之间动态调整。福建、河南、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西安交通大

学、西南财经大学等也在积极实施分类考核管理。 

三、实行聘期考核，完善退出机制。中山大学从 2003 年就

开始实施教师聘任制，教师与学校签订聘任合同，每 3 年进行

一次聘期考核。通过三次聘期考核已有近 200 人不再续聘教师

岗位，畅通了人员流转退出机制，使学校教学和科研工作走上

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复旦大学把聘期考核与教师专业技术职

务分级紧密结合，对于两个聘期考核都不合格的教师，降低其

专业技术职务等级，打破教师职务能上不能下的瓶颈。北京大

学、华中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重庆大学等也在探索建

立教师流转退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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