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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大（2015）

79 号

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 号）和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
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4 号）文件精神，深化本科教育教学
改革，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全面提高我校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
量，进一步贯彻落实学校第二次党代会精神，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
结合实际，特提出关于推进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根据《教育部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评估工作的意见》（教高〔2011〕9

号）和《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
〔2013〕10 号）文件要求，我校本科教学审核评估以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
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和《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
核评估的通知》（苏教高〔2014〕15 号）为依据，积极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紧密结合学校实际，深化教学改
革，强化质量意识，突出内涵建设，谋求特色发展。牢固确立人才培养的中心地
位，不断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健全学校教学工作自我评价制度，形成长
效机制，持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全面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使学校人才

培养工作的内涵得到进一步充实，人才培养的基本条件得到进一步改善，人才培
养的质量得到明显提高，学校综合办学实力不断增强，为将我校建设成有特色高
水平的教学研究型大学奠定坚实基础。

（一）明确学校办学定位，提升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的适应度，推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坚持多元发展和特色办学，培育和
凝练办学特色与专业特色，强化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提高人才培养效果对目标
的达成度，提升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二）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以实施专业综合改革为重点，以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为核心，不断提升内涵，推进本科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建设。加大对教学基本建
设的投入和推进力度，全面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师与教学资源条件对人才培养
质量的保障度。

（三）创新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加强教学质量的建设与管理，提高质量管理
的规范性和有效性。提升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促进学校教风、
学风建设，使学校管理水平、校园文化建设等迈上新台阶。

（四）建立完善校内教学工作自我评估制度。强化质量保障的主体意识，推
进学校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学院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工作，加快开展本科专业认
证，全面提高专业建设水平，推进学科专业产业一体化建设。

（五）完善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加强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建
立健全教学状态数据常态监控制度，全面、客观、深入查找分析学校人才培养工
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针对薄弱环节进行全面整改建设，形成教学质量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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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长效机制，提高教学质量保障能力与水平。
三、主要任务
为顺利推进教学改革，加强质量保障体系建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结合实

际情况，我校将以审核评估工作为重点，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特别是针对
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全力以赴做好审核评估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统一思想认识，深刻领会审核评估工作的重要意义

审核评估是对学校本科教学培养质量及各项工作的再一次权威性认定，具有
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特点，与学校各单位和全体师生员工都密切相关。因此，全校
师生员工必须统一思想认识，高度重视审核评估工作。各部门、各学院均要牢固
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任务、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
的核心办学理念，把本科教学作为学校基础而根本性的工作，着力解决人才培养
和教育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通过审核评估与质量建设，在全校形成人人重视
教学、政策倾斜教学、经费优先教学的良好氛围，使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进一步
改善，办学内涵得到进一步提升。

实际工作中，一要真正理解审核评估与学校建设发展的一致性，增强审核评
估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将评估的各项工作与教育教学改革与学校的发展建设密切
结合起来，服从大局，全面安排，统筹到位；二要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通过审核评估工作进一步明确办学定
位，大力推进“教学改革与质量提升工程”，以质量回报社会，以特色促进发展。
进一步丰富人才培养目标内涵、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使学校
教学质量达到国内同层次高校领先水平；三要做好动员部署工作，营造良好的舆
论氛围。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使全体师生员工能够理解、重视、支持和参与评
估，树立起评估的主体意识，使每一位教师均承担起教学质量持续改进的责任，
确保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在良好的校园舆论环境中顺利推进。
（二）深化教学改革，以审核评估为契机提升教学质量

学校既是人才培养的主体，也是质量保障的主体。建立并完善内部质量保障
体系是学校发展的内在需要，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教学质量则是推进审核评
估工作的重要目标。

一是坚持以教学改革促进教学实践，激励广大教师主动从事本科教学研究与
改革实践，推进教育教学理念、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创新，为提高本科教育教
学质量提供新思路、新经验和新方法。全面推进“本科教学工程”建设，项目建
设责任部门要出台具体举措，实质性推进各类项目建设工作。加强对已立项教改
项目的管理及内涵建设，推动并加大对各级各类教改项目的教学改革力度，加强
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努力获得高质量的教学改革成果，取得一批国家级和省级
教学成果奖、国家级优质课程建设以及其它各类教学建设项目、奖励等标志性成
果。

二是以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为重点，继续推进本科教学工程。整合学科、专业、
课程、团队等资源，实施专业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团队、课
程体系和教材建设，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把专业综合改革、重点专业建设
和专业认证有机结合起来，把审核评估与专业认证有机结合起来，优化专业结构，
提升专业建设内涵，提高专业建设水平和质量。实施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立项建
设一批具有学科专业优势、具有一定社会影响、通过专业认证、办学质量高的品
牌专业。

三是坚持以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应用型、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为基本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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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积极探索多规格、多层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强化通识教育、改革专
业教育，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增强创新意识和能力。努力实现学
科、专业、产业一体化，积极推进实践教学改革。通过主动联系相关企业，鼓励
和支持教师到企业去组织实践教学，鼓励和支持学生到企业去开展教学实践，鼓
励和支持企业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走进学校、走进课堂、走上讲台。

四是审核评估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应立足于自我评估和自我改进机制的建立
和完善，立足于强化常规教学建设与管理。培养质量的持续改进有赖于有效的质
量监控与反馈机制。各学院教学改革的推进、学院培养目标的达成和学院教学质
量的提高则是学校教学质量保障体系有效运行、教学效果与培养质量持续改进的
前提。各学院（系）应根据各自的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各主
要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等实际情况，自行确定推进审核评估工作的范围和重点，
有计划地开展教学改革，构建行之有效的质量保障体系，持续提高学校本科教育
教学质量。
（三）完善体制机制，提升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水平

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管理体制；认真梳理、修
订现有管理规章制度，科学合理地设计与制定教学管理工作程序和质量标准，不
断提高工作效率与效益，提升教学管理的规范化水平，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供
机制保障。

1.完善校院两级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督导组织架构和教学质量监控职能。
完善各级教学督导制度、教学检查制度、听课制度、教学信息员制度、教学信息
反馈制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等制度。对校院两级各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督
查，对教学管理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找出存在问题，提出改进办法，实现对教
学质量的全面、全程监控。

2.完善本科教学质量管理制度与保障体系。修订教学质量标准，完善学校本
科教学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各环节质量要素及质量标准。明确各部门、各学院的
教学质量管理目标与责任，落实教学质量管理的岗位职责要求，完善学校本科教
学质量保障体系。依据教育部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和学校实际，研究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各学院（系）要根据各自
的情况，研究制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要对现有的教学质量管理文件进行梳
理，全面修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和教学管理文件，将质量标准以教学文件的形式
相对固定下来，作为全体师生员工共同遵循的准则。充分发挥学院及其下属系和
教研室在教学管理中的作用，努力做到责任到位、权限到位和资源到位；各部门
要根据文件为师资、教学场所、教学设备和手段、教学经费与教学时间等教学资
源提供支持和保证。积极配合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优先安排教学资源，有计划
有步骤地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改善办学条件。

3.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机构与组织都要在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内严格执行教学
管理制度与规范，合理调配教学资源，实现教学管理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定期对
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结果要记录在案。重视教学档案的建立与健全，档案
管理要符合专业化要求。按档案管理有关要求，建立健全教学档案管理制度，教
学档案实行分级管理。各学院（系）应安排专人负责，将教学文件、教学资料和
教师业务档案等按年度分类管理、编目造册及归档。
（四）强化自我约束，建立健全内部教学评估机制

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学校由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变的根
本所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提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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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核心任务，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基本要求”，且把“建
立以提高教育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机制”等列为重要任务。《规划纲要》
不仅要求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从高校外部对高校教育教学质量进行监控和评估，同
时也要求高校自身从内部建立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将各种提高质量的措施落到实
处，进而增强高校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的自律作用。

作为促进本科教育教学的重要手段，审核式评估中的学校自我评估既是整个
评估过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学校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审
核评估工作的基础。通过自我评估可以有效地检查出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不足，
督促相应的单位和部门围绕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目标进行整改，从而提升全校
的管理水平，提高全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学校将根据人才培养目标，开展自我评估、专业认证与评估工作，以确保教
育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确保学校质量保障体系的健康运行。学校将进一步建立
健全校内教学评估制度，做好顶层设计，加强规范化管理，拟定工作方案，全面
开展围绕教学条件、教学过程、教学效果进行的校内学院评估、专业评估和课程
评估，结合专业认证工作的开展，努力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1.学院评估工作。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对审核式评估的基本要求，学校修
订了南通大学学院教学评估方案，将对学院在教学管理制度的建设、教学质量的
常规管理以及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进行教学工作全面评估，给出评估报告，提出
整改建议，为学院改进教学工作、提升教学质量与管理水平提供帮助。各学院（系）
要以审核评估的“五个度”为重点，认真查找在办学定位与目标、教师队伍、教
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面对问题所采
取的改进措施。此既能全面了解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现实状况，为实现人才培养
目标、优化专业设置、建设高水平特色专业提供科学依据和宏观指导。同时，也
能促进各学院进一步明确本科人才培养规格、要求及本科教学各环节的质量标
准，自觉规范办学行为，逐步形成自我约束、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机制，不断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

2.专业评估工作。专业评估以加强专业内涵建设、突出专业特色、提升专业
建设层次和水平、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为目标，以教学状态数据库数据为主要
信息来源，按照新修订的专业评估方案对全校专业进行客观、有效的评估。此有
利于发挥评估的导向、诊断、优选、改进、调控等功能，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健全内部质量保障体系，促进各学院加强本科专业建设，深化教学改革，突出专
业特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3.课程评估工作。学校修订完善了课程评估方案，使学院在组织课程评估时
更具可操作性。各学院要增强主体意识和责任意识，积极主动开展课程建设与评
估工作，推动课程改革，促进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学院对本学院专业主要
课程开展的自我评估结果要及时报学校审查；对整体教学质量影响较大的公共课
程，则启动学校层面的课程评估，由教学质量管理处会同相关部门、学院组织专
家进行课程建设水平和建设质量评估。

4.专业认证工作。专业认证是国际通行的教育质量保证制度。推进与国际标
准实质等效的专业认证，是专业教育国际化和业界互认的重要基础，也是社会对
学校提升专业办学质量与办学水平的基本要求。根据国内专业认证工作的发展和
学校具体情况，学校将首先组织临床医学、护理学、土木工程等 3 个专业开展专
业认证工作，推进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自动化等工程专业积极申
请专业认证。学校成立相应的认证工作领导机构，并给予专项经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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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加强常态监测，形成教学质量管理长效机制
《规划纲要》要求推进政府教育管理信息化，积累基础资料，掌握总体状况，

加强动态监测，提高管理效率；同时也要求加快学校教育管理信息化进程，促进
学校教学管理的标准化与规范化。此方面，加强学校教学状态数据库建设，既是
教育管理信息化的必然趋势，也是实现常态监测、建设教育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的
重要内容。它有利于学校领导和管理人员分析与掌握教学工作的整体运行状态，
促进和增强高校管理、决策的科学化；有利于加强信息公开，接受社会监督；更
有利于教学评估和质量监测监控，提高自我评估实效，形成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常
态监控的机制。

自 2009 年以来，教学状态数据录入与采集和本科教学质量报告定期公布已
成为学校两项常规性的工作。为保证工作的连续性，充分发挥状态数据在监控教
学质量、人才培养和本科教学审核



查。各学院（系）、各职能部门的教师、教学管理人员服从审核评估工作组的统
一调度和安排



南通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法通大〔2010〕108 号

教学质量是高等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是衡量高等学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为确

保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提高教学质量，推进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

特制定南通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办法。

一、主要任务
第一条 教学质量管理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围绕学校

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要求，遵循教育教学规律，组织制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各教学环节的

质量标准；建立健全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规范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对教学工作

的全过程、各环节，全方位地进行监督、检查、检测和评估；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信息反馈网

络，对教学过程进行有效调控和优化，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二、基本内容
第二条 人才培养方案实施过程的质量管理，主要包括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任务的安

排落实、教学改革方案的组织实施等；

第三条 课程教学过程的质量管理，主要包括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的制定与执行、课

程教学质量的监控与督导等；

第四条 教学辅助过程的质量管理，主要包括图书资料、教学档案、计算机教学、仪器

设备、体育场馆、教学基本设施的建设水平、保障措施以及服务质量的管理等。

三、管理体制
第五条 学校教学质量管理实行校、院（系）二级管理。以学院（系）教学质量管理为

主体，学校通过一系列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和措施，进行宏观指导、监督和调控。

第六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实施对全校教学质量管理的领导，提出学校教学质量建设

与管理的指导性意见；组织审定有关教学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以及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

组织制订教学评价和评估的方案和指标，组织开展教学工作的评价和评估；建立和完善教学

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

第七条 教务处是学校教学质量管理的职能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制订教学管理规章制度，

审定全校各专业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负责对学院（系）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进行指导、

检查、考核；组织各学院实施每学期的课程教学评价；通过收集教学质量信息，进行分析、

研究，提出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的具体建议。

第八条 评建办公室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评估的职能部门。负责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与

保障体系的建设和运行；组织实施学校的质量管理政策，指导和协调各部门、各学院的质量

管理工作；组织开展教学工作评估、专业评估和课程评估以及其他教学质量检查、评价活动，

提供评估咨询服务；组织学校教学督导组对全校各专业教学工作进行督导；建立教学状态数

据库，收集、整理、分析有关质量信息，提出年度教学质量报告，为学校决策和职能部门实

施质量管理以及学院改进教学工作提供建议。

第九条 学院（系）是教学质量管理的主体。根据学校总体要求和基本原则，制订专业

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制订学院教学质量管理的规章制度；组织教学检查、教学评价，对

教师进行教学质量考核；组织实施教学质量的常规管理；按照学校要求组织实施教学工作评

估以及专项评估；建立健全学院督导制度，广泛收集教学质量信息，对学院教学工作进行有

效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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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党政部门均具有维护正常教学秩序，对教学质量进行监督、管理的责任和义

务，是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应根据学校总体要求，不断强化质量意识，

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将“质量立校”的理念融入日常管理工作中，确保人才培养

质量的不断提高。

四、制度建设
第十一条 学校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建设，建立健全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形成科学合

理可行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体系，努力规范质量管理行为，确保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第十二条 学校建立健全教学检查制度、教学评价制度、教学评估制度、教学督导制度、

干部听课制度、教师评学制度、学生信息员制度、教学质量信息公开制度，对教学质量实施

全过程监控与管理。

第十三条 学校加强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工作，建立健全教学条件保障制度，增强服

务意识，规范管理行为，有效保障教学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

第十四条 各有关职能部门应根据教学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结合本部门（学院）的工

作职责，制订相关质量管理的制度规章，并组织落实。

第十五条 学校将根据教学质量管理的基本内容，组织制订南通大学教学质量管理标准，

以进一步明确教学质量管理的具体要求。

五、考核奖惩
第十六条 加强教学质量管理工作的考核。各部门、各学院应将教学质量管理的目标和

要求，纳入目标责任书，列入年度工作计划，各部门、各学院应制订管理人员的教学质量管

理工作的具体要求和质量标准，并作为年度考核以及目标责任制的考核内容之一。

第十七条 学校实行重大教学管理事故责任追究制，凡是由于管理疏忽大意、不负责任

而造成重大或连续出现教学质量事故的，其部门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应承担相应的领导责

任，相关责任人应严格按照《南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办法》和《南通大学教学管理事

故认定与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十八条 学校设立优秀教学质量管理奖，对在教学质量管理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的部

门（学院）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优秀教学质量管理奖每年评定一次。

六、附 则
第十九条 有关部门、各学院（系）应根据本办法制订相关的实施细则和质量管理标准。

第二十条 学校定期对各部门、学院的教学质量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各部门、学院应根

据检查反馈意见进行整改。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均按本办法

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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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实施办法通大〔2010〕108 号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深入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充分调动

全校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一步增强广大教师的质量意识，不断改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办学水平，特制订教师教学质量考核实施办法。

第一条 教师教学质量考核是对教师职业道德、工作态度、教学工作、教学研究、教学

建设、教学管理等方面的综合考核。承担我校本、专科学生教学任务的所有教师（含实验、

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均须接受考核。

第二条 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内容包括职业道德、教书育人、课程教学、专业建设、教

学团队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研究、教学管理等方面，评价指标构

成与权重由学院制订，各学院应根据教师承担的各项工作任务，以及工作实绩，分类指导，

综合考核。

第三条 课程教学评价是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教学评价由学生评价、

同行评价、学院评价、督导评价等要素构成。

1．学生评价：每学期末，由学生对所学课程及任课教师，从职业道德、敬业精神、教

学态度、教学效果、师生交流等方面作出评价。

2．同行评价：由相同或相近课程（或学科）的教师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水平、科研水平

（教学研究和学科科研）、对课程目标和进程的把握、教学基本规范的执行、教学基本文件

（备课笔记、讲稿、教学日历、教学大纲等）的完备性、课程教学的熟练程度等业务水平和

能力作出评价。

3．学院评价：以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学院领导为主体，对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的敬业精神、思想政治方向、教学态度和责任心、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开展教学研究、

协助教学管理等方面的工作业绩作出评价。

4．督导评价：由学校教学督导、学院教学督导，以及学校部门领导，通过听课、检查

等途径，对教师课堂教学质量作出评价。

第四条 学校根据不同课程类别，分别制订学生评价指标，并统一组织学生进行网上评

价；各学院分别制订同行评价、学院评价的指标，并组织实施；学校教学督导、学院教学督

导、部门领导的评价信息，及时提供给学院参考。

第五条 各学院按学生评价占 40％，同行评价占 40％，学院评价（含督导评价）占 20％

的比例，以百分制确定教师课堂教学评价总成绩。各学院应在对评价数据进行科学合理分析

的基础上，提出对教师课程教学的评价等级（90 分及以上为优秀、75 分及以上为良好、60

分及以上为合格、60 分以下为不合格）。

第六条教学质量考核分为优秀的 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定为优秀等级需满足 1

和 2，以及 3 或 4 中的任一款规定的基本条件：

1．课程教学的实际教学工作量达到学院平均工作量；

2．课程教学评价等级为优秀；

3．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主持人或主要成员（校级前 8 名，省级及以上为成员），并实

际参与建设工作；

4．近三年内主持有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研究项目；或近三年内为省级及以上科研项目

主要成员（前 5 名），且近五年内发表有教学研究论文；或近三年内发表有教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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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获得校级教学成果奖的主要完成人（前 3 名），或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的主要

完成人，可不受第 3、4 款限制。凡在考核年度内，发生教学事故，或有违反师德规范行为

的，不得定为良好及以上等级。

第七条 教师教学质量考核以教师所在学院为单位进行。各学院应建立教学质量考核小

组，制订教学质量考核的实施细则，由学校审核批准后实施。学生所在学院应对所有任课教

师的教学质量进行检查、监控，并及时将有关信息向教师所在学院反馈，配合教师所在学院

开展教学质量考核工作。

第八条 教学质量考核每年度 1 次，考核优秀的须在学院公示，并作为教职员工年度考

核的重要依据。未承担任何教学工作的人员，不对其进行教学质量考核。考核工作结束后，

其结果应记入教师教学档案，并向有关教师通报考核结果。同时，将考核结果汇总报送教务

处、人事处和评建办公室。

第九条 教师教学质量考核结果是教师年度工作考核、晋职、晋级和奖惩的重要依据。

各学院要根据教学质量考核的结果，制定整改措施，帮助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第十条 学校实行教学质量考核一票否决制。连续两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教师，暂停

或暂缓安排其教学任务。教师对考核结果持有异议或认为需要解释的，可向学院提出申诉，

学院经查证后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教务处根据查证情况予以确认。

第十一条 学校设立优秀教学质量奖，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每年评选一次，并对

优秀教学质量奖获得者予以精神和物质奖励。推荐评审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二条 教务处、人事处对学院教学质量考核工作进行指导，评建办公室对学院教学

质量考核工作进行督查。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原通大教[2006]327 号《关于教学质量综合考核

的指导意见》同时废止。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均按本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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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规程通大教〔2015〕25 号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科学规

范地开展各类教学评估工作，确保教学工作有序稳定运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特制订本工作规程。

第二条 教学督导工作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
维护教学秩序、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推动教学工作持续发展的重要保
障。

第三条 教学督导工作贯彻“客观、公平、宽容、平等”的基本原则，坚持
“督为基础，导为方向，督导结合”的方针，切实做好领导的参谋和教师的帮手。
二、组织形式

第四条 学校设立教学督导委员会，领导学校教学督导工作。委员会实行校
长负责制，由校长任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由主管本科教学、研究生教育、国际教
育的副校长担任。杏林学院教学督导工作在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指导下，独立开
展工作。

第五条 学校分别建立本科教学、研究生教学和留学生教学督导组。各督导
组在督导委员会领导下独立开展工作，其督导范围包括学校本科生、研究生、留
学生的教学工作。

第六条 学校本科教学实行校院二级督导制度，各学院成立学院本科教学督
导工作组。
三、工作职责

第七条 本科生教学督导的主要职责
（一）监督和指导教学规范的落实情况。主要包括：监督与指导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及有关文件的贯彻执行情况；监督与指导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与机制的建立
情况；定期或随机到课堂听课，掌握一线课堂教学的实际情况；参加考场的巡视，
检查考场纪律；参加学校期初、期中、期末等教学检查工作；组织试卷、毕业设
计（论文）、实践教学等专项教学检查。

（二）参与教学工作的评估与考核。主要包括：学院评估、专业评估和课程
评估；教师教学质量评估；教学工作基本状态数据库建设和分析等。

（三）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促使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
业务能力。

（四）参与教学事故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提出初步的处理意见。

（五）围绕教学中心工作,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和建议;开展调查研究，提出
教学改革的建议;发现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向教学督导委员会以及有关职能部
门提出推广先进教学经验和优秀教学成果的建议。

第八条 研究生教学督导的主要职责
（一）检查教学运行状况。深入研究生教学一线，通过听课、教学检查、

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了解教学工作状况。
（二）对研究生培养过程进行全程督导。督导内容主要包括：开题报告、

中期考核、科学研究、论文撰写以及答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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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指导研究生导师开展研究生教学方面的改革和研究，帮助他们提高
指导水平。

（四）参与学校、学院的各项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
（五）总结督导工作，并对学校、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制订和执行

情况提出意见和建议。
第九条 留学生教学督导的主要职责
（一）对留学生的培养计划和教学运行状况进行督查。督查内容包括课程

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时数、教学安排、集体备课情况等。
（二）对课堂授课质量、实验教学、实践教学进行督查。随机检查教师授

课情况，对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进行综合分析，并及时反
馈给有关教师；对实验教学任务的完成和实验教学质量进行督查；对留学生见习、
实习工作的安排及质量进行督查。

（三）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改革与研究，促使其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业
务能力。

（四）参与学校、学院的各项留学生教育评估工作。
（五）对学校、学院留学生教育管理制度的制订和执行提出意见和建议。

四、工作制度
第十条 组长负责制。组长主持教学督导组的日常工作，包括召集督导会议、

布置相关工作、进行督导总结和考核等。副组长协助组长开展工作。
第十一条 工作例会制。通过定期召开例会，学习有关文件，了解学校的教

育教学改革政策，汇总并讨论督导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有关职能部门反馈。
第十二条 工作登记制。督导组应做到每项工作都有案可查，每个结论都有

据可依，督导在每次听课或督导其他教学活动时，认真做好详细记录，并作出客
观评价。

第十三条 教学信息处理单制。教学督导在检查、调研中发现问题，应填写
教学信息处理单，及时递交有关部门，并督查处理结果。

第十四条 工作总结制。每学期结束前，督导组进行督导工作总结；每年形
成教学督导工作的年度总结，向教学督导委员会报告。
五、督导人员的聘任与考核

第十五条 教学督导人员必须具备下列基本条件
（一）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校发展，知晓教学规律，熟悉教学业务。
（二）掌握国家教育方针、政策和法规，有较高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养。
（三）有良好的科研水平和教学研究能力，在学校有较高的声誉。
（四）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作风正派，沟通能力强。
（五）原则上应具有正高职职称或长期从事教学管理工作且具有丰富教学管

理经验的教学管理人员，年龄 7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受聘时应至少能任满一
届），能坚持正常的督导工作。

第十六条 教学督导的聘任
教学督导的聘任程序为：个人申请或学院推荐，教学质量管理处会同相关

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学校审定。学校颁发聘书，一届聘期为三年。
第十七条 教学督导的待遇
学校为教学督导组提供工作场所，对聘期内的教学督导付以一定酬金。学

院参照以上条件聘任学院教学督导，酬金由学院自行解决。
第十八条 教学督导的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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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督导的考核在每年年底进行，由督导组组长组织。考核的内容包括职业
道德、业务能力、出勤率、督导业绩和身体状况等；考核的程序为个人小结、组
长考核、教学督导委员会审定。因个人原因或考核不合格，可主动申请辞去督导
工作或由学校提前解聘。
六、附 则

第十九条 本规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第二十条 本规程由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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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通大教(2007) 33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科学规
范地开展教学评估工作，确保教学工作有序稳定运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特修
订南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管理办法。

第二条 学校建立教学督导组，在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
教学督导组挂靠评建办公室，其主要职责是对学校教学工作和教学活动进行督
导。

第三条 各学院建立教学督导小组，主要对学院的各种教学工作和教学
活动行使督查、调研、评价、指导、咨询等职能，学院教学督导小组在学院教学
院长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同时接受学校教学督导组指导。

第四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由 25～30 名校教学督导员组成；学院教学督导
小组由 3～5 名院教学督导员组成。

第五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设组长 1 人，副组长 3～4 人，组长由主管教学
工作的校长兼任。校教学督导员由学校聘任。院教学督导员由学院聘任，报学校
督导组、评建办公室、教务处备案。

第六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的聘任条件是：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校
发展；政治思想素质高，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方针、政
策、法规；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学术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实事求是；一般具
有高级职称，从事过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年龄一般在 70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
能坚持正常工作。学院可参照以上条件聘任学院教学督导员。

第七条 教学督导员的职责：
1．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听课、教学检查、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了解教学工作

状况，对如何加强教风和学风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2．对学校、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3．试卷、毕业设计（论文）等教学档案检查工作；
4．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和研究，帮助其提

高教学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5．参与学校、学院的各项教学评估工作；
6．学校或学院交给的其他有关工作；
7．总结督导工作，定期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向学校领导作书面汇报。

第八条 教学督导员聘期为两年，可以续聘。在聘期内已退休的由学校
发给一定酬金。

第九条 学校为校教学督导组提供工作场所。各部门应为学校教学督导
组和学院教学督导小组的工作提供便利，确保教学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十条 本管理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由评建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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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领导干部听课制度实施办法通大〔

2013

〕

66

号

为进一步加强教学过程质量管理、深化教学改革，切实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
位，全面客观地掌握学校教学动态，完善教学信息反馈系统和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1．通过领导干部听课，进一步强化教学质量意识，加强教学质量管理，确
保教学工作稳定有序开展，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

2．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加强调查研究，促进领导干部牢固树立为教学服务
的意识，更好地总结经验、研究问题、解决困难、指导工作。

3．进一步密切领导干部与广大师生的联系，促使领导干部深入教学第一线
了解教学情况，及时、准确地发现并解决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切
实为师生排忧解难。
二、听课人员

1．学校领导；
2．各职能部门领导；
3．各学院（系、室、所）领导。

三、听课次数
1．学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3 次；
2．各职能部门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4 次；
3．各学院（系、室、所）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 6 次。

四、听课要求
1．听课课程为全日制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中所列课程，包括课堂讲授、实验、

实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毕业实习等教学环节。
2．实行不定期随机听课制度，事前不通知有关上课教师。
3．校领导、职能部门领导听课范围以全校公共课、基础课为主，学院（系、

室、所）领导听课范围以本学院（系、室、所）开设课程为主。
4．听课人员每次听课不少于 1 学时，不得中途离开。听课过程中，应注意

观察教师上课及学生听课情况、教室设备和环境情况。 涉及到教风、学风、环境
设施等方面的问题，应及时与相关部门沟通联系。

5．听课人员应对上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效果等
做出评价，并进入教学质量管理处网站登录“教学状态数据库”，及时录入听课
信息。

6．领导干部听课数量由教学质量管理处根据教学状态数据库录入内容进行
统计汇总，每学期公布一次，并作为干部考核的内容之一。

7．听课评价意见将作为教师考核、晋升、评优的依据之一，履行听课职责
的人员应尽可能及时与授课教师交换意见。
五、附则

1．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负责管理全校听课工作，领导各级各类人员认真
执行听课制度；校教学督导组协助有关校领导监督听课制度执行情况； 教学质量

管理处具体负责听课工作的日常管理。
2．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质量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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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通大〔2013〕29 号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教育部、财政部《关于
“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育
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实
施江苏省“十二五”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意见》，江苏省教
育厅《关于全面提高高等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步深化教
育教学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全面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绕
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推进实施
本科教学工程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

遵循深化改革、提升内涵，锐意创新、凝练特色，扩大优势、打造品牌，追
求卓越、提高质量的基本原则，确立全面素质教育理念，以培养德、智、体等方
面全面发展，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实践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为
目标，坚持立德树人，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推进
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改革教学管理体制机制，在解决影响和制约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问题上取得新突破，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
二、改革目标

全面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围绕教学改革和质量
提升，实施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计划、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计划、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计划、实践教学改革创新计划、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计划、
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计划和教学管理改革创新计划。

通过改革创新，优化专业结构，提升办学内涵；实施卓越计划，构建人才培
养新模式；建设优质课程教学资源，提升课程建设整体水平；深化实践教学改革，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搭建实践育人平台；以教师教学发展为重点，建立教师培养
培训新模式，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推进教学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进
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证体系。
三、改革计划

（一）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计划
1．“十二五”期间，在校内遴选 20 个左右专业（类）作为综合改革试点，

在人才培养模式、教学团队、课程教材、教学方式、实践教学、教学管理等影响
本科专业发展的重要环节进行综合改革，加强学科支撑，强化学科专业建设一体
化意识，形成学科专业互动机制，按照学科专业类整合、优化专业建设资源，形
成专业结构基本合理、整体优势和特色明显、专业内涵逐步提升的专业建设与发
展新格局。

2．调整优化专业结构，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完善“十二五”
期间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积极探索专业结构调整与改造的有效途径，控制专业
发展规模，优化专业结构，稳步发展符合国家、省（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
求的专业，对社会需求少、办学条件差、建设工作滞后的专业进行调整与改造。
进一步加大投入，改善新办专业的办学条件。加强对专业认证的研究与信息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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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开展专业认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实施办法。
（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计划
3．坚持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社会需要作为衡量人才培养水平的根本标准。树立全面发展
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和系统培养观念。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培养学生服务
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知识丰富、本领过硬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拔尖创新人
才。

4．实施“卓越计划”，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
律，积极探索、创新多规格、多层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稳步推进“卓越
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卓越教师教育培养计划”，
组织制订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建立“卓越工程师”、“卓越医生”、“卓越教师”
等人才培养新模式。按照“卓越计划”指导思想、基本思路和基本要求，引导并
推进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根据新颁布的专业目录和专业标准，组织修订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教学大纲和课程教学质量标准。通过学科专业交叉融合以及产
学研紧密合作等途径，推进人才培养机制改革，逐步构建与教学研究型大学相适
应的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5．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实施拔尖学生培养实验计划。组建“精进学院”，探
索建立拔尖学生强化培养的新机制。遴选各学科专业基础知识较为扎实、实践动
手能力较强、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较为活跃、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进行重点培
养。配备学科专业导师和素质训练导师，对学生的专业学习、创新活动、素质养
成、课外生活等进行全面规划和指导；选派师德高尚、学术造诣深、教学水平高、
科研能力强的教授或副教授讲授基础课和专业课。因材施教，量身定制个性化的
课程教学实施计划，进行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改革，强化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能力培养。学校对精进学院的学生在专业方向选择、课程选修、专业实践和创业
教育、创新训练计划、学科专业竞赛、参与科研项目、考研升学等方面，予以政
策性鼓励和保障。

（三）课程教学方法改革计划
6．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积极推进以研究性教学和自主性

学习为主要内容的课程教学方法改革。以人为本，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综合
素质的提高，以及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个性与
共性相结合、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把教学方法的改革落实到培养
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竞争能力上，充分调动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在全校范围内遴选 10 门课程进行研究性教学试点，通过典型引
领和示范，促使教师从重视“教”向重视“学”转变，从研究“教”向研究“学”
转变；促使学生从学会知识向学会学习转变，从被动学习向自主学习转变。各学
院（系）要制订方案和措施，鼓励和支持教师进行教学方法改革。按专业确定 1～
2 门专业主干课程进行教学方法改革试点，把教师进行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情况
纳入其教学业绩考核和教学质量考核。

7．推进课程教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以教育部颁
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依据，结合我校大学英语教学实际情况，通过
对大学英语教学思想、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推进外语
教学从应试型向应用型转变。在此基础上，及时总结经验，加大改革力度，把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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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扩大到主要公共必修课程。各学院（系）应根据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实际，全面
规划课程教学改革工作，全面提高课程教学水平和质量。

8．加强对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将继续面向教师、
立足课程、定位于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把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教学内容的改革结合
起来，与课程考核评价方式的改革结合起来。教研活动要有计划地、有针对性地
组织教师开展教学方法研究和交流。要注意克服教学方法改革中的随意性，避免
教学方法的机械运用、简单模仿和重复表演。要在先进教育思想理念的指导下，
对教学方法进行选择、整合、创新，进而形成个性化、有特色的教学方法。

（四）实践教学改革创新计划
9．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

意见》精神，确立实践育人的理念。以培养大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为核心，打破
部门、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把教务处、学生工作处、团委、实验室与设备管理
处、工程训练中心等部门的相关工作，在实践育人的框架下加以系统化、整体化
设计，共建实践育人平台。整合全校资源，建立融专业实践教学、实验教学、工
程训练、社会实践、创业训练、就业指导为一体的，面向全体大学生的实践教育
教学体系，形成实践育人合力，围绕人才培养，科学规划和有效实施实践育人工
作，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10．结合专业特点、职业（执业）资格要求和人才培养规格，按照本科专业
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分类修订实践教学大纲、制订实践
教学标准。加强实践教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把加强实践教学方法改革作为重要内容，重点推行基于问题、基于项目



进学校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顺利转型，不断提高我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教学水
平和教学质量。组建专业核心课程教学团队，围绕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以
优秀教师为带头人，确立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明确的教学改革目标，制订切实可行
的实施方案，建设热爱本科教学、改革意识强、结构合理、教学质量高的优秀教
学团队。

14．建立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实施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积极开展教师教
学理论、教学技能、教学改革、教学研究等专项培训，通过教学培训、专家讲座、
专题研讨、教学观摩、教学辅导、教学咨询、质量评估等途径，提高中青年教师
教学能力。实施助教助课、试讲制度，建立任课资格审核制度。加大青年教师的
培养力度，进一步完善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和讲课竞赛办法，逐步提高标准和要求。
继续实施“青蓝工程”和青年教师导师制，为青年教师搭建展示教学才能和专业
发展的平台，促进青年教师健康成长。依托相关高等学校和大中型企业，推进专
业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的企业培训，落实教师定期到企业实践制度。

（六）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计划
15．实施以精品课程、示范课程和精品教材建设为主要内容，以现代网络信

息技术为支撑，以资源共享为技术标准的课程教学资源建设计划。继续实施精品
课程建设计划，依托优势学科专业和教学名师，组织开展精品视频公开课和精品
资源共享课建设。继续推进示范课程建设，重点建设若干门“教授示范课”、“双
语示范课”和“示范性公共选修课”。完善和优化课程资源共享系统和共享制度，
提高资源共享服务能力。加强协同开发，促进开放共享，形成与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方案和人才培养模式相适应的优质教学资源。

16．充分发挥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作用，积极推进基于网
络的课程辅助教学模式、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建设有利于学生素质教育和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的网络数字化教学资源。完善数字化教学支持、使用、评价等
服务体系，促进教育信息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建设本科教学资源数字化
共享平台，加速实现各种优质教育资源的集成共享，形成多学科、多课程的网络
共享平台。提高多媒体课件的制作要求和技术水平，制订课件准入标准，遏止低
劣课件进入课堂，有效控制课件的过度使用和滥用。

17．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推进教材建设与管理改革。继续开展精品教材建
设，加强重点专业主干课程和实践课程的教材编写与修订工作，组织遴选校级和
省级以上推荐教材（含双语教材）。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及精品课程建设，加强新
教材和立体化教材建设。顺应经济社会发展、学科专业建设和教育教学改革新趋
势，依据高校多样化的人才培养需求，紧密结合学科行业新知识、新技术、新成
果，不断更新教材内容，创新包括数字化教材在内的教材形式，打造教材特色。
完善教材评审、评价与选用机制，积极开展教材研究工作，探索教材建设与管理
的改革，建立和完善教材质量信息反馈制度。加强对教材选用的管理，提高精品
教材、规划教材、近三年出版的新教材的选用比例。

（七）质量保证体系建设计划
18．建立教学质量目标责任制，强化教学质量监控职能。进一步明确各部门、

各学院的教学质量管理目标，制订标准，明确责任，落实教学质量管理的岗位职
责要求。完善校院两级教学工作委员会、教学督导组织架构和教学质量监控职能；
完善各级教学督导制度、教学检查制度、听课制度、教学信息员制度、教学信息
反馈制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制度，并对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督察，实现对教学
质量的全面、全程监控。严格执行教授每年为本科生授课制度，定期开展教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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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授课情况的专项检查。实施教师职称评定和年度考核教学质量一票否决制
度，逐步形成科学合理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调动教师从事本科教学的积极性。

19．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管理制度,制订教学质量标准，继续实施教学质量
年度报告制度。依据教育部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和学校实际，研究制定各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组织学院（系）根据各自的
办学定位、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目标以及各主要教学环节的具体要求等实际情况，
研究制订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建立科学、完整、操作性强的教学质量评价体
系，完善教学评价制度，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质量评价组织机制、政策机制和操
作机制，建设以学生网上评价、教师自我评价、同行专家评价、领导督导评价为
主要内容的教学质量评价系统，形成有效的教学质量自我监测和评价机制。

20．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校内教学评估制度，做好顶层设计，加强规范化管理，
拟定工作方案，全面开展校内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和学院教学工作审核式评估。
继续完善教学状态数据库，定期采集和公布本科教学基本状态信息和数据，加强
对教学基本状态变化趋势的分析和利用。建立以自我审核式评估为基础，以教学
状态数据常态监测、学院教学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专业认证为主要内容，
吸收政府、行业以及社会机构参与的教学评估制度，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高。

（八）教学管理改革创新计划
21．进一步完善教授聘用办法，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的基本制度。学校将

教授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作为教授聘用的基本条件，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落
实。凡具有教授职称的教师，每年要为本科生开设一门专业课程。把教授为本科
生上课的情况，作为对教授岗位业绩考核的主要内容，并纳入学校对二级学院的
考核指标体系。试行教授研讨课、教授示范课制度，充分发挥教授在本科教学中
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22．牢固树立服务育人的管理理念，弘扬和倡导教学管理人员的奉献精神和
牺牲精神。摈弃落后、传统的管理模式和工作习惯，搭建平等的沟通平台，倾听
教师和学生的意见。把教学管理的中心和重心转移到为教师服务和为学生服务上
来，把以学生为本、以教师为本的理念，贯彻落实到具体的管理环节和工作实际
中。围绕多元化和多样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学生自主性和研究性学习方式改革、
创新学分制度、建立柔性化人才培养机制等，建立弹性教学管理制度。认真梳理、
修订现有管理规章制度，科学合理地设计教学管理工作程序，最大限度减少冗余
环节，方便教师和学生，提高工作效益和效率。

23．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完善校院两级教学管理机构。制订教学
院长工作规范和教学秘书工作规范，加强教学院长的教学管理专业知识培训，有
计划安排教学管理人员进修和学习。建立教学管理人员校内交流任职制度，积极
创造条件，选派优秀教学管理人员到高层次综合性大学教学管理岗位挂职锻炼。
进一步优化教学管理人员结构，明确管理岗位职责，增强服务意识，切实提高教
学管理和教学服务水平。建立教学管理队伍专业化建设的标准，加强管理工作业
绩考核，实施资格准入制度。
四、政策措施

为保证以上各项改革的顺利实施并如期实现建设目标，必须加强对“本科教
学工程”建设的领导，从学校层面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统筹，加强指导、加大投入、
狠抓落实，确保“本科教学工程”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1．巩固基础地位。本科教学是学校最基础和最根本的工作。要把巩固本科
教学的基础地位落实在日常管理的各项工作之中，学校的资源配置、经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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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引进、精力投入等应体现以本科教学为中心。要把本科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
首要内容，建立有效的政策措施和管理机制，营造良好的质量文化氛围，激发教
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激励教师重视本科教学，潜心教书育人，关心关
爱学生，开展教学改革与实践，充分发挥工作潜能，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2．统一思想认识。认真贯彻落实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
干意见》，充分认识加强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意义，把“本
科教学工程”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作为“十二五”期间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
发动广大教师积极参与，营造重视教学质量建设与教学改革的浓厚校园氛围，在
全校教职员工中牢固确立“人才培养是高等学校的根本任务、教学工作是学校各
项工作的中心工作、教学质量是高校办学生命线”和“本科教学是高校最基础、
最根本的工作”的意识。

3．加大经费投入。“本科教学工程”建设实行项目管理方式，按计划分年度
分项目逐步实施；加大经费投入，重点培育，保证“本科教学工程”各项建设的
需要，国家级和省级项目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配套支持；加强经费使用督查力度，
提高经费使用效益；鼓励各学院（系）发挥自身特点，积极筹措资金支持教学工
程项目的实施。

4．加强过程管理。加强对本科教学工程项目的检查、考核和绩效评估。加
强重点项目的建设，优先培育具有学校自身优势和特色的项目，力争取得重大突
破；对在项目建设中贡献突出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在项目建设中有
重大失职、造成严重后果或没有按期按要求完成建设任务的部门和个人追究责
任。充分发挥教学工程的示范和带动作用，从而更好地促进我校在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工作的开展。

5．实施目标考核。各学院（系）和部门主要领导要作为本单位第一责任人
亲自抓“本科教学工程”工作。要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并结合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
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问题，明确目标要求，制定具体措
施，扎实推进教学工程。学校把实施本科教学工程的情况纳入学院（系）目标责
任制考核指标体系，并作为对学院（系）本科教学工作评估的一项重要内容。各
学院（系）和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我校“本科
教学工程”扎实、稳步、高效推进，达到预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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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通

大〔2010〕18 号

为主动适应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化和特色化发展的新形势，满足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的要求，抓住沿江沿海开发战略实施的历史机遇，进一步贯彻教育部《关
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意见》精神，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强内涵建设，进一步深入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实现学校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建设发展目标，特提出如
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1．今后一个时期，学校将把进一步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作为教学工作的目标和主要任务，有效推进
学校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的历史性过渡。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进一步解放
思想，更新教育理念，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和教学改革的核心地位，以提高
教学质量为目标，全面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深
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锐意创新，在遵循人才培养规律的基础上，紧密结合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探索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精英人才培养和应用性人
才培养的有效途径；坚持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任务，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社会需
求为导向，全面推进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进一步强化学科支撑作用，全面提高
教学质量、学术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二、工作思路

2．进一步明确“质量立校、人才强校、特色名校、文化兴校”的办学思路，
以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为目标，以推进改革和实现优质资源共享为手段，以“提升
内涵，强化特色，重在改革”为基本原则，加大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推进
力度，高起点、高层次、高质量推进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培育计划，有效促进教学
质量持续稳步提高。

3．着眼于国家现代化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坚持传授知识、培养能力、
提高素质、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能力培养，努力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实践能
力和创新能力，全面提高综合素质。通过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教育理念，
以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为核心，深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构建创新人才培养
的新体系。

4．围绕南通大学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发展思路、奋斗目标和主要任务，推
进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教学科研互补，强化学科支撑，把学科优势转化为专业
优势，通过学科建设提升专业建设的水平，建立起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的导
向机制和相互促进的运行机制。按照优势突出、特色鲜明、新兴交叉、社会急需
的原则，进一步强化品牌特色专业建设；以社会需求为导向，根据科学技术发展
的特点，紧密结合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实际，积极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专
业建设的整体水平，增强办学实力。
三、实施意见

5．深入开展新一轮教育思想的学习讨论活动。认真研究新形势下高等教育
改革发展的新趋势、新理念、新特点和新要求，认真研究高等教育大众化、国际
化、特色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更新教育思想观念，用现代教育观、人才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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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观武装头脑，指导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牢固树立“人才培养是学校的根本
任务，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的意识。

坚持以学生为本，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为学生成才
奠定坚实的基础；坚持以教师为本，不断完善教师培养和管理制度，努力建设一
支教育理念新、教学能力强、学术水平高，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师资队伍；坚持以
教学质量为本，进一步增强教学质量的生命线意识，追求高质量的本科教学；坚
持以人才培养为本，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营造良好的教书育
人环境。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充分解放思想，切实转变观念，激发起改革
创新的热情，以全新的理念、良好的心态、清晰的思路、有力的举措，努力实现
第一次党代会提出的奋斗目标。

6．进一步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化人才培养质量是学校生命线
的观念，及时研究解决本科教学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进观念创新、
制度创新。正确处理好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者之间的辨证关系，建设本科教
学一流的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认真研究、解决客观上存在的教学与科研关
系的矛盾和问题，改革教学和科研的考核评价方法，在评先评优、职务晋升、教
学奖励等工作中，强化教学工作的硬性指标。做到教学工作与科研工作一视同仁，
教学研究项目与科学研究项目一视同仁，教学成果与科研成果一视同仁，专业带
头人与学科带头人一视同仁。

7．继续推进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建立和完善项目继续建设和成果培
育机制。以“明确目标，提高水平，提升层次；立足培育，加大投入，建设精品”
为基本原则，加快推进培育工程，集中优势，增强辐射，追求卓越，形成一批有
较高水平、有特色优势、有较强竞争力的成果，以此引导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
同时，及时把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成果，拓展应用于本科教学，扩大优质
教育资源的受益面，有效促进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进而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
系的改革，提高教学质量，使广大学生受益。

8．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与教学研究型大学相适应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通过人才培养方案的研究和修订，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转变人才培
养思路，着力破解难题。坚持分类指导，重点解决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
人才培养和应用型人才培养问题，积极探索多规格、多层次、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模式。强化通识教育、改革专业教育、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能力培养，增强
创新意识和能力，进一步优化、完善“平台＋模块”的基本框架，形成有特色的
人才培养方案。坚持规模、效益、质量协调发展，提高中外合作办学和留学生教
育的教学质量；把中外合作交流拓展到学科、专业、课程建设等领域，大力提高
学校办学的国际化水平，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高素质人才，有效提升
竞争能力。

9．把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作为深化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
和切入点。制订鼓励政策，激发广大教师的热情，致力于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创
新。建立基于教师指导下的探索研究学习模式，鼓励探索“大班授课、小班讨论”
的教学方式，由具有高级职称的资深教师为本科生开设小班研讨课，通过引导，
以师生互动、小组学习的方式，共同体验和参与研究性学习，从而建立一种教师
与学生沟通的新型渠道，创造一个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的机会，探索一种以研究
讨论为主的教学模式，促进创新人才培养。

10．深入开展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坚持以教学研究推动教学改革，以教学改
革促进教学实践，大力推进教育研究创新，引导广大教师在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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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教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校企互动培养创新型人才等方面进行
探索和研究，有针对性地研究、解决教育教学改革过程中的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
学校采取激励措施，鼓励撰写高水平教学研究论文，力争取得一批具有标志性、
示范性和推广价值的教学改革成果，不断为学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理论指导和新
思路、新经验、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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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º �p �l �>• �7 5	 �º �=C Ĥ��=?ú W�=�~ -� -. 5� �6 ,º �0
�b 	Õ�O�¸ �? '• �� �p �õ �I �P�e �Ç�œ�W�=Kµ4õ�I �P0i �Ð�œ�W�=(¯ 8¨ �I �P
� �‹ �œ�W�� ,º
�SD%�¸ B9�ª �I �P�¸ �N	L 5	 �º �¸ ^ $e
� �=FV8o�=##A�� 0A�=+U(Ÿ	q 9¥�= �ÚFP�=73$Æ



等新增长点的培育方面加大工作力度，掌握学校在区域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主动
权。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调整社会需求少、师资力量弱、办学水平低、办学效
益低下、陈旧老化的专业，进行专业更新改造或转型。控制专业总规模，正确处
理好专业的学术定位和社会服务定位之间的辨证关系，在专业设置和调整过程
中，强调集中优势办特色学科专业、服务地方经济和满足市场需要的思想。坚持
拓宽专业口径的基本原则，增强专业的适应性，搭建通用专业平台，延伸出不同
的专业方向，适应不同的社会需求。弘扬优良传统，创新体制机制，深化医学教
育改革，研究和解决我校教师教育和工程教育专业的建设发展问题。

16．加大力度，全面推进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一体化、教学团队与学术团队
一体化、教学研究和学术研究一体化建设。围绕博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工作，加大
专业建设的力度和强度，提高专业建设的水平和质量。进一步明晰专业建设管理
体系，形成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建立健全有利于学科专业建设和发展的良
性运行机制，把传统专业做强做优，新兴专业做出特色，全力打造新品牌，形成
新优势，有效提升竞争力，形成科学合理的教学科研互动、优势互补机制，全面
提升教学工作的水平和质量。

17．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从本科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科学合理地配
备师资。完善师资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使广大教师有充裕的时间、饱
满的精力从事教学改革和学术研究。对应用性专业，在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到企事
业单位进行实践锻炼的同时，适当引进具有实际工作经历和经验的高学历、高学
位人才充实到教师队伍中，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基本要求。在教师管理制
度建设中，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强化教师角色，理顺关系，推进教学科研
的均衡发展。立足教师的现实生存际遇与发展要求，构建外部激励与内源发展相
结合的教师发展长效机制。

18．着力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充分发挥师资培训中心在师
资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教师培训学校，设置系列教师培训课程，以在职
学习的方式，对新教师进行为期一年的系统、全面的教师教育课程培训，并进行
较为系统的教学基本技能训练以及教学研究、学术研究的基本知识和能力的培
训，结业考核合格者取得执教资格。建立和完善教师教学竞赛和奖励制度，建立
奖励基金，举办多个层次的教师讲课竞赛活动，继续举办每年一次的青年教师讲
课竞赛，同时，举办青年博士讲课竞赛、中年教师课堂教学观摩、教学名师和教
授示范课等系列活动，提高教师从事本科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教学改革
的热情，切实提高教学质量，使广大学生受益。

19．进一步完善青年教师导师制，推进“青蓝工程”，实施青年教师助理教
学制度。进一步发挥老教师和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全面实施“青蓝工程”，
选聘师德高尚、教学科研水平高的中老年教师，有针对性地对青年教师进行具体
指导，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帮助青年教师迅速成长。
建立并完善学院、教研室、导师三级责任机制，为青年教师制定系统的培养计划，
各院（系）负责协助和督促青年教师按时完成，学校组织评估检查和验收。建立
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所有 35 周岁以下、无高校教学经历的新教师（不含引
进的具有教师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高级人才），都必须要有助理教学经历，
且通过为期 1 年的助理教学考核和课程教学团队的培养，才能取得任课资格，为
本科生上课。青年教师助理教学制度由各学院组织实施，教务处审核，学校给予
相关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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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进一步完善实验室建设规划，加大国家级和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
的力度，加快建设工程训练中心，提高文科实验室的建设水平，不断改善实验教
学条件。积极拓展实验室建设渠道，加大投入，强化资源整合，提高投资效益，
形成“全体教师共同参与、学科与平台建设互相支撑、教学与科研良性互动、学
校与企业联手共建”的实验室建设新模式。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强
度投入、高水平管理、高效益辐射，突出重点、凝练特色、增强实力，以示范中
心建设为龙头，带动全校实验室工作良性发展，提升层次，提高水平。

21．加强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加强理论教学和实验教学的紧密结合和互动交
流，发挥人才、知识、技术集聚优势，推动实验教学改革。鼓励教授进实验室，
讲实验课，采取有力措施，培养一批实验教学带头人，稳定实验教学骨干队伍。
引进具有工程背景的实验技术人才，按照引进与培养相结合、专职与兼职相结合、
校内与校外相结合的原则，充实实验教学队伍的数量，提升实验教学队伍的素质，
为提高实验教学质量提供有力保障。

22．大力推广现代教育技术。积极构建信息化公共服务平台，以精品课程建
设为抓手，加快网络课程建设步伐，丰富网上优质教学资源库；鼓励教师充分利
用网络教学平台开展远程辅导，与学生网上交流互动，引导学生信息化学习、自
主学习和研究性学习，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精心建设教学管理网络平台，变静
态教学管理为动态管理、过程管理；建立教师教育技术轮训的长效机制。将教师
教育技术的定期轮训纳入学校教师培训体系，尤其要加强对精品课程建设负责
人、骨干教师的有关现代教育思想、现代教育技术理念的培训，加强对新进教师
的有关教育技术基本应用能力的培训，并将培训与职称晋升、职务聘任、年度考
核、教师上岗等挂钩。

23．转变评估理念，建立完善服务型评估制度。认真总结教学工作评估的经
验，着力构建内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有计划地开展校内
评估工作，积极探索评估方法的多元化；将评估的重心从硬件建设转向软件建设；
从重过程检查转向重目标控制；从以组织专家考察为主转向数据库信息监控。更
加重视教育教学改革成果、人才培养成效、办学效益和体制机制创新；更加重视
评估结论的导向性和客观性。进一步完善教学状态数据库，积极开展质量审核和
专业认证的准备工作，坚持教学评估服务于学生，有利于学生成才，以学生学习
的成效为目标，使全体学生受益；要建立服务型评估制度，主动服务于本科教学
和学科专业建设；要树立以教师发展为本的评价理念，构建以学生评价、同行评
价、领导评价、督导评价为主体的，多元化、立体化的教学质量考核体系，正确
处理业绩评价和发展性评价之间的关系，以实现教师个人与学校共同发展和提高
的目标。

24．进一步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地
位。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教学方法创新为关键，以加
强组织领导为保障，进一步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教
学思路和方法，创新教学模式、考试模式、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把思想政治理
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开设
廉政文化课程，实施廉政文化教育，在此基础上，开展廉政文化课程建设和教材
建设，打造品牌特色。

25．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群团齐抓共管、全体教
职员工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工作机制。针对当前学风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坚持从严治学、从严治教，以教风带学风，以考风促学风，以环境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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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风，以养成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为重点，以强化学生理论基础、科学文化、意
志品质、社会适应能力为基础，以建立长效机制为保障，标本兼治，齐抓共管，
通过教育引导强化学生的学习主体意识，让学生投身学习，努力营造优良的学习
氛围和育人环境，进一步提升学风建设的水平。

26．建立教学经费投入保证机制，加大对教学工作的经费投入，切实保证教
学运行需要。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的若干意
见》有关规定，逐年增加本科生业务费、教学差旅费、体育维持费和教学仪器设
备维修费等四项经费的投入，逐步增加日常教学运行经费，特别是学生的实习实
践经费；确保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经费足额到位；加大对实验实践、图书资料
以及文科类实验室的经费投入，全面改善教学运行环境。

27．进一步稳定教学管理队伍。按照本科教学工作的基本规范和教学运行的
实际需要，根据《高等学校教学管理要点》中的有关要求和规定，科学合理地设
置教学管理岗位，配备较强的管理干部队伍，优化教学管理人员结构，明确教学
管理责任，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工作质量。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队伍作风建设，
继续强化质量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完善目标管理，实行任期目标考核和
绩效考核，全面提升管理水平和管理质量。充分发挥教学管理人员的工作主动性
和积极性，切实解决管理队伍的岗位设置、职务晋升、津贴待遇等方面的问题，
稳定教学管理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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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专业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14〕144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学校本科专业建设的宏观管理，优化学校专业结
构，主动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专业建设的水平，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根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 号）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章 指导思想与原则

第二条 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观，锐意改革，优化结构，
提升水平，逐步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我校特点的学
科专业体系。提高本科专业建设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学校的专业
建设和发展，形成良性发展机制。

第三条 专业建设的原则是：明确本科人才培养定位，凝练办学特色；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主动适应我国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人才需求和提高国际竞争能
力的需要，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内涵建设，以重点专业、品牌专业建设为核心，
以新专业建设为重点，坚持专业建设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建设、
课程建设相结合；合理规划，加大投入，实施重点建设、分层建设、特色建设。

第三章 专业建设的规划和内容
第四条 各学院（系）应根据学校建设与发展的目标要求，做好专业建设发

展规划，把本科专业结构调整和专业建设作为学院（系）战略发展、学科建设及
人才培养规划的重要内容，结合发展目标定位进行专业建设，并落到实处。

第五条 专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主要内容包括：专业建设规划、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课程与教学资源建设、教学团队建设、教学方式方法改革、实践教
学改革、教学管理改革等。

第四章 组织与管理

第六条 学校制订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提出建设目标和具体要求，并组织
专业建设项目的遴选、指导、评估和验收工作。学院负责组织建设计划的制订、
建设项目的实施和建设成效的保障工作。学校对专业建设工作进行分类管理，按
照新办专业建设、一般专业建设、重点专业建设三类提出目标要求。

第七条 学校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组织制订学校专业建设与
发展规划；指导全校各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组织遴选学校专业建设项目的申
报及验收；组织推荐申报国家、省级专业建设项目；组织对新增设专业的论证；
对专业学士学位授权申请工作进行指导。

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由学校、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科研单位等的有
关专家和领导组成，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任期为 4 年。专业建设委员会是学校专
业建设的管理组织，教务处具体负责专业建设的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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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学院按专业建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订专业建
设与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研究解决专业建设与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对学校及上
级部门批准的专业建设项目进行监管。

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由学校、行业、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其他高校的专
家组成，委员会成员任期 4 年。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须经学校批准设立。

第九条 学院院长是专业建设的第一责任人，分管教学工作的学院领导负责
本学院专业建设工作与运行管理。各专业确定专业负责人，具体负责实施专业建
设的各项工作。

第十条 本科专业设置、调整以及新专业的申报，应符合专业设置的相关条
件，具体参照《南通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五章 专业建设基本要求

第十一条 新办专业建设
（一）新办专业是指经教育部审批或备案的已经招生，且毕业生不足 3 届的

专业。新办专业一经招生，即按照学校各项教学管理规定，做好专业建设规划、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制订、教学基本文件制订等各项工作。

（二）新办专业应根据建设规划做好师资队伍建设、实验室建设、主要课程
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材建设、图书资料建设等年度实施计划。学院应根
据新办专业建设情况，对实施计划及时进行调整。建设期满学校对新办专业办学
水平进行合格评估。

第十二条 一般专业建设
（一）各专业每三年修订一次专业建设规划，在与企业、行业开展对接深度

调研的基础上，对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招生就业、办学条件等进行深入分析，
提出专业发展的方案与措施。

（二）各学院、专业应关注国家方针政策，及时适应国家“卓越医生”、“卓
越工程师”、“卓越教师”、“卓越文科人才”等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了解
专业认证的相关标准，积极开展专业认证的各项准备工作。

（三）学院应按照《南通大学本科专业评估方案》对专业开展自评工作，学
校对评估优秀的专业优先推荐申报校级及以上专业建设项目。

第十三条 重点专业建设
（一）学校组织校级各类重点专业建设项目的遴选工作，项目周期一般为三

年，实行中期检查和滚动淘汰制度。



2．有符合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专业建设规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在专业建设、
教学改革、人才培养上取得突出成绩，获得过校级二等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取得
过省级及以上奖励（包括教学成果奖、精品教材、精品课程等）。

3．专业负责人具有教授专业技术职称，具有较高的教学科研水平和知名度，
项目一经立项，实行专业负责人负责制。专业教学团队具有较为雄厚的师资力量、
整体实力较强，学科团队与教学团队一体化程度高。

4．专业的教学基础设施条件良好，校内外的实验、实习、实训条件能够满
足实践教学要求。专业建设能密切联系经济社会发展，在与相关部门、科研院所、
行业企业的合作育人方面有健全的体制机制。

5．有校级及以上重点学科的支撑，专业建设方案科学可行，改革思路清晰，
目标明确，政策保障到位，成效可测量，具有创新性和先进性。有调动教师积极
参与教学改革的政策和措施。

（四）遴选程序
1．各学院按照相关通知要求，认真参照专业评估标准，积极组织专业负责

人准备相关材料。经学院初审合格后，向学校申报。
2．专家评审：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对各专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再由学校

专业建设委员会组成评审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择优
遴选。

3．公示发文：专家评审的结果经学校审核批准后公示，并正式发文公布。

第六章 经费

第十四条 学校对发文公布的校级专业建设项目分批下拨建设经费资助。对
省级专业建设项目、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学校将按照不低于 1:0.5

的比例给予配套建设经费支持，但学校已投入过的经费额度将扣除，不重复划拨。
经费使用按照学校财务制度执行。

第十五条 学院应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和支持专业负责人根据专业建设计划，
做好建设经费的合理分配，落实经费使用途径。如有专业现有经费不能满足近期
建设需要，可通过学院向教务处提出申请，经学校审核通过后，可适当增补建设
经费。

第七章 专业建设检查、验收与评估

第十六条 学校对专业建设检查、验收与评估实行分类指导：对新办专业、
一般专业按照相应的评估指标进行常规建设管理与指导；对重点专业建设项目实
行项目管理，根据建设周期，开展中期检查、期满验收评估工作。

第十七条 学校组织对专业建设项目的中期检查与验收评估。
（一）重点专业所在学院向教务处提交《南通大学专业建设中期检查报告》，

教务处将组织专家，依据专业建设规划和项目执行情况，进行检查。检查合格后，
划拨下阶段建设经费。

（二）在中期检查的基础上，专业建设项目实行滚动淘汰制度。专业建设工
作没有达到中期建设目标的专业，将被淘汰，学校停止给予经费资助，并取消下
一轮专业建设申报资格。

（三）专业建设项目期满后，各相关学院组织对拟验收专业的改革、建设和
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总结，并向学校提交自评总结报告和《南通大学专业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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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申请表》。学校在专业建设委员会指导下，组成专家组，以实地检查专业建
设进展情况和查看相关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验收。

（四）经验收达标的专业由学校正式授予相应称号，向全校公布，并可优先
推荐申报省级及以上专业建设项目。

第十八条 学校对专业建设检查、验收与评估结果可以作为各专业发展的参
考依据：对于人才需求量大、办学条件好、就业形势好、建设成效显著的专业加
大软硬件条件的扶持力度，并适度扩大招生规模；对于疏于建设和管理、社会需
求量小、就业情况不好、建设成效不佳的专业，将视情况予以通报、适当压缩招
生规模，实行隔年招生，责令整改；对于办学条件差、学生就业困难的专业，经
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研究论证，可以停止招生，或者采取撤销、合并、调整等措
施。

第十九条 专业建设工作绩效作为学院教学工作考核的重要方面，列入对院
系负责人的考核体系。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条 省级及以上各类重点专业建设项目的申报、验收按照省教育厅文
件执行。教育部“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建设按照教育部文件执行。已经获得
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建设立项的专业，学校给予适当经费配套，不再重复立项。
省级及以上部门如新增其他专业建设类别，学校将在校级专业建设项目中择优推
荐。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由学校委托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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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办法通大教〔2014〕14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精神，为规范我校
本科专业设置与管理，现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应注重优势和重点学科的品牌特色，积极发
展新兴、交叉和边缘学科专业，促进其他学科专业的协调发展，培养适应社会需
求，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第三条 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的原则是：立足社会经济建设，满足社会需要；
面向未来，发展新兴交叉学科专业；依托学校办学传统特色，发挥优势；树立科
学发展观，促进学校多学科专业相互支撑、协调发展、协同创新。

第四条 本科专业设置与调整，必须充分论证，并按本办法规定程序办理。

第二章 专业设置条件

第五条 设置新专业或由原有专业改设新专业，应为《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
业目录（2012 年）》（以下简称《专业目录》）中的专业，同时具备下列基本
条件：

（一）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

（二）有相关学科专业为依托；
（三）有稳定的社会人才需求；
（四）有科学、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五）有完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所必需的专职教师队伍及教学辅助人员；
（六）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经费、教学用房、图书资料、仪器设备、实习

基地等办学条件（其中实验室建设、专业图书资料收集、实习场所安排等配套经
费均需落实），有保障专业可持续发展的相关制度。

第六条 不予设置或限制设置以下专业：
（一）不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的专业；
（二）社会需求不大、就业前景不好的专业；
（三）学校现有办学条件不足、基础不实的专业；
（四）全省范围内重复设置过多的专业；
（五）国家控制布点专业；
（六）省教育厅发布的近三年初次就业率连续在 70%以下的专业。
第七条 学校对设置专业实行总量控制，每年新设专业数一般不超过 3 个。

应建立专业设置动态调控机制，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
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不断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吻合度，
强化特色发展。

第八条 学院综合教学工作考核评价达不到良好以上的，次年不得申请新设
本科专业。专业连续五年不招生的,应主动申请撤销。

第九条 学院专业设置和调整应参考上一年度《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白皮书》、《江苏省高校毕业生就业、预警和重点产业人才供应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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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学院应根据上述要求，在学校专业发展规划基础上，科学制订本学
院专业发展规划。主要内容包括：专业主体特色，现有专业结构分析，规划期内
拟新设和调整的专业领域，对新设专业建设的支持和保障措施等。规划每 3 年制
订（修订）一次。

第三章 设置和调整程序

第十一条 专业设置和调整工作每年集中进行一次，经学院申请、教务处组
织专家论证、学校公示、省教育厅审核或审议后，由教育部备案或审批。经教育
部批准设置或调整的专业，可从申请次年起开始招生。

第十二条 设置和调整专业，按以下程序办理：
（一）学院于每年 7 月 5 日前提出专业设置和调整申请，并提交以下材料：
1．学院建设与发展规划；
2．按教育部统一制定的格式据实详细填写《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

请表(审批专业适用)》（国家控制布点专业和尚未列入《专业目录》的新专业填
写）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申请表(备案专业适用)》（列入《专业目录》
的新专业填写）；

3．新设专业建设规划；
4．其它补充说明材料，包括专业人才的社会需求调研报告、专业对口单位

的人才需求证明等等；
5．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批意见。
（二）由教务处组织专业设置评议专家组，采取会议评审方式，对申请设置

或调整的专业进行论证。论证通过后，校内公示一周，并开通监督举报电话和邮
箱。

（三）校内公示无异议后，教务处于 7 月 31 日前通过教育部专门网站提交
专业设置申请材料。

（四）专业设置申请材料在教育部专门网站公示（教育部公共信息服务与管
理平台网址：http://www.bkzy.org），公示期为一个月（8 月 1 日-8 月 31 日）。
公示期内，由省教育厅委托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对高校拟设置专业的人才培养方
案、教师基本情况和办学条件等进行审阅，提出意见与建议。如有意见与建议，
学校将组织相关学院、部门研究处理。

（五）公示期满后，学校根据省教育厅通知，将公示期间所提意见的研究处
理情况及专业设置申请材料报省教育厅。

第十三条 根据《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实施细则》（苏教
规〔2013〕2 号）,设置与调整医学学科门类（代码 10）专业须征得省卫生厅的
书面同意。

第十四条 调整专业（含调整专业名称、学位授予门类或修业年限），须在
拟调整专业已无在校学生或已妥善安排拟调整专业在校学生培养工作的前提下
进行，原则上仅限在同一专业类中调整，被调整的专业按撤销专业处理。调整专
业须在《专业目录》允许的范围内调整。

第十五条 学院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紧密结合产业需求，在高年级灵
活设置专业方向。专业方向的内涵应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确属该专业研究方向和
服务面向的合理延伸。除个别专业因人才培养特殊需要经批准外，不得以专业（专
业方向）形式招生。《专业目录》中所列专业不得作为其他专业的专业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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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专业设置与管理体制

第十六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承担学校专业设置评议委员会职责，负责学
校专业设置的咨询、审议，接受学校委托，根据社会发展对未来人才的需求、学
校总体发展规划、学校办学定位、现有专业布局、申报专业设置条件等情况，对
学校设置新专业和专业调整进行评议。经教育部备案或审批的专业自首次招生至
第一届学生毕业前，教学工作委员会应对其专业建设情况进行全程指导、检查和
评估。

第十七条 专业设置与调整的申请工作，由教务处归口管理。学院应高度重
视新设专业的建设，保证新设专业的办学条件。在首次招生后、没有毕业生之前，
对新设专业进行年度检查，每年向教务处提交一份专业建设自查报告。

第五章 监督检查与评估

第十八条 学校建立和完善专业建设质量保障机制，开展专业自评工作。对
新设专业的建设情况实行指导、年度检查和评估，对于检查和评估不达要求的专
业，将视情况予以通报，限期改正，否则将停止招生直至撤消专业。

第十九条 新设专业的检查、评估依据学校相关规定的要求进行，其主要内
容为：

（一）招生情况；
（二）人才培养方案执行情况；
（三）教学情况；
（四）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五）教学管理情况；
（六）课程建设、教学改革、教材建设情况；
（七）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情况；
（八）学生就业情况；
（九）专业特色。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条 新设专业第一届学生毕业前（每年 3-4 月期间），由教务处统一
组织，依据《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学士学位授权专业评审指标体系》，向省学位
委员会提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增列申请。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实施，由学校委托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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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实施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的意见通大教〔2014〕134 号

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根据《江苏省教育厅、财政厅关于实施“江苏省高等学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的意见》和《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施方案》文件精神，为进一步加强学
校专业内涵建设，优化专业结构，整体提高专业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更好
地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切实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学校决定启动校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现就工程的实施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遵循“深化改革、提升内
涵；扩大优势、打造品牌；锐意创新、凝练特色；追求卓越、提高质量”的基本
原则，紧紧围绕人才培养这一根本任务，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为战略主题，以提
高本科教学质量为核心，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加强专业内涵建设；着力优化
专业结构，推进专业教育资源开放共享；着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学生实践
创新能力；着力改革专业建设的体制机制，大力提升专业人才培养水平。充分发
挥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省级专业建设项目在推进学校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建设、
提高教学质量上的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推进实施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全面提
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的能力，创省内领先、国内一流的品牌专业，不断提高我校
专业建设整体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基本思路

以学生成长、成才为中心，着力深化专业综合改革，全面提升品牌建设专业
服务地方经济产业发展的能力，建设以显著提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产业能力为显
著特征的卓越人才型专业，以省教育厅、财政厅提出的品牌专业建设目标为参照，
组织实施南通大学本科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以显著提升服务产业能力为导向，创新办学体制机制，全面推进校企互动，
强化行业在专业建设中的主导和责任，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修订、
双师型教师、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形成学校与行业、
企业共同培养人才的互动机制。

以全局性、战略性的眼光规划专业建设，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发展战略性
新兴产业相关专业与应用型专业，探索建立交叉学科专业，强化人文社会学科专
业建设。充分发挥品牌的示范、带动和辐射作用，促进专业建设整体水平和质量
的不断提高。

以国际化为导向，加强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省级专业建设项目的建设，力
争使这些专业通过国际标准认证或国际实质等效的认证。积极引进国外大学优质
课程资源，不断提高原版教材的使用率，逐步提高具有海外学习和工作一年以上
经历的教师比例，努力将学校现有的国家级专业建设项目、省级专业建设项目建
设成具有国际化特征的优势专业。
三、主要内容

1. 改革培养模式。全面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创新，逐步构建与教学研究
型大学相适应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积极探索多规格、多层次、个性化的人才培
养模式，努力培养造就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拔尖创新型和卓越技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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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专业人才培养的国际标准加强专业建设，力争专业通过国际认证或国际实质
等效的认证，不断提高专业的国际化水平；将专业与社会要求、教师授课与行业
标准、学生学习与专业实践紧密联系起来，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

2. 推进课程建设。整合多种形式的数字化资源，形成多元化的学习工具和
丰富的课程资源，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惠及面和影响力；
大力推进双语教学，适应经济全球化和教育国际化的要求，提高学生的外语学习
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培养专业知识扎实、较强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国际交流和合作能力的学生。

3. 培育教学团队。依托优势学科，实现学科团队和教学团队一体化建设与
发展。围绕专业核心课程，培养热爱本科教学、改革意识强、结构合理、教学质
量高的优秀教师队伍；引导教师应用先进的教学理念，结合明确的教学改革目标，
大胆创新课程教学实施方案；健全教师团队的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以及中青年
教师培训机制。

4. 强化实践教学。建立完善本科实践教学体系，全力推进实践育人。整合
校内外教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资源，建设一批应用型人才创新实践教育基地；
搭建本科生创新实践平台，组织本科生参加国内外学科专业和技能竞赛，鼓励本
科生积极参与科技创新活动并取得实质性成果。

5. 坚持协同育人。深化校企合作，学校、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共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
教育平台，学校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修订、校本课程开发、特色教
材编写、校企师资互动、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以及校企科研合作等方面，与行业、
企业开展全方位合作。推进学科专业一体化，促进科研与教学的互动、互补，建
立协同育人新机制。

6.加快国际化进程。开展与境外高水平大学的学生互换、互访和学分互认；
增加教师和学生国际交流的机会，把中外合作交流拓展到学科、专业、课程建设
等领域，大力提升学校办学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教学质量，
培养具有中国灵魂、世界眼光的高素质人才，增强人才培养的开放性和国际化程
度。充分发挥教材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中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引进国际水平的，
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适用性的优秀教材，不断提高国内外主流教材的使用率。

7．取得标志性成果。校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项目建设期满，需取得以下标
志性成果：获得省级教学成果奖 1 项，列为省级品牌专业建设工程的专业，需取
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或省级一、二等奖各 1 项；获得国家级课程资源建设项
目 2 项；每个专业至少有 5 门课程进行系统的教学方法改革，并取得可借鉴、可
推广的方案和经验；有效推进卓越计划，进行应用型、学术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模式改革试验，并取得成效；学科团队与教学团队建设实现一体化，获得省
级优势（重点）建设学科，专业建设融入学科建设；通过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
行业认证机构组织的专业认证。
四、项目实施

“十三五”期间，学校将组织遴选具有优势学科支撑、学科专业一体化程度
高、教学科研结合度好、教学改革成效显著的专业进行立项建设。立项建设 10

个品牌专业建设点，同时立项建设 6 个品牌专业培育建设点。加强对立项建设项
目的管理，实行年度考核评估。在保持总数稳定的前提下，实行滚动立项管理模
式，优胜劣汰，对建设效益不明显的已立项项目予以取消，同时增补一定数量的
新项目。

37



以加强本科专业建设为重点，继续推进本科教学工程，整合学科、专业、课
程、团队等资源，实施专业综合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加强教学团队、课程
体系和教材建设，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手段。分阶段分批次开展专业认证工作，
把专业综合改革、重点专业建设和专业认证有机结合起来，把审核评估和专业认
证有机结合起来，有效提升专业建设的内涵，提高专业建设的水平和质量。

一是系统推进，重点突破。坚持育人为本，牢固确立人才培养在学校工作中
的中心地位，紧密围绕创新培养模式、改革体制机制、优化结构布局、健全质量
保障体系等方面，坚持系统推进，全面深化专业教学改革，引导学院（系）把资
源配置和工作着力点集中到强化教学环节、提高教育质量上来；坚持重点突破，
在影响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上，发挥各专业建设项目在教学
改革方向上的引导作用、在教学改革项目建设上的示范作用、在推进教学改革力
度上的激励作用和在提高教学质量上的辐射作用，充分调动广大师生的积极性、
主动性，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

二是继承创新，整合提升。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巩固已有的专业建设成
果，深化现有专业建设项目的实施。优化整合各专业建设中的基础性、全局性、
引导性的项目和成果，加强项目集成与创新，系统强化教学关键环节，引导教学
改革方向，加大教学投入，提升专业建设项目对人才培养的综合效益。

三是促进共享，提高效益。在进一步提升专业建设项目水平的基础上，大力
创新体制机制，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作用，着力推进各专业优质教育资源的开
放共享。加强校内外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的制度建设，搭建国家级、省级、校级专
业建设项目资源共享平台。进一步完善和强化专业建设项目的绩效考核制度，建
立按建设水平和运行效益多元化评价考核激励的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为保证学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顺利实施并如期实现建设目标，必须加强对品
牌专业建设工程的领导，从学校层面进行合理的规划和统筹，通过优化资源、加
强指导、加大投入、重点培育、积极申报，很抓落实，确保“品牌专业建设工程”
各项建设任务落到实处。
（一）组织机构

1．建立学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具体组织推进项目实施工作，职
责主要包括负责研究相关政策措施和实施办法，协调解决工作中重大问题，提供
政策、人力、财力保障，等等。领导小组组长由分管教学的校领导担任，教务处、
人事处、财务处等行政部门和各学院（系）等教学单位的主要负责人以及各项目
的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工作小组，具体负责工程项目的实施和日常管理
工作，组长由教务处分管专业建设的处领导担任。

2. 在学校领导小组指导下，学校相关部门、项目负责人按照职责分工做好
项目建设工作，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实施。充分发挥学校学科建设委员会、教学
工作委员会、专业建设委员会等学术机构对项目实施的学术指导、专业咨询与科
学评价作用。

3. 各项目所在学院成立实施工作小组，由学院院长担任组长，教学副院长
及专业负责人担任副组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和骨干教师为成员，负责项目的
组织实施工作，并有针对性的提出项目建设的建议和意见。

4.品牌专业建设工程领导小组和实施工作小组要制订相关活动制度，定期或
不定期地召开会议，及时沟通信息和研究解决品牌专业建设中的相关问题。
（二）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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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实行项目管理方式，按计划分年度分项目逐步实施，保证
经费的投入，加强经费的管理，提高使用效益：

1.学校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用于实施品牌专业项目建设。按照各项目实施进度
等情况，按计划、分年度拨付。

2．学校对省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按照一定的比例给予配套支持。鼓励专业
所在学院与行业、企业协同建设，学校优先支持行业企业投入力度较大的项目，
并给予一定的配套支持。

3．学校负责对项目资金实行专项管理，分账核算，确保专款专用。加强经
费使用督查力度，提高经费使用效益。
（三）过程管理

1.校级品牌专业建设项目实行开放性、竞争性申报，立项及资助档次须经专
家评审提出意见，由工程领导小组审核研究、批准立项。

2.建设项目以学院为责任单位，学院院长为第一责任人，同时明确项目负责
人。学校与相关学院、项目负责人签订“项目任务书”。

3.项目实施以任务书为依据，加强顶层设计，明确目标任务，分解建设项目，
强化推进措施，落实实施责任。实施项目年度报告制度，要求体现用人单位、企
业或其它社会机构的反馈评价。

4.申请资助项目须编制收入和支出预算，项目预算实行专项评审，由学校聘
请相关财务专㜠呄嬨组⥝告ਲ㐰′㐰‰⁔䑛⠄䤩嵔䨊㆜Ḱᅉ㜠呄嬨组⥝告ਲ㐰′⼀项目收ࢺݥ算ᄆ儰丵ሊᇺ审ͅ见， �鰀校㘛程ᆼ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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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课程资源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15〕81 号

一、总则

第一条 为全面落实国家和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
深化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和本科课程体系综合改革，完善课程建设的组织与管理，
有效提高本科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
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
质量的若干意见》和《南通大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精神，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学校课程建设实行项目管理制度。根据当前教育教学改革形势，实
行校、院两级规划建设模式，校院分层次建设、分类别实施，分别设立精品课程
培育建设、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慕课建设、微课建设、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等六种建设类别。

二、课程建设的基本条件

第三条 课程应该由我校正式聘用、具有副教授及以上职称，并长期从事该
门课程相关教学工作，有丰富教学经验、较高学术造诣、教学特色鲜明、教学成
效显著的教师主持建设。课程教学团队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和现代教育理念，师
资结构合理，包含专业教师和教育技术骨干。鼓励我校教学名师、学科带头人、
专业负责人、师德标兵获得者主讲视频公开课。微课建设负责人职称可放宽至讲
师。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主持人要有不少于三个月的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第四条 课程必须是已经列入专业教学计划的必修课或受益面较大的选修
课；有较好的前期工作基础，至少进行了三轮以上教学实践，体现本校办学特色
和学科优势，形成了独特风格；教学理念先进、方法科学、质量高、效果好，得
到广大学生、同行教师和专家，以及社会学习者、行业企业专家的好评和认可，
在同类课程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较强的示范性。

第五条 精品资源共享课以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主干课程为重点；
精品视频公开课以影响力大、受众面广的中国传统文化类、科学技术类和社会热
点类课程为重点；双语教学示范课要求为专业基础课或专业课，具有较好的建设
基础，至少已面向两届学生开设，课程引进使用优秀原版教材或编写双语课程教
材（讲义）；慕课以课程资源系统丰富、适合网络传播和具有校外推广应用价值
为基本要求，以量大面广的通识课程为重点；鼓励各种类型课程开展微课教学。

三、课程建设基本要求
第六条 精品课程培育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课程应具备课程建设基础条件，课程网页可以正常浏览查询，教学大纲、

课程介绍、课程实施方案、电子教材或讲义、课程教案、教学课件、教学参考文
献等教学资料齐全。

2. 课程在教学大纲、课程实施计划、课程教材使用、课程师资配备、课程
教学研究、课程教学管理规范等方面达到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应加强课程资源建
设，推进教学方法改革，形成课程教学特色，为进一步提高课程建设的层次和质
量奠定基础。

3. 作为课程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按照资源共享的技术标准，建设课
程资源库，实现课程共享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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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课程内容能够涵盖课程相应领域的基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

本方法、基本技能、典型案例、综合应用、前沿专题、热点问题等内容，具有基
础性、科学性、系统性、先进性、适应性和针对性等特征，严格遵守国家安全、
保密和法律规定，适合网上公开使用。

2. 课程资源涵盖基本资源和拓展资源。基本资源指课程核心资源，包括课
程介绍、教学大纲、教学日历、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
料目录和课程全程教学录像等反映教学活动必需的资源。基本资源须系统完整，
能系统反映本课程教学理念、教学思想、教学设计、课程资源配置和应用，充分
反映教师教育课程改革成果，展现课程团队教学风采。拓展资源指反映课程特点，
应用于各教学与学习环节，支持课程教学和学习过程，较为成熟的多样性、交互
性辅助资源，例如：案例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学科专业知识检索系统，
演示/实训/实习系统，试题库系统、作业系统、在线自测/考试系统，课程教学、
学习和交流工具及综合应用多媒体技术建设的网络课程等。

3. 课程能够突出我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代表我校教育教学水平。
4. 课程符合网络传播的特点，选题适当，内容完整，具有原创性。
第八条 精品视频公开课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主讲教师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和学术规范，注重课程内容的选择和教学方

式的创新，善于与学生互动，充分展现个人的教学个性和人格魅力，使视频课堂
的现场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2. 课程能够突出我校办学特色和学科优势，能够充分展现我校先进的教学
模式、一流的教学水平、优秀的教学方法、丰硕的教学成果，代表我校教育教学
水平。

3. 课程符合网络传播的特点，选题适当，内容完整，具有原创性。
第九条 慕课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应结合实际教学需要，以服务课程的教与学为重点，以课程资源的系统、

完整为基本要求，以资源丰富、充分开放共享为基本目标，注重课程资源的适用
性和易用性。课程资源应包括按照知识点提供的视频、课程介绍、教学大纲、教
学进程、试题库、教案或演示文稿、重点难点指导、作业、参考资料目录、案例
库、专题讲座库、素材资源库等。

2. 课程应做好整体的教学设计，以知识点为基础组织教学内容及其它环节，
每个知识点对应的视频教学一般为 4-15 分钟，一般每门课程全部教学时间为
16-32 学时。

3. 慕课是碎片化交互式学习课程，视频内容短而且模块化，按问题组织知
识点，以知识点开展教学。注意将授课内容知识点化，并充分利用微视频、多媒
体、在线互动等多种教学技术和方法，探索全程在线和“翻转课堂”的信息化教
学新模式，将课程跃升至深度探究、思辩、互动与实践的新高度，不断提升课程
教学质量。

第十条 微课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以视频为主要载体记录教师围绕某个知识点或教学环节开展的简短、完

整的教学活动，充分合理运用各种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及设备，设计课程，录制成
时长在 10-20 分钟的微课视频，并配套提供教学设计文本、多媒体教学课件等辅
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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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设计要求反映出教师的教学思想、课程设计思路和教学特色，包括
教学背景、教学目标、教学方法和教学总结等方面内容。

第十一条 双语教学示范课程建设应达到下列目标：
1. 双语教学建设与改革有特色，教学方法与手段有创新，教学研究成果突

出。课程应有完备的外文教学大纲、外文授课教案、外文习题、中外文参考资料
及教学课件，具有良好的实验条件、实习基地和必须的实验指导书等。

2. 选用优秀外文教材（含国外优秀原版教材或国内高水平的自编教材），
实现英语授课课时≥60%，师生均能使用英语进行课堂交流，作业、考试均使用
英文。

四、课程建设实施
第十二条 为强化学院课程资源建设的主体意识，课程建设的组织实施实行

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学校对课程建设工作实施统筹管理，各二级学院为课程建设
责任主体，学院根据学科与专业分布、重点专业建设规划及师资队伍状况等因素，
制订院级课程资源建设规划和具体实施办法，重点做好除慕课以外的其他五个类
别的课程建设。

第十三条 课程建设分为申报立项、建设、评估验收三个阶段。
1. 申报立项阶段
（1）学校发布课程建设立项通知，提出指导性意见。
（2）课程建设负责人提出申请并填写申报表。
（3）申报课程由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评审，进行院级立项。
（4）学院推荐优秀建设项目到学校，学校教务处对申报课程进行初审。
（5）教务处组织专家评审。
（6）经学校批准后校级立项。
2. 建设阶段
（1）课程建设负责人带领课程建设小组成员，根据任务书的工作安排按期

完成建设任务。
（2）对于校立项建设的课程，学校给予课程经费与技术支持，并协调学校

资源，协助完成课程相关录制工作。各二级学院负责督促、检查课程建设的进展
情况，并为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等。

（3）建设满一年，学校对所有建设课程进行中期检查，各学院应及时将中
期检查结果和经费使用情况上报教务处。教务处将在此基础上进行审核，对工作
进展好、成效显著的课程继续给予资助。对工作不力的要求限期整改，到期不能
完成整改目标的将停止资助并取消课程建设资格。学校将不定期对学院课程资源
建设情况进行检查评估。

（4）为保证课程的质量及展示与传输效果，课程制作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以及有关媒体制作、传播标准和规范；精品资源共享课须符合教育部
颁布的“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技术要求”；精品视频公开课须符合教育部
颁布的“精品视频公开课拍摄制作技术标准（修订版）”；微课须符合全国高校
微课教学比赛视频制作参考及格式要求。

3. 评估验收阶段
立项建设的课程建设期满后,教务处组织专家对录制完成的课程视频进行评

估验收，验收结果分合格、优秀两类，授予相应称号及奖励；择优推荐参加省、
国家级评选比赛。

五、课程建设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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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意见通大教〔2012〕37

号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重要内容之
一。为进一步深化我校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推动以研究性教学、研究性学
习和自主性学习为标志的教学方法改革，根据教育部及江苏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
神，学校决定实施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改革计划，推动大学英语的
教与学朝着个性化和自主学习的方向发展，切实提高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提
高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并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改革目标

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关于实施本科教学工程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的要求，
结合我校大学英语教学的实际情况，从教学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和教学评价的改革入手，以网络多媒体技术为依托，创建以网络为支撑，网络
版、文字版、光盘版、电子教案、教学网站等全方位、立体化的英语教学与学习
环境，建立以课堂教学与校园网络自主学习相结合的新的教学模式。通过对大学
英语教学思想、教学模式和评价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整体推进我校大学英语教学
改革，强化大学生英语应用能力培养，提高大学英语教学水平。

通过改革，构建具有先进理念、具有一定特色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体系；通
过改革过去以阅读理解为主的传统习惯模式，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语言知识、语
言技能和综合应用英语进行交际的能力；通过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大学英语教学
方法，全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学生成为学习过程的主体，有效
地培养其自主学习的能力；通过课程教学改革，使我校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大
学英语四级考试通过率得到明显提高。

通过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实施，进一步更新教育思想观念，进一步激发
和调动广大教师投身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在全校范围内推进教学内容
与课程体系改革，推进以研究性教学、研究性学习和自主性学习为标志的教学方
法改革，提供借鉴示范和有益经验。同时，也为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管理、
实施绩效考核制度等，提供实践参照和依据。
二、改革思路

1.以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为依据，以培养学生英语综合运用能
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为目标，改革传统的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模式，充分利用多
媒体和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建立以网络自主学习为主要特征的大学英语教学模
式。

2.坚持分类指导、因材施教的原则。充分调动教和学两方面的积极性，鼓励
学生进行主动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使学生在英语应用能力方面得到充分的训练
和提高。

3.坚持课内与课外结合、课堂学习和课外自学并重的原则。为学生创造良好
的课内外学习环境，特别要大力加强对学生课外英语学习的指导，培养其自主学
习能力。

4.更新教育教学理念，改革传统教学方法，开展研究性教学，加强教师教学
过程中的引导和课外辅导，强化师生多渠道、多媒体互动，促进教学方法和教学
手段的改革，深化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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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内容
1.教学模式改革
改革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课堂讲授为主的程序化、单一化的被动教学模式，

采用在教师引导下，以学生为主体，强调师生互动，以自主学习和个性化学习方
式为标志的新教学模式。

大学英语的教学采用课堂教学与网络教学相结合、教师讲授和组织操练相结
合、教师课堂面授指导和学生自主学习相结合的基本模式。创设基于网络和多媒
体教学的弹性学习环境，建立“外语自主学习中心”，使英语学习朝着个性化学习、
主动式学习的方向发展，实现从以教师为中心、单纯传授语言知识和技能的教学
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既传授一般的语言知识与技能，更培养语言运用能力和自
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模式的转变。

2.教学方法改革
积极推广采用建立在现代教育技术和网络多媒体应用基础上的，以教师指

导、学生自主、双向互动为基本特征的研究性教学方法。通过教学方法改革，促
进封闭性教学方式向自主式、开放式的学习方式转化；浅层学习方法向深层学习
方法转化；单一学习方式向多元学习方式转化；语言知识向语言技能转化；知识
学习向能力培养转化。通过主题式教学、合作式学习、网络探索式学习、学习策
略培养等多种教学形式，辅以个人自主学习、小组讨论学习、大班讨论学习、网
络论坛交流等多种教学活动，充分挖掘学生自主学习潜力，从而促进学生学习能
力的提高，实现由浅层的知识学习向深层的应用与实践能力的转化。

3.课程模式改革
大学英语课程在一、二年级开设，总教学时数为 216 学时，共 16 学分，其

中课内 12 学分，网络自主学习 4 学分。
采用“2+X1+X2”课程模式，其中：
“2”：为课堂教学形式，每周 2 学时，计 2 学分。主要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

组织进行英语口语训练；
“X1”：为网络导读形式，每两周一次，每次 2 学时，计 1 学分。根据教学大

纲和学习进程要求，学生集中在外语自主学习中心进行网络自主学习，任课教师
进行集中面授、辅导和答疑，随时掌握学生自学进度，布置课外学习任务，并监
控学生的学习过程和练习情况。

“X2”：为学生课外网络自主学习，每周不少于 4 小时，计 1 学分。学生利用
校园网、机房、自主学习室等网络教学平台及英语资源库进行网络自主学习。学
生根据教学要求，在教师的指导下，自主设定网络学习目标，合理安排网络学习
进程，完成教师所布置的单元测试、阅读、写作、听力等任务，网络平台系统自
动评分和记录分析。学生的自主学习成绩以及学生上网时数均作为形成性评价的
重要指标。

4.评价方法改革
教学评价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之一，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多元

评价体系对于实现课程教学目标至关重要。新的评价方法主要采用形成性评价和
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强调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和英语听说能力的考核。

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我评价、学生相互间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等。
通过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的记录、网上自主学习记录、学习档案记录、访谈和座
谈等形式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价和监督，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教师通
过听写、英汉互译、写作、小测验、期中考试、课堂问答、作业、泛听、预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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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机学习与参与课内外语言实践活动等情况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终结性评价以学
校统一命题的期末考试为主要形式，包括口语考试和综合英语考试。
四、保障措施

1.加强对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领导
为确保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学校成立以分管教学的副校长为

组长，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人、部分专家教授为成员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领
导小组，全面协调和推进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工作组，由教务
处和外国语学院负责人牵头，部署和落实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具体工作，定期向学
校领导小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教学改革工程，涉及到教学理念、教学内
容、教学模式、教学方法、教学管理等方面，全校各部门、各学院必须高度重视
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实施，为改革的顺利进行创设良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条件。

2.建立外语自主学习中心
加强英语网络教学平台建设和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完善基于校园网的计算

机辅助教学手段。整合和优化现有校内自主学习资源，充分开发和利用好现有语
音室的技术功能，提高现有教学条件的利用率。有计划、有步骤地对现有语言实
验室进行技术更新和改造，建立“外语自主学习中心”，以满足大学英语教学改革
的需要。

3.进一步加强师资队伍的建设
建设一支具有全新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理念、适应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的

师资队伍。加大教师在岗培训力度，选派教师赴国内网络自主学习示范点高校进
行课程教学改革培训，并纳入学校师资培训计划。同时，邀请国内网络自主学习
示范点高校的有关专家来校举办讲座，现场指导。加强课程教学梯队建设，按照
课程教学要求选派教师在职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以调整大学英语课程师资整体
学位结构和学科结构，逐步形成以应用语言学为主导的学科结构。

4.进一步加强大学英语课程建设
加强以教学资源建设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建设，提高大学英语课程建设水平，

确保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修订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完善大学
英语课程教学体系，制定课程教学规范、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课程评价实施方案、
教师教学指南、学生学习指南等教学管理文件。加强教学内容、方法、手段的研
究，组织教师学习领会教育部《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等文件精神，更新教学
理念。加强集体备课，严把课堂教学质量关。

5.进一步完善教学管理制度
为了确保网络自主学习模式取得成效，保证达到预期的改革目标，从 2012

级开始，取消学生大学英语四级通过后的课程免修规定，大学英语课程考试不及
格按正常考试管理规定予以补考、重修。学位授予条例中，关于大学英语等级考
试成绩评定的办法不变。在试点推进过程中，根据学校实际，遵循教育规律，制
订科学、合理、可行的教学实施计划和课程考核办法，确保试点与非试点的合理
衔接和平稳过渡。

充分发挥辅导员、班主任的作用，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和帮助学生掌握网络
自主学习的基本方法。各学院要为参与试点的班级和学生提供网络自主学习的便
利条件，同时也要采取积极有效的管理措施，防止学生沉迷电脑游戏而影响学业。

6.认真做好改革试点和推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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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改革根据“试点先行，逐步推开，全面覆盖”的原则，分阶
段实施。2012 年 9 月开始，在 2012 级本科部分非英语专业中进行试点。在实
施过程中，精心组织、认真实施，强化质量意识，加强过程管理，及时总结经验
教训，不断加以完善，确保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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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规范通大处教〔2012〕34 号

为确保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的顺利进行，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不断提高
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质量，特制订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规范。

一、授课计划
1．每学期教学任务下达后，大学英语教学部应根据《南通大学大学英语教

学大纲》和相关要求，统一组织拟定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计划和分阶段实施计划。
2．教学计划应明确教学目标、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进度、各单元应

完成的书面作业、第二课堂活动安排、考试安排及要求，要明确各项量化指标（如
词汇、语法结构、功能意念及听、说、读、写等各项微技能）。

3．全体教师必须参加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计划的讨论和制订，认真参加集体
备课，编写授课教案（包括电子课件、网络测试内容等）等课程教学文件。

4．教学计划必须在开学前交分管大学英语教学的院领导，经院大学英语教
学委员会审定、批准后执行。教学计划一经确定，不得随意修改，如确需修改的，
必须提出具体的理由和修改方案，经大学英语教学部讨论，由分管大学英语教学
的院长批准后执行。

二、备课
1．备好课是组织好整个教学活动、保证课堂教学质量的前提。教师对整个

课程、每个学期、每个教学单元、每一节课都要认真研究、精心设计、周密安排。
2．任课教师接受教学任务后，必须认真学习《南通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

大纲》，熟悉教材，了解大纲在教材中的具体体现，通过集体备课确定教学内容
对教材的增删处理及各教学单元的教学重点。

3．课程各单元均需进行集体备课。所有教师必须在集体备课前对教材内容
有全面的了解，经集体讨论确定本单元的教学目的、教学要求、教学重点以及需
要帮助学生解决的难点，对各单元要求学生掌握的语言知识及学生需进行的语言
技能训练提出主导性意见。

4．各任课教师应根据本班学生的实际情况写出详尽的教学方案（含教学目
的、要求、重点难点、练习量及形式、教学过程、时间安排、布置学生完成的课
外口头及笔头作业等）。大学英语教学部应定期组织对教学方案执行情况的督导、
检查。

5．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负责以每单元的教学重点和教学要求为依据，拟定
课程考试方案，并组织实施。

三、授课
1．主讲教师必须按照授课计划，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

用，针对不同类型的学生采取各种教学方法，调动学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
2．教师授课过程必须紧凑，讲课条理清楚、重点明确、难点突出、课堂英

语规范、课件或板书设计周密、书写工整，按时上下课，努力提高课堂教学的有
效性。

3．小班教学要求教师熟记学生姓名，对学生的出勤、课堂表现应有记载，
并以此作为评定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之一。

四、批改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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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授课计划的安排，布置学生口头、听力和书面作业。小班书面作业
（汉译英、写作等）全收全改。大班按规定要求批改（包括网络作业）。各任课
教师每学期批改学生作业不得少于 8 次。网络监控和网络作业批改由大学英语教
学部另行规定。

2．教师批改作业应记录学生作业上交情况（含缺交、迟交学生名单）、作
业质量情况（含作业较好者和较差者的名单，学生作业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主
要语言及表达错误等）、作业讲评情况（含学生作业中主要错误处理情况）。

3．由学生课余自行完成、不要求学生全交的作业（含阅读、听力等）应有
检查或抽查（如辅导、答疑、学生间研讨等形式），并做好检查或抽查记录。

五、辅导答疑
1．耐心解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是教师的主要任务之一，也是保证教学工作

顺利完成的重要环节之一。各任课教师应在每学期初向本班学生公布固定的答疑
时间及地点。

2．大学英语教学部应定期公布各校区教师的答疑时间及地点，并报学院备
案。学院应组织进行督促、检查。教师辅导答疑的工作情况应作为教学质量考核
的依据之一。

六、网络自主学习监控
1．自主学习是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学生根据自己的英语水平、

学习进度和教学要求，随时随地上网提交书面读、写、译作业，参加论坛讨论、
单元测试，强化听力和口语训练等。学生网络自主学习每周不得低于 4 小时。

2．以大班（70-80 人）形式，每两周一次由教师在自主学习室进行 2 学时
的集中导学和辅导。教师必须根据课程教学管理规定，通过网络对学生自主学习
进行严格和有效的监控。

七、考试
1．大学英语课程采用分段教学、分别考试的办法进行考核评价。大学英语

课程在 2 年（4 个学期）内完成全部教学任务，不分等级。每学期按照独立课程
要求进行一次期末考试，考试成绩和学分计入学生学籍档案。

2．考试命题应体现有效性、针对性、区别性和可行性。平时测试（如单元
测试等）由课程负责人组织有关教师命题，主要考试（每 2 单元网络测试、期中
考试、期末考试等）实行教考分离，由大学英语部教学组长、骨干教师组成测试
组根据考试大纲和每单元教学要求命题。主要考试均使用 A、B 卷，所有考卷均
应认真检查，避免各类错误。口语考试的要求按照口语考试大纲规定执行。

3．监考是教师的职责。监考教师必须在考前 15 分钟到达考场。如有听力考
试，监考教师必须携带无线耳机。按规定程序和要求发放试卷，注意学生答题卡
与试卷对应顺序。收卷时应按班级、学生学号顺序清点、排齐。监考教师应严格
执行学校有关规定，履行监考职责。应对学生进行考试诚信教育，严格考试纪律，
坚决杜绝作弊行为。

4．严格执行试卷评分要求和标准，公平公正。主要考试客观题由计算机阅
卷，主观题的阅卷工作由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组织教师集体统一交叉评卷。阅卷
教师应认真负责，坚决杜绝阅卷工作中的差错和有违公平公正的现象。

八、第二课堂
1．课外教学是课堂教学的继续和重要补充。要充分发挥教师在第二课堂中

的主导作用。要求学生每周必须完成的阅读、听力、词汇结构、写作、翻译等课
外练习，各主讲教师应在授课计划中作出明确的安排。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课外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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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完成情况要有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并有记录，对完成情况较差的学生要了解原
因，耐心教育，采取适当措施。主讲教师要规定所有学生至少完成的课外练习量。

2．各任课教师应鼓励所任课班级学生积极参加院、系、学生会等组织的英
语专题活动，如各类竞赛、讲座、英语晚会、英语沙龙等，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月
末测试、四、六级模拟考试、课外辅导答疑等。

3．音频电台、自主学习室须按照规定及时向学生开播和开放（由现教中心
实施），大学英语教学部主任应组织教师制订音频电台播放计划，并将材料及时
提交现教中心。

九、教书育人
1．所有任课教师都应为人师表，言传身教，严谨治学，关心学生成长。坚

决反对放任自流，既要鼓励优秀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又要对英语学习中有困
难的学生耐心教育，帮助他们找出问题，分析原因，克服困难。对学习困难学生
每学期都应进行 2～3 次个别谈话或辅导。任课教师开学时须向学生公布联系方
式，并掌握教学班级的班长、学习委员和英语课代表的联系方式以及每位学生入
学时的高考英语成绩。

2．对于学习情况及表现不佳的学生，任课教师应该及时向学生所在学院辅
导员和班主任反馈。

十、教学管理
1．建立完善教学检查制度和奖惩措施。大学英语教学部配合教务处做好每

学期的期中和期末教学检查工作。检查结果记入教师业务档案，并作为学期和年
终奖酬金、职称晋升、出国进修，以及岗位聘任的参照条件之一。

2．外国语学院、大学英语教学部负责人每学期必须组织听课，分管院领导
及部主任每学期须听课 6 次以上。教师间每学期相互听课不得少于 2 次。听课教
师必须填写听课信息，并与上课教师课后进行课堂教学情况交流。

3．大学英语教学部于每学期的期中对教师的教案、学生作业、教师作业批
改情况、课外活动情况记录、学生课外练习完成情况记录进行检查。

4．每次考试后，都要对考试成绩进行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每位教
师在试卷评阅后须提交所教班级的试卷成绩分析表。分管院领导和部主任应与任
课教师一起分析各班学生的学习状况，认真找出薄弱环节并制订整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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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通大处教〔2012〕35 号

为了推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改革，进一步提高我校大学英语教学质量，根据
《南通大学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大纲》，特制订大学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一、口语课程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正确的语音语调和良好的模仿能力；掌握交际活动所需

的基本功能和意念的英语表达方法；培养学生口头表达的流利性和准确性。
教学方法：口头句型操练和口头回答问题；背诵短文或复述文章概要；以配

对、小组、角色扮演等形式围绕某一话题进行对话、讨论、表述自己的观点等练
习。

作业要求：背诵有关句型、段落、文章；口头回答问题；复述文章概要；就
某一话题表述自己观点。

检查手段：朗读、对话、评述内容的录音；复述文章概要；演讲；口语面试
或机考。

二、网络导读课程
1．读写
教学目标：体现大纲中有关阅读教学的目标，将知识传授、文化介绍和语言

技能培养相结合；有一定信息量的语言知识和阅读技能的传授和训练；打好语言
基础，精辟地讲解课文、结构和作者写作的特点，突出各练习的重点。扩大阅读
量，强化阅读技能训练（如快速阅读），扩大知识面；巩固语言知识，扩大词汇
量，提高阅读速度，培养良好的语言能力、语感和文章鉴赏能力。

教学方法：学习要求和方法的介绍；授课以英语为主，汉语为辅；语篇的讲
析和训练；精讲多练，讲解与操练相结合；以学生为中心，以完成任务为主要教
学方法，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积极采用各类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如：句型操练，
背诵与默写，翻译，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运用启发式教学手段，调动学生学
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思辨能力。

作业要求：朗读和背诵有关段落和文章；口头或书面回答有关问题；翻译（中
英互译）；写段落大意；词汇练习；命题写作；预习和复习；句子或段落改写，
等。

检查手段：对词汇、语法、翻译进行阶段性的测试（网络）；期中、期末书
面考试。

2．听力
教学目标：培养学生的语音识别能力；在听懂词、句的基础上，着重培养学

生在语篇水平上的理解能力；培养学生对所听材料的分析、归纳、综合和推断能
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提高理解的准确性。

教学方法：体现语音、语调、重点句型和语篇层次的操练和训练；以磁带内
容与教师讲述、问答相结合；课内和课外训练相结合；以完成任务、信息转换、
信息差等交际教学法为主要手段；听抄训练或语篇层次的总结、归纳、评述相结
合。

作业要求：跟读、听抄训练，完句听写，文章概要复述；按课内听力内容 1：
4 的比例布置课外听力训练内容。

检查手段：课内教学内容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进行阶段性的测试；课外学习内
容以书面形式进行检查；课内外的学习内容都作为听力考试的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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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英语课程评价实施方案通大处教〔2012〕36 号

教学评价是大学英语课程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全面、客观、科学、准确的
评价体系对于实现课程目标至关重要。它既是教师获取教学反馈信息、改进教学
管理、保证教学质量的重要依据，又是学生调整学习策略、改进学习方法、提高
学习效率的有效手段。优化教学评价体系，加强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监控与评价，
是实现大学英语教学改革目标的必要保证。

一、课程教学评价体系
课程教学评价主要包括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两种方式。
1.形成性评价：包括学生自我评价、学生相互间的评价、教师对学生的评价

等。通过课堂活动和课外活动的记录、网上自主学习记录、学习档案记录、访谈
和座谈、阶段测验和期中考试等形式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观察、评价和监督，促
进学生有效学习。该评价占总比重的 40%。

2.终结性评价：包括期末口语考试、期末听力与读写译各项能力的综合英语
考试。其中口语考试占总比重的 10%，综合英语考试占总比重的 50%。

二、形成性评价实施办法
1.学生自我评价
学生自我评价是学生认识自己和教师了解学生的重要渠道，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利用“学生英语能力自评/互评表” 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以发现自己的强项
和弱项；二是在新生入学或每学期开学初，教师要求学生确定自己的学习目标，
并定期或不定期与学生交流，查看他们的目标完成情况，并视情况对学生进行指
导，激发他们的内在和外在学习动机。学生自我评价结果可作为教师了解学生的
一个重要途径，该部分内容不计入学期总成绩。

2.学生相互间评价
学生相互间的评价是对学生自我评价的有效补充。教师可参照“学生英语能

力自评/互评表”，并根据各班级自身情况加以修改和完善，如在表中添加学习态
度、自主学习能力、课堂表现等内容。学生相互间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的结果反
馈给每位学生。学生相互间的评价结果可作为教师了解学生的一个重要途径，该
部分内容不计入学期总成绩。

3.网络平台对学生的监控与评价
学生应利用大学英语网络教学平台和各出版社所提供的课程平台积极开展

网络自主学习，每周不少于 4 小时。学生可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的优势，设定网络
学习目标，控制网络学习进程，完成网络学习任务。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过程进
行监控，并提供相应的指导和帮助，如在每个单元讲授结束后，教师必须在系统
中生成电子试卷，布置讨论话题并要求学生就所讨论的相关话题进行写作训练。
此外教师还应利用网络的互动功能与学生进行交流，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所遇到
的问题。

网络平台对学生监控和评价是对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过程，也就是对“X2”部分
进行监控和评价。学生要在网络上完成教师所布置的单元测试、写作、听力等任
务，系统自动评分。学生的单元测试、写作、听力等成绩以及学生上网时数均作
为形成性评价的重要指标，按 20％权重计入学生的总成绩。

4.教师对学生课内学习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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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对学生课内学习的评价取决于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如阶段测验、期中
考试、出勤率、参与课堂讨论的质量、遵守课堂纪律的情况，以及课外任务的完
成情况、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情况、网络自主学习情况等。它是任课教师对学生
的整体客观的评价，贯穿于整个学习过程。该部分的成绩占学期总成绩的 20%。

三、终结性评价实施办法
每学期期末由学校统一组织口语考试（由任课教师实施或机考）和综合英语

考试。该考试包括测试学生的听力、阅读、写作与翻译、语法词汇各项能力。其
中口语考试占总比重的 10%，综合英语考试占总比重的 50%。学生课程总成绩
由网络学习 20%+课内学习 20%+口语考试 10%+综合英语 50%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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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通大教〔2015〕96 号

为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优化师范类专业布局，健全师范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师司函﹝2014﹞98

号）和《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的精神，按照《江苏省教育厅关于开展师范类专
业认证工作的通知》和《江苏省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试行)》的相关要求，
特制定《南通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一、认证的原则
（一）导向性原则。坚持育人为本，突出认证导向。把学生发展作为学校专

业建设与专业认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师范类专业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人才
观、质量观，正确处理专业发展与学生发展、硬件建设与内涵建设、规范管理与
创新管理、内部保障与外部保障等各种关系。

（二）规范性原则。贯彻国家和省有关现代化建设、标准化办学、规范化管
理的要求，引导师范类专业所在学院夯实师范专业教育的基础，规范并完善培养
模式、课程体系、教学实施、队伍建设、评价制度，主动建构自我发展、自我监
控、自我评价、自我改进的质量保障机制。同时，坚持认证标准，严格认证程序，
把好质量底线。

（三）发展性原则。充分体现“以评促建、以评促管、以评促发展”的宗旨，
既有科学规范的基本要求，又有自主开放的发展空间。鼓励学校师范类专业不断
优化专业布局、发挥专业优势、注重培养成效，持续激发专业特色发展、教师专
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的内生动力，促进学校师范类专业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提高、
进步与发展。

（四）创新性原则。基于专业资质认证和教师教育质量评价的新趋势、新思
维、新技术，既促进师范类专业的基础建设，又助推师范类专业的特色发展。引
领相关学院通过培养模式、课程实施、质量评价等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不断提
高师范类专业建设水平与师范生培养质量。

二、认证的标准
（一）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试行）》，江苏省制

定的《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行）》、《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行）》、
《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试行）》以及《省教育评估院关于印发师范类专业认
证标准测评细则（试行）》，结合我校师范类专业人才培养要求，进行我校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及艺体教育的专业认证工作。

（二）专业认证标准均由 6 个一级指标、25 个二级指标构成，并有相应的
测评细则和专业剖析重点。二级指标达成度的评定实行等级制，分 A、B、C 三等。
依据测评细则要求，二级指标各测评点全部达到要求的为 A，有测评点未完全达
标的为 B，各测评点均未完全达标或存在测评细则问题特别严重的为 C。

（三）综合结论分为三级：（1）通过认证：专业质量符合《师范类专业认
证标准》90%以上的，即 B≤3 且 C=0；（2）有条件通过认证：专业质量在某些
方面（20%以下指标）存在问题的，即 B+C≤5 且 C≤1；（3）不通过认证：专业
质量存在较严重问题的，即 B+C＞5 或 C≥2。

（四）按照教育部《认证工作办法（试行）》和省教育厅文件规定，认证结
论为“通过认证”的专业自最终确认认证结论发布日起，有效期为 6 年；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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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通过认证”的专业予以警示并限期（三年内）整改；“未通过认证”或逾期
未申请认证的专业调整或停止招生。

三、认证的组织
（一）省教育厅负责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领导，审批工作方案，审核认证

结论，审定认证报告，使用认证结果。
（二）江苏省教育评估院具体实施认证工作，制定工作方案，完善认证标准，

研发测评细则与评价技术，组建专家库和专家组，组织材料评审与现场考察，发
送《师范类专业认证报告》，提交建议结论。

（三）南通大学成立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组织并开展我校师范类专业
认证的自评与自我改进工作，积极配合省教育评估院组织认证工作。

四、认证的程序
（一）各师范类专业所在学院向学校提出申请。根据统一规划与自愿申报相

结合原则,我校已有三届毕业生的学前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艺体教育四
类专业均可在规定时间内提出书面申请。

（二）对照专业认证标准的 6 个一级指标、25 个二级指标进行全面自评，
形成《自评报告》，并于规定时间内提交南通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小组秘书
处。

（三）材料评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办公室组织专家组对申请认证专业的
《自评报告》和基础数据进行审阅。对基本达到《师范类专业认证标准》要求的
专业，通知进入现场考查程序。

（四）现场考查。现场考查时间一般为 2 个工作日。程序包括专家组预备会
议、自评说明、数据核查、专业剖析（课堂教学观摩、学生活动考察、专业能力
测评、实验实训实习考察、师生访谈与满意度调查）、意见交换。

（五）认证意见在 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给各师范类专业所在学院。
（六）各师范类专业所在学院提交整改方案并进行整改。
（七）完善《自评报告》等材料，上报省教育评估院。
五、认证的实施
（一）根据省教育厅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的统一部署，我校认证工作分年进

行。2015 年选择学前教育专业进行专业认证试点，2016 年开展小学教育专业认
证，2017-2018 年集中开展中学教育、艺体教育各专业认证。

（二）认证申报一般按规划年度分专业申报，我校各师范专业所在学院每年
6 月底前向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办公室申报并提交《自评报告》及相关材料。
学校通过认证程序进行预认证，每年 9 月份把认证申请和《自评报告》上报省教
育评估院。

本办法由南通大学师范类专业认证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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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方案通大教〔2016〕10 号

为进一步贯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江苏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

展规划纲要》和《教育部关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要求，认真落实南通大学《关

于坚持科学发展、加强内涵建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的文件精神，高起点、高

层次、高质量推进教学质量工程，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有效推进学校由教学型向教学研

究型过渡。根据《教育部关于开展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的通知》（教高〔2013〕

10 号）要求和《南通大学关于推进本科教学审核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大〔2015〕79

号），为进一步引导各二级学院转变教学质量观，促进教学规范管理，健全质量保障体系，

彰显办学特色，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学校决定开展二级学院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

一、总体思路
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落实国家、省教育规划纲要

部署，坚持“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突出内涵建

设，突出特色发展；强化办学合理定位，强化人才培养中心地位，强化质量保障体系建设，

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在总结学校本科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凸显审核评估的内涵，逐步建立以学院为重心

的教学管理机制，系统推进学院教学管理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科学评价学院人才培

养目标与培养效果的实现情况，进一步增强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与国家、省和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的适应度，教师和教学资源条件的保障度，教学和质量保障体系运行的有效度，

学生和社会用人单位的满意度。

二、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主要包括办学定位与目标、师资队伍、教学资源、培养过程、学生发展、质量

监测与控制，涵盖学院的办学定位及人才培养目标，教师及其教学水平和教学发展，教学设

施及专业和课程资源建设情况，教学改革及各教学环节的落实情况，招生就业情况、学生学

习效果及学风建设情况，质量保障体系的建设及运行情况等。具体审核评估范围、引导性问

题以及审核要素内涵说明分别见附 1、附 2 和附 3。

三、评估对象
各二级学院、工程训练中心、实验动物中心、神经科学系、图书馆。

四、评估程序
（一）自评

各评估对象根据审核评估范围、引导性问题及审核要素内涵说明，结合自身实际，认真

组织自评。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向学校提交本单位教学工作审核评估《自评报告》，统计有

关本科教学基本数据，同时按要求准备支撑材料。自评工作总体要求如下：

1.加强领导，统一认识。各评估对象要高度重视，统一认识，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充分

体现评估对象在学校教学与质量保障中的主体地位，以审核评估为契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

革，加强教学建设，规范教学管理。

2.认真学习，领会实质。认真学习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审核评估的文件，仔细研究审

核评估范围、审核要素内涵说明等，深入思考审核评估引导性问题，准确理解审核评估内涵，

把握好审核评估要求和重点，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总结成绩，查找不足，进一

步明确今后教学工作的方向与思路。

3.规范管理，完善档案。教学档案是评估对象教学实践活动、教学管理活动的基本材料，

是教学日常工作的“见证”。各评估对象要认真梳理，仔细核查，确保教学档案的完整、规

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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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统计，确保准确。评估范围中的教学基本数据是对审核要素的定量说明，是对评

估对象教学运行、办学条件、教学效果等情况的量化反映，要确保其准确性，并直接呈现在

《自评报告》中。

5.总结反思，撰写报告。自评报告是评估对象在自我评估的基础上，按照审核范围要求

形成的写实性报告。《自评报告》字数控制在 1.2 万字以内，其中问题与对策部分的字数不

少于三分之一。

6.材料支撑，力求丰富。支撑材料以评估对象教学档案为基础，以说明自评报告相关内

容为目，是自评报告客观性的重要佐证。审核范围中提供了支撑材料的参考目录，各评估对

象可结合实际，充分彰显自身特色，对支撑材料内容进行拓展和丰富。

（二）专家考察

学校组建二级学院教学工作审核评估专家组，按照审核评估方案，在审核各评估对象《自

评报告》与教学基本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查阅支撑材料、调阅试卷和毕业论文、个别访谈、

集体访谈、考察教学设施、观摩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等形式，考察各评估对象教学工作，帮

助评估对象查找教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进一步改进教学工作、规范教学管理、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并提交对评估对象的考察评估意见。

（三）结论反馈

评估专家组经集体评议，对各评估对象的本科教学工作形成写实性《审核评估报告》，

经学校批准后向各评估对象进行书面反馈。

（四）总结整改

各评估对象根据专家组意见，制定整改方案，并组织落实。

五、时间安排
1.2015 年 12 月-2016 年 5 月，各评估对象进行自评，并按要求向学校提交评估材料。

2.2016 年 6 月，学校组建审核评估专家组，并按评估程序要求对各评估对象进行实地

考察，对评估对象本科教学工作进行客观公正评价。

3.2016 年 7 月，专家组形成写实性《审核评估报告》，经学校批准后反馈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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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师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通大人〔2015〕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实施“跨江发展、转型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战略和

人才强校战略，培养造就具有较强创新能力的优秀人才和优秀团队，加强师资与
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学校学科和专业建设水平，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师团队分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两种。建设教学团队旨在进一步发
挥学科专业带头人与骨干教师的传帮带作用，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加强学科专业
的交叉融合，形成教师队伍的团队合力与整体优势，系统地推动教学内容、教学
方法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进一步推进教学改革经验的交流共享，为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奠定坚实基础。建设科研团队旨在凝练学科方向，汇聚学科人才，
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领军人才、学术骨干和青年教师，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促进
学术队伍可持续发展，增强协同创新意识，提高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的能力，培育
和产生重大科研成果，争取更多更高层次的奖项，提高教师的科研能力。

第三条 各学院（包括系、室、所等，下同）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发展方向
分别组建若干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每名教师都应加入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

第四条 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可以合二为一，也可分开组建，由各学院自主
确定。学校鼓励学院对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进行资助培养。

第二章 教学团队的组建与任务
第五条 教学团队一般应以系、教研室、教学实验中心、教学基地、实训基

地或工程中心等为依托，重点围绕实验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课程群或专业进行
组建。教学团队可以打破专业、学科、学院界限，通过跨专业、跨系、跨学院的
方式进行组建。

第六条 教学团队应具有明确的发展目标、良好的合作精神和梯队结构，一
般由 5 人以上组成，老中青搭配，职称和知识结构合理，规模适度。

第七条 教学团队带头人应具有本学科（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品德高
尚，治学严谨，具有团结协作精神和较好的组织、管理和领导能力，有较深的学
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长期致力于教学研究和实践，坚持在教学第一线授课，
指导青年教师成绩突出。

第八条 教学团队的主要任务：
（一）教学工作。承担相关教学任务，加强实验实践教学，引导学生进行研

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兴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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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科研团队一般应以系、教研室、研究院（中心、室、所、基地、平
台）、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或重点学科为依托，重点围绕学科方向进行组建。
科研团队可以打破学科、学院界限，通过跨学科、跨学院的方式组建。鼓励与国
内外科研机构、企业合作组建科技创新团队。

第十条 科研团队应有明确的研究目标和稳定的研究方向，有良好的合作精
神和梯队结构，一般由 5 人以上组成，专业、职称和年龄结构合理。

第十一条 科研团队带头人应具有本学科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品德高尚、治
学严谨，学术造诣高，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合作精神和凝聚力，在创新团
体和本领域中有较强的学术影响力，能够正确把握研究方向，带领团队协同创新、
合作攻关、培养人才。

第十二条 科研团队的主要任务：
（一）凝练方向。制订研究计划，凝练研究方向，打造研究平台，形成研究

特色，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为学科建设提供支撑。
（二）科学研究。围绕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规划的重点领域、国际重大科

技前沿热点问题、地方经济发展中重大现实问题、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方向和研
究领域，开展创新性研究，培育和产出优秀科研成果。

（三）指导学生。吸收本科生和研究生加入科研团队，通过团队指导学生加
强学习、进行科学研究训练。

（四）培养教师。指导青年教师明确研究方向、申报科研项目、撰写学术论
文、加强学术交流，帮助青年教师提高学术研究能力和水平，培养具有较高水平
的学术带头人和学术骨干。

第四章 校级团队的遴选与支持
第十三条 学校分别遴选校级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进行立项建设。校级团队

应积极争取入选市厅级以上团队。学校积极推荐、重点扶持校级优秀团队申报省
部级以上团队，力争建成校级、市厅级、省部级和国家级的四级团队体系。

第十四条 校级教学团队在培养建设期满后应在课程资源建设、教学成果奖
励、承担教改项目、发表教研论文、申报教学名师奖和指导学生参加国家级学科
竞赛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具体指标由教务处组织制订。

第十五条 校级科研团队在培养建设期满后应在承担科研项目、产出科研成
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和人才项目、举办高层次学术会议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
具体指标由科技与产业处、服务地方工作处和人文社科处组织制订。

第十六条 学校设立教师团队建设专项经费，分别资助校级教学团队和科研
团队，资助经费主要用于团队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引进和培养人才等相关支出。

第十七条 学校定期组织校级团队开展相关培训和研讨活动，帮助团队提升
整体水平。

第十八条 学校优先推荐校级团队成员到国内外著名高校、研究机构进修深
造或访问交流，优先推荐申报教学科研项目和各类人才项目等。

第十九条 学校为立项建设考核优秀的校级团队授予荣誉称号，给予表彰。
第五章 团队管理

第二十条 教师团队建设应与师资队伍建设紧密结合，学院在拟订师资补充
与人才引进年度计划时，应明确拟引进对象所属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团队归
属不明确的不予引进。

第二十一条 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牵头制订和执行教师团队的相关
配套政策，做好教师团队的组建备案工作。不加入教学和科研团队的教师在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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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聘任时不得聘任上岗。
第二十二条 团队实行带头人负责制，团队成员的行政隶属关系不变，接受

团队带头人的业务领导。团队成员在申请进出团队、进修培训、职称晋升、奖惩
评优时应征得团队带头人的同意。学院对教职工的年度考核应增加团队带头人的
评价权重，具体办法由学院自主确定。

第二十三条 教师团队应根据学校和学院的要求及团队实际，制订本团队的
管理细则。

第二十四条 校级教学团队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和管理，校级科研团队分别由
科技与产业处、服务地方工作处和人文社科处负责组织和管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教务处、科技与产业处、服务

地方工作处和人文社科处分别根据本办法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会同教务处、科技与产业处、

服务地方工作处和人文社科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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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施意见通大委〔2009〕114

号

各分党委、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
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意见》（中发〔2004〕16 号）和中宣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意见》（教社政〔2005〕5 号）、《关于进一步
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教社科〔2008〕5 号）等
文件及中宣部、教育部于 2008 年 7 月联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
现结合我校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重要性
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的任务，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是一项常抓常新的工作。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在改进中加强、在创新
中发展，在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但是，
新的形势和任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教
学方法、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要采取切实有
效的措施，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工作，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二、全面把握加强和改进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指导思想和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适应新时期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进一步强化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渠道地位，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用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以科学发展观
为指导，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当今世界错综复杂的形势，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变
化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
律，增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自
觉性和坚定性；引导大学生正确认识肩负的历史使命，努力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二）总体要求
在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下，以学科建设为基础，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以教

学方法创新为关键环节，以加强组织领导为保障，全面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建设。深化对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积极探索新的教育教学思
路和方法。通过创新教学模式、考试模式、评价体系和管理体制，努力做到课内
教学与课外教学相结合，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主渠道与多途径相结合，
必修课与选修课相结合，统一要求与个性化需求相结合，把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
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优秀课程，更好地发挥其在培养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中的重要作用。

三、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的实施方案
（一）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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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要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
设纳入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的总体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安排。



1.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根据马克思主义一级学科的性质、特
点和要求，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开展深入研究和全面建设，把为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服务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任务。做好现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思
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及教师培训工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
究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培养高水平人才。汇聚队伍，整合资源，建设优秀教学
团队，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工作有条件、干事有平台、发展有空间，增强责任
感和归属感。

2.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科研能力培养。鼓励教师积极申报省级以上思想
政治理论课教学研究课题。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程建设、教材建设、教学方法
改革、教师队伍建设、学科建设以及教学中重要理论和实际问题的研究等作为重
要选题，列入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和高等教育研究所课题指南，单列单审，
单独检查。定期举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研讨会，不断推出高水平的教育教学研
究成果。

（四）深化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改革
1.深化课堂教学改革。坚持以人为本，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贴近实际、贴

近生活，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解决学生关注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立足于新课程
的规范化、科学化、精品化建设目标，积极探索专题式、案例式、研究式教学模
式，切实提高教学水平。强化集体备课制度。探索课程教学小组合作授课制度，
优化配置课堂教学资源。

2.拓展学生课外阅读。每门课程都要为学生开列一定数量的读书目录，鼓励
学生自主开展网上学习。开发网络教育资源，形成网上网下教学互动、校内校外
资源共享。

3.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在各门课程的学时安排上，加大实践教学的课时比例，
理论学时与实践学时原则上按 2﹕1 分配。加强对学生实践教学部分学习效果的
考核，学生实践学时计入学分，教师实践课时计入工作量。课内实践教学和课外
社会实践学时分配视实际需要而定。由团委牵头，法政与管理学院协助，组织学
生开展多样化的社会实践活动，建立实践育人齐抓共管的长效机制。

4.不断完善思想政治理论课考试考核方法。以培养大学生的能力和素质为中
心，积极探索科学的考试考核方法，重点考查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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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深化综合改革实施意见通大委〔2016〕1 号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国家中长期教
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江苏省政府关于深化教育领域综合
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实现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奋斗目标，
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结合学校事业发展实际，
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和人才成长规律，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重大机遇，以促进学校跨江发展、转型
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为主线，以实施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开放办学机制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后勤保障机制改革和考核评价机制
改革为重点，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发展质量，
全面服务行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有远见卓识、有创新精神、有责
任担当、有文化品位”的现代大学。

（二）总体目标
以建设有通大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目标，弘扬办学传统，提升办学质量，加快发展步伐，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
创新，激发办学活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办
学国际化，优化考核评价和后勤保障机制，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任务
（一）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1.优化招生选拔机制。深化本科招生制度改革，完善招生决策、执行、运行

和宣传机制。加强本科生生源基地建设，提高生源质量。建立自主选择、自主选
拔、双向互动的自主招生模式。深化研究生招生改革，吸引优质研究生生源，扩
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优秀本科生推荐免试工作改革，突出科学素养、综合素
质和创新潜能的考核。探索本硕连读、硕博连读机制。扩大院系所和导师团队招
生自主权，试行申请考核制招生模式。

2.深化学分制改革。推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健全校际间学分互认机制。完
善与学分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改革学生选课制度，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构
建多通道学业路径。建立完善在线学习系统，完善对应的教学管理机制和考核方
式。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度，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品行养成教育。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放宽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申请条
件，实施多元化、宽口径培养。开展新型人才培养组织形式试点，建立“张謇书
院”和“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构建学校与知名医院、中小学、科研院所和世界
500 强企业的战略联盟，建立开放式人才培养机制。拓展国际合作办学资源，改
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环境与条件，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4.积聚优质教学资源。完善专业建设标准，推进审核评估和专业认证。实行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培育有特色、有前景的专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建设省
部级精品课程。推进国际化课程建设，提高全英文授课课程比例。探索“慕课”、

64



“微课”和“翻转课堂”建设，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
改革。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和精品教材建设，培育优质教学平台和基地。

5.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分类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构建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实施研究生培养创
新工程，强化科研训练，促进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实施研究生海外
研修计划，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
机衔接，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加强研究生培养过
程管理和学业考核，实行中期考核和论文评审制度。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6.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
业教育。扩展与整合创新创业资源，实现跨学科、跨学院合作，引导社会资源投
入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实践空间。建立课程—实践—创业链条的对接机制，点面
结合、分类指导。建设结构合理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校外创新创业导师库，
规范教学管理。探索大学生创业实训中心平台建设。

（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评与监督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构建高效、科

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修订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民主测评、民
主推荐制度。深入推进干部任期制、交流轮岗制，建立干部的多岗位锻炼、基层
锻炼的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干部的综合管理能力。推进管理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
设，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力度，不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完善干部培训机制，强
化干部监督，不断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水平。

2.构建岗位聘用与分类管理体系。优化岗位设置，合理配置岗位资源，制定
岗位责任及考核标准。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分类体系。
探索教职工分类管理办法和机制，完善教师、教辅、管理、保障队伍的协调发展
机制，分类制定考核标准、晋升通道、薪酬体系。探索人才特区建设，充分发挥
新型用人机制对学校发展的促进作用。

3.完善高层次人才引培机制。完善高层次人才集聚的长效机制，健全人才队
伍建设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加大政策与资源投入力度，面向全球高等学校、研究
机构延揽人才。畅通人才引进途径，建立差异化人才引进机制。加大校内人才的
培养与扶持力度，建立持续稳定的支持机制。建立人才退出机制，对于绩效考核
成绩不明显的，要减少或中止支持。

4.完善教师职业发展体系。畅通教师职业发展渠道，理顺教师发展的体制机
制。以教师团队建设为载体，促进教师的成长成才。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
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完善青年教师培养机制，在政策、资金、资源和平台等方
面予以倾斜。以激励为导向，建立和完善教师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幅度提升
教师出国访学的规模、层次和质量。

5.改革薪酬分配和激励制度。强化绩效工资改革，构建以激励为导向的校内
绩效薪酬制度体系。将教职工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挂钩，
建立向业绩突出单位、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对于高层
次人才，制定多元化薪酬制度，探索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团队工
资制等灵活的薪酬方式。发挥学院在绩效奖励分配中的作用，形成良好的激励机
制。

（三）开放办学机制改革
1.深入推进省部共建工作。建立和完善省部共建的体制机制。提高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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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的科技创新贡献度，夯实学科、科研、
人才等共建基础。主动搭建省部共建工作决策咨询平台、理论研究平台、信息共
享平台、高校合作平台、人才培养平台，提升共建的水平与效率。主动加强与交
通运输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与合作，全面提升合作项目数量和质量。

2.大力拓展社会服务空间。加强与南通市的全面深化合作，深入开展“名城
名校”工程，完善社会服务战略布局。优化体制机制，调动学院、教师服务社会
的积极性，构筑多方共赢的社会服务机制。在建设新型高校智库、科技创新与技
术交流、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与区域政府、行业企业开展
全方位合作。统筹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渠道，强化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对外联络功
能，实施政策激励，提升筹资能力。

3.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深入推进附属医院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注重疑难
重症救治技术创新，改革医疗服务模式，提升临床综合治疗水平和能力。发挥附
属医院医疗卫生优势资源的辐射作用，筑牢苏中苏北区域性医疗品牌领先地位，
扩大优势资源辐射范围，全面提升为社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探索临床医
学教育模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4.积极发展继续教育。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继续教
育体系。深化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二级学院的积极
性。适应成教学员学习方式的需求，推动信息技术与继续教育融合，强化在医疗、
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继续教育特色。以精品项目为依托，促进继续教育转型，建立
多元化服务平台，提高继续教育品牌质量。

5.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建立高水平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水平。建立海外孔子学院，打造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平台。加大师资引培
力度，提高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建立健全国际化管理服务体系，
提高管理和保障水平。完善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提高国际化教育
教学的保障能力。

（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1.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立大学章程实施机制。认真清理、评估、修改、

完善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内部决策、执行及监督机制。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
构改革，实现依法治校的良好局面。

2.完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学术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健全学术管理体系
与组织架构，完善支持机制，为学术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校管理
中的作用。

3.加强内部组织管理改革。推进学部制改革，依据学科大类建立学部，明确
学部和学院在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书院制，探索以书院制为载体的本科生教
育管理体制创新。探索学术特区制，完善管理运行机制，赋予院系在教育教学、
学科与队伍建设等方面更多自主权。实施大部制，建立行政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
提高管理效能。以岗位设置改革为契机，建设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

4.完善目标责任制。深化目标管理改革，强化目标设定、过程管理、考核评
价和结果反馈，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明晰目标管理的责、权、利关系，逐步实
现管理重心下移。完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评价机制。调整目标管理激励政策，试
行成本核算，引导院（系）、研究机构争取社会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66



5.健全师生参与和信息公开机制。规范学校决策程序，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
决策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以及民
主党派在学校治理中的作用，拓展师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坚持和完善信息公
开制度，依法及时准确公开学校基本情况，保障师生和社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构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五）后勤保障机制改革
1.完善后勤管理体制。调整和优化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管理与服

务一体化建设。合理划分后勤服务保障部门的责、权、利，建立优质高效、安全
可靠、规范持续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后勤服务制度化建设，逐步提高后勤
服务专业化水平，实现后勤保障社会效



部考核评价体系与考核机制，提高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强化考核结
果反馈和运用，充分调动各级各类干部积极性。

4.建立教师分类考评机制。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改革，分类制定完善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标准。建立以业绩考核为重点的专任教师岗位考核评价制度和以过
程考核与业绩考核相结合的非专任教师岗位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教辅、管理、保
障队伍的考核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结果的反馈与使用，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各类人
员的晋升、转岗或退出，并与薪酬制度、激励机制等有机结合。

5.推进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完善本科生和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完善以学分绩点为主的学业评价体系，探索考试改革，
重点考察学生的综合能力素质。完善课外综合评价和考核办法，建立从招生到就
业的一体化学生能力和素质的评价及反馈机制。与用人单位合作，联合建立毕业
后学生就业与发展能力评价体系。

三、改革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学校党委和行政对深化综合改革工作的组织

领导，由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公会行使深化综合改革的领导职能。制定重大改革
事项决策规程，完善和强化深化综合改革领导小组的作用，定期召开领导小组工
作会议，重大改革事项须经领导小组充分讨论和审议。建立改革项目学校领导分
工负责制。

（二）加强统筹协调。要加强对改革工作的政策研究、方案设计、统筹协调、
推动落实、绩效评估和信息反馈等工作，强化对改革事项的检查，及时跟踪改革
项目的进展情况，定期向领导小组汇报改革进展情况，并及时总结经验进行宣传。
认真贯彻改革部署，建立健全改革推进机制，根据工作实际，研究制定实施时间
表和路线图。加强对改革项目的事前、事中、事后的效果评估，提高改革决策的
科学性、改革措施的系统性和改革过程的协同性。

（三）加强氛围营造。培育和弘扬优秀大学文化，及时宣传推广具有本校特
色、反响良好的创新举措和改革成果。确立师生在改革中的主体地位，全心全意
依靠师生推进改革，完善全员参与机制，充分发挥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联谊会
与教代会、工会、共青团、学代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齐心协力推进综合改革。

（四）加强监督检查。要把改革任务层层分解，具体工作落实到人，确保改革
工作落实可衡量、可检查。领导小组要密切跟踪改革任务进展，督促改革任务落
实。建立健全改革创新绩效考核机制和激励机制。要把深入开展综合改革工作的
落实情况，作为考核干部、评价部门工作的重要指标。要通过深化改革，推动学
校事业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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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材建设与管理办法通大教〔2010〕13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教材管理程序，建立科学的教材编写、评价、选用和采购制度，

鼓励广大教师编写具有特色和创新的高质量教材，加强教材管理，切实做好本专科教材建设

与管理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负责全校教材建设的规划、研究、指导、督查等工作，

审定教材建设项目。

第三条 学院（系）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规划、研究、指导和组织开展本院（系）的教

材建设工作。学院（系）可根据实际情况，设立学院（系）教材建设工作委员会。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学校教材建设与教材管理的日常工作。

第二章 教材建设与立项

第五条 教材建设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教材建设是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长期性和延续性，

必须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学校和学院（系）均应制订教材建设规划。

2．教材建设要以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为前提。立项编写的教材必须以各专

业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大纲或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为依据。

3．教材建设的重点放在学校具有优势和特色的学科专业，放在师资力量比较强、教学

科研水平比较高的学院（系）及教研室，重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教材建设。

4．必修课程原则上要求选用近三年出版的高质量教材，优先选用优秀（精品）教材、

规划教材及相关教指委的推荐教材。鼓励编写教学改革力度大、课程体系科学、反映学科专

业最新发展内容、适应人才培养目标的高质量教材。

5．鼓励编写促进我校学科建设、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双语教材及有特色的电子教材，

鼓励建设一体化设计的立体化教材。

6．教材建设要有针对性，注重解决现有教材的不足，要考虑学校专业的特殊要求和填

补学科空白等因素。无法选购的教材优先列入学校或学院（系）教材建设规划。

7．学校立项建设的教材，必须是我校本专科人才培养计划中设置的课程所使用的教材，

再版教材申报其修订内容须达到 30%以上，不符合上述要求或非本校使用的教材，一般不予

立项和资助。

第六条 教材建设立项申报程序

1．学校教材建设实行项目申报的管理办法，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

2．申报者填写《南通大学教材建设立项申报表》，并附《教材编写大纲》及 2～3 个章

节的教材初稿以及反映该教材特色和进展的其它说明材料。

3．学院（系）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校内、外专家初审，对申报教材的特色、水平、可

行性等情况进行审核，提出推荐意见。

4．教务处对申报材料进行复核，组织专家组进行评审，确定拟资助的教材项目。

5．教务处将评审结果报分管校长批准，并在校内公示后发文。

第七条 项目申报人员应符合以Ѐ̠〠呄嬨，⥝告号㠲〰⸸系ㄮ范自呄嬨再⤷㕄嬨定⥝告ਲㄱ⸱㠸‰⁔حس䑛⠑퀩嵔䨊㈱ㄮㄸ自〠ℹ㜠〠呄嬨，⥝告ਲㄱ⸱㠸‰⁔䑛⠮ꐩ嵔䨊㈰㠮㜹㜠〠呄嬨定⥝吠〠呄嬨、⥝告㜷⸶‸댾爰㠮㜹㜠〠呄嬨建⥝告ਹ组ᄷ‰⁔䑛⠅ᬩ嵔䨊㈱ㄮㄸ㡝告ਲ〸码㤷‰⁔䑛⠑큊ਲㄱ⸱㠸嵔䨊㈰㠮㜹㜠〠呄寗휩嵔䨊㈰㠮㜹㘠〠呄嬨，⥝告ਲㄱ⸱㠸⁄



第八条 教材建设立项项目管理规范与要求

1．教材建设立项周期一般不超过 2 年。

2．经批准立项编写的教材，应制订编写计划，并由主编与教务处签订协议书。学院（系）

负责督促、检查、考核，教务处组织进行中期检查，以保证编写任务保质保量按期完成。

3．实行主编负责制。教材编写应在主编主持下进行，主编负责全书统稿，并对书稿质

量负全责。如不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学校有关规定，教材出现原则性错误或违反学术道

德，将追究主编责任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

4．立项建设教材应按《申报书》和《协议书》的名称及内容编写出版，不得擅自变更，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变更，应向学院（系）提出申请，报教务处批准后方可变更。

5．如项目不能按时完成，必须办理项目延期手续，超过协议期 6 个月，项目作自动终

止处理。因故不能继续进行的项目，主编应提交项目终止报告，说明原因，由学院（系）签

署意见，到教务处办理相关手续。

6．因质量等原因，教材未能按期出版，视情节轻重追缴部分已使用经费，主编本人三

年内不得申报教材建设项目。

7．编写教材的字数一般控制在每学时 5 千字左右。

第九条 经学校批准正式立项的教材项目，学校将给予适当资助。

1．资助经费主要用于支付教材编写出版过程中的资料费、差旅费、审稿费、出版费等。

2．本校教师主持国家级、省部级教材建设项目，学校给予一定的配套资助。

3．校级立项教材建设项目在申报高一级教材建设项目批准立项后，学校资助经费按高

一级对待，不重复叠加。

4．资助经费分两次下拨，教材出版合同签订后先拨 50%，其余交付使用时拨付。

第十条 列入学校教材建设基金资助的正式出版的教材，学校不负责包销，订购数量严

格按人才培养计划和相关学生数确定，一般一次只订一届，并由教材招标单位统一订购。教

材出版后，主编应无偿赠送两本样书给学校用于存档。

第三章 精品教材遴选与奖励

第十一条 精品教材是充分反映当代课程建设与学科发展最新成果，果项代教ᴀ戮㜹㜠〠呄湹謫㤷‰⁔䑛⠝b码㤷‰⁔‰⁔䑛⠉眩嵔䨊㈱ㄮㄸ㠏⸱㠸‰⁔䑛⠵ԩ嵔䨊㈰㠮㜹㜠〰⁔䑛⠡圩嵔䨊㈱ㄮㄸ自〠吷㤷‰〠呄嬨次⥆ٛ⠵ԩ嵔䨊㈰㠮㜹㜠〰⁔䑛⠡圩嵔䨊㈰㠮㜹㜠〠呄嬨，⤊㈰㠾⥝告号㜱㤲⹝告ਲㄱ⸱㠸‰′⁔㈰㠮㜹腹次 次 次



第十二条 精品教材遴选范围

1．教材第一主编须为我校教师，或教材未设主编而我校教师任第一编著者。

2．参加遴选的教材须为最近三年由出版社正式出版或修订出版的教材(包括文字教材、

电子教材等)，且在我校本专科教学中使用一届及以上。

3．学术专著、翻译教材、编译教材等不在遴选之列。习题集、学习指导书等不单独参

加遴选，可作为相关教材的辅助资料，一并提交评选。

4．已获得过奖励的教材，经修订再版，其修订内容达到 30%以上、体系、结构也有较

大变化，质量进一步提高并使用一届及以上，可再次申报。

第十三条 精品教材遴选办法

1．教材编者申请，教研室推荐，学院（系）初审并签署推荐意见后报教务处。

2．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审阅、遴选，确定获奖对象，报分管校长审批，校内公示后由

学校发文。

3．精品教材遴选每两年进行一次。

第十四条 获选的精品教材，由学校颁发获奖证书，并优先推荐参加更高等级的精品教

材遴选。

第四章 教材选用、征订与发放

第十五条 教材选用应遵循下列基本原则

1．教材选用要与课程建设和人才培养目标相匹配。符合教学大纲的基本要求，具有科

学性、思想性、先进性、启发性和教学上的适用性。

2．把优秀（精品）教材、规划教材及相关教指委的推荐教材作为教材选用的主要目标，

提高优秀教材的选用率，保证选用教材的质量。

3．使高质量的新版教材成为教材选用的主体。加强教材的更新换代，积极使用近 3 年

出版的新教材，不断提高新教材的使用比例。

4．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国际通用性强的学科专业应有规划地选用或直接引进先进的

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外文原版教材或翻译出版的教材。

5．一门课程原则上只选用一种教材（包括实验教材）。某些课程确因教学改革需要而

增发其它教材的，须由所在教研室提出申请，学院（系）同意后，由教务处审批并备案。教

师不得私自强行向学生推销教材或教辅资料。

6．教学基本要求相同的课程应选用同一教材，特别是平行班级课程的教材，不能因任

课教师不同而随意订购。

7．严把教材质量关。教材一般由课程小组讨论推荐，课程负责人召集任课教师全面了

解所授课程备选教材的概况，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和课程教学大纲的要求，结合学校的教

学要求、教改形式、教学特色等，推荐合适的教材版本提交教研室讨论，学院（系）教学工

作委员会负责审定，报教务处备案。英语、数学、计算机、物理、体育、大学语文等全校性

公共课程的教材由教研室主任组织全体任课教师集体讨论决定，学院（系）负责审批，教务

处最终审定。

第十六条 为了确保本专科课程教材使用的质量，学校将加强对教材选用的全面质量管

理，建立和完善本专科教材选用质量信息反馈机制和质量评估制度。

1．学院（系）应将教材质量调查作为教学检查的重要内容，每学期组织任课教师和学

生对所用教材进行评价，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并定期将总结报告交教务处教材科。

2．教务处负责对教材选用、征订的指导和监督。学校将采取适当的措施，征求师生意

见，并向有关学院（系）及任课教师通报师生对教材选用的意见，以促进教材选用质量的提

高。

第十七条 教材征订按下列程序和要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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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务处教材科具体负责安排每学期教材（不含教学参考书）的征订工作。

2．学院（系）根据教务处的安排，做好教材征订的宣传落实工作。

3．课程小组应尽量从《全国大中专教学用书汇编》、《高校教材图书征订目录》以及

相关出版社提供的教材目录中推荐高质量的教材。

4．所有选用教材由学院（系）统一填写《南通大学教材选用申请表》和《教材征订单》，

并做好核对工作，保证所订教材与人才培养计划和教学任务书一致。

5．教材订数原则上只满足一届学生，且不留库存。

6．.选修课教材的订购数量根据已确定的选修人数而定。

7．征订的教材，一经确定，教师不得随意更改。因特殊情况必须更换、停用教材的，

须由教研室书面申请说明事因，经所在学院（系）同意，报教务处审批。

第十八条 因教学需要，任课教师可为学生编印各类讲义。讲义编印应列入教材预订计

划.

范围包括：

1．没有合适的教材，主讲教师根据教学要求、教改形式、教学特点等编写的讲义。

2．根据课程教学需要，主讲教师编写的教材补充讲义。

3．主讲教师根据课程、学生的特点等编写的习题册、实验及实习指导书等辅助教学资

料。

4．个别预订和选购均难以解决的教材，经与版权所有者协商同意后，利用原教材进行

复印的讲义或资料。

第十九条 编印讲义付印程序

1．由教研室提出申请，并填写《南通大学教材讲义编写申请表》，学院（系）负责审

批，与教材征订计划一并送交教务处教材科。

2．讲义付印底稿要求清楚工整，文字要规范，篇(章)的标题按编书要求书写，原稿从

头到尾逐页编号。

3．讲义印刷原则上只印一届，按学生实际人数付印。印刷、验收和发放均由教材科具

体负责。

第二十条 凡通过教材科统一订购的教材、付印的讲义等，一律由教材科统一保管与发

放。

1．学生使用的教材
（1）每学期期末或期初，学生以专业年级为单位，到所在校区教材仓库领取新学期教

材。

（2）供应的教材中，如出现缺页、倒页或严重破损的，学生可在开学后两周内到教材

科调换。

2．教师使用的教材
（1）课程主讲教师及辅导教师，可以领取相应课程的教材（讲义）一册（套），实验

等实践环节指导教师可领取相关实验（实践）指导教材（讲义）一册（套）。

（2）教师领用教材，须由所在学院（系）教学秘书统一填写《南通大学教师教学用书

领用单》，学院（系）审批后到教材科领取。

（3）教师连续讲授同一课程，如教材版本不变，则须连续使用三届后方可重领。

第二十一条 学生教材代办费每学年初一次性预交，由学校财务处统一收取，并按班级

每学年结算一次，多退少补。

第五章 教材招标采购

第二十二条 教材招标采购的基本原则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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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建立健全教材采购运行机制，规范我校教材采购行为，确保教材采购招标工作廉

洁、科学、高效，根据《南通大学招（议）标工作暂行规定》，特制订以下相关规定。

2．教材招标采购管理的宗旨是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运用市场机制，保质、保量

地采购学校教学所需教材。

3．教材招标采购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竞争、择优、效益的原则。

第二十三条 鉴于教材招标采购工作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学校专门成立教材招标采购的

组织机构。

1．学校成立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由有关学科专家代表、纪检监察、审计处、财务

处、教务处、杏林学院、继续教育学院和研究生处有关人员组成，组长由分管教学的校长担

任，副组长由教务处分管教材工作的处长担任。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教务处教材科。

2．学校建立教材评标专家库，其成员由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及有关学科专家组成。评

标专家组成员由工作小组在开标前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第二十四条 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职责

1．贯彻执行各级政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负责领导和监督学校教材招标采购工

作。

2．负责确定招标办法，审定招标文件。

3．负责询标、开标、评标、定标的组织管理工作。

4．负责签订教材采购合同，并监督和检查合同履行情况。

第二十五条 教材招标采购原则上在每学年的秋季教材采购前（4 月～5 月）进行，春季

教材采购采取续标的方式。主要采用校园网上公开招标和发邀标函邀请招标两种方式，邀标

单位原则上不得少于六家，以体现竞争和择优的原则。

第二十六条 教材采购招标程序

1．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召开招标工作会议，确定中标供应商家数，制定评标方案。

2．编制招标文件，具体内容包括：招标单位、招标内容、招标形式、投标人资质条件、

投标文件的组成与要求、投标时间和地点、开标评标办法、投标及违约责任等。

3．在校园网上发布招标公告或邀请投标单位。

4．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在约定的时间内，接收投标文件，并认真核对，做好记录，

存档备查。

5．评标专家组集体检查投标文件，对有效标书当场拆封开标。

6．评标专家组按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办法，认真阅标、询标和议标，最后根据

投标单位的资质、业绩、报价、服务承诺和优惠条件等做出综合评议，确定中标单位，并报

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

7．教材招标采购工作小组与中标单位共同确认合同条款，并征求有关部门的意见，经

审计处审签后，签订合同。

第二十七条 教材采购中标单位必须在我校要求的时间内将教材送至各校区，我校将组

织相关人员集中进行验收。凡在验收中发现有诸如版本、适用对象等问题的，应按协议约定

向供货单位提出，以便及时进行纠正。

教材验收后，要经过发放、查错、调换、退货几个阶段，待双方核对准确无误后，办理

付款报销手续。一般秋季用教材于当年的 12 月份付款，春季教材于次年 6 月份付款。付款

结算一律实行明折明扣。

第二十八条 教材采购招标必须接受学校监督部门及全校师生的监督。任何人不得利用

职权和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

1．在采购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学校招标采购管理规定执行。

2．开标前，不得向他人透露与投标有关的任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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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得参加投标人组织的娱乐活动和宴请，不得收受礼金、代金券和其他财物，对

无法拒收的，要按学校的有关规定，如实登记处理。

4．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参加招评标工作。

出现违纪违规行为的，将依据《南通大学招（议）标工作暂行规定》有关条款处理。

第六章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三十条 《南通大学教材建设管理办法（试行）》（通大教[2006]338 号）、《南通

大学教材选用、征订与发放管理办法》（通大教[2006]336 号）、《南通大学精品教材遴选

与奖励办法（试行）》（通大教[2006]335 号）、《南通大学教材招标采购管理暂行规定》

（通大教[2006]122 号）等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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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研究课题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07) 57 号

一、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和完善我校教学研究课题的管理，充分发挥教学研究在学
校发展和改革中的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教学研究课题的管理范围：
1．全国、省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以正式文件下达的教育科学规划课题；
2．教育部、省教育厅以正式文件下达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和专项

课题；
3．各级现代教育技术研究课题；
4．本校教学研究立项课题。
第三条 研究经费的来源
1．上级下达的研究专项经费；
2．本校设立的教学研究专项经费；
3．其他部门或单位的拨款或资助。

二、组 织

第四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具体指导教学研究工作，组织教学研究成果交
流及宣传。

第五条 实行项目评审制度，建立评审专家组。评审专家组的主要职责是评
审学校教学研究立项课题，向上一级推荐申报课题以及接受上级部门的委托，对
已立项的课题进行验收和评审。

第六条 教务处是对学校教学研究课题实行管理的职能部门，教务处教学研
究科负责处理日常事务。现代教育技术研究课题委托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组织申报
并进行管理。

三、校外课题申报与管理

第七条 申报校外各级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现
代教育技术研究课题，由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推荐或评审。已在校内立项的
重点课题，由主持人提出申请，优先推荐。

第八条 校外研究课题的管理、验收及经费使用按对应部门的有关管理办法
（规定）执行。

第九条 对于省级及以上立项课题，根据到帐研究经费，学校将按适当比例
给予经费资助，资助额度一般不超过到帐经费的 50%。

四、校内课题申报

第十条 学校定期发布教学研究课题指南，并在校园网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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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学校教学研究课题分为：校重点资助课题、校一般资助课题以及
立项不资助课题。

第十二条 学校教学研究立项课题，应以学校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研究为重点，
突出应用研究，鼓励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研究和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力求居于学科
前沿，避免低水平重复。

第十三条 课题研究内容应与人才培养、课程教学密切相关，充分体现教学
改革的精神，包括课程教学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课程教学改革的经验、新思路、
新观点、新方法等的研究；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研究；教学方法、教学手
段的改革与创新的研究；学科专业建设的经验总结、体会和方法的研究；人才培
养目标、模式的研究；教学管理与实践的研究；课程教材建设与研究等。

第十四条 课题申报条件

1．课题负责人必须实际承担和负责组织、指导课题研究的实施。不能从事
实质性研究工作的，不得申请。

2． 课题负责人必须是本校在职人员，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
及以上学位。不具备条件者，需由两名副高及以上职务专家推荐，方可申报。

3．课题组成员结构合理，有利于形成学术梯队，人数一般不少于 3 人。
4．课题组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课题，以往承担的校内立项课题必须按规定

结题，未结题者不能申报。
第十五条 每次自申报公告发布之日起开始受理课题申报，期限为一个月。
第十六条 申请人应根据课题指南和申请书的要求，认真如实填写，并送所

在部门审核。
第十七条 申请人所在部门应对课题组负责人及成员的学术水平、完成课题

的条件等进行审查，签署意见，并承诺提供相关的研究条件。有合作单位的，应
在申请书上签署合作意见并加盖公章。

五、评 审

第十八条 学校教学研究课题立项由学校评审专家组进行综合评审。
第十九条 教务处对综合评审通过的拟立项课题进行汇总，并提出课题经费

资助建议。
第二十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对评审结果进行审定、批准。
第二十一条 评审组专家和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对评审情况予

以保密，评审结果正式公布前，不得对外泄漏。

六、管 理

第二十二条 课题负责人在课题立项后须填写《南通大学教学研究立项课题
合同书》，经申报人、所在部门负责人和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签字并盖公章
后生效。

第二十三条 《合同书》签好后，课题负责人应尽快确定具体的课题实施方
案，在三个月内组织开题，并及时将实施方案和开题情况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第二十四条 课题管理实行课题负责人负责制。课题负责人负责课题的规划、
实施、经费使用等管理工作，对研究进度和结果负责。教务处进行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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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条 立项课题必须按计划完成。校级教学研究、教学改革研究课题
必须在两年内完成。研究中期，课题负责人要提交课题研究中期报告，经所在部
门签署意见，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学校将适时组织对各类课题进行中期检查，
对于不按规定报送中期报告或经检查不合格的，将暂停使用研究经费。

第二十六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须由课题负责人提出书面请示，报教务
处审批：

1．变更课题负责人；
2．改变课题名称；
3．改变成果形式；
4．对研究内容作重大调整；
5．课题完成时间延期半年以上；
6．因故中止或撤销课题。
对未经批准、擅自进行上述变更的课题将不予结题。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将被撤销课题：
1．研究成果有严重的政治问题；
2．剽窃他人成果，弄虚作假；
3．研究成果学术质量低劣；
4．与批准的课题设计严重不符；
5．获准延期，但到期仍不能完成；
6．严重违反财务制度。
被撤销的课题，将追回所划拨的研究经费，课题负责人三年内不得申报新课

题。

七、验收与结题

第二十八条 凡按合同规定完成任务的课题，都要进行成果验收，重点课题
必须进行成果鉴定，其它课题，也可申请成果鉴定。

第二十九条 申请结题的课题，均需填写《南通大学教学研究课题结题申请
书》，与研究成果主件、必要的附件、研究工作报告及课题申请书复印件等材料
2 套一并送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第三十条 需鉴定的课题必须由 5-7 名同行专家进行鉴定，其中校外专家不
少于 2 名，课题组成员不能担任本课题鉴定专家。

第三十一条 鉴定专家在认真通读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照课题申请书预期
达到的目标，实事求是地对成果提出客观、公正、全面的鉴定意见。

第三十二条 如课题研究成果获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被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
以及学校有关部门吸收采纳，课题组负责人可申请免于鉴定，并附相关证明材料。

第三十三条 通过验收或鉴定的课题，由教务处教学研究科负责有关结题手
续，向课题负责人颁发《南通大学教学研究课题结题证书》。

第三十四条 教学研究立项课题与学校社科类科研项目及成果享受同等待
遇。

八、经 费

第三十五条 对于被列为学校重点资助课题和一般资助课题的课题，学校将
给予适当的经费资助，资助额度视评审意见和经费情况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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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条 资助经费实行专款专用，在财务制度和本办法规定的范围内，
由课题负责人按计划自主支配。

第三十七条 课题资助经费使用范围包括差旅费、资料费、会议费、与课题
研究有关的论文发表费、成果印刷费、软件开发费、上机费、低值耗材费、咨询
费、出版补助费、管理费等。

第三十八条 教务处和财务处对课题资助经费实施具体管理，并对经费使用
情况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责。

第三十九条 对于不按规定按时报送研究中期报告的课题，将暂停经费使用。
对课题负责人因工作调动、出国以及其他原因不能继续研究而被撤销或中止的课
题，将停止经费使用。对无故不完成研究任务或自行中止研究工作的课题，将停
止经费使用，并追回已使用的全部款项。对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的课题予
以撤销并追回已使用的全部款项。

第四十条 研究项目结题时，课题负责人应同时做好课题经费决算工作，填
写经费决算报表，由教务处和财务处审核。

第四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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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成果奖励工作暂行办法通大〔2006〕72 号

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调动教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积
极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深化教学改革，加强教学基本建设，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
教育质量，根据国务院《教学成果奖励条例》和教育部及江苏省教育厅有关规定，
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成果奖授予在我校教育教学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取得显著成
果的集体和个人。

第三条 教学成果主要包括：
（一）针对教育对象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要求，在转变教育思想，改革人才

培养模式，优化培养方案，改革课程体系，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实验
技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促进学生知识、能
力、素质综合提高，促进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等方面。

（二）根据教育目的和教育教学规律，在组织教学工作，推动教学改革，加
强专业（学科）、教师队伍、教材、实验实习基地、学风建设，现代教育技术应
用，促进产学研相结合与各种合作办学，开展评估，建立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
机制，实现教学管理现代化等方面。

（三）结合自身特点，推广、应用已有的教学成果，并在实践中进一步创新
和发展，显著提高办学效益和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

第四条 符合上述规定，并且经过两年以上教育教学实践检验，达到以下标
准的成果可获得教学成果奖。

（一）教育教学改革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实现
培养目标有特殊贡献，达到国内领先或先进水平的，可获得学校教学成果特等奖。

（二）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迈出重大步伐，取得很好的人才培养效益，达到
省内领先或先进水平的，可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三）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有所创新，取得较好的人才培养效益，达到校内
领先水平的，可获得学校教学成果二等奖。

实践检验的时间应从正式实施教育教学方案的时间开始计算，不含研讨、论
证及制定方案的时间。

第五条 教师、教辅人员、教学管理干部等在学校组织的全部教育教学活动
中取得教学成果的个人和集体，均可申请教学成果奖。在本科教学第一线的中青
年教师、长期从事公共课及基础课教学工作的教师所取得的教学成果，在同等条
件下优先推荐评奖。

第六条 教学成果奖励工作遵循公开、公平和公正原则，接受公众监督。
第七条 成果的主要完成人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忠诚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为人师表。
（二）直接参加成果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施全过程，并做出主要贡

献。
（三）直接从事高等教育教学工作（含教学管理、教学研究和教学辅助工作，

下同）的时间应连续三年以上。
（四）每项成果的主要完成人一般不超过 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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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学校教学成果奖



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暂行规定通大教〔2006〕334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教学质量监控是确保学校教学运行规范有序和教学质量的重要环
节，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是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强化我校教学质量
监控工作，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确保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更加科学、
有效、有序，特制订本暂行规定。

第二条 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重要保证，构建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必须树立科学发展观，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坚持“以学生为本”，
紧紧围绕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一中心，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推进教育创新，确保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第三条 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目的是：通过多形式、多渠道收集、分析
有关教学工作的信息、数据、资料，了解教学运行状态，以便及时调控，确保教
学工作的稳定有序进行；检验教学效果，预测教学目标的实现情况；对学校、学
院（系）及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作出评价，推进教学改革，改进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

第四条 教学质量监控的主要任务是：根据教育部、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
和要求，依据学校所制订的教学管理规章制度中的各项质量标准，对教学工作的
全过程、各环节，全方位地进行监督、检查、检测和评估，及时反馈教学信息，
不断调控和优化教学过程，为学校和教学管理部门提供教学管理的决策依据。

第五条 教学质量监控工作的主要内容包括教师的教风和教学效果，学生的
学风和学习效果，教学的组织和管理，教学保障设施、教学环境和教学条件等影
响教学质量的各种因素和各个环节。教学质量监控的重点是课堂教学、实践教学、
课程考试、毕业设计（论文）等环节。

第六条 教学质量监控的方式主要有定期与随机教学检查、学生评教、同行
评教、专家督导听课、学院（系）教学工作评估、专项评估等。

第二章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第七条学校教学质量监控实行校级宏观教学质量管理和学院（系）级日
常教学质量管理两级监控。建立和完善以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为主线、以强化学
院（系）教学质量管理为基础、以教师为主体、以管理为纽带的校、院（系）两
级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第八条 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主要由教学质量管理和监控、教学信息收集
与反馈以及教学督导检查等三个方面构成。

（一）教学质量管理体系：学校制订教学质量管理和质量监控的规定，宏观
指导各学院（系）的工作；学院（系）制订实施细则以及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
和评价办法；建立健全由学校（教务处）、学院（系）、教研室构成的教学管理
组织体系。

（二）教学信息收集与反馈体系：完善教学工作例会制度和教务工作例会制
度；建立完善各级领导和教师听课制度；建立学生信息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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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学质量督导检查体系：建立教学检查制度；建立健全学校、学院（系）
两级督导组织。

第三章 教学质量监控组织

第九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涉及到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全校各部门、学
院都要树立质量意识，全校师生员工应共同参与教学质量监控工作。

第十条 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组织机构分为领导机构、管理机构和工作
机构。

第十一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是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领导机构，其主
要职责是：

（一）负责全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建立、完善和运行；
（二）对各管理、工作机构执行学校规定、实施教学质量监控的情况进行指

导、监督；
（三）讨论制订学校教学质量监控的规定，组织各职能部门、各学院制订相

应的实施细则、管理制度和质量标准及评价办法。
第十二条 教务处是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管理机构，负责本科教学

质量监控工作的宏观管理和组织协调。其主要职责为：
（一）组织每学期期初、期中、期末教学工作检查；
（二）落实学校、职能部门领导及学校督导听课并整理和汇总听课意见；
（三）组织进行学生网上评教工作，并汇总评教数据；
（四）组织学院（系）开展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
（五）组织对学院（系）执行教学管理制度情况进行检查、分析和评价；
（六）组织对各学院课程考试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学校考试巡视工作；
（七）组织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程序、规范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对毕

业设计（论文）的质量进行检查、评估；
（八）组织对毕业资格、学士学位授予资格进行审核；
（九）配合评建办公室进行学院教学工作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和实验

室工作评估等。
第十三条 学院（系）是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工作机构，院长（系主任）

是教学质量的第一责任人。各学院（系）要强化教学质量管理职能，负责本科教
学质量监控工作的具体实施。其主要职责为：

（一）按照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的要求，针对本学院（系）特点，制订学
院（系）本科教学质量管理与监控的实施细则，并组织实施；

（二）制订本学院（系）各教学环节的教学质量标准和评价办法，并严格执
行；

（三）按学校规定进行期初、期中、期末教学检查，按时向教务处提交检查
报告或总结；

（四）按学校要求组织实施学生评教、学院（系）领导评教、同行评教、教
师评学等教学评价工作；

（五）建立、健全学生教学信息员队伍，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报告制度；
（六）建立、健全学院（系）督导队伍，充分发挥学院（系）督导员的作用；
（七）按照学校要求和程序，组织课程考核，组织考场巡视工作；
（八）组织学院的听课活动，汇总听课记录，及时反馈教学信息，并定期向

学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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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根据学校安排，做好接受学校组织的学院教学工作评估、专业评估、
课程评估和实验室工作评估的准备工作。

第四章 教学质量监控内容

第十四条理论教学环节质量监控的基本内容为：
（一）备课环节的质量监控。包括对教师授课的讲稿或教案、课程教学大纲、

教学日历、教学内容安排等教学基本文件的规范，以及教学手段、方法选择等内
容；

（二）课堂教学的质量监控。包括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仪表仪态、教学态
度、教学内容、教学进度、重点难点处理、课堂管理、教学效果等内容的基本要
求；

（三）课外作业和辅导的质量监控。包括对作业布置、作业批改、作业评分
和辅导答疑的内容、时间安排等的基本要求。

第十五条 实践教学环节质量监控的基本内容为：对实验教学内容和体系的
科学合理性把握，综合性、设计性实验项目的比例；对课程设计、专业见习和实
习、毕业实习、社会调查等内容的质量监控；以及实习（实践）计划的落实、实
习基地的选择、实习（实践）进度安排等内容。

第十六条 课程考核环节质量监控的基本内容为：对课程考核方式的确定，
课程考试试卷的命题与制作，课程考查的方案、题库（卷库）建设，考试管理制
度的执行，阅卷与成绩评定，试卷分析，成绩登录和试卷归档管理等内容的监控。

第十七条 毕业设计（论文）环节质量监控的基本内容为：对毕业设计（论
文）的选题、指导教师、论文撰写、答辩、成绩评定等项目的检查和对毕业设计
（论文）质量的评估。

第五章 教学质量监控方式

第十八条教学检查
教学检查是教学质量监控的重要手段之一。教学检查分为期初、期中和期末

三个阶段，检查重点分别为：
（一）期初教学检查在开学前后进行，主要检查学生报到注册情况、教师到

岗情况、讲稿或教案的准备情况、授课计划制订情况、教学设施到位情况、教材
到位情况等；

（二）期中教学检查主要检查学生学习情况、教师授课质量情况，以及学院
（系）执行教学管理制度和相关规定的情况，课程教学、实习和毕业设计（论文）
是否按培养方案要求进行的情况；教师执行教学大纲和授课计划的情况；

（三）期末教学检查主要检查各学院（系）各课程完成教学任务的情况，期
末考核准备工作、试卷管理、考场纪律等情况，以及教学文件、教学成果、试卷、
毕业设计、毕业论文等资料是否按要求和规定进行归档、管理等内容；

第十九条 听课
各学院、部门应根据《南通大学听课制度实施细则》的规定和要求听课，并

且在听课结束后，将意见及时向任课教师反馈，以便改进教学。
第二十条 教学评价
教学评价包括学生评教、同行评价、领导评价，以及教师评学，评价的结果

应向教师公布，对存在问题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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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条 学院教学工作评估
根据《南通大学学院教学工作评估方案》、《南通大学专业评估方案》、《南

通大学课程评估方案》、《南通大学实验室工作评估方案》，定期组织对学院的
教学工作评估、专业评估、课程评估和实验室工作评估。

第二十二条 教学督导
学校教学督导组和学院教学督导小组，通过听课、座谈会、问卷调查、专项

检查等方式，对日常教学工作进行监督、检查。

第六章 教学质量监控信息反馈

第二十三条 各教学质量监控环节实施过程中所获得的教学质量信息，经分
类汇总后，反馈给相关学院（系）、部门或个人，作为分析、改进教学质量的基
本依据。

第二十四条 学院（系）、部门或个人在获得反馈的教学质量信息后，应及
时分析、研究，提出改进措施，并将处理结果以书面形式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五条 各级教学管理部门应根据具体情况将有关质量信息及时在一定
范围内通报公布。

第二十六条 学校对在本科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
予以表彰，对在教学质量监控工作中失职的单位和个人，根据《南通大学教学事
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和《南通大学教学管理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进行
处理，并限期整改。

第二十七条 学校在职务晋升、职称评定、岗位津贴发放、年度考核等工作
中实行教学质量一票否决制。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八条 有关部门、各学院（系）应根据本暂行规定制订相关的实施细
则和质量标准。

第二十九条 本暂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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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办法（修订稿）通大学科〔2015〕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管理，深入推进学校重点学科建设工作，特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重点学科是根据学校发展战略，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知识创新、

技术创新、理论创新的重要基地；是培养和集聚高层次创新人才，建设人才高地
的主要载体；是学校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功能的
综合平台。

第三条 我校重点学科建设体系分为学位授权点、重点学科两种类型，其中
学位授权点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培育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专
业学位硕士点等，重点学科含省优势学科、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培育学科）、
校重点学科、校重点（培育）学科等。

第二章 建 设
第四条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省优势学科其整体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力争在

国内同一学科中处于先进行列，科研成绩显著，为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
学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要集聚一批在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形成学术
思想端正、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学术团队和研究生导师队伍；学科特色显
著、优势突出，注重和深化内涵建设，承担较多国家级项目或其它有重要价值、
学术水平高的项目；人才培养质量高，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优良率高；国内外学
术交流与合作成效显著。通过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权学科顺利通过教育部博士
学位授权点评估，在教育部下一轮学科评估排名中达到中等偏上水平；积极培育
ESI 排名前 1%学科；省优势学科顺利通过省政府考核验收，进入下一轮立项建设。

第五条 博士学位授权培育学科、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培育学科）其整体
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在省内同一学科中处于先进行列，科研成绩突出，为全省和
区域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做出重要贡献；集聚和培养一批在省内
外有影响的学术带头人，形成创新能力强、发展后劲足的学术团队；学科特色明
显、优势突出，注重内涵建设，承担较多重要项目或其它有重要价值、学术水平
高的项目；研究生培养质量位于省内同类学科的前列；国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成
效显著。通过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权培育达到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水平，在教
育部下一轮学科评估排名中达到中等水平，力争在硕士学位点评估中取得优秀成
绩；省重点学科（含省重点培育学科）顺利通过验收，进入下一轮省重点学科序
列。

第六条 校级重点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硕士点主要学科方向应形
成较明显的优势和特色，具有较好的学科发展前景，对地方经济建设、社会发展、
科技进步做出重要贡献；各研究方向学术队伍整体水平高、创新能力强、结构合
理，主要学术骨干在学科领域有一定影响；承担多项部省级以上重大（或重点）
科研项目，有比较充足的科研经费；教学工作成绩显著，研究生培养质量高；形
成国内先进或省内领先的研究工作基础；在本学科领域开展国际、国内学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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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合作工作成效显著。通过立项建设，校级重点学科达到或基本达到省重点学科
水平，争取进入省重点学科行列，在教育部下一轮学科评估排名中取得较好成绩；
硕士学位授权点、专业学位硕士点顺利通过硕士学位点评估。

第七条 校级重点（培育）学科应具有多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方向，
部分研究领域达到先进水平；每个学科方向均有实力较强的学术队伍，科学研究
成果较为显著，人才培养质量较高，对本科教育、专业建设具有扎实的支撑作用；
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一定作用。通过立项建设，达到
或基本达到一级学科硕士学位点水平。

第八条 各类各级重点学科应加强与其它学科的交叉融合，加强与相关行业、
领域的密切合作。

第九条 立项建设的重点学科，应制订重点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其主要内
容包括建设目标、研究方向、队伍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条件建设、经费
筹措、预期成效等方面。重点学科建设与发展规划所确定的建设内容，在建设过
程中一般不作大的调整，如确需进行调整的，须由学校组织专家论证并提出意见
后报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批准。

第三章 管 理
第十条 重点学科建设实行学校指导下的依托学院（系、所、室）党政领导

和学科带头人共同负责的管理体制。
第十一条 校学科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审定全校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对重点

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第十二条 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制订和组织实施学校学科建设的总体规划，

负责全校重点学科建设的日常管理等工作。
第十三条 重点学科所依托的学院（系、所、室）是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的

直接责任单位，必须切实落实本院（系、所、室）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的各项措
施，在人、财、物等方面保证本院（系、所、室）重点学科的建设与管理需要。

第十四条 应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在重点学科建设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在
重点学科的方向确定与调整、团队组织与建设、经费安排与使用、资源配置与管
理等方面，应充分听取学科带头人的意见。

第十五条 重点学科应聘请本领域国内外知名专家建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对
本重点学科建设和管理进行指导咨询。

第十六条 重点学科应加强知识产权产出、管理、实施与保护。重点学科团
队成员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成果应标示本重点学科名称。

第十七条 重点学科应加强学风建设，营造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氛围，坚
决抵制学术不正之风。

第十八条 重点学科所依托的学院（系、所、室）要健全和规范重点学科信
息管理，做好重点学科建设相关信息资料的积累、整理、交流和利用工作，促进
重点学科资源开放共享，不断提高重点学科管理的信息化水平。

第四章 经费使用与管理
第十九条 学科建设专项经费分为上级主管部门学科建设投入经费和学校

学科建设投入经费。上级主管部门学科建设投入经费含省优势学科专项经费、省
重点学科专项经费等；学校学科建设投入经费含博士学位授权学科专项经费、博
士学位授权培育学科专项经费、校级重点学科专项经费及各级重点学科学校配套
经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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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上级财政学科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按照上级相关管理办法执
行；学校学科建设专项经费使用管理按照学校相关财务制度要求，纳入学校专项
经费管理。学科建设专项建设经费单独建帐、专款专用，按项目实行单独核算，
专项管理。

第二十一条 学科建设专项经费按年度预算，在学校下达的预算控制数内按
要求进一步进行预算细化，编制用款计划上报财务部门，财务处根据预算情况，
按进度划拨指标。

第二十二条 学科建设办公室会同纪监、审计、财务部门负责对学科建设专
项经费使用进行检查和监督；项目实施结束后，审计部门对专项经费执行情况进
行抽查审计。

第二十三条 鼓励重点学科通过承担科研项目、提供社会服务、与社会广泛
合作、接受捐赠等多种途径，多渠道筹措建设经费，用于学科发展。

第五章 考核验收
第二十四条 省级及以上重点学科的考核与验收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培育学科、校级重点学科建

设周期一般为三年，实行年度检查、动态管理制度，以保证建设项目能够按预定
计划进行，并能根据情况变化在必要时做出调整。

第二十六条 学科建设办公室组织有关专家检查各类重点学科建设总体进展
情况、标志性成果的阶段进展情况以䨊㈴〠〠呄嬨及⥝吠ਲ〸⸸‰⁔䑛⠅ᬩ嵔䨊㈴〠〠呄嬨保⥝告ਲ㐰‰⁔䑛⡁ᨲ㐰‰⁔䑛⠒謩嵔䨠呄嬨志⥝告ਲ㐅后 责用科建性点管科果够

够� 㠶⸳㈴〮〰ㄠ〠呄嬨ᠮ㘠〠呄嬨在⥝告ਲ㐰‰⁔䑛⠑鰩嵔䨊ሴ〠〠呄嬨管⥝告ਵᴰ‰⁔䑛⠱휩嵔䨊续〠〠呄嬨责⥝告ਲ㐰‰⁔䑛⠅茩嵔䨊㈴〠〠呄嬨况⥝告名稰‰⁔䑛⠕〩嵔䨊㋟〠〠呄嬨进⥝告ਲ윰‰⁔䑛⠇嵔䨊㈴〠〠呄嬨责⥝告ਲ㐰‰⁔䑛⠫帩嵔䨊㈴〠〠呄嬨室⥝告ਲ㐰‰⁔䑛⠴﨩嵔䨊〠〠呄嬨，⥝告ਲせ⠑퐩嵔䨊㈴〠ⴰ⸰д〠〠呄嬨会⥝告ਲ㐰‰⁔䑛⠚ة嵔䨊㈴〠〠呄嬨果⥝告〠〠呄嬅后⥝告ਲ㐮㘠〠呄嬨在⥝告ਲ㐰‰⁔䑛⠑鰩嵔䨊ሴ〠〠呄嬨管⥝告ਲ㐰‰⁔䑛⡃唩嵔䨊令⁔䑛⡁ᨲ㐰‰⁔㐰‰⁔䑛⠃렩嵔䨊䰠〠呄嬨受⥝告〠〠呄嬨周⥝告ਲ㐰‰⁔䑛⡂㤩嵔䨊᬴〠〠呄嬨经⥝告ਲ〠〠呄嬨Ǘ⥝告ਲ㐰 合况建够�



南通大学教学管理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通大〔2005〕98 号

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为确保教学工作正常有序进行，强化服务
意识，提高服务工作水平和质量，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教学管理事故的认定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认定为教学管理事故：
（一）教学（含实验教学，以下同）进度表、课程表、考试安排表等因个人

主观原因造成严重冲突；丢失（遗漏）某个教学环节或造成教学秩序混乱；
（二）在组织教学过程中，擅自更改教学计划；不按有关规范程序安排教学

任务；
（三）在传递教学进度表、教学任务书、考试安排表、学生成绩登记表、停

（调）课通知单等教学管理文件和资料时，未能及时准确到位，导致后续工作出
现差错；

（四）漏报、错报考生名单，使学生不能参加考试又无法纠正，造成严重后
果；

（五）在登录学生考试成绩、发放学生成绩单或相应证书过程中，因粗心、
疏忽出现错误，未能及时发现和更正，造成不良后果；

（六）在学籍处理过程中，未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及时处理，造成严重后果；
（七）漏订、误订教材，或因其它非不可克服的原因造成教材不能及时到位

而严重影响教学；
（八）填报各种对外的报表（盘）、项目申请表等出现明显错误，造成不良

影响或损失；
（九）擅离教学管理工作岗位，导致教学事故或教学管理事故的发生；
（十）印制各种教学文件、材料、讲义、试卷不及时，严重影响教学工作的

正常进行；
（十一）因



（一）处分规定
发生教学管理事故，在查清责任后，必须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理。
1、一般教学管理事故，情节轻微的，对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

给予责任人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2、重大教学管理事故视情节给予责任人记过、记大过、开除处分。
3、情节特别恶劣，影响特别严重的，加重处分。
（二）处理程序与权限
1、一旦发生教学管理事故，事故责任人应主动将有关情况报告其所在部门

（学院）；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学院）及时查明情况，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报
教务处审核。教学管理а⁔䑛⠄嵔䨊㈴《踀或其他а⁔䑛⠄嵔䨊㈴《踀发现教学事故，须将有关情况迅速报教务

处。
2、一般教学管理事故的处分决定由责任人所在部门（学院）作出，报教务

处、人事处备案。
3、重大教学管理事故由事故责任人所在部门（学院）会同教务处、人事处、

监察处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作出决定。
三、本暂行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暂行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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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规定通大教〔2007〕104 号

为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维护良好的教学秩序，保证课堂教学的顺
利进行，建设优良的教风、学风，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本规定。

第一条 教师和学生必须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课、下课等，不得无故旷课、
旷工、迟到、早退、提前下课。

第二条 上课时学生应起立。学生有责任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包括：擦黑板，
清理讲台，帮助教师安放、打开教学仪器等。学生在课堂上应做到用语文明，衣
着整洁，仪表庄重，不得穿拖鞋、背心进入教学区。

第三条 教师和学生应提前到达教室。上课开始，负责考勤的学生干部应主
动配合老师进行考勤、点名。迟到学生须经任课教师同意后方可进入教室。

第四条 学生上课时应保持肃静，认真听讲，自觉维护课堂教学秩序。教师
提问时，学生必须起立回答，有问题举手示意，经教师同意后方可起立发问。

第五条 学生不得将食物带进教室，不得在上课时间睡觉或谈笑喧哗；未经
教师允许，不得随意进出教室。上课时间，不准在走廊、教室内喧哗。教室内严
禁吸烟，自觉维护教室的清洁卫生。

第六条 上课期间，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关闭手机、小灵通等通讯工具，教师
和学生在上课时接听手机、发送信息等，视为违反纪律，给予相应处分。

第七条 教师应严格要求学生遵守课堂纪律，对违反课堂纪律的学生，教师
应予以制止并给予批评，情节严重者可令其退出课堂，课后通报学生所在学院给
予教育和处理。

第八条 不得在学生上课时组织活动或召集会议，除学校统一安排，且经教
务处同意的停课或允许请假的活动（或学院组织的经教务处批准停课或请假的）
外，一律不允许请假不上课而参加活动或会议。教师或管理人员有上述行为的，
按教学事故处理，学生有上述行为的，按旷课处理。

第九条 课堂教学中出现突发事件或意外情况，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必须首
先保证课堂教学的继续进行，先行采取应急措施，然后再作进一步处理。

第十条 若有违反本规定者，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纪律处分。
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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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

为了进一步巩固评建成果，加大整改力度，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大力推进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实施，同时规范经费的使用与管理，提高效益，现对专
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等经费的申请、划拨、使用与管理作出规定。

一、课程建设项目经费
（一）课程建设项目经费包括精品课程继续建设项目经费、精品课程重点建

设项目经费和课程立项建设项目经费等三种。
1．精品课程继续建设项目专指 2004 年以来（含 2004 年）被确定为校级二

类及以上等级的精品课程。学校每年遴选 10 项予以继续建设，建设周期为 6 个
月。

2．精品课程重点建设项目指学校根据教学改革成果、办学特色，有选择、
有重点单独组织申报遴选的课程，每年遴选 5 项予以重点投入，实行目标管理，
高标准建设。建设期满验收合格后确定为校级一类精品课程，建设周期为 1～2
年。该项目实行滚动管理。

3．课程立项建设项目指学校组织申报、评审立项的课程建设项目，建设周
期为 2 年。

（二）申报办法
1．精品课程继续建设项目
（1）由课程负责人牵头申报，填写《南通大学精品课程继续建设项目申报

表》；
（2）课程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
（3）学校聘请校外专家进行评审、遴选；
（4）公布遴选结果。
2．精品课程重点建设项目
（1）学校公布遴选范围、条件和基本要求；
（2）学院确定课程负责人并组织申报，填报《南通大学课程建设申报表（重

点）》；
（3）课程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
（4）学校聘请校外专家进行评审、遴选；
（5）公布遴选结果。
3．课程立项建设项目
（1）学校公布立项范围、条件和申报要求；
（2）学院根据课程建设规划，以及学院课程建设的实际进展，确定申报课

程和课程负责人；
（3）课程负责人填报《南通大学课程建设申报表》；
（4）课程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
（5）学校聘请校外专家进行评审、遴选；
（6）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讨论、确认专家评审结果，并予以公布。
（三）经费划拨
1．精品课程继续建设项目：每项资助 5000 元，由课程负责人按规定范围和

要求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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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品课程重点建设项目：分期拨付，第一期建设经费额为 5000 元；中期
检查合格后，拨付第二期建设经费 5000 元；建设期满根据其成果决定继续投入
经费额。经费由课程负责人按规定范围和要求安排使用。

3．课程立项建设项目：每项资助 3000 元。立项后拨付启动费 800 元,中期
检查合格后，拨付 2200 元。经费由课程负责人按规定范围和要求安排使用。该
项目实行淘汰制，中期检查不合格的，即停止项目的继续实施，学校视情况组织
补充申报立项。建设期满验收合格，并被确定为校级精品课程的，可以申请继续
建设资助。

（四）经费管理
1．课程建设专项经费主要用于课程资源建设、课程网站建设、课程题库建

设等方面的具体项目，以及必要的、有限度的办公耗材购置。
2．课程建设专项经费不得用于出席学术会议和外出大规模调研，所发生的

其他差旅费不得超过经费总额的 10％。凡是有关课程建设方面的专题会议，由
教务处统一安排人员参加，回校后传达、交流，所发生的费用由教务处直接报支，
不占用建设经费。

3．与建设课程密切相关的教学研究论文版面费，可以在建设经费总额中报
支，但须在论文正式发表后，由教务处分管处长审核批准，方可报销。

4．课程建设专项经费不得用于购置仪器设备、办公室一般设备、U 盘、移
动硬盘以及其他电脑配件；不得用于劳务费、招待费和餐费。

5．根据实际情况，学校可以对经费划拨办法与额度进行适当调整。
二、专业建设专项经费
（一）专业建设专项经费包括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经费、校

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专项经费和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经费等三种。
1．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除上级划拨建设经费外，学校视情

况予以配套，不再另行申报。
2．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专项指已经被遴选为校级品牌特色的专业用

于继续建设的具体项目。分期立项，每期立项 10 项，每项经费额为 5000 元，建
设周期为 6 个月。

3．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指经学校评审，确定为品牌特色专业建设
点的项目。每个建设点经费总额为 10000 元，由专业负责人按照规定范围和要求
安排使用。建设周期为 2 年。

（二）申报办法
1．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与上级下达建设经费配套，不另行

申报。
2．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专项
（1）各学院组织有关专业填报《南通大学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项目申报

表》；
（2）专业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初审；
（3）学校聘请校外专家进行评审、遴选；
（4）公布评审结果。
3．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不另行申报评审。
（三）经费划拨
1．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在上级下达建设经费后划拨，由专

业负责人按照申报书中的项目，以及学校财务管理规定安排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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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专项建设经费为 5000 元，由专业负责人按规
定范围和要求安排使用，建设周期为 6 个月。

3．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建设经费为 10000 元，由专业负责人按规
定范围和要求安排使用。建设周期为 2 年。

（四）经费管理
1．省级及以上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经费，应严格按照申报表中的项目，

以及上级文件要求和财务管理的有关规定使用，不得超越范围。
2．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专项经费和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专项经

费不得用于出席学术会议和大规模外出调研，所发生的其他差旅费不得超过经费
总额的 10％。凡是有关品牌特色专业建设方面的专题会议，由教务处统一安排
人员参加，回校后传达、交流，所发生的费用由教务处直接报支，不占用建设经
费。

3．与专业建设密切相关的教育教学研究论文版面费，可以在建设经费总额
中报支，但须在论文正式发表后，由教务处分管处长审核批准，方可报销。省级
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不受上述规定限制，由专业负责人直接审批，但与专业建设
无关的论文版面费不得报支。

4．校级品牌特色专业继续建设经费、校级品牌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设经费不
得用于购置仪器设备、办公室一般设备、U 盘、移动硬盘以及其他电脑配件；不
得用于劳务费、招待费和餐费。

5．根据实际情况，学校可以对经费划拨办法与额度进行适当调整。
三、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
1．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包括国家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省级优秀教

学团队建设经费和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建设经费等三种。
2．省级及以上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与上级划拨经费配套划拨，由团队负

责人按照规定范围与管理规定安排使用。
3．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经费按照每个团队 10000 元划拨，团队负责人应

提交具体项目与经费预算，并经教务处审核同意，由团队负责人按照规定范围与
管理规定安排使用。

4．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专项经费中，用于出席与团队建设有关的学术会
议的费用以及其他差旅费总额不得超过经费总额的 10％。

5．校级优秀教学团队建设专项经费不得用于购置仪器设备、办公室一般设
备、U 盘、移动硬盘以及其他电脑配件；不得用于劳务费、招待费和餐费。

6．根据实际情况，学校可以对经费划拨办法与额度进行适当调整。
四、本暂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94



关于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的指导意见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教学运行状态和教学质量的监控，充分调动广大教师教学
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就教学质量综合考核，
提出以下指导意见：

一、教师是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的主要对象，凡工作在教学第一线，担任全日
制本、专科学生教学任务的教师（含实验、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均须接受教学质
量综合考核。

二、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的内容应包括课堂教学、实验教学、实践教学、专业
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教材建设、教学研究与改革等方面，以及教师职
业道德、教书育人、执行教学工作基本规范、承担教研室管理、考试管理、教学
大纲编写、教学计划制订、教学评估与建设等工作的情况。

三、教学质量综合考核以学院（系，以下同）为单位进行。各学院应建立教
学质量综合考核小组，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四、各学院应建立健全教师教学评价制度，应在学生评价教师的基础上，组
织实施领导评价和专家（同行、督导）评价，其中学生评价所占比例不低于 50％，
教学评价的结果是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各学院应根据实际情况和学科专业特点，拟定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指标，
制订教学质量综合考核的实施办法。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指标与实施办法由学校审
核、批准后实施。

六、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分为优秀、良好、合格和不合格四个等级。定为良好
等级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师德高尚、能教书育人；教学评价达到良好等级；教学
工作量饱满；积极参加教学基本建设工作（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
教材建设等）；积极从事教学研究；模范遵守教学基本规范，未发生教学事故；
能主动承担学校、学院布置的教学管理以及相关工作任务；积极参加各项评建活
动。

七、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每年进行一次，考核优秀的须在学院公示。考核工作
结束后，应召开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总结会议，并向有关教师通报考核结果。

八、各学院要组织专家对教学质量综合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进行诊断性评价，
帮助其整改。连续两次考核结果为不合格的教师，应暂停其任课资格。

九、各学院每学期均应建立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档案，同时将考核结果汇总报
送教务处、人事处各一份。

十、教务处、人事处对各学院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工作进行宏观指导，评建办
对各学院教学质量综合考核工作进行督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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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听课制度实施细则 通大教〔2009〕48 号

为牢固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强化教学过程管理，加大教学质量监控力
度，及时了解教学状况，处理和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确保教学质量
的稳步提高，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学校党政领导、各部门负责人、各学院和承担教学任务的研究所党政负
责人以及教研室负责人等均应按照学校规定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

二、各类人员每学期须听课节数：
1．校党政领导 3 节；
2．各部门负责人 4 节；
3．各学院及承担教学任务的研究所党政负责人 6－8 节；
4．教研室负责人 10 节。
三、听课者应在规定时段内及时听课；外出学习或开会影响正常听课的，应

在回校后及时补听。
四、听课者不得提前向被听课者打招呼，以免影响正常教学。听课者必须尊

重被听课者的劳动，不迟到不早退，每次至少听完一节课。
五、听课者须认真填写听课记录，将教师授课的主要内容及方式方法等填写

在“听课记载簿（表）”中的“主要教学过程”一栏内，同时对被听课者的授课
质量作出评价，并将有关意见及时反馈给被听课者本人或教务处与相关学院（部
门）。

六、每学期听课任务完成后，校党政领导、各部门负责人须将听课记录送教
务处；学院、研究所、教研室负责人须将听课记录送各学院办公室。

七、任课教师的听课要求由各学院制订并组织实施。
八、听课者的听课任务完成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一项基本内容。听课评价

意见作为教师考核、晋升、评优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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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通大〔2005〕97 号

教学工作是高等学校的中心工作。为确保教学工作正常有序进行，规范教学
行为，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一、教学事故的认定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认定为教学事故：
（一）在教学过程中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
（二）在教学过程中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在学生中造成不良影响；
（三）教学过程中出现严重科学性错误，造成不良影响；
（四）上课（含监考）迟到或早退；虽有特殊原因，但未经批准，擅自停课、

调课；擅自请他人代课（代监考）；
（五）未经批准擅自减少学时；或教学进度严重偏离教学进程计划；或教学

内容严重偏离教学大纲；
（六）备课不认真，在教学中出现明显失误或严重误导学生；
（七）布置、批改作业量严重偏离教学要求；
（八）命题不认真，致使试卷上出现错误又没有及时纠正；
（九）阅卷不认真，错误率较高；不按评分标准阅卷评分，明显有失公允；
（十）无特殊原因，在规定的时间内不提交学生成绩，影响教学工作和其他

各项工作正常进行；
（十一）监考时未履行监考职责，造成一定影响；
（十二）参加国家、省组织的统一考试的监考工作，未按规定程序和要求操

作，给学校声誉造成一定影响；
（十三）不按规定指导学生毕业（课程）设计（论文）；或带队实习、指导

实验不负责任，导致实习（实验）事故发生；
（十四）教学人员违反多媒体设备操作规程，造成设备损坏；因实验教学设

备、仪器、材料管理不善出现人为损坏，致使实验无法正常开出；或因个人主观
原因，实验准备不充分，无法保证实验按要求开出；

（十五）故意泄露考题，私自更改学生成绩，在阅卷评分工作中徇私舞弊；
（十六）因本人失误，丢失试卷；
（十七）监考无故缺席，导致考试无法正常进行；
（十八）监考时严重失职，造成严重影响；
（十九）无不可抗拒的原因，不来上课（含实验教学）；
（二十）一学期累计发生一般教学事故三次或三次以上；
（二十一）因其他失误严重影响教学或造成重大损失（事故）。
以上第（二）—（十四）条为一般教学事故，第（一）条、第（十五）—（二

十一）条为重大教学事故。
二、教学事故的处理
（一）处分规定
1、发生教学事故，在查清责任后，必须对事故责任人进行行政处理。
2、一般教学事故，情节轻微的，对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情节较重的，对

责任人给予警告、严重警告处分。
3、重大教学事故视情节给予责任人记过、记大过、开除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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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情节特别恶劣，影响特别严重的，加重处分。
（二）处理程序
1、一旦发生教学事故，事故责任人应主动将有关情况报告其所在学院（部

门）；事故责任人所在学院（部门）及时查明情况，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并报教务
处审核。教学管理人员或其他人员发现教学事故，须将有关情况迅速报教务处。

2、一般教学事故的处分决定由责任人所在学院（部门）作出，报教务处、
人事处备案。

3、重大教学事故由事故责任人所在学院（部门）会同教务处、人事处、监
察处进行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报校长办公会议讨论作出决定。

三、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四、本暂行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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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通大教〔2005〕49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建立健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科学规
范地开展教学评估工作，确保教学工作的有序稳定运行，切实提高教学质量，特
制订南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条例。

第二条 学校建立教学督导组，在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领导下开展工作，主
要对学校教学工作和教学活动进行督导。

第三条 各学院建立教学督导小组，主要对学院的各种教学工作和教学活动
行使督查、调研、评价、指导、咨询等职能，学院教学督导小组在学院教学院长
领导下开展工作，业务上同时受学校教学督导组指导。

第四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由 9～11 名校教学督导员组成；学院教学督导小组
由 3 名院教学督导员组成。

第五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设组长 1 人，由主管教学工作的校长担任。校教学
督导员由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聘任。院教学督导员由各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聘
任，报学校督导组以及教务处备案。

第六条 学校教学督导组成员的聘任条件是：热爱教育事业，关心学校发展；
政治思想素质高，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熟悉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法
规；为人正直，治学严谨，学术水平较高，作风正派，实事求是；具有正高职称，
从事过教学及教学管理工作；年龄 68 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学院可参照以上条件聘任学院教学督导员。

第七条 教学督导员的职责是：
1.深入教学一线，通过听课、座谈会等多种形式了解教学工作状况，对如何加强
教风和学风建设提出意见和建议；
2.对学校、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制订和完善提出意见和建议；
3.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的改革和研究，帮助其提高教学
水平，保证教学质量；
4.参与学校、学院的各项教学评估工作；
5.学校或学院交给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八条 教学督导员聘期为两年，可以续聘。在聘期内已退休的由学校发给
一定酬金。

第九条 学校为校教学督导组提供工作场所。各部门应为学校教学督导组和
学院教学督导小组的工作提供便利，确保教学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

第十条 本条例从公布之日起试行，由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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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计划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06〕333 号

一、总则
第一条 教学计划是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是开展各项教学活动以

及相关工作的基本依据，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
第二条 教学计划是学校教学工作的法规性文件，教学计划的制订、修订、

调整和执行，必须严格按照规范和程序进行。
二、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
第三条 制订教学计划必须遵循国家教育方针和“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思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教育部有关文件规定，结合
学校实际，充分体现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体现不同层次、不
同专业的培养特色。

第四条 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原则
1．教学计划的制订要遵循教育教学的基本规律，坚持知识、能力、素质协

调发展和综合提高的原则，使学生在德、智、体等方面得到更好地全面发展。
2．教学计划的制订要充分体现整体优化的原则，科学地处理好各教学环节

之间的关系。
3．教学计划的制订要坚持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原则，因材施教，在保

证人才培养基本质量的同时，形成特色。
4．教学计划的制订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动手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制订教学计划的基本要求
第五条 制订的教学计划应使学生通过学习达到以下基本规格要求：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有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奋斗的志向和责任感；具有敬业爱岗、
艰苦奋斗、热爱劳动、遵纪守法、团结合作的品质；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社会
公德和职业道德。

2．具有一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本理论知识，掌握本专业的基本
知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有独立获取知识、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基本能力及开拓创新的精神，具备一定的从事本专业业务工作的能力和适应
相邻专业业务工作的基本能力与素质。

3．具有一定的体育和军事基本知识，掌握科学锻炼身体的基本技能，养成
良好的体育锻炼和卫生习惯，受到必要的军事训练，达到国家规定的大学生体育
和军事训练合格标准，具备健全的心理和健康的体魄，能够履行建设祖国和保卫
祖国的神圣义务。

第六条 课程设置是教学计划的核心内容，是实现专业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
的中心环节。课程设置由公共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技术基础课程）、专业
课程，以及教学实习、生产实习（社会实践）和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组成。

第七条 科学地进行学时分配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主动性与创造性，改进教
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益的重要措施。要合理安排教学全过程的学时分布、
课内与课外的学时比例和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的学时比例等。学生在校期间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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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周学时数应做到均衡分布。应逐步提高选修课程的学时比例。在总学时安排
上，要努力改变总学时数过多的状况，力争总学时有明显减少。

第八条 进一步深化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强化创新能力培养，拓宽专
业口径，推进学科交叉；教学内容应充分反映新的科学成就，适应现代科学发展
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要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对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及时
进行适当调整。

四、教学计划的制订、审定程序
第九条 制订教学计划的一般程序是
1．教务处提出学校制订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及要求；
2．各学院（系）学习、理解上级相关文件精神及规定；组织调研论证，了

解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对专业人才的要求，论证专业培养目标和业务范围，提
出论证报告；

3．各学院（系）组织制订、论证教学计划方案，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
审定；

4．教务处对各学院（系）制订的教学计划进行审核；并提交学校教学工作
委员会审定，主管校长批准后下发执行。

5．一般情况下，教学计划每三年修订一次。
五、教学计划的执行
第十条 各学院（系）必须根据人才培养的规格要求和教学计划中所设置的

课程，确定课程教学内容，编制教学大纲，选定教材，组织实施教学。
第十一条 教学计划一经确定，必须认真组织实施并保持相对稳定，切实维

护其严肃性。如确需作调整，应由相关学院（系）在实施前 2 个月，向教务处提
出书面调整意见，填写《南通大学专业教学计划调整审批表》，经教务处审核，
报主管校长批准后执行。

第十二条 教学计划实行总学时控制，任何变动不得突破原定总学时数。
第十三条 教务处根据教学计划向各学院（系）下达教学任务，各学院（系）

负责编制各专业、各年级开课计划。
第十四条 教务处负责对各学院（系）的开课计划进行审核，经主管校长批

准后下发执行。
第十五条 各学院（系）根据经审核批准的开课计划，编制各专业、各年级

课程表，各学院教学院长负责审核，教务处协调课程表的编排。
第十六条 各学院必须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好独立实践环节的教学工作，编

制实施计划，确保落实到位。
第十七条 各学院（系）开展教学工作必须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进行，切实加

强教学计划运行的过程管理，强化日常检查，经常了解教学信息，及时处理教学
计划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事故，保证教学质量，并认真保存档案资料。

第十八条 教务处和各学院（系）应根据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的要求，对开
课计划、实践教学环节实施方案、教学日历、实验教学任务计划等的执行情况进
行督导检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协调、处理。教务处、教学督导组和
各学院（系）应通过问卷调查、召开座谈会、听课、实地检查等多种形式不定期
检查教学计划执行情况。每学期结束时各学院（系）应对本学期教学计划执行情
况进行认真总结，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整改措施，形成书面材料，报教
务处备案。教务处应对全校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并向主管校长报
告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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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擅自进行教学计划调整，或不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规定完成教
学任务的，按《南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南通大学教学管理事
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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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生因故无法在原专业继续学习的，可申请转入学校其他专业学习；
2．学校根据办学条件和师资情况，每学年提供可接受转入的专业目录，供

学生自主选择；
3．学生只能在原专业所属学科门类内选择转入专业，不得跨当年招生录取

大类；不得转入高于原录取批次的专业；
4．学校对转专业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转入前修读的课程与转入专业课程

完全相同的，其已获得学分有效，否则无效。学生必须按照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
完成全部课程的修读，并获得学分，方可毕业，但不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年
限。

5．学生申请转入外校继续学习的，仍按省教育厅有关规定执行。
五、程序和要求
1．各学院须根据培养模式和培养计划的基本要求，确认已具备实施分流制

的基本条件的，可向学校申报实施分流制，学校进行审核；凡经审核、批准实施
分流制的学院，应制订相应的实施细则，经学校审核批准后执行。

2．学校根据社会需求和办学实际，提出辅修专业的设置建议，各学院根据
专业培养方案的基本要求，制订辅修专业的课程计划，并组织实施；

3．分流制的实施程序以及具体要求在各学院所制订的实施细则中作出规定；
4．辅修制在第 5 学期开始实施，学生须填写《南通大学辅修申请表》，学院

审核其基本条件，并提出具体意见，教务处审批。辅修申请在第 4 学期结束前一
个月内提出，第 4 学期课程考核结束后审批。

5．凡需转专业的学生，应在每年 6 月底前向原所在学院提出申请，按要求
填写《南通大学学生转专业申请表》，学生所在学院签署意见，教务处审批。学
校将根据转入专业的要求，对申请人进行相关考核，每年 8 月底将根据考核结果
进行审批，并将结果通知学生本人，9 月 10 日前转入新专业学习。

六、本规定从 2007 级学生开始施行，2006 级参照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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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通大处教[2006]101 号

教学活动的主要环节，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是推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
量的关键。为加强对课堂教学过程的全面动态检查和监控，保证和提高课堂教学
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目的任务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加强对课堂教学的过程管理，提高教

师课堂讲授水平，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树立良好教风、学风，保证和提高课堂教
学质量。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任务包括：进行教学过程监控，及时发现和解决教
学过程中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问题；贯彻教学改革精神，巩固教学改革成果；激
励教师改进教学工作，激发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积极性，传递、交流、反馈教学
信息。

二、评价范围
所有担任我校本科课堂教学的教师及其所讲授的课程（含实践环节）均属于

教学评价的对象。
三、评价人员
参加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人员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学校领导和学校督

导、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各学院负责人及学院督导；二是教研室同行教师，
三是全校的本科学生。

四、评价指标
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指标分成两类，详见附件 1 和附件 2。
五、评价方式
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工作在主管校长领导下，实行学校、学院两级负责制。课

堂教学质量评价主要通过以下形式进行。
1.日常教学管理。学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和各学院对日常课堂教学进行管理

和监控，及时解决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2.学校、学院领导及督导评价。每学期由学校、学院两级督导组分散或集中

进行听课。督导组主要从备课、讲课、作业布置和批改以及学生意见等方⁔䑛⠠呄嬨⁔䑛⠠告ਲ㐰′㈴〠〠呄嬨中‰′⁔䑛⠒㈩嵔䨊㈴〠〠呄嬨议⥝告ਲ㐰‰⁔䑛⠙�嵔䨊㈲〮自〠呄嬨以⥝告ਲ㐰‰⁔䑛⠊)嵔䨊㈴〠〠呄嬨时ㄩ嵔䨊㈴〠〠呄嬨担⥝告ਲ㐰‰⁔䑛⡁嵔䨊㈴〠〠呄嬨的⥝告ਲ㐰‰⁔䑛⠛輩嵔䨊㈴〠〠呄嬨师㐠〮〰〹㜷⁔䑛⠊̩嵔䨊㈴〠〠呄嬨校⥝告ਲ㐰‰⁔䑛⠝㼩嵔䨊㈴〠〠呄嬨㘮㐠ⴳㄱ⸹范⁔䑛⠆想嵔䨊㈴〠〠呄嬨负⥝控⥝告ਲ㈰⸸‰⁔䑛⠔)嵔䨊㈴〠〠呄嬨填⥝告ਲ㐰‰⁔䑛⠝켩嵔䨊㈴〠〠呄嬨䄜⥝告ਲ㐰‰⁔䑛⠴䰩嵔䨊㈴〠〠呄嬨现⥝告ਲ㐰‰⁔䑛⠾舩嵔䨊㈴〠〠呄嬨听⥝告ਲ㐰‰⁔䑛⡁⥝告ਲ㐰‰⁔䑛⠕謩嵔䨊㈴〠〠呄嬨价⥝告ਲ㐰〠呲‰⁔䑛⠾艂⥝告ਲ㐰‰⁔䑛⡃唩嵮)嵔䨊㈴〠〠呄嬨负⥝控⥝告ਲ㈰码自〠呄嬨学⥝告ਲ㐰‰⁔䑛⠞圩嵔䨊㈴㌮〠〠呄嬨学⥝告ਲ㐰‰⁔䑛⡌頩嵔䨊㜷㤠〠呄嬨课⠕䔩嵔䨊ⴱ两⥝告ਲ㐰‰⁔䑛⡌頩嵔䨊㈴〠〠呄嬨领⥝告ਲ㐰‰⁔䑛⠒㈩嵔䨊㈴〠〠呄嬨校⥝告ਲ㐰‰⁔䑛⠝㼩嵔䨊㈴〠〠呄嬨关⥝告ਲ㐰‰⁔䑛⠶舩嵔䨊㈴〠〠呄嬨能⥝告ਲ㐰‰⁔䑛⡇ḩ嵔䨊㈴〠〠呄嬨门⥝告ਲ㐰‰⁔䑛⡃唩嵔䨊㈴〠〠呄嬨责⥝告ਲ㐰‰⁔䑛⡌앝告ਲ㐰‰⁔䑛⠞혩嵔䨊㈴〠〠呄嬨深⥝告ਲ㐰‰⁔䑛⠝鬩嵔䨊㈴〠〠呄嬨导⥝告ਲ㐰‰⁔䑛⠊㨩嵔䨊㈴〠〠呄嬨学⥝告ਲ㐰‰⁔䑛⠾舩嵔䨊㈴〠〠呄嬨听⥝告ਲ㐰‰⁔䑛⠙�嵔䨊㈴〠吠呄嬨负⥝态⥝告ਲ㐰‰⁔䑛⠞嵔䨊㈴〠〠呄嬨的⥝告ਲ㐰‰⁔䑛⠛輩嵔䨊㈴〠〠呄嬨讲⥝告ਲ㐰‰⁔䑛⡮戩嵔䨊㈴〠〠呄嬨ᘿ⥝告ਲ㐰‰⁔䑛⠇嵔䨊㈴〠〠呄嬨置⥝告ਲ㐰‰⁔䑛⠎至嵔䨊㈴〠〠呄嬨教⥝告ਲ㐰‰⁔䑛⠑ز㐰′㈴〠〠呄嬨中‰‱⁔䑛⡆ᄩ嵔䨊㈴〠〠呄嬨ᘿ⥝告ਲ㐰‰⁔䑛⠇嵔䨊㈴〠〠呄嬨题⥝告ਲ㐰‰⁔䑛⠂㸲告ਯ䘲′㐰⁔晿⥝告只ⴳㄲ⁔䑛⠃嵔䨊ㄲ㈮㌹ㄠ〠呄嬨͘⥝告ਯ䘰′㐰“攩嵔䨊㈴〠〠呄嬨教⥝告ਲ㐰‰⁔䑛⠮䨩嵔䨊㈴〠〠呄嬨室⥝告ਲ㐰‰⁔䑛⠊䈩嵔䨊㈴〠〠呄嬨行⥝告ਲ㐰‰⁔䑛⠛輩嵔䨊㈴〠〠呄嬨导⥝告ਲ㐰‰⁔䑛⡁﨩嵔䨊㈴〠〠呄嬨价⥝告ਲ㐰码自〠呄嬨、⥝告㘸‰⁔䑛⠊㨩嵔䨊㈴〠〠呄嬨学⥝告ਲ㐰‰⁔䑛⡌頩嵔䨊㈴〠〠呄嬨负⥝告ਲ㐰‰⁔䑛⠒㈩嵔䨊㈴〠〠呄嬨㑐⥝告ਲ㐰‰⁔䑛⠂㴩嵔䨊ㄶ自〠呄嬨是⥝告ਲ㐰‰⁔䑛⠛輩嵔䨊㈴〠〠呄嬨研⥝告ਲ㐰‰⁔䑛⠾舩嵔䨊㈴〠〠呄嬨教⥝告ਲ㐰‰⁔䑛⠭⸩嵔䨊㈴〠〠呄嬨䏈⥝告ਲ㐰‰⁔䑛⡌ḩ嵔䩢⥝告ਲ㐰‰⁔䑛⡌ḩ嵮戩嵔䨊㈴〠〠呄嬨控⥝告ਲ㐳⸰㉔䑛⡌ḩ崔)嵔䨊㈴〠〠呄嬨䅊⥝告ਲ㐰‰⁔䑛⠭頩嵔䨊㈴〠〠呄嬨填⥝告ਲ㐰‰⁔䑛⠄挩嵔䨊᷏相应



5.收集学校领导和学校督导、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的听课记录，汇总统
计后反馈到有关部门、学院及教师。

（二）学院的主要工作职责
1.负责教师（含兼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的具体实施，明确分管领导，

指定专人具体负责。
2.负责学生评价的组织工作，组织班主任进行现场管理。
3.选聘具有较强原则性和责任心的品学兼优的学生，协助开展课堂教学质量

评价工作。
4.对领导、督导、同行、学生的评价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和处理，提出综合

报告。
5.召开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总结会议，并向有关教师通报评价结果。对本学院

排序末尾 5%的教师，要帮助其分析原因，提出整改意见。
6.组织专家对被评为不合格的课程任课教师进行诊断性听课，帮助其改进教

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七、评价结果的使用
1.连续二次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任课教师，可以向校级督导组提出复议评

审，复议评审后仍不合格者将取消其该课程的任教资格。
2.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任课教师取消其当年职称晋升和各类评优、评奖资

格。
3.评价结果为优秀的任课教师，各学院应给予奖励，对具有创新性且富有特

色的授课，可在本学院范围内推广观摩。
4.各学院应根据本办法和本部门的实际情况，对教师的职称晋升、教学考核

评优、课时津贴分配和教师岗位聘任等方面制订出相应的规定。
5.各学院每学期应将每位任课教师课堂教学水平评价结果汇总、存档、备查。
八、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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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评教工作实施细则通大处教[2006]103 号

为加强课程教学的质量管理，及时反馈教学信息，促进教学改革，提高教学
质量，根据《南通大学本科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办法》，学校定期组织学生评教，
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评教范围
凡担任本科课程教学的教师均为学生评教的对象。
二、评教指标
课程教学质量评价的主要内容共包括八个方面，详见附件：本科课堂教学质

量评价指标（学生用）。
三、组织方式
1.学生评教工作由教务处负责。教务处制订评教标准、拟订工作计划、作出

具体安排。
2.各学院负责学生评教的动员、组织工作，落实专人负责学生评教的组织管

理，确保学生评教的正常运行。
四、测评程序
1.教务处发出评教通知，对学生评教提出具体要求，做好测评软件的准备和

测试工作。
2.各学院根据教务处的要求进行测评前的部署。
3.学生以班级为单位，集中到指定地点进行测评。
4.教务处进行测评数据的统计整理工作。
五、测评时间
学校根据每学期工作安排，确定测试时间，一般为第 15-16 周，教务处负责

开放“学生评教系统”，学生在规定时间段内进行网上评教活动。
六、评教方法
评教采用学生实名登录的形式，学生用学号和密码登录评教系统后，选择对

应课程按评估指标进行评价。
七、统计汇总
评教时，学生针对每一项指标，按“好、较好、一般、较差、差”五个等级

进行评价，评教系统将分别按 100 分、85 分、70 分、55 分、40 分进行折算统计，
教务处将统计结果下发至各学院，由各学院进行最后的汇总、分析和处理，并反
馈到学院有关任课教师。

八、其它要求
1.各学院在评教前认真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2.学生评教以班级为单位，由班主任进行现场管理，学生不得无故缺席。
3.学生在评教过程中不能相互讨论，不能相互代评，严格按照操作说明认真

完成评教工作。
4.各学院要根据学科、课程的特点，另行制订学生评教的实施细则，组织学

生评教，作为学校评教信息的补充。
九、本实施细则由教务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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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检查工作实施细则通大处教[2006]105 号

教学检查工作是学校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组成部分，是实施教学质量监
控的主要手段之一，也是学校教学管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使我校的教学检查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教学检查的目的与任务
（一）教学检查的主要目的：根据教学目标和教学原则，通过对教学工作的

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价，稳定教学秩序，保证教学计划实施，促进教学质量提
高。

（二）教学检查的任务：通过各种形式的检查，了解和发现教学工作中存在
的各种问题，并将检查结果反馈给有关部门和个人，以便进行调节和修正，及时
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教学检查的方式与重点
（一）教学检查应贯穿教学工作的全过程，检查方式分为不定期检查和定期

检查，两种检查方式应紧密结合起来，有计划地进行。教学检查采取学院自查为
主，学校抽查为辅的方式进行。

（二）教学检查可采取会议、座谈、听课、问卷、查看书面材料等方式进行。
（三）不定期检查的重点是各教学环节的常规工作，通过检查来解决教学中

出现的新问题，确保稳定的教学秩序和教学计划的实施；定期检查的重点是教学
计划、教学大纲的执行情况、考核成绩的分析统计等，实现预期的教学效果。

（四）定期检查每学期按时间分为期初、期中、期末检查，以期中检查为重
点。

1.期初检查主要是检查教学准备工作是否落实到位，这是保证新学期较快建
立起稳定教学秩序的基础；

2.期中检查主要是检查教学进展情况，重点是掌握课堂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实践教学任务落实情况等；

3.期末检查主要是检查教学效果，重点是根据教学目标完成情况，检查本学
期教学工作是否达到预期效果，对下学期教学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和措施。

三、教学检查的组织与职责
（一）学校主管教学的副校长全面负责教学检查工作，定期或不定期主持召

开教学工作会议，专题研究、分析整个学期教学检查情况，研究下学期改进工作
措施。

（二）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确定检查重点、听取检查结果汇报、确定改进
和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和办法。

（三）教务处是组织实施教学检查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其主要职责为：
1.负责教学检查工作的计划编制和组织实施；
2.组织校督导、教学管理人员对教学工作进行有重点的检查；
3.汇总、分析各学院所提交的检查结果并向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汇报。
（四）各学院负责教学检查工作的具体执行，其主要职责为：
1.按要求具体组织、落实教学检查的各项内容；
2.对各类检查结果进行分析，形成自查报告、表格等书面材料；
3.落实整改措施，改进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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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结束后，以书面形式汇报教学检查工作的组织情况、检查中发现的问
题和改进措施的落实情况。

（五）学校有关部门，按其职责范围，负责各项教学条件、服务工作执行情
况的检查。

四、教学检查的内容与要求
（一）不定期教学检查
1.不定期教学检查一般由校、院两级督导、学院有关领导、有关职能部门领

导及教学管理人员组织进行。
2.不定期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随机抽查学生出勤、作业、课程考核、

成绩，召开学生座谈会的情况；检查教师教案、教学进程，召开教师座谈会的情
况；学院、教研室教学文件是否齐全及各级领导听课情况等内容。

（二）期初教学检查
1.期初教学检查一般安排在学期开学前后二周内进行。
2.期初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1）各学院、部门教学准备情况；
（2）教师到岗情况，新教师岗前培训的情况；
（3）教师教学基本文件（教案、授课计划、教学大纲等）的准备情况；
（4）学生报到、注册、出勤情况；
（5）教室、实验室、实验仪器及材料、教材、运动器材及其它教学设施、

材料的开课前准备情况；
（6）补考安排情况。
（三）期中教学检查
1.期中教学检查一般安排在学期的第九周到第十一周进行。
2.期中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1）各专业教学计划、课程授课计划执行情况；
（2）各教学环节落实情况与执行情况；
（3）各种教学文件、资料、档案的规范归档情况；
（4）教学改革情况、教研活动开展情况；
（5）教师课堂教学质量情况、考试管理情况、学籍管理情况；
（6）教学督导与教学质量监控工作开展情况；
（7）教师的教学态度、教案、作业批改、辅导答疑，教师调（停）课，准

时上、下课等教学情况；
（8）学生的学习态度，上课迟到、早退、缺课情况，上课听讲、完成作业、

晚自习等学习情况；
（9）多媒体课件的使用情况及教学效果；
（10）根据学校当年教学工作安排需要检查的其它情况。
3.各学院应召开教师和学生座谈会，了解教师、学生对教学工作的反映。
4.学校领导、学院领导、有关职能部门领导、教学督导要深入课堂、实验室

听课，掌握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运行情况。
5.各学院应对期中教学检查的情况进行书面总结，并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给教

务处。总结的内容包括期中教学检查的组织和教学基本情况、教学工作中存在的
问题等，重点是针对问题的改进措施及落实情况。总结要有数据、有材料支撑，
措施要具体可操作。

（四）期末教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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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末教学检查一般安排在学期的第十五周到十八周进行。
2.期末教学检查的主要内容为：
（1）学生复习迎考情况；
（2）各专业教学计划完成情况；
（3）期末考试组织管理工作的落实情况；
（4）下一学期教学准备工作，包括教学任务的落实、任课教师的配备、教

材的选用、课表的确定等。
3.期末教学检查由各学院自行组织进行，检查结果报教务处备案。
4.教务处重点检查期末考试工作的组织落实情况。
五、教学检查结果的反馈与处理
教学检查的任务是发现问题，而目的是解决问题，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因

此，必须做好教学检查结果的反馈与处理工作。
（一）任何检查都应以各项工作目标为依据，做到有计划、有目的、有记载，

对检查结果有分析，有具体的改进意见，防止走过场；
（二）教学检查的结果、整改意见等应及时向有关部门、人员反馈；
（三）需要公布的检查结果应及时通报公布；
（四）整改结果必须以书面材料形式交教务处备案；
（五）教学检查的结果将作为部门、学院、教职工工作考核的重要依据。
六、其它
本实施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各学院应根据本实施细

则制订相关的教学检查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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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暂行规定通大处教[2006]106 号

为了加强对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了解教学过程中教与学的情况，促进
教风、学风建设，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提高教学质量，特制订《南通
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暂行规定》。

一、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聘任和管理
1.学生教学信息员由班主任推荐，学院审核确定，报教务处备案；
2.每个专业按年级各聘任 1－2 名；
3.学生教学信息员的管理工作由教务处教学研究科总负责，各学院负责本学

院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聘任和日常管理；
4.学校、学院可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会议。
二、学生教学信息员的聘任条件
1.思想品德优良，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
2.诚实公正，作风正派，责任心强，能代表同学反映意见和建议；
3.学习目的明确，态度端正，成绩优良；
4.团结协作精神强，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
5.有较强的观察、综合、分析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6.有保密观念，组织纪律性强。
三、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工作职责
1.反映学校教学管理条例、规章、制度的执行情况；
2.反映学生对学校在教学质量、教学水平、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3.反映学生对本专业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及教学条

件等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4.反映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过程各环节的意见和建议；
5.反映学生的听课、实验、实习、作业、考试等学习状况和学生在教学活动

中存在的学风问题；
6.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教学信息员会议及各项活动；
7.协助教务处和各学院进行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和质量调查。
四、学生教学信息员工作程序和要求
1.信息员应通过各种形式向学生收集有关信息，并填写《南通大学学生教学

信息员反馈意见表》，交所在学院教学秘书；
2.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学期应反映信息不少于 3 次，特殊情况可随时反映；
3.反馈信息可以书面填报《南通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也可以

利用网络系统提交（教务处教学研究科：jyk@ntu.edu.cn）；
4.各学院具体负责《南通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反馈意见表》的收集、整理工

作，并形成综合信息报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5.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对各学院提供的综合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并转交有关

学院、部门处理，必要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
五、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奖惩
对工作积极，表现出色的教学信息员，经教务处组织评比，授予“南通大学

优秀学生信息员”荣誉称号，并颁发奖励证书；对敷衍塞责，出现重大差错的教
学信息员，予以批评教育，并提出解聘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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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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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评选办法（试行）通大教[2007]46 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队伍建设，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平，特制订《南通
大学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评选办法（试行）》。

一、评选对象
学校所有教学管理人员，包括学院（系、部、室、所）、教学管理部门、教

辅部门的负责人和教学管理人员。
二、基本条件
（一）教学院长参评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基本条件
1.在教学管理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 1 年以上（含 1 年）的在职人员，工作热

情饱满，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
2.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教育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业务熟悉，且组织协调能力强。认真组织贯彻执行上级有
关教学方面的方针、政策、规定，对教学管理工作认真负责，管理意识、服务意
识强，具有奉献精神，努力使教学管理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3.对教学运行管理工作认真负责，包括制订和实施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修
订）课程教学大纲、教材选用预订、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教学日常工
作管理、学籍与成绩管理、教师工作及培训管理、教学资源管理、教学档案管理
等。

4.有强烈的教学质量意识，认真组织并实施本部门教学质量的全面监控和教
学评价工作，定期督促检查各项教学制度的执行情况，积极维护正常教学秩序，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5.认真组织实施本教学部门的教学基本建设，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材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以及教风、学风、考风建设、教学管理制度建设等。
认真学习教育管理理论，积极组织本教学部门教师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工
作，积极推进教育技术现代化与双语教学工作。

6.所在教学部门年度内无重大教学问题或教学事故发生，若自身出现教学事
故、教学管理事故，或一学期内无故缺席学校教学工作例会两次以上（含两次），
则取消参评资格。

其他处级及以上教学管理人员参评条件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二）教学秘书（教务员）参评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基本条件
1.在教学管理工作岗位上连续工作 1 年以上（含 1 年）的在职人员，工作热

情饱满，服务意识强，年度考核称职及以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拥护党的教育
方针，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个人品质，业务熟悉，踏实肯
干。

2.认真协助分管领导制定（修订）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认真执行教学
计划，并在规定时间内上报开课计划。协助分管领导组织各级教学立项申报及各
类评奖等有关事务工作。

3.认真协助分管领导做好本教学部门教学运行管理工作，包括教材选用预
订、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环节管理、教学日常工作管理、学籍与成绩管理、教师
工作及培训管理、教学资源管理、教学档案管理等，确保教学工作的正常进行，
使得学院教学运行平稳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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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有强烈的教学质量意识，认真协助分管领导组织教学常规检查、听课、督
导，以及开展教学评价工作等活动。

5.重视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积极进行教学管理研究，不断提高教学管理水
平。

6.所在教学部门内无重大教学问题或教学事故发生，若自身出现教学管理事
故则取消参评资格。

其他部门非处级教学管理人员参评条件参照以上标准执行。
三、评选办法
1.在评选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时，上述两类人员按比例分别进行评选。
2.学校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评选采取部门推荐的办法，由部门负责填写

《南通大学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推荐表》；
3.教务处组织审核，提出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建议名单，并组织评审；
4.教务处将评审结果上报主管校长批准，并在校内公示后发文。
5.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每年评选一次，由学校颁发荣誉证书并给予一定物质

奖励。
四、其他事项
1.各教学部门要高度重视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的评选工作，要以评优工作为

契机，建立健全各项文件和规章，规范各项教学管理，促进教学质量的提高。
2.学校将坚持公开、公正、客观、合理的原则，坚持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

重点突出教学管理工作。
3.学校优秀教学管理工作者评选的日常组织工作由教务处教学研究科具体

负责。
4.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研究决定。
5.本办法由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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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试行本科生导师制的暂行规定通大教〔2007〕73 号

为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学分制，发挥教师在学生培养中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学
习的主体作用，倡导高水平教师更多地参与本科生指导工作，建立新型师生关系，
提高学生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学校决定试行本科生导师制。

一、导师的工作职责
1.自觉遵守《教师法》，用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方法论引导、

教育学生，关心学生的思想修养，引导学生明确学习目的和成才目标。
2.帮助学生尽快适应大学的学习和生活，主动了解学生的各种困难，并给予

切实可行的指导和帮助。
3.对学生进行专业教育，向学生介绍专业内容、方向及发展趋势、专业在本

学科及国民经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本校该专业的特色、取得的成就等，
教育学生热爱自己的专业。

4.针对学生个体差异，对学生的学习计划、选课、专业发展方向选择、学习
方法、职业生涯设计等方面进行指导。

5.鼓励和协助学生参加科研工作，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创新能力和科学精
神。

二、导师聘任的基本条件
1.受聘于任课教师岗位、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的本校

教师。
2.专业水平较高，教学经验丰富，熟悉专业人才培养计划，了解学校教学和

学生管理的有关规定。
3.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具有奉献精神，品德高尚，为人师表，热爱学生，责

任心强，身心健康。
4.符合上述条件的离退休教师也可聘任。
三、导师的工作要求
1.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学习情况、性格爱好、家庭经济状况等

具体情况。
2.以高度的责任心做好指导工作，每学期应有指导计划和指导总结。
3.以座谈、讲座等具体形式，开展经常性的、不定期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活

动，每学期集体指导至少三次。
4.向所指导的学生公布电话号码和电子信箱，以便个别指导。
5.按要求认真填写《南通大学本科生导师制指导活动记录表（教师用）》。
四、导师的组织与管理
1.各学院具体负责本科生导师制的组织实施，包括导师的选聘、指导的人数、

学生的安排、考核与评优、总结交流等。
2.各学院要根据学科专业和学生的特点制定本科生导师制的详细实施方案

和考核办法，并报送教务处。
3.各学院要加强对导师制工作的切实领导，把指导本科学生的业务学习和思

想教育作为全体教师的一项基本任务和责任，要把本科生导师制工作纳入教师的
常规教学和社会服务工作职责范围，作为教师考核的重要依据和内容。

4.各学院要将指导本科生的导师名单及所指导学生的名册报教务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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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导师的考核与奖励
1.各学院每学期对导师工作进行总结，每学年对导师工作进行考核，考核的

内容包括导师的工作态度、人格影响、履职情况、指导方法、工作效果等。
2.对导师考核的步骤分为导师自评、学生测评和学院审查核定三个环节。考

核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四等，每学年结束时学院将导师考核结果报教
务处备案。

3.学院每年表彰一批优秀导师，并向学校推荐，参加学校优秀导师的评选。
4.导师的考核结果作为教师工作年度考核、专业技术职称晋升和岗位聘任的

参考条件。
六、本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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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专业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06〕147 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专业建设的管理，提高专业建设的水平，主动适应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益，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专业建设是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教育教学思想建设、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条件建设、
教学档案建设等，专业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第二条 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观，锐意改革，优化结构，
提升水平，逐步构建具有时代特征、适应社会发展要求、充分体现我校特点的学
科专业体系。建设一批具有较高水平的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第三条 学校成立专业建设委员会。主要职责是：组织制订学校专业建设与
发展规划；指导全校各专业的建设与发展工作；组织遴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品牌专业建设点；组织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品牌专业建设点的合格验收；组织
推荐申报国家、省级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品牌专业建设点；组织新增设专业的论证；
对专业学士学位授权申请工作进行指导。

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由学校、政府有关部门、行业、企业、科研单位、咨询
服务机构的有关专家和有关领导组成，专业建设委员会成员任期为 4 年。学校专
业建设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教务处为学校专业建设与管理的职能部门。

第四条 各学院按专业建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主要职责是：制订专业建设与
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学校批准的特色专业建设点和品牌专业建设点进行建
设；研究解决专业建设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专业指导委员会由学校、行业、企业、科研单位以及其他高校的专家组成，
委员会成员任期四年。专业指导委员会须经学校批准设立。

第五条 学院教学院长为专业建设与管理工作的具体负责人，负责专业建设
工作与运行管理，各专业设立专业负责人，协助教学院长做好专业建设与管理工
作。

第六条 学校对专业建设实行项目申报制。学校对新专业进行立项建设；定
期组织校级特色专业建设点、校级品牌专业建设点的申报、遴选；组织校级特色
专业、校级品牌专业的验收评审。

第七条 新专业的设置程序为：
1.教务处根据学校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社会需求以及学校的办学实际，提

出专业设置的指导性意见；
2.各学院提出设置新专业的具体建议；
3.教务处提出设置新专业的具体方案，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讨论，报校长办

公会议决定；
4.各学院负责新专业设置的论证和申报材料的准备；
5.教务处进行审核、汇总、上报。
第八条 新专业设置后，所在学院应建立专业指导委员会，确定专业负责人；

根据现有基础和专业发展要求，提出具体的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和分年度实施方
案；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对新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审核。

第九条 新专业建设周期为 4 年，学校设立新专业建设启动经费专项。并在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本条件建设等方面给予必要倾斜。专业所在学院应强化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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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建设的主体意识，增强新专业建设的责任感，做好人才培养方案的优化、师资
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室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学档案建设、教育教
学研究等各方面的工作，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第十条 新专业建设的标准是：
1.有一支合格的专业教师队伍；
2.人才培养方案科学、合理、可行，符合社会发展要求；
3.教学管理制度健全，教学档案规范、齐全；
4.教学设施、图书资料、实验室、实习实训场所等教学条件基本具备；
5.首届学生毕业前，该专业达到本科教学水平评估的合格标准；
6.通过省学位办组织的学士学位授权审核，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
第十一条 学校每学年对新专业建设情况进行例行检查考核，针对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提出整改建议。建设期满组织验收。
第十二条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遴选程序与要求如下：
1.各学院根据相关的标准和程序组织申报，并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

（特色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必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学校组成专家组进行初审；
3.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进行评审，确定特色专业建设点建议名单；
4.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第十三条 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的遴选每 2 年组织一次，建设周期为 2 年。

建设中期由学校组织进行评估检查，检查合格可进入后期建设，不合格的建设点
予以取消。

建设期满，由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验收，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进
行复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通过学校验收的特色专业建设点授予“南通大
学特色专业”称号。

第十四条 凡经建设被确定为学校特色专业的，可申报学校品牌专业建设点。
其程序与要求如下：

1.各学院根据相关标准和程序组织申报，并确定品牌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品
牌专业建设点负责人必须为教授）；

2.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初审；
3.并由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进行评审；提出品牌专业建设点建议名单；
4.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
第十五条 学校品牌专业建设点的遴选每 2 年组织一次，建设周期为 2 年。

建设中期由学校组织进行评估检查，检查合格可进入后期建设，不合格的建设点
予以取消。

建设期满，由学校聘请校内外专家进行评审、验收，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进
行复审，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通过学校验收的品牌专业建设点授予“南通大
学品牌专业”称号。

第十六条 校级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每 4 年复审一次。复审合格的专业重新
授予相应的称号。学校对已建成的校级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将继续给予重点扶
持，在此基础上推荐申报省级以上特色专业和品牌专业建设点。

第十七条 学校设立专业建设专项经费，对特色专业建设点、品牌专业建设
点的建设予以资助。专项经费按年度拨付，且必须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专业建
设专项经费不用于大型硬件设备的购置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用于购置家具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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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设备，不用于发放劳务费和奖励。划拨的专项经费由建设点负责人按学校财务
规定审批，并接受学校审计。

第十八条 与专业建设相关的具体规定、办法等，另行制订。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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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课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06〕148 号

课程建设是教学基本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全面加强课程建设对深化教学内
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构建人才培养新模式，提高教学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进一步提升课程建设水平，加强课程建设的规范管理，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第一条 课程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师资队伍建设、课程教学制度建设、
教学文件档案建设、课程教学条件建设、课程教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等。课程
建设是综合性的教学基本建设。

第二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全校课程建设规划的制订，并组织实施；
负责课程建设的立项，对课程建设工作进行督导检查；负责组织各级精品课程的
遴选评审。

第三条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学院课程建设规划的制订，组织课程建设
立项申报，具体开展课程建设工作。课程建设是学院的重要教学建设工作之一，
教学院长是学院课程建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

第四条 学校课程建设实行项目管理制度。课程建设立项分为一般建设课程
（含课程群）、重点建设课程、重点建设课程群三类。

1.一般建设课程（含课程群）是指教学计划中设置的各类必修课程和选修课
程，学校根据教学基本建设的总体要求提出立项指南；各学院须有计划地进行建
设。

2.重点建设课程是指教学计划中设置的，对培养质量影响大的主干课程和主
要课程，或覆盖面大且对人才培养起重要作用的公共课、基础课。

3.重点建设课程群是指对课程整合重组的力度大，科学合理，综合性强，能
有效减少课程间的重复与脱漏，并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知识结合至
教学内容中，能促进教学资源优化配置,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紧密，内在逻辑性
强,由 3 门（含 3 门）以上课程组成的课程群体。

第五条 课程建设立项申报程序如下：
1.学校发布课程建设立项信息，对课程建设立项申报提出指导性意见；
2.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根据专业建设规划和学院教学实际，确定申报立项的

课程（不受理个人独立申报）；
3.学院确定建设课程主持人，并组织申报；
4.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评审，确定推荐申报课程（群）；
5.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初审，提出立项建议名单。
第六条 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课程建设的立项评审。评审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进行专家评审；第二阶段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进行会议评审。
第七条 一般建设课程申请立项的基本条件是：
1.建设思路清晰，方案科学合理；
2.课程建设的具体目标明确，建设措施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3.有较好的建设基础，符合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
4.课程建设负责人必须实际承担申报课程的教学工作，且应具有高级职称或

硕士学位；
5.学院将课程建设列入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保障措施具体、可行，能落实

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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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课程群建设的申请立项条件是：
1.符合一般建设课程立项的全部条件和要求；
2.由 3 门（含 3 门）以上相关的必修课程组成，能自成体系；
3.课程之间的有机联系紧密，内在逻辑性强，能促进教学资源优化配置。
4.对课程的整合重组科学合理，综合性强，并将新兴学科、交叉学科、边缘

学科知识结合至教学内容中。
第九条 凡经评审批准建设的课程，均须填写《南通大学课程建设计划书》，

并根据课程建设的基本要求拟定实施方案，经学院初审，教务处复审后方可实施。
第十条 凡立项建设的课程，在批准之日起六个月内，必须建立课程网站或

建立课程建设主页，将课程建设的有关内容和建设情况上网。
第十一条 批准立项的建设课程，前期均作为一般建设课程进行建设，六个

月后进行阶段检查评估。阶段检查评估由课程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组织实
施，并形成阶段检查评估报告，教务处组织专家进行审核。检查合格者，进入下
一阶段建设，检查不合格的，限期整改，达到基本要求后，进入下一阶段建设，
整改仍不合格者取消建设课程立项。

第十二条 重点建设课程（群）在阶段检查评估基础上，㐰‰⁔䑛⠵蜩嵔䨊㈴〠〠呄嬨〠呄嬨基⥝告ਲ㐰‰㈴〠ⴰ⸰移㤵㌠呄嬨在⥝呂䈠呄嬨或⥝‰⁔䑛⠝唩嵔䨊㈴ご䨊㈴〠〠呄嬨要⥝告ਲ㐰‰⁔䑛⠢砩嵔䨊㈴〠〠㔄改⥝吀ਲ㐰‰⁔䑛⠞ᬩ嵔䨊㈴〠〠呄嬨合⥝告ਲ㐰‰⁔䑛〠〠呄嬨据⥝告ਲ㐰‰⁔䑛⠑퀩嵔䨊㈴〠〠呄嬲〮嵔䨊㈱㠮ᠰ‰⁔䑛⠮瘩嵔䨊㈴〠〠呄嬨有⥝告ਲ㐰‰⁔䑛⠕〩嵔䨊㈴〠〠呄嬨设⥝告ਲ㐰‰⁔䑛⡂㐩嵔䨊㈴〠〠呄嬲㌮，



第二十一条 课程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专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院应为
课程建设提供必要的教学硬件条件和实践教学的基本保障，并列入学院发展规
划。学校鼓励学院设立课程建设专项资金。

第二十二条 该《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该《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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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专业负责人制度实施办法通大处教[2006]107 号

为进一步加强本科专业建设，培育品牌特色专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制
订《南通大学专业负责人制度实施办法》。

一、学校实行本科专业负责人制度
经批准设置的本科专业，均需确定专业负责人。
二、专业负责人的任职条件
专业负责人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1.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具有较高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
2.熟悉本专业情况，有清晰的专业建设与发展思路；
3.具有副教授（或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
4.省级品牌特色专业（含建设点）负责人必须具有教授职务。
三、专业负责人的工作职责
本科专业负责人属学术性、业务性工作岗位，接受专业隶属学院的直接领导，

其主要职责为：
1.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学科发展的现状和趋势，以及学校关于专业建

设与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在学院领导下，具体负责拟定专业建设规划，
并组织实施；

2.根据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的总体目标，在学院领导下，组织制订（修订）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学大纲等教学文件；

3.提出本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的计划和建议，具体负责本专业教师的业务管
理，负责本专业青年教师的业务培训，参与对教师的考核；

4.按照学校教学运行的规定和程序，检查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情况，参与各
课程及实践环节的教学质量检查等；

5.组织开展本专业的课程体系、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改革，拟定
本专业课程建设规划，抓好课程建设和教材建设；

6.负责本专业实验、实习、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环节的计划制订、具体
实施以及质量监控；

7.负责本专业教学评估工作，包括组织学生对本专业的满意度调查，开展相
关的日常教学质量监控和专业评估等，做好本专业教学文档和资料的收集、积累
和归档工作；

8.组织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加强专业调研，开展与其他高校同类专业的横向
交流与合作，努力提高本专业的办学水平，扩大社会影响；

9.对本专业专项建设经费的使用提出计划，接受学校对经费使用情况的监督
检查。

四、专业负责人的聘任及考核
1.本科专业负责人由学院提名，教务处审核，学校批准后聘任，聘期 4 年，

聘期满考核合格后可以连任。
2.本科专业负责人的工作考核与年度考核一并进行，所在学院负责对本科专

业负责人履行职责的情况与绩效进行考评。
3.教务处通过不定期召开本科专业负责人会议和专业建设研讨会，对专业负

责人进行业务培训和工作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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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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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专业设置管理暂行办法通大处教[2006]10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使专业设置更加科学、规范，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

规定》（1998 年颁布），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本科专业设置。
第三条 学校鼓励教学单位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引导性

专业目录、结合地方经济建设的需要设置专业。
第二章 设置与撤并原则
第四条 专业的设置和调整，必须与学校办学目标和发展规划相适应；必须

贯彻规模、结构、质量、效益并重的方针；必须有利于提高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第五条 专业设置要正确处理需要与可能、数量与质量、近期与长远、局部

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要避免不必要的重复。
第六条 根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结合学校建设与发展的实际，

学校对年度增设专业数实行宏观控制。
第七条 设置新专业应当考虑全国专业布点情况。师资队伍、办公及实验场

地、实验仪器设备等基本条件不具备，专业建设投入超出学校办学能力的专业，
暂缓设置。

第八条 专业严重老化，无法满足社会需求或不符合学校整体和长远规划，
学校将对其进行整合、调整或停办；经多年建设，仍未达到预期建设效果的专业，
原则上予以撤销。

第三章 新专业申报条件
第九条设置新专业必须符合国家经济建设与科技发展对人才培养的需要，必

须有相对稳定、数量足够的人才需求。
第十条 设置新专业应体现新兴学科的发展和交叉学科的融合，应与现有专

业相辅相成，即可借助现有专业的条件发展，具有良好的生长点和生长条件。
第十一条 设置新专业必须考虑学校人力、物力和财力。对可以借助现有学

校师资及实验设备（已落实），只需要学校少量投资的新建专业，予以优先考虑。
第十二条 设置新专业必须具备《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规定》的基本条件，

同时达到学校开设本科专业的要求。具体包括：
（一）具备新设专业所需的专职专业教师队伍，或有已落实的引进教师。依

据专业建设规模至少应包括 2 名以上学术带头人，8 名以上专职教师。特殊专业
可适当调整。

（二）基本具备专业办学条件：专业开办经费落实到位，实验设备、实验室
及办公场地已落实，实习基地满足开办专业需求；图书资料基本满足开办专业需
求。

第十三条 新专业自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之日起 3 年内，专业教学实验开
出率必须高于教学大纲要求的 90%。

第十四条 学校在审查新设置专业时，同时将审核专业师资、财力、物力的
保障计划。

第十五条 新设置专业原则上应按 60 人以上规模进行教学，特殊专业可适当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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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新专业审核程序
第十六条申办新专业的教学单位，应就申办专业理由、已具备和待解决的教

学条件、师资及解决问题的方案等撰写专业设置论证报告，并附该专业人才需求
报告和国内高校同类专业设置情况调查报告，提交所在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审核
后，报教务处审查。

第十七条 教务处对学院申报设置的新专业进行形式审查，并组织专家组
（7～11 人）听取答辩、进行评审。若申报目录外专业，则应按照《高等学校本
科专业设置规定》的要求完成校内外专家论证。

第十八条 专家组建议设置的新专业，由教务处对方案中的已有办学条件进
行实地考查、核实，并出具新专业建设条件落实情况报告。

第十九条 教务处将申报新专业的相关材料、专家审核意见和新专业建设条
件落实情况报告提交学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审议，由校长办公会议审批。

第五章 专业撤并程序
第二十条对于符合本办法第八条规定，经专家建议或学校论证，确需调整、

停办和撤销的本科专业，由教务处说明撤并理由并提出处理方案，交学校教学工
作委员会审议。

第二十一条 学校教学委员会对拟撤并的专业进行审议（到会人数超过应到
人数的 1/2，表决通过票数超过到会人数的 2/3 为通过），并将结果提交校长办公
会议审批。

第二十二条 教务处将学校批准的专业调整名单报省教育厅备案。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三条 凡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设置的新专业，所在学院应及时组

建教学机构并落实专业负责人，同时报教务处审核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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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工作委员会暂行条例通大教〔2004〕54 号

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教学工作，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规范教学管理，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特设立南通大学教
学工作委员会。

第二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是校行政在教学工作方面的咨询和审议机构，在
校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对我校教学改革、教学建设及教学管理工作中重要问题
的决策进行咨询、审议和监督实施。

第三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的职责：
1、审议学校教学改革与发展规划，指导全校教学工作；
2、审议学校专业设置、专业发展与建设规划，遴选、评审学校品牌和特色

专业；
3、审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
4、审议学校课程建设规划，评审、推荐优秀课程（群）；
5、审议教学实验室建设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规划；
6、审议教材建设规划，推荐教材出版，评审、推荐优秀教材；
7、审议学校教学管理有关规章制度；
8、评审学校教学成果奖等奖项，推荐省级及以上各类教学奖；
9、负责学校教育教学研究、教学改革项目的立项评审；
10、参与审议师资队伍建设规划；
11、接受校长委托，开展有关教学工作专题调研；
12、讨论、决定学校教学工作的其他有关事项。
第四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成员由具有一定学术造诣、治学严谨、热爱教学

工作、富有教学经验、作风正派、坚持原则、办事公道的教师和教学管理干部组
成。

第五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名单由校长
办公会议审议批准。教学工作委员会委员需要变动时，须报请校长批准。

第六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下设分学科教学工作委员会和专门委员会。各学
院设立院教学工作委员会。

第七条 校教学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设在教务处，负责委员会日常工作。
第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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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研室工作暂行规定通大教〔2007〕74 号

为充分发挥教研室（含学院下设系、研究室、学科组等负责本科教学的组织，
以下通称教研室）的作用，建立工作规范，提高工作效益，促进学院重视和加强
教研室建设，特制订本暂行规定。

一、总则
教研室是组织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等工作的重要基层教学组织，在保证人

才培养质量、提高教师学术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条
教研室在学院的直接领导下开展教学与科研等各项工作。教研室的设置、调

整和撤销，由学院集体研究并报教务处、人事处审核。
第二条
教研室的基本任务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有关政策；以教学
为中心，搞好教学管理，按照教学计划的规定认真完成教学任务；深入开展教学
研究，不断提高教学质量，搞好课程建设、师资培养、教材建设、实验室建设和
学风建设；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科技服务，努力提高学术水平。

第三条
学院必须重视教研室建设，切实加强对教研室的领导，把提高教研室工作水

平作为一项重要的、经常性的工作列入议事日程，采取有效措施，支持和帮助教
研室改善条件，提高学术水平。在工作中应当注重教研室工作的学术性质，涉及
到学术性质的问题要尊重教研室的意见。要采取切实措施，尽量减少教研室的行
政工作，以保证教研室有足够的时间开展教学活动和搞好教学建设。

第四条
二、教研室建制
教研室的组建一般应以学科、专业或课程设置为基础。
第五条
第六条 教研室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其中至少有 1 名高级职称的教师。
第七条 教研室设主任 1 人，在学院领导下，全面负责教研室工作，并对学

院领导负责。10 人以上的教研室，根据工作需要，可增设副主任 1 人。
教研室主任由学院聘任，报教务处审核，人事处审批。每届任期二年，可连

聘连任。
第八条
教研室要保持相对稳定，如需调整、新建和撤销，由学院报教务处、人事处

审核、批准。
第九条
三、教研室工作职责
组织教学，开展专业教学改革、课程内容和体系改革，组织教育教学理论学

习、研究与实践是教研室的经常性的中心工作。主要包括：
第十条
1.学习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学习教育理论，学习新技术。
2.以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改革为重点，制订教研室年度（学期）工作计划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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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室活动计划，坚持每两周进行 1 次教研活动，并建立业务活动记录。积极开展
教学研究活动，总结交流教学情况和经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3.组织课程建设，落实课程负责人制度，组织好课程梯队建设，积极开展精
品课程建设。

4.研制所承担课程的教学大纲、实验、实习指导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任
务书等。

5.审议新开课和开新课的教师资格，组织观摩教学、听课、试讲等教学活动，
配合学校、学院的教学检查。

6.组织检查教师备课、上课、辅导、作业批改、授课计划执行等工作情况，
定期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考评。主动收集学生意见，不断改进教学工作。

7.建立适合本教研室所属课程的有关教案、讲课、实验、实习、设计、辅导、
答疑、批改作业、考核等各教学环节的质量标准和规范性教学文件档案。

8.组织课程考试的命题、监考、阅卷、成绩登录等工作。
9.对教材、教学指导书的编写和选用、试卷库的建设等进行研究，提出建议。
积极开展对外的科研、试验、培训、技术咨询等科技服务性活动。
第十一条
教研室要根据学院的师资培养规划，充分发挥学术带头人的传、帮、带作用，

加强对教研室青年教师的培养工作，对青年教师进行指导和督查。
第十二条
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做好集体科研项目的申报、国内外的学术交流、科

研成果的转化等工作。
第十三条
建立教研室教学资料、教学管理、科研资料档案，组织教学档案（含教学日

历、学生作业、试卷、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等）的整理、归档。
第十四条
四、教研室主任
教研室主任的任职条件
第十五条
1.热爱教育事业，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和了解学校以及主

管部门颁发的有关教育的法规、条例和规定等，并能认真宣传和执行；
2.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严于律已，实事求是，团结同志。
3.有较高的业务水平，并在本学科或专业领域中的某一方面有较深的造诣，

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4.掌握一定的管理理论知识，有较强的组织和管理能力，有团队精神，有积

极进行改革的精神和魄力。
5.教研室主任应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
教研室主任的职责与权利
第十六条
1.教研室主任要做好本教研室的思想政治工作，不断提高本教研室人员的政

治理论水平和政治思想素质。
2.全面负责本教研室系㈮〰ㄠ呄嬨Ϯ⥝告㌹ㄠ〠呄摃夀

面负治治治，目 思的拼㐲⸳㤲‰⁔䑛⠈턩嵔䨊㈴〮〰自〠呄ਲ〴‰⁔䑛⠄䌩嵔䨊㈴〠〠呄嬨断⥝告ਲ㐰‰⁔㈳⹔䐰㉔䑛⠢㈴〠〠呄嬨；⥝告ਲ㐰‰⁔䑛⡅ꈩ嵔䨊㈴〠〠呄孊ਲ㐰‰⁔䑛级㐰‰⁔䑛䨊㈴〠〠呄嬄呄嬨责⥝呄嬨治⥝䔊㈴〠〠呄嬨魄⥝呔䨊㈴〠㐩嵔䨊㈴〠〠呄嬰〮〰〴㠸⁔䑛⠝及⥝告㈴㈮㌹㈠〠呄嬨力䨊㈴〠〠呄嬨本⥝告ਲ㐰‰⁔䑛⠑鰩嵔ਲ㐰‰⁔䑛⠛輩嵔䨊㈴〠〠呄嬨研⥝告向呄嬨Ϯ⥝告㌹ㄠ〠㈴〠〠呄嬨师⥝告ਲ㐰‰⁔䑛⡃稩嵔䨢紴〠〠呄嬨；⥝告䨊㈴〠〠呄嬨内͘较高做 思神室的思想有



4.组织开展教研活动，组织互相听课和观摩教学，组织检查教学全过程和教
学质量评价。

5.全面负责审核任课教师的课程实施计划。组织检查考核教学人员的教学
（科研）任务的完成情况，并按要求作出考核结论。

6.每学期期末向全教研室人员报告一学期工作，听取本教研室人员的意见，
进行学年教学工作总结。

7.向学院提出调出、调入人员的建议，推荐培训、国内外进修人选，负责本
教研室青年教师培养工作。

8.统筹安排全教研室人员的工作任务，对成绩优秀者进行表扬，对达不到工
作规范完不成任务者进行帮助和教育。

9.通过教学过程管理和教学质量评价，提出教学质量等级的建议。
10.负责本教研室人员的思想政治、教学及其它业务方面的全面考核工作。
五、附则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第十七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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ǥǖ*ǯLǖ*¯Ƶǥǰ*\Ǳǥǰ*b¯ǥ

ǰ*ǲ³¾ǳ*ƀƁ«¬£- 

¯ƵŠ 8\ 

JXJ0107(Þŵ- 

iŵĈiŵµŜ%¥!çǬƵÏÐ(ǮǤǥÈ*

ǯLǖ*O»ǥǰ*¯Ƶǥǰ*ǲ³¾ǳ*ǗǓ

ǩǖǴǵ¬*ǶbĬĹÈ*ƀƁ«¬£- 

¯ƵŠ 8\ 

JXJ0108(Þŵ- °k!ä*°kǟǠ£}ŒÏÐ ¯ƵŠ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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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J0109(Þŵ- ƀƁŀƑE&sǷǸǥǹ*ǷǸóÃ£ÏÐ ĻĠ 

JXJ02(´ŵ- Ǭ»Ĉ!ÏĕĖ 

JXJ0201(Þŵ- 
Ǭ»ĕĖĜĝsjkĹĺ*wa=Ǳ*WūŨ

ũ*Ƕǥb¯£ÏÐ 
ĻĠ 

JXJ0202(Þŵ- 

Ǭ»ĂǺĕĖ}ŒsǤW*Ĺĺ*ĜB*̄ Ƶ*

¾ǳ*b¯*ǶbĬĹÈ*ƀƁ«¬*ǗǓǩ

ǖǴǵ¬£ÏÐ 

¯ƵŠ 8\ 

JXJ0203(Þŵ- 
ŏǻ!ĒǼǬsǘǙ!B*!&ǽǙ*t?*

ÚÛŎǬǾÖ£ÏÐ 

JXJ0204(Þŵ- 
ūxǬ*ǿıǬ*!&ǔǕ£!&ĀāÏÐµ

Ĉ!ǨĀāÖ×£ÏÐ 

JXJ0205(Þŵ- Ǭ¬=kĈƘ ǅȀ£ÏÐ Ǭ¬ ËÌ 

JXJ0206(Þŵ- ǼǬǅȀÖÍȁ*!&<Ô£ 

JXJ0207(Þŵ- 
!ÏĕĖæ!ÏCDĜĝsjkĹĺ*wa=

Ǳ*WūŨũ*Ƕǥb¯£ÏÐ 
ĻĠ 

JXJ0208(Þŵ- 
%ŵ%¥!ÏĕĖ}ŒsǤW*Ĺĺ*ĜB*

¯Ƶ*b¯*ǶbĬĹÈ*ƀƁ«¬£ÏÐ 
¯ƵŠ 8\ 

JXJ0209(Þŵ- 
ſȂ!Ïs!ÏĴ¬*ǗǓǩǖǴǵ¬¤ƀƁ

«¬(5İ}ŒsPŏȃł}Œð¥- 
ĻĠ 

JXJ0210(Þŵ- 
&'!&jkȄȅǸŊȆ!ÏsÏÐµĈƇ

 !ÏĘâóÃsÏÐ£ 

JXJ0211(Þŵ- 
%ŀƑƇ !ÏǅȀĬĹ(ĐđêƲ*ſȂǷ*

Ȃȇ*ǗǓ£ǅȀ- 

JXJ0212(Þŵ- 
!ĒċƲ!Ï(ȈſȂ-ǅȀĬĹ*À²ȉs

ŏǻċƲ!Ï£ 

ċƲ!Ïů 

ËÌ 

JXJ03(´ŵ- !&çè¾ǳ 

JXJ0301(Þŵ- 
!ǨN«*ſȂŀȊ*Ǘȋŀĳ*ǓȌǩǖ£P

!&ǨȍÚÛ¾ǳ*¾ǳǲ³ÏÐ£ 
Ļ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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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J0302(Þŵ- 

!&¾ǳǓÏÐ(ǮǤǥÏÐ*ƀƁ«¬*Ĭ

ĹǶb*ǗǓǩǖǴǵ¬£- ĻĠ 

JXJ04(´ŵ- rȎ+*rȏėźĕĖ 

JXJ0401(Þŵ- 
rȎ+ĖŶ*ĽĎ*°ƴ*ǜƒ*ǫçƶ¸*

ƺ5Ɓ)£ÏÐ 
ĻĠ 

JXJ0402(Þŵ- 
rȎ+ĕĖNǩ*óô*Ǥǥ*ŊŨ*ĕĖĹ

ĺ*ǅȀǶǥ*b¯£ÏÐ 
ĻĠ 

JXJ0403(Þŵ- °kȐĕrȎ+ļȆǖĈƀƁĕĖ¾śÏÐ ĻĠ 

JXJ0404(Þŵ- iĉ!&rȑėźļȆǖĈƀƁĕĖ¾śÏÐ ĻĠ 

JXJ0405(Þŵ- 

rȎ+Ƙ Ö×*ȒȓĖŎƘ Ö×*rȎ+ı

ĲÖ×* ǙȒȓĖŎƘ Ö×*ȒȓĖŎſž

Ö×*ȒȓĖŎȔǞÖ×£ƀƁrȎ+ÏÐ 

 

JXG(`ŵ) !&CD 

JXG01(´ŵ) ǡ°¥ 

JXG0101(Þŵ) &'!&ǊƑSåwĺ ĻĠ 

JXG0102(Þŵ) !&CDwa=ǱĈÚÛ!&«¬£ÏÐ ĻĠ 

JXG0103(Þŵ) 
!&jkĹĺ*!&jkÛȕ*·ǥ*b¯*

ÚÛsǅȀǶǥ*Wū*ŨũµĈ\Ǳ Ǌ£ 
ĻĠ 

JXG0104(Þŵ) 

!&23ŦȖ(ȗȘŧș*!&jkȄȅǸ*

ŀƑºĮȄȅǸ*ǒ¸óŊȄȅǸ*ȚĮ2£-

Ǩȍ!&jkǸȆÖ×*ț¦Ȝr*ǐǑØȝ£

ÏÐ 

ĻĠ 

JXG0105(Þŵ) &'23ƲŔs%¥«č*ǶƲ*SåÕ£ ĻĠ 

JXG0106(Þŵ) 
Ğ.ǣ¾ƳsŦȖ()*!Ǩ+*rȎ+*Ǩ

ȍ,£-ĈȞ.ǯȟ«¬ 
Ļ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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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G0107(Þŵ) 
Ǘȋs%¥ǓȌǩǖ*ǓȠ*Ǔȡ£(Ǵǵ¬*

ųYȢ- 
ĻĠ 

JXG0108(Þŵ) 

!ä!&ȣƵĽòǨȍ½¾sÚÛs*)Ĭs

«¬*ĬĹ*zȤ£ÏÐ(ƐƑȥĘâȦȧĽ

ò*!&ǅȀĽò*&ȥȨƍǱĽò*E&n

oǷǸĽò£- 

ĻĠ 

JXG0109(Þŵ) 

ĒȥȅjĈǷǸŁȩż!ä!&jkȣƵs

ÚÛȪǐȪȫ(ƍģųĕȆ-P Dǥǰæ¯

ǳ£ƀƁÏÐ 

ĻĠ 

JXG0110(Þŵ) !&CDŁȅĬĹÈ*Ȭ7ǒƃ£ 

JXG0111(Þŵ) !&KȭǤW*Ȯƞ*¯ƞ*Ƙ £Ï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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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G02(´ŵ) ǬLCD 

JXG0201(Þŵ) ȯ&Ġ!&ǯLǖ 

JXG0202(Þŵ) ȯ&ĠıĖǬ»`Ȱ

JXG0201(Þ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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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G0302(Þŵ) 

GƏÏÐ(ıǬ&'ÁCPǮȟƵŊƌÈ*&

ȥGƏ*ȺƏĈóztu*ȻǋȼB*ǋŷǅ

ȀÖ×È*¾ȶÈ*GƏzȤ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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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OǅȀĬĹÈ 

JXG04(´ŵ) &ɄCD 

JXG0401(Þ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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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G0407(Þŵ) 

ɌŀƑÏÐ(ĜB*ǋƌtu*ǋƌÖ×*&

ȥǤWÈ*ɌĸɌſŁƔĬĹÈ£- 

JXG0408(Þŵ) 
ýɐýɉȥǤW*ŊŨ*&zɑĦ*¾ȶ£Ï

Ð 
ĻĠ 

ɒɓɔ©ªɕ´ŵɖ^ rȏ!&ɗɘ(Ǯģȑ*rȑ£-^

JXG0501(Þŵ)^
rȏ!&jkĹĺ*rȏ!&ɗɘĹĺǶb

È*rȏ!&ɗɘr¦Ĺĺǖ^
ĻĠ^

JXG0502(Þŵ)^
rȏ!&ɗɘǬ»srȏ!& ǭ¤Ęât

u*!ÏųºĮǖ^
ĻĠ^

JXG0503(Þŵ)^ rȏ!&ɗɘǬ»s&ȥrȏǥǰ^

!Ǩ+ÁÂP

ÁÂĠƭƮ ª

\^

JXG0504(Þŵ)^
rȏ!&O»CDÏÐ(ċHŧ)rȑ67Ǥ

Wǖ*rȑǩƤ£ÏÐ-^

JXG0505(Þŵ)^ ØÙ&'rȏ!&śǳÏÐ^ ĻĠ^

JXG0506(Þŵ)^ rȏ!&jkb¯^ ĻĠ^

ɒɓɔ©əɕ´ŵɖ^ rȎ!&CD^

JXG0601(Þŵ)^
rȎ!&CDwa=Ǳ*rȎ!& ǭ¤Ęâ

tu^
ĻĠ^

JXG0602(Þŵ)^ ȯ&ĠrȎ!&Ĺĺ^

JXG0603(Þŵ)^ ȯ&ĠrȎ!&ɚHÖ×(ıǬÖ×£-^

JXG0604(Þŵ)^
rȎ!&ǅȀĬĹÈ(%Ǭ»ıĖrȎǅȀ*

¹ɛɜƳĖǬ*ǡ°Ý*ĖĹÝrȎȲǃ£-̂

JXG0605(Þŵ)^ rȎ!&ūx~ɝƀƁĂÐ(ǤǥÈ*ȎČÈ*Ļ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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ɞŵ~ɝ\Ǳǥǰ£-^

ɒɓɔ©Ƹɕ´ŵɖ^ ƐƑĖĹ(N«-CD^

JXG0701(Þŵ)^
&ȥƐƑĖĹ(N«-ƀƁÏÐ(¡¢&i*

&'«¬ÛĩðA-^
ĻĠ^

JXG0702(Þŵ)^

ƐƑĖĹ(N«-CDO»ÏÐ(jkĹĺ*

jkb¯*ƇƵǶb*ıƵľĿ*ȼɇľĿ*

O»ñò£-^

^

JXG0703(Þŵ)^ ƐƑĖĹ(N«-CDw³^ ĻĠ^

JXG0704(Þŵ)^ ƐƑĖĹ(N«-ǅȀĬĹÈ^

JXG0705(Þŵ)^ ŏǻƐƑĖĹ(N«-č^ ĻĠ^

JXG0706(Þŵ)^
ɟÞ\ǗŏǻƐƑĖĹ(N«-ǅȀĬĹÈ*

`ȰÈ*ǗǓǩǖũR¬£^
ĻĠ^

ɒɓɔ©Ʊɕ´ŵɖ^ ɠǣǠɡæ&@ǔǕ^

JXG0801(Þŵ)^ ɠǣɠƑǠɡ}Œ23CDǅȀ^

JXG0802(Þŵ)^
ɠǣɠƑǠɡ}ŒƳ}ǅȀĬĹÈ*̀ ȰÈĈ

Ƴ}S«^

JXG0803(Þŵ)^ &@ǔǕ23CDǅȀ^

JXG0804(Þŵ)^
&@ǔǕǗǓǅȀĬĹÈ*̀ ȰÈĈǗǓǩ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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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Z05(´ŵ- ȵǬÖ×*Ƕb*b¯£ÏÐ 

JXZ06(´ŵ- &ȥó!£!&óÃĬĹ*ǶbÈ£ ĻĠ 

JXX(`ŵ- &ěĕĖ 

JXX01(´ŵ- 
&ěĕĖs=Ǳ*«¬*Ĺĺ*ĀāĜB*Ǹ

ȆȷÛ*b¯£ÏÐ 
ĻĠ 

JXX02(´ŵ- &ȥĮĒ=£ĜĝÏÐ 

JXX03(´ŵ- gvȱ*ɧɨǖ'£!çȱŵƀƁÏÐ ĻĠ 

JXX04(´ŵ- %¥ǟǠȱ*éǞȱ£ɩŌ!äƀƁÏÐ 

JXX05(´ŵ- 

&ȥȻf@ǨjkǅȀĈǿıSÈN«*SƤ

ɠk*&@ǔǕǗǓ(Ĵ¬ųũR¬-£ǅȀ*

ĬĹÈ 

ĻĠ 

JXX06(´ŵ- 
&ȥ(ǮčÎ-ɪ%ŵ%¥Èɫ«¬*ǩǖ£

ǅȀ*ĬĹÈ 
ĻĠ 

JXX07(´ŵ- %¥ŏǻ&ȥǘǙkƑ?*ǾÖ£ÏÐ 

JXX08(´ŵ- &ȥǋɬ*ǥŉƪŝ£ǅȀ*ĬĹÈ 

JXX09(´ŵ- &ȥǡ°ɃóǅȀ*ĬĹÈ£ÏÐ ĻĠ 

JXX10(´ŵ- 
&ȥ«vɭĘ!äĀāÏÐ(ɮɥ*ǟǠ£Ú

ÛĀā- 

JXX11(´ŵ- 
&ȥżƑ*ɯȴǨȍȥ*ǋǨ*ǷǸÉɰ£Ï

Ð 

JXX12(´ŵ- 
&ȥǷǸrȏĀāǅȀ*rȏ¾ǳ(Ĵ¬ųũ

R¬-£ÏÐ 

JXX13(´ŵ- &ƑɱūǅȀĬĹÈĈɦɂÖ×£ÏÐ 

JXX14(´ŵ- 
&ȥ z DǛ³*WūæŨũµĈ zsũ

ò*ǎƊ£ÏÐ 
ĻĠ 

145



南通大学教务处文件

 !"2015#92$ %$

关于印发《南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规定》的通知 

&'()*+,+-.+/0+1234+56789$

:;<=>?@A!'BCDEFGHI '@A!

'BCJGKDLMNODPQRSTU$

I '!V $

2015W 12X 31Y$

I '!V $ 2015W 12X 31YNO$

146



南通大学课堂教学管理规定 

Z<[$ $ \]$

Z<^$:;<=>?@A!'BCD_`abc!'deD

fghicjk+!kl'kDmn@A!'opDqr!'s

tDEFuvJGU$

Zw^$@A!'xrj!'yzc{|}~D5 ¡¢£r

j!¤!'¥¦l§¨©ªstD«¬!®:¯°+'±:¯

²c³]D´µ¶z®±c·¸¹U$

Zw[$ $ !®@A!'º»$

Z¼^$!®½@A!'¾¿QÀ®ÁJÂDhÃÄÅD:§

®ÆD£ÇÈ²DÉÆÊËDÌÍÎÏDÐTÑÒU$

ZÓ^$!®x@A!'BCcZ<»Ô§DÕTBCº»D

_`@AdeUÖ'±×@ØÙÚ+ÛÜÝ+ÞßàáâãâJ

T:«äåFæ+çè!¤DÖé~h{+ê ëçèìDäå

í'±-½'()*.îïD'()*.«äåð Cñpîò

ó!®U$

Zô^$!®«hõö÷Dø¯zù*úûö÷ü»§Dýþ

ÿbö÷ĀāU!®ĂăĄ'±cąt+!'ĆćĈĉĊċČč

;Tö÷DÖĎ@+ďĐ+đĒéē|ĔĆĕĖDā:¦åėĘ

c{|ęĄUÖÃĚ÷ěĜĝĞďĐ+đĒLğh{cúûDÔ

@!®«äåîòóĠġ'()*.U$

ZĢ^$!®«hõQÀ@A!'ãÄá!'J[FģDhõ

ĤRāĥåĦ×@+ħ@áDêÈĨĩĎĀ+ďĐĞqĪħ@U

147



īĤJGĬCßĭĞīĮçįDêÈİı¶@+Ĳ@+P§ĳ@U

!®½@A×êÈ ĴĞĵØĶķDêÈĸĹDêÿĺ@A!'

yzĨġcĻéDêļêĽľ!®ĿŀcķD×@åĦêÈŁł

Ńń!,UĔŅâîìD<ĮņĆDðhõĤR'jĠġJG;

T CU$

ZŇ^$!®ň¿ĤR!' ŉ|ŊŋŌō@DŎ'ľCŏŐ

ő!'ŒœUhõĤRJGc!'Œœl;ģ34!'DêÈÔ

łŔ>ĞŕŖ@åU$

Zŗ^$!®½ń@ŘřD«Ś|śŜv0@ŝcŞē+öş

Čč+¦åėĘŠėä½šŢ\èėĘ¾-ţcŤťDÖ'±c

'ŦqĚÒŧc|ŊDÖ@AãÄÿĚÒŧcJGU$

ZŨ^$!®«ıũ ë!'Ū°ä'jJG§ūcĴ@D 

ë'jĠġ!'/0Őőc!'stŬņU$

Zŭ^$êÈŮůŰ¡űŲáĳųŴŵc@A!'UăĄ!'

|ŊDŧĆŶ|Űï¡ű!'ŷŸåD!®êÈŃń!'LŹU$

Zŭ<^$źŻĊż²!'åD!®@Ī¿ÿb´µcįōĀ

āDŽžſƀĊż²ƁōcƂāJŝUƃĲĶĞĊż²ƁōêƄ

ŴŵźŻåD«ƅƆŻƇƈČčƉ@Dŧm@A!'Ŵŵ;TD

êÈĲ@ĞƊ'±ıŦDøäåíŅġ/0îïƁōƋƌU$

Zŭw^$Ņġ!®@A!'cÔ@ŷõ+!'įō+Ɖƍ|

Ŋ+Ǝ°ƏƐ+ƑƒāƓáƇƈ&Ɣƕ²|ŊDĤRHI '

!®!'ĀāJÂK) !"2006#145%.¾Ġġ^ƖSTU$

Z¼[$ $ '±@AãÄ|Ŋ$

148



Zŭ¼^$'±ň¿Ĥå×@D<Ɨ«qĪôµƘĐƙ×@!

,UêÈďĐ+đĒĞĎ@Dƚƛ+ƚĻêƄĴ@ìň¿ĻƜP

ƝDīĮPƝĞPƝīƞçįƟƠ@ìDŮĎ@ơ U$

ZŭÓ^$'±ÐTƢæ«Ľľrá'j'±T:į]Uƣ£

«ƤƥÈ²DêÈƦƧƨ+ĝƩƪƫ×ƣ+ƬƭƮ+ƯFčƭư

áƱÃƲƳƴÇ;Ƶ!,ƶƷæƦƸƹ+ƺƻ;Ƶ!,ƶhƷ½

!,ŒĸĹäðƼƽƫ;!,ƶƾƿ½@AŒÚũĞǀǁǂǃU$

Zŭô^$'±«ıũQÀ@AãÄDġǄßàá ǅäǆǇ

ƁōDmƆ!,ǈǉDêÈÿĺ×@ĨġcĻéU'±ŅEǊé

ēŶ¾ǋĚƵ!,åDň¿ĉÈ!®cǌłUĔźŻßàä ǅ

Ɓō;TƏƌD«hõǍFźŻåĦDŻǎǏäåġǄU$

ZŭĢ^$'±½@A×«ǐ{!®DǑƏƋƌå«ǒgU×

@Ʊŝ¾D'±êÈŁłØǓ!®cƉƍDŧŶqƋƌåD«½

ǔ8ƢßǕłDĮ!®ǌłǏDČĂǒgqƋU$

ZŭŇ^$'±ĔÖ!®@A!'éēŅłǖD@ǏĂ5 ĺ

!®;TǗ DǘĂŮíĠġ()*.+!V +!'stBC 

á/0îïDŮǙþ!®ǚ;!'ĀāU$

Zŭŗ^$@Īl@ĦǛĥåD'±|ǜǝǞYǟǠǡǢDm

ƆǡǢǣƥU'±«mƆ!,ŒǣƥǤ±DêįŁŏǥǦ+ǧǨ

ǩǪlǫǬƽáU$

ZŭŨ^$'±ň¿Ĥ!®c|ŊDľC;TǭŦ+ǮŦDŋ

ŌǎėāƓU$

Zwŭ^$'±ň¿ǯ`!,Œ&Ɣ!'ƁǰDêÈǱz+ǲ

ǳ!'ƁǰDhƷ½@Ǵǵ+ǶǷá!'Ɓǰ×Ǹǹ+ǺǻU$

149



ZÓ[$ $ @A!'cǼŪŬņ$Zwŭ<^$:>?!'ƱŝBCD> !'stǼǍǽģDmǾ@A!'del!'stDĠġ'()*.äBC/0c§ū+!®ǿň¿hõĤR'jĠġºƄ/0FGcĴ@Fģ¾JGc|ŊȀ>Ĵ@U$Zwŭw^$&'()*.FG@A!'ŪņČȁDńȂŵJ¹ŪņyzDøȃg@A!'ŪņȄȁU$Zwŭ¼^$!V +vŎ!'Ū°34Ö&'()*.@AŪņéēäŪņȄȁ;TêGšȅņU$Zô[$ $ Ȇ]$ZwŭÓ^$vJGȇŻÃ'jȈYFv+ȉŎ'±@A!'c B C U Ȋ Ņ â î v J G ì D ű é ~ ȋ { D ó M ç è ! ¤ Ğ ã Ä µU$Zwŭô^$vJGıOƑŘYǒSTDȌ!V ü»ȍȎU³HI '@A!'BCJGK) !"�������
�������	������¨�8��

150







—1—

南通大学教学质量管理处文件 

通大处教管[2017]9 号 

南通大学本科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落实《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建设

及实施办法》（通大教【2016】58 号）文件精神，加强教学质量监控，

畅通信息渠道，确保教学信息的及时反馈，促进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特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通过完善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充分发挥学生参与教学管理

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主体作用，促进教师、学生、管理人员之间的联

系和沟通，准确掌握教学实际状态，宣扬优秀教师典型事例,广泛听取学生

对教学的意见和建议,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第二章 选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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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选聘条件： 

1．遵纪守法，有较高的思想素质和道德修养。 

2.学习态度端正，学习成绩优秀。

3. 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工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

4.能深入到同学中间，广泛收集意见，及时准确地向学院、系（教研

室）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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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反映学生对学院、系（教研室）在教书育人、教学管理等方面的

意见和建议，重点是对培养方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条件等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 

 2.客观公正地反映学生对任课教师教学态度、教学质量、教学水平的

意见和建议；反映教学过程各环节如备课、课堂教学、教材选用、实践教

学（实验、实习、毕业论文、社会实践）、作业批改、课外辅导、课程设

计、考试等的意见和建议。 

3.客观反映学生在听课、实验实习、作业、考试等方面的学习情况。 

4．及时将学院、系（教研室）有关教学的信息传达给学生。 

5.按时参加教学信息员会议。

第四章   工作内容 

第七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周填报《南通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信息反

馈表》，于每周五下班前递交学生信息员组长。遇有重大、重要教学问题，

可直接向系（教研室）、学院或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处反映。 

第八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组长负责本系（教研室）教学信息的收集、

整理及上报，送达系（教研室）主任，由系（教研室）主任将学生意见反

馈给任课教师。如遇跨系（教研室）（本学院和外学院）教师上课问题，

由系（教研室）主任将《南通大学学生教学信息员信息反馈表》交学院教

学秘书，由教学秘书送达任课教师所属系（教研室），由该系（教研室）

主任将学生意见反馈给任课教师。遇有重大、重要教学问题可随时向系（教

研室）、学院或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处反映。 

第五章  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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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各学院、系（教研室）负责领导与管理，

实行院系两级管理。 

第十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教学质量管理处和学院联合聘任，颁发聘

书。 

第十一条  学院、系（教研室）应保护教学信息员的权益，对学生信

息员的工作负保密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我校本科学生，由教学质量管理处负责解

释。 

第十三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教学质量管理处

二〇一七年十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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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南通大学学生信息员信息反馈表 

系(教研室)：       年   月   日 

年级 专业 班级 

教学信息反馈内容：（值得肯定的、存在的问题） 

意见及建议： 

学院、系（教研室）处理意见或改进措施： 

注：请认真填写此表并及时交系（教研室），本表可在教学质量管理处网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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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学院学生教学信息员汇总表  

   学院：(公章) 

系（教研室） 姓名 班级 学号 手机号 

注：此表由各学院汇总留存，同时一份纸质稿加盖学院公章报教学质量管理处，电子稿发

zlglc@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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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务处文件 

通大处教〔2015〕67 号 

关于做好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推进我校素质教育，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

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学校于 2013 年修订了本科人才培

养方案，将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纳入人才培养方案特色课程

平台模块，分为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和文化素质拓展课程，各

6 个学分，该培养方案从 2013 级开始实施。现将做好素质

拓展课程相关工作事宜通知如下： 

1.各学院根据《南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学分管理

办法（试行）》（通大教[2014]90 号）要求（见校园办公系统

2014 年 6 月 27 日学校发文），分别制定综合素质拓展课程

考核办法、文化素质拓展课程考核办法，确定大学生素质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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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课程的学院考核工作流程及责任人，于 2015 年 12 月 10

日 前 报 教 务 处 实 践 教 学 科 备 案 ， 并 发 送 电 子 文 档 至

sjjxk@ntu.edu.cn 邮箱（文化素质拓展课程考核办法在报送

教务处之前，须经团委审定）。 

2.各学院应依据考核办法做好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学分的

记载工作。教务处将在每学期末开放教务管理系统，由学院

录入学生的素质拓展课程成绩。 

3.各学院对 2013 级、2014 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的开展

情况进行调查，对已完成的素质拓展课程学分进行记载，并

在本学期末录入教务管理系统，同时对照学院考核办法，及

时提醒学生完成相关素质拓展课程的学习。 

4.各学院要加大组织宣传力度，创设条件，搭建平台，

营造氛围，全面推进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的实施，切实促进

学生个性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南通大学教务处  

2015 年 10 月 15 日 

南通大学教务处 2015 年 10 月 15 日印



二、教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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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通大教〔2009〕76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我校课程考核管理，树立优良教风和学风，维护正常教学秩

序，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各学院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长全面负责本学院课程考核工作，教务处

实施监督检查。
第二章 考核资格审查

第三条 学生修读的课程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合格取得学分。无故不参加考
核，视为旷考，同时记载“旷考”，取消补考资格。

第四条 课程考核前，开课学院、学生所在学院应组织进行学生课程考核资
格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于考核前告知学生，无资格者不得参加课程考核。

第五条 未注册的学生无课程考核资格。
第六条 缺课累计超过某门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及以上者，不得参加该门

课程的总结性考核；某门课程缺交作业量超过总作业量的三分之一者，须补足作
业方可参加该门课程的总结性考核。

第七条 因故不能参加课程考核者，须事先向学生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
经分管院长审核批准，可以参加下一学期开学初学校安排的补考。

第八条 课程考核资格由开课学院、学生所在学院分管院长组织审定，并报
教务处备案。

第三章 试卷编制
第九条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考试是学校对学生学业成绩进

行阶段性或总结性考核的一种形式，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学位
考试等。方式有口试、笔试、操作考试等。考试的安排、方式的选择和内容的设
计，要能促进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
考查是学校用一定标准检查衡量学生学业成绩的一种形式。包括平时考查和总结
性考查。平时考查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平时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情况，督促
学生及时复习，形成认真学习的态度和习惯。平时考查常用的方法有日常观察、
检查课外作业、课堂提问、书面测验、实践性作业等。总结性考核的目的，是在
学期末、学年末或一门课程结束时，检查学生掌握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深度和广
度。不考试的课程一般都要进行总结性考查。总结性考查常用的方法有课堂讨论、
书面测验、实践性作业、做学习总结等。总结性考查后要评定学生的成绩。

课程考核的方式由各学院根据课程性质和要求确定，并在教学计划中注明，
无特殊情况不得变动。

第十条 命题应以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既要重视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
握程度，也要注意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难易程度
和份量适当。应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教考分离。

第十一条 对考试课程，应在考试前拟制（或从试卷库、试题库中抽取）两
份或两份以上份量和难度相同的试卷，注明各试题分值，并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
准。

第十二条 总结性课程考核的范围是该课程一学期的全部教学内容。如系连
续开设两个学期或两个学期以上的课程，前一学期或前几学期是考查，最后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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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是考试的，考试内容以最后一个学期的教学内容为主，可兼顾前一学期或几学
期的教学内容。

第十三条 毕业考试与学位课程考试的课程应为该专业主干课程，考试内容
不限于一学期。

第十四条 试题须经教研室认真讨论，教研室主任审核。同一门课程，原则
上实行统一考试（含补考）。统考试题的命题由教研室主任指定专人负责。

第十五条 凡课程考试所用试卷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后，由分管教学工作的院
长批准，未经审核批准的试卷不得用于考试。考查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内容，须经
教研室主任审核同意。

第十六条 考试前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学生透露试题内容或提示性信息。
第十七条 实验课考试(查)由理论和操作两部分组成，其操作考试部分必须有

考核实施方案，实验室主任审核，分管教学工作的院长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八条 术科课程的考试，由各学院组织命题小组命题、拟定评分原则与

标准，并组成考试组实施考试。
第十九条 确定用作正式考试的试卷，于考试前由分管院长指定人员统一送文印
室印制。试卷印制完成后由各学院指定人员于考试前一天到文印室领取，考试开
始前由监考教师在考场拆封。所有试卷采用统一格式。
第二十条 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均必须严格遵守《南通大学试卷保密要求》。

第四章 考核成绩评定
第二十一条 考试课程的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查课程的成绩按五级记分制

评定。各门课程成绩的评定比例，由开课学院结合课程教学特点确定。
第二十二条 学生经课程考核，成绩及格，可获得规定学分；成绩不及格的，

不能获得学分。
第二十三条 采用绩点制反映考核成绩的优劣，考核成绩与绩点的关系为：
五级记分 绩点 百分记分 绩点
优秀 4.5 90－100 4.0－5.0
良好 3.5 80－89 3.0－3.9
中等 2.5 70－79 2.0－2.9
及格 1.5 60－69 1.0－1.9
不及格 0 <60 0
第二十四条 凡因考核成绩不及格（含重新学习课程）而参加补考的，其补

考成绩按实际得分记载。补考成绩在及格及以上的，其绩点五级记分的记为 1.5，
百分记分的记为 1.0；补考成绩不及格的，其绩点仍记为 0。

第二十五条 学生因故不能按时参加课程考核的，一般需在考核前一天提出
缓考申请，由学生所在学院审批，教务处备案。缓考成绩的评定与正式考核相同。

第五章 考试组织
第二十六条 期末考试、补考、重新学习课程的考试日程由学生所在学院与

开课学院协商一致，根据学校要求作出安排，教务处统一协调后公布；学期中途
结束的课程，其考试时间由开课学院确定，报教务处备案。考试日程一经确定，
各学院和任课教师均不得随意变动，特殊情况需变动的由教务处决定。考查课程
的考核日程由各学院安排，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七条 期末停课复习考试期间，原则上安排 3—5 门课程（一般为必修
课、主干课）进行考试。口试、面试一律在停课复习前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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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条 考试时间规定为 120 分钟，实验理论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少数
特殊课程需延长考试时间的，须征得分管院长同意，并经教务处批准。口试的准
备时间、口答时间由各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二十



者，由原任课教师填写成绩更正单，分管院长签字，经教务处审查同意后方可改



1.翻看不允许带入考场的书籍、笔记、资料或夹带与考试有关的文字及图片
资料等；

2.在考场内使用手机、快译通、电子字典和商务通等通讯工具及存储设备；
3.携带各类考试作弊专用器材、设备进入考场；
4．请他人代考或代他人考试；
5.涂改他人试卷姓名占为己有；
6.考前以非正当手段取得试卷或考后以非正当手段涂改答卷；
7.组织团伙作弊；
8.其他经监考教师、学院、教务处认定的严重作弊行为。

第九章 考试违纪认定与处理程序
第四十七条 监考人员在考试过程中发现考生有违反考试纪律、作弊行为的，

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并如实记录、取证；对考生用于作弊的材料、工具等，应予暂
扣。

第四十八条 凡有严重违反考试纪律、作弊行为的，在确认无误后，应立即
终止考生的考试，并令其离开考场。

第四十九条 考生违规记录作为认定考生违规事实的依据，应当由两名以上
（含两名）监考人员或者考场巡视人员签字确认。

第五十条 考试工作人员应当向违纪考生告知违规记录的内容，对暂扣的考
生物品填写收据。

第五十一条 考试结束后，应立即对考试违纪、考试作弊者进行调查处理，
学生所在学院审核有关材料后，认定违纪、作弊性质，确定处分等级，责成学生
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并对其进行教育，材料报教务处，由教务处复审、认定后，按
规定作出处理决定。

第十章 考试违纪处理
第五十二条 凡违反考试纪律者，由各学院进行通报批评；严重违反考试纪

律，给予记过及以下处分。
第五十三条 凡考试作弊者，给予记过处分；认识不到位，态度恶劣的，给

予留校察处分。
第五十四条 考试严重作弊的，给予留校察看处分。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

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及考试作弊专用器材和设备作弊的，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

第五十五条 凡严重违反考试纪律、考试作弊以及考试严重作弊的，该门课
程的考核成绩无效，并不得参加补考。

第五十六条 对平时测验、课程考查以及学生在校期间参加的其他各类考试
中的违纪和作弊行为，均按上述规定处理。

第十一章 附 则
第五十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五十八条 《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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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教学课务管理规定通大处教〔2015〕93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课务管理工作，稳定教学秩序，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

管理要点》（教高司〔1998〕33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课务管理是指学期人才培养计划执行、教学任务下达、课表编排、

调停课处理及教学场地使用调度的整个过程管理。课务管理是高校教学运行管理
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三条 课务管理由教务处统筹、协调并组织各院（系）教学单位实施。课

务管理工作实行校院（系）两级管理，分工明确，形成责权统一的分层管理运行
机制。

第四条 教务处负责制定学校课务管理的相关规章制度；负责教学任务下达、
课表编制、调停课的协调、审核等工作；负责全校教室资源的调度，全校课表运
行的检查等工作。

第五条 学院（系）负责本部门教学任务安排落实、编排课表和教师停调课
的管理和实施；负责本部门课表运行的实施和检查等。

第六条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做好课务管理的后勤保障工作。
第三章 人才培养计划执行

第七条 人才培养计划是学校保证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文件，是
安排教学任务、组织教学过程的重要依据。人才培养计划公布后，必须严格执行，
其所列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学时、学分、开课学期等均不得随意改动。因
特殊原因确实需要进行调整的，必须按规定办理手续，教务处审批后方可变更。

第八条 制定开课计划时，由各学院（系）负责录入人才培养计划，并生成
相应学期教学任务。

第九条 安排教学任务时，须注意下列事项：
1．教务处制定每学期校历。每学期一般安排 19-20 周，学期的最后两周为

考试周，毕业班以及期末安排实践教学活动的班级，考试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调
整。

2．学期各周次教学任务必须规划均衡，安排科学合理，不得出现无教学安
排的周次或教学任务超负荷的周次。

3．设定课程学生人数，除考虑本专业、班级的正常人数，还应兼顾到后续、
免修、重新学习等学生人数。

4．制定开课任务，须严格按照人才培养计划，规范使用课程号、课程类别、
考核方式、学分、学时等。

5．各门课程的总学时、讲授学时、实验学时、实践学时等必须填写清楚，
不能互相矛盾。

第四章 课表编排
第十条 各学院(系)的开课任务经教务处审核后，由教务处教务科组织各学院

（系）编排课表。
第十一条 排课应遵循有利于学生素质全面发展，有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有利于劳逸结合、合理分配教学资源等原则。同时还须遵循下列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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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校性的选课由教务处统一安排，其它课程由各学院（系）教学秘书协
调安排。

2．根据课程的性质、类别等，按先后顺序进行排课，具体由教务处与各院
（系）协商后确定。

3．每周授课超过两次（含两次）的课程应间隔 1-2 天安排。
4．优先安排全日制在校本科生课表。
第十二条 独立记载学分的实验课及实践教学环节，排课时采用独立课程号。
第十三条 不独立记学分的实验、实践课程与其理论课程同号排课，开设时

间由任课教师与相关学院（系）及实验室协商安排。
第十四条 同一学期内开设具有先后关系的课程，应将先修课程安排在前，

后修课程安排在后。
第十五条 需要使用多媒体设备上课，任课教师可向所在学院（系）提出申

请，学院（系）按照学校多媒体教室资源酌情安排。
第十六条 任课教师须服从教学安排，课表一经排定，不得随意更改。
第十七条 课表编排一般在前一学期结束前完成。课表编排完成后，由教务

处向全校师生发布，并制作学校总课程表，各学院（系）负责通知到任课教师和
学生。

第五章 学生选课
第十八条 学生选课由教务处组织实施，各学院(系)协助。
第十九条 按照《选课须知》等相关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自主选课。
第二十条 兼顾规模与效益，选课人数未满 15 人的课程一般不予开设，特殊

情况须由开课院（系）提出申请，教务处审批。
第六章 调课与停课

第二十一条 课表是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计划，包括上课的教师、时间、地
点和起止周次等重要信息。课表排定后，一般不得随意变更，因人才培养方案的
临时调整需变更课表的，须由学院（系）提出申请，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二条 教师因病或因公短期不能上课的，可由教师所在学院（系）临
时安排其他教师代课，并填写《南通大学教学任务调整申请报告》。如果没有合
适人员代课，应向教务处申请办理停课手续，补课方案由任课教师与学生商定，
报所在学院(系)。

第二十三条 课表排定公布后，任课教师不得再提出关于排课时间、地点的
更改要求。如有特殊原因需要调课的，教师本人需填写《南通大学调课申请单》，
一学期调课两次（含两次）以下者，由学院（系）审批；三次及以上者由学院（系）
审核，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四条 每学期第一、二周原则上不予调课，如必须调课，由学院(系)
审核，教务处审批。

第二十五条 调课申请单必须如实填写，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教务处审批，
一式两份，一份教务处教务科留存，一份教师所在学院（系）留存。经审批同意
调课或停课后，由任课教师本人负责通知相关的学生和管理工作人员。

第二十六条 办理教师调课、停课审批手续时，学院（系）教学院长应严格
审核，避免理由不充分或影响面大的调课或停课。

第二十七条 对未按规定和程序办理手续，擅自停课、调课者，按南通大学
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进行处理。

第二十八条 遇校内外重大活动必须调课或停课时，由教务处根据学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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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统一安排，并通知到各学院（系），学院（系）通知相关教师和学生。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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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考勤管理办法通大处教〔2015〕90 号

为规范学生考勤管理，建立、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创建优良校风，根据《普
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 21 号）以及《南通大学
学籍管理规定》（通大教〔2009〕75 号）等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学生出勤
第一条 学生应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学院（系）统一安排组织的

一切活动，不得随意缺席、迟到、早退，严格履行请假制度。
第二条 学生报到注册、上课、实验、实习、军训、社会实践、毕业设计（论

文）、课程设计、课程考核以及其它集体活动（如政治学习、听报告、运动会、
参观、社会调查、班会等）都应进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事先请假，特
殊情况应于事后及时补假。

第三条 节假日，学生须按规定时间及时返校。
二、考勤办法
第四条 学生考勤工作由各学院（系）全面负责。学生每天的考勤由班主任

指定的学生干部负责。考勤负责人必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考勤
工作。

第五条 非选修课以及各类班级集体活动，由班级考勤负责人直接统计，并
由任课教师或活动负责人签字；专业选修课、实验、实习、见习等分组进行的教
学活动，由指定的组长负责统计并报班级考勤负责人汇总；公共选修课由教师采
用点



在院(系)，并转告任课教师。
第十四条 《南通大学学生请假单》及相关附件材料统一由学院（系）保存

备案。
四、旷课的处理
第十五条 学生未履行请假手续而不按时回校注册，或不按时参加教学计划

规定的以及学校、学院（系）统一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或在节假日期间擅自提
前离校、推迟返校者均以旷课论处。

第十六条 学生请假期满，必须及时到学院（系）销假，否则按旷课论处。
需延长请假时间者，应重新办理请假手续，如本人确不能亲自办理，可委托他人
代办。无正当理由擅自超假，以及虽有特殊情况但事后未补假者，一律以旷课论
处。

第十七条 授课时间内，学生旷课一天，按实际授课时数计；集中活动（实
习、见习、生产劳动、社会实践、军训、形势教育、政治学习及规定参加的会议
等活动）旷课一天，按每天四学时计；迟到或早退三次按旷课一学时计。

第十八条 各学院（系）应对学生班级考勤情况进行随机抽查。辅导员、班
主任应及时了解学生出勤情况，督促学生干部做好考勤工作，同时具体负责对违
反考勤规定的学生进行教育和处理。

第十九条 对于旷课的学生，视情节按《南通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南
通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等相关文件、规
定进行处理。

五、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适用于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由

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原《南通大学学生考勤办法》（通大处教〔2005〕78 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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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证、校徽管理办法通大处教〔2015〕91 号

学生证和校徽是我校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的身份证明与标志。为使学生正确使
用和妥善保管学生证和校徽，维护学生证和校徽的严肃性，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校徽是我校学生的标志，新生入学报到时，领取校徽。学生证是证明我
校在籍学生身份的证件，新生入学复查合格取得学籍者，学校发给学生证。

二、学生证内芯不能由学生本人随意填写。为保证规范性和统一性，学生证
内芯栏目各内容须符合规定的格式和要求，由各学院（系）指定专人负责填写。

三、每学期初，学生按学校规定缴清相关费用后持学生证到所在学院（系）
办理注册手续，学生证加盖注册章后方为有效。

四、学生证和校徽只限学生本人使用，学生应珍惜、爱护，注意妥善保管，
不得转借、抵押或擅自涂改。因转借、抵押或冒用他人学生证、校徽造成不良后
果者，将追究当事人责任，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的处理。

五、学生证除证明学生身份外，家庭和学校不在同一地区的学生，按国家规
定还可享受每年寒暑假往返四个单程火车票优惠待遇。学生应如实填写距离家庭
所在地最近、最方便的一个火车站名，父母分居，只能选择一方填写。火车票优
惠卡由学生工作处统一办理。

六、如因家庭地址变更需要更改乘车区间时，必须由学生家长工作单位或家
庭所在地派出所出具证明，交所在学院（系）集中办理。

七、学生如将学生证遗失或损坏，可以到所在学院（系）申请补领。已丢失
的学生证，在补领后又找回者，应立即到学院（系）核销。学生不得在申请补发
过程中弄虚作假，严禁一人多证。学生如将校徽丢失，一般不予补发，特殊需要，
可向所在学院（系）申请补领。补发学生证、校徽、火车票优惠卡须按规定缴纳
一定的费用。

八、学生学籍发生变化，可向所在学院（系）申请换领学生证。
九、学生毕业、结业、肄业、转学、退学或开除学籍等原因办理离校手续时，

须将学生证交回学校或加盖注销章后由学生留作纪念。
十、拾到学生证或校徽，应及时交给学校教务部门或保卫部门。发现非法利

用我校学生证或校徽行为者，应立即报告学校保卫部门。
十一、本办法由教务处、学生工作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南

通大学学生证、校徽、火车票优惠卡管理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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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参加国际（境外）交流项目学分认定办法（暂

行）通大处教〔2015〕91 号

各学院（系、室、所）、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为规范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赴境外学习管理工作，做好学

分认定和成绩转换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
参加我校与国外友好学校、单位组织的国际交流项目赴境外学习、社会实践

等全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二、学籍管理
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其学籍性质不变。
三、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范围
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课程范围为交流项目的课程或实践环节。
四、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原则
1．学分学时对应关系：12-18 学时对应 1 学分。
2．学分替换要求:学生境外修读的课程学分，是以具体课程为目标的替换原

则。大于或等于对应课程学分，可直接认定；大于 1 学分以内的学分不再累计替
换；学分低于相应课程 1 学分以内的（含 1 学分），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处审
核后，方可替代。

3．课程内容要求：
（1）学生境外修读的专业必修课程，与我校专业必修课程相同或相近的（课

程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 60%），按专业必修课认定；
（2）学生境外修读的专业课程，在我校无对应课程时，按专业选修课程认

定；
（3）学生境外修读的非专业课程，按公共选修课认定。
（4）四年级学生在外学习，可在交流学校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及论文答

辩，回校后上交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有交流学校指导教师签名，同时附有交流
学校组织的论文答辩成绩及相关评定资料；如所在交流学校无毕业论文（设计）
及论文答辩环节，则交流学生需向所在学院提交毕业论文（设计），并回校进行
论文答辩。

4. 学分认定须于学生出境前根据具体项目的培养方案办理完成。
五、成绩处理
1.学生境外实际修读的课程名称、学分、成绩、课程性质按认定的记载。境

外学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加盖学院成绩管理专用章后由教务处存档。
2.成绩记载
（1）对方成绩采用百分制，则直接记载；
（2）对方成绩以 A、B、C、D、E 五级记分制，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记载：

境外高校成绩 A B C D E

176



百分制成绩 95 85 75 65 55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

好
中

等
及格

不 及
格

（3）对方成绩以 A+AA-、B+BB-、C+CC-、D+DD-记载，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
后记载：

（4）对方成绩采用二级制记载，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记载：

境外高校成绩标准 合格 不合格

百分制记载 85 50
二级制记载 良好 不及格

（5）以上为通用条款，如遇对方学校有特殊记分标准的，由教务处、国际
合作与交流处会商认定。

六、课程补修
国际交流项目结束后需补修的课程，可采用以下处理方法：
1.回校当前学期未进行考核的课程，于考核前一周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经

批准后参加相关课程的考核。
2.回校随下次课程修读。
七、其它事宜
1.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国际课程实验班学生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参照本办

法执行。
2.本办法颁布之日起执行。
3.本办法由教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境外高校成绩
A

A+
A

A
A

A-
B

B+
B

B
B

B-
C

C+
C

C
C

C-
D

D+
D

D
D

D-
E

E+
D

E

百分制成绩
9

99
9

95
9

90
8

89
8

85
8

80
7

79
7

75
7

70
6

69
6

65
6

60
5

50
4

40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 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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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室使用管理规定通大处教〔2015〕89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教室是进行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为保证教室的整洁、优美，保障

良好的教学秩序，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教室是指我校除实验室、机房及各二级教学单位单独管

理的专用教室以外的所有教室。各二级教学单位所属专用教室可参照本管理规定
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管理。

第二章 教室使用管理
第三条 教务处负责学校教室的统筹管理和使用分配、调度等工作。
第四条 学校不单独设立专门自习教室。在保证正常教学任务的前提下，教

室每天向学生开放使用，同时安排部分教室作为通宵自习教室。
第五条 举办各类活动借用教室，须填写《教室使用申请单》，教务处负责审

核批准。相关部门、校级社团组织借用教室，部门审核盖章后到学校教务处办理
审批手续。院（系）及院（系）级学生社团组织、专业班级使用教室举办活动，
由所属院（系）提出申请，办理相关手续，经教务处审批同意后予以安排使用。

第六条 借用教室如需使用多媒体设备，须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信息化工
作办公室）审批，详见《课外活动使用多媒体教室设备管理规定》（通大教技〔2005〕
1 号）。

第七条 非学校计划开设的各类培训班等活动使用教室，活动组织部门须提
前一周将相关批复文件、课表及《教室使用申请单》等材料报送教务处，由教务
处统筹安排，统一审批。需要学校保卫处等部门配合管理的，由活动组织部门凭
借《教室使用申请单》等材料进行沟通和协调。

第八条 严禁在教室内进行各种非法集会、邪教宣传、传销等活动。
第九条 使用教室，必须保持室内环境整洁和各种设施完好，禁止喧闹，使

用完毕后，需经教室管理人员验收。
第十条 教室是学校固有资产，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更改教

室使用用途，不得擅自使用教室。
第十一条 未经许可，校外人员不得私自进入教室上课、听课或自习。相关

管理部门或师生如发现有此类情况，应劝其离开，对于不服从管理者，及时报保
卫部门。

第三章 教室维护管理
第十二条 后勤部门负责教室的环境卫生、安全管理、设施维护、教具供应

等工作，并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明确责任。
第十三条 后勤部门负责安排专人定期检查教室内的设施，包括：桌椅、讲

台、黑板、门窗、墙面、灯具、电扇及电源线路等，确保教室的正常使用。对于
自然损坏的设施，及时进行维修或更换；对于人为损坏和丢失的情况，须追究相
关单位和责任人责任，确定赔偿数额，并及时组织维修或补充。

第十四条 教室内的设施不得随意挪作它用或搬出教室，一经发现严肃处理，
并追究相关单位或责任人教学事故责任。

第十五条 教室内严禁违章用电，注意防火、防盗，防止各类危害生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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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事故发生。
第四章 多媒体教室设备管理
第十六条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负责多媒体教室多媒体

设备的维修、维护及保养，详见《南通ྉⴲ倀鱐多媒体教室设备



南通大学学生学籍管理规定通大教〔2009〕75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保障学生身心健康，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全面发展，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
理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校实行学分制管理制度。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第二章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2.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参加校内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
3.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4.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

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5.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

对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
讼。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五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2.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3.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业。
4.按规定缴纳学费及有关费用，履行获得贷学金及助学金的相应义务。
5.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尊敬师长，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新生入学
第六条 按国家招生规定录取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和学校规定的有关证件，

按期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因故不能按期入学者，应于报到日期前书面向学校招生
办公室请假，并附户口所在街道、乡镇证明，因病请假的须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
疗机构的证明。假期一般不得超过两周。未请假或请假逾期，以旷课论，超过两
周未报到者，除因不可抗力等正当事由以外，视为自动放弃入学资格。

第七条 新生入学后，学校在三个月内按照国家招生规定对其进行复查。对
复查合格者予以注册，学生取得学籍。对复查不合格者，由学校根据不同情况予
以处理，直至取消入学资格。

凡弄虚作假、徇私舞弊取得学籍者，一经查实，取消其学籍。情节恶劣者，
报请有关部门查处。

第八条 对患有疾病不能坚持学习的新生，应办理相关手续。
1.经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医院(下同)诊断不宜在校学习者，可以保留

入学资格一年，离校回家治疗。保留入学资格者不具有学籍，离校治疗期间，医
疗等费用不享受在籍学生待遇。在保留入学资格期内经治疗康复者，应于下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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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学前向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由学校指定医院诊断。符合入学健康标准，并经
学校复查合格者，可重新办理入学手续。

2.符合入学健康标准，但不符合专业健康要求者，可转入学校指定的相同学
制的专业学习。

3.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四章 注册与请假
第九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到所在学院报到，办理注册手

续。
1.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

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贷
款或获得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

2.因故不能按时到校报到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假满后须持有关证明销假
并补办注册手续。

3.须经注册方可获得在校继续学习的资格。未经批准，逾期两周不注册者按
退学处理，取消其学籍。

第十条 学生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不能按时参加
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作旷
课处理。

1.因病请假，须持学校医务部门证明。
2.因事请假，须持书面申请及有关证明。
3.请假两周内（含两周）由学生所在学院审批，超过两周，由教务处审批。
4.学生参加校外实习等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活动期间，办理请假手续时，必

须征得指导教师或所在实习单位同意。
第五章 学制与修业年限
第十一条 学分制是一种以学分计算学习量，以绩点衡量学习质量，以平均

学分绩点来监控学习过程，赋予学生一定的学习自主权，实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和
灵活的过程管理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其主要内涵是：

1.以学分作为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单位。
2.修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分方可毕业。
3.在修业年限内，学生可根据自身条件在一定范围内自主分配接受教育的时

间。学生按照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提前学完规定的课程，取得规定的学分，
并达到规定的学分绩点要求，可提前获得毕业资格。

第十二条 学校规定基本学程和最长修业年限。专科基本学程为 3 年，最长
修业年限可延长至 6 年。本科基本学程按照专业类别分别为 4 年或 5 年，最长修
业年限可相应延长至 8 年或 9 年。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修业年限。不论修
业年限长短，毕业时专科学制都为三年，本科学制都为四年或五年。

第六章 分流培养与辅修
第十三条 根据培养目标要求，对实行大类招生的专业，分别在不同阶段制

订个性化的课程教学计划，实行分流培养。
第十四条 分流培养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分流在基本完成基础课程学习后

进行，学生可以根据具体要求和条件，在一定范围内选择所学专业；第二次分流
在基本完成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后进行，学生可以根据要求和条件，根据自身的实
际，选定专业方向；第三次分流在基本完成专业课程学习后，选择应用型后期课
程或选择专业领域提高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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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学校制订实施细则，对分流培养方案的实施作出具体规定。
第十六条 学校实施辅修制度。根据辅修专业的基本要求，设置由专业基础

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组成的课程模块，总学分为 30～35 学分，学生按计划修读，
并参加课程考核。

第十七条 凡在第一、二学年中，其公共课程考核合格，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业课程平均学分绩点在 2.5 及以上的学生，可以提出辅修其他专业的申请，经学
生所在学院审核，教务处组织复审并批准后，取得辅修专业学习资格。

第十八条 辅修期间，已获得的辅修课程学分可冲抵公共选修课学分。辅修
期间受到学业警告者，学校终止该生的辅修资格。

第十九条 完成辅修课程的学习，考核合格，学校发给辅修专业证书，作为
学习经历和成绩的证明，但不作为学历证明，也不作为学位授予的条件。

第二十条 辅修费用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缴纳。
第七章 课程修读与考核
第二十一条 学生应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

(以下统称课程)的考核，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本人档案。
第二十二条 课程按修读方式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必修课是指根据专业培

养目标和规格要求，在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必须修读的课程；选修课是为改善学
生知识结构，强化技能训练，拓宽知识面，发展学生多方面智能而开设的各类课
程，学生可根据个人特长、志趣、爱好以及学习情况选修。根据专业培养要求，
选修课程可分为限定性选修课和任意选修课。学生应取得规定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学分。

第二十三条 学生的学习质量，采用计算学分绩点的方法来评定，其指标可
作为选拔优秀毕业生、授予荣誉称号、评定奖学金、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是否发
出学业警告等的依据。

第二十四条 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学年各类课程的学分比例。学生以教学
计划为依据,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〴㠸⁔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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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学生修读的课程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合格取得学分。无故不参
加考核，视为旷考，同时取消补考资格，并记载“旷考”。

第三十条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考试课程成绩以百分记，考查课程成
绩以五级（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记。五级记分制可按以下标准折
算为百分制：优秀－95 分、良好－85 分、中等－75 分、及格－65 分、不及格－
50 分。

第三十一条 课程考核的成绩根据《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中的
有关规定评定。

第三十二条 学生因故不能参加所学课程考核，可在考核前提出缓考申请，
由学生所在学院批准、教务处备案。

第三十三条 一学期中某门课程缺课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不得参加该门课程
考核；作业上交数少于三分之二者，必须补齐作业，方可参加该门课程考核。

第三十四条 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作弊，取消该课程考核成绩，并记载
“作弊”；同时取消补考资格，视其违纪或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纪
律处分。

第八章 免听与免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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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
第四十三条 重新学习的费用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缴纳。
第十章 休学与复学
第四十四条 休学一般以一年为期，连续不超过两年；休学次数不超过 2 次。
第四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休学。
1.因病经指定医院或我校医院诊断，须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 1/3

以上的；
2.在一学期内因故请假缺课超过该学期总学时 1/3 的；
3.因某种特殊原因，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的。
第四十六条 休学学生应当办理休学手续离校，学校保留其学籍。学生休学

期间，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
第四十七条 休学由本人填写申请表并附有关材料，所在学院同意，教务处

批准，办理休学手续，取得休学证明后执行。
第四十八条 学生休学期满，应于学期开学前持有关书面证明及相关材料向

所在学院申请，经学校复查合格、批准后办理复学手续。
第四十九条 学生复学后，编入原专业下一年级学习。原专业停止招生的，

学校可指定学生转入相同学制的相近专业学习。复学学生按编入年级的收费标准
缴纳有关费用。

第五十条 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保
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一年。

第十一章 退 学
第五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1.每学年结束时，本科学生累计获得学分与总学分之比第一学年少于 1/8（四

年制）或 1/9（五年制）的、第二学年少于 2/8 或 2/9 的、第三学年少于 3/8 或
3/9 的……（依此类推）；专科学生累计获得学分与总学分之比第一学年少于 1/6
的、第二学年少于 2/6 的……（依此类推）。

2.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3.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不符合复学要求。
4.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
5.未请假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或一学期内累计旷课 80 学时

及以上。
6.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
7.本人申请退学。
8.因其他原因，学校认定必须退学。
第五十二条 对学生的退学处理，报分管校长审核批准。对退学的学生，学

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交本人，同时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五十三条 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可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五十四条 退学学生按学校规定期限办理退学手续离校，档案、户口退回

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十二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五十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具体情况允许其转专业。
1.学生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并有相关材料证明已取得一定的学业成果，

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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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其它专业学习。
3.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或非本人原因，不转专业无法继续学习。
第五十六条 学生只能在原专业所属学科门类内选择转入专业，不得跨当年

招生录取大类；不得转入高于原录取批次的专业。
第五十七条 本科三年级（含三年级）以上学生，原则上不予考虑转专业；

无正当理由者，不予转专业。
第五十八条 学校对转专业学生实行学分制管理，转入前修读的课程与转入

专业课程完全相同的，其已获得学分有效。学生必须按照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
完成全部课程的修读，并获得学分，方可毕业，但不得超过学校规定的最长修业
年限。

第五十九条 学生在校内转专业，须由本人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家长
签字，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并提供学生成绩和在校期间表现的证明材料，由教务处
组织审核，报分管校长批准后，办理转入手续。

第六十条 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学生同意，必要时
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第六十一条 学生取得我校学籍后，一般应当在我校完成学业。如患病或者
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

第六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2.由招生时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专业）转入上一批次学校（专业）、

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3.招生时确定为定向、委托培养的；
4．应予退学的；
5.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六十三条 学生转学须由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家长签字，并提供相关证明

材料。学生申请在省内转学，由所在学院初审，学校审核，经拟转入学校同意，
报省教育厅批准，方可按规定办理转学手续；学生申请跨省转学，须由所在学院
初审，学校审核，报省教育厅批准，并发函向拟转入学校联系，转入学校同意后
报该校所在省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正式发文后，学生方可按规定办理转学手续。

第六十四条 转专业应于每学年开学前提出申请；转学应于每年 6 月和 11
月提出申请。其他时间不予受理。凡已办理过转学、转专业手续的学生，不得再
次申请转学、转专业。
第十三章 学业警告与降级修读

第六十五条 在校学生累计取得的学分数少于教学计划规定数 10 学分及以上
者，学校给予第一次学业警告。

第六十六条 在校学生累计取得的学分数少于教学计划规定数 20 学分及以上
者，学校给予第二次学业警告。

第六十七条 在校学生累计取得学分数少于教学计划规定数 25 分及以上者，
应予转入下一年级修读。

第六十八条 转入下一年级修读的手续，在每学年开学后三周内由学生所在
学院直接办理，教务处审批后执行。

第六十九条 转入下一年级修读的学生按转入年级的收费标准缴纳有关费
用。原已取得的课程（含实践环节）学分，予以承认。若下一年级无相同专业，
可安排转入相近专业学习，也可在征得学生本人和家长同意后作肄业处理。

185



第十四章 毕业、结业与肄业
第七十条 学生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规定的内容，德、智、体

达到毕业要求，准予毕业，学校发给毕业证书。
第七十一条 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毕业生，学校颁发学位证书。
第七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准予毕业。
1.学生在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

符合《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德、智、体等方面素质的要求；
2.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的学分；
3.大学英语、计算机公共课程不及格成绩可由省级或国家级考试成绩冲抵：
(1)在校期间在本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合格（或考试成绩 425

分及以上）可冲抵学校大学英语（1－4）不及格学分（成绩）；
(2)通过江苏省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考试或国家计算机等级考

试，成绩合格可冲抵相应计算机公共课程的不及格学分（成绩）。
第七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按结业处理，发给规章



南通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转专业实施办法通大教〔2014〕115 号

为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加大高素质人才培养力度，充分调动学生学习
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根据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江苏省教育厅
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专业工作管理的指导意见》和《南通大学学生学籍
管理规定》等有关文件，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基本原则
第一条 坚持以学生为本，促进学生健康发展，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培养创

新型人才，促进规范办学，维护教育公平。
第二条 注重个性发展，尊重学生的自主选择，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

性和积极性,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选择和发展的机会。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都可
以依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人生理想和职业志向，重新选择专业学习。

第三条 坚持公开、公平、公正、规范原则。转专业工作按照公布计划、公
开报名、公开考核、严格审核的流程进行。所有相关教师、管理人员及学生都必
须严格遵守规定程序和考核纪律，所有与转专业有关的行为都要以本办法为依
据，学校纪检监察部门全程参与，并接受群众的监督。

第二章 申请资格
第四条 申请转专业的学生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学习态度端正，能

与同学和睦相处。
第五条 在籍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可提出转专业申请：
1. 学生有特殊才能或兴趣爱好，转专业更能发挥其专长；
2. 入学后因患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需有学校指定医疗单位的检查证明），

或确有特殊困难（需学校认定），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仍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
3. 经学校认定无法继续在原专业完成学业，但尚能在其他专业学习者；
4. 其他符合转专业有关规定者。
第六条 学生属下列情形之一者，原则上不具有转专业申请资格：
1. 入学未满一学期者；
2．文科学生转入仅限招收理科学生的专业；
3．不同批次专业范围内申请转专业者；
4．中、高职与本科接轨项目相关专业学生；
5．在最长修业年限内，确已无法完成学业的；
6. 在校期间受过记过及以上处分；
7. 已修满教学计划规定总学分的三分之二及以上者；
8．招生时国家已有明确规定不能转专业的本专科学生，含定向生、国防生

等。艺术类、体育类等专业学生不得转入普通类专业。其他招生时有特殊要求的
提前批次录取本专科学生。

第三章 人数比例
第七条 各专业转出、转入学生总人数应根据专业师资队伍、教学设备等办

学基本条件确定，并进行总体比例控制和调节。
第八条 每个专业转出人数原则上不超过该专业总人数的 25%，同时应确保

转出后，原有专业学生数不低于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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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每个专业允许转入的人数原则上控制在该专业现有人数的 15%。
第十条 对上述控制比例，各学院可根据实际情况，制订相关办法进行调整，

经学校审核同意后执行。
第四章 操作程序
第十一条 转专业工作每学年第二学期集中办理，各学院成立工作小组负责

本学院的转专业工作。
第十二条 转专业工作按以下程序操作：
1．4 月上旬，各学院将当年各专业允许转出人数、转出审核办法和各专业

可接受转入学生人数、转入专业同年级学科基础课程以及转入考核方案报教务
处，经学校审批后在校内公布。

2．4 月下旬，受理转专业学生申请。每位学生可以选择报转一个专业，在
规定时间内交所在的学院，逾期不予受理。

3．5 月上旬，各学院对转专业申请进行审核，确定转出学生名单，并在学
院公示。公示后的名单报教务处汇总，并转交申请转入专业所在学院。

4. 5 月底前，各学院对申请转入学生进行考核，按择优录取的原则确定拟接
受名单，报教务处审核。

5. 6 月中旬，教务处进行复审，汇总拟批准转专业学生名单，报校长办公会
议审定后在学校公示，公示期三天。

第五章 学籍处理
第十三条 获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必须参加原专业当学期的期末考试，学期结

束时，如出现旷考、考试作弊以及其它不符合转专业情形者，取消其转专业的资
格。

第十四条 转专业学生原则上随原年级学习，但如学生未获得转入专业同年
级学科基础课程二分之一学分的，则须转入下一年级修读。

第十五条 学生转入下一年级学习后，可通过办理相关手续，自主选择课程
及学习进程，至每学期初，如按人才培养方案修读课程所获得的学分接近本专业
高一年级所规定的要求（不多于 3 门课程或不大于 6 学分未修读），学生可申请
转入高一年级修读。

第十六条 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生必须按转入专业的培养计划完成学业，凡
需要补修的课程，按照学籍管理相关要求办理。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均按转
入专业的要求审核，学费收费标准按转入专业的标准执行。

第十七条 学生转入新专业的第一学期应当完成前修课程的认定。在原专业
修读的相近课程经转入学院审核同意并报教务处审定后可以充抵新专业的课程
学分，凡不符合转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及学分，可作为公共选修课记
入学分。

第十八条 转专业学生的学籍异动手续由教务处根据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统一办理。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如因国家及江苏省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政策调整，出

现不符合上级规定情形，则根据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相关政策进行相应调整。
第二十条 各学院应根据本办法，制订本学院转专业工作的实施细则，并报

学校审批后执行。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 2014 年 10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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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通大学位〔2009〕8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
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本科生符合下列条件可授予其学士学位：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2．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的

学分，经审核准予毕业；
3．较好地掌握本学科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毕业设计（论文）

或其他实践环节达到学校规定的要求，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
作的初步能力。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授予学士学位：
1．有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经教育仍不悔改；
2．在籍期间，受留校察看及以上处分；或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被有关

执法机关追究过刑事责任；或被处以行政拘留及以上处罚；
3．在规定的修业年限内，未修完教学计划中规定的课程，未取得规定的学

分，不具备毕业资格；
4．外语、计算机考试成绩未达到学校规定的要求；
5．学位课程的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 2.0（不四舍五入）；
6．因其他问题，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不能授予学士学位。
三、学士学位申请与评定
1．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均需填写《申请学士学位登记表》；
2．各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士学位授予条件，对学生的德、智、体、

美诸方面情况进行审核，提出评定意见；
3．教务处复核，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通过。
四、学士学位补授
学生因学习成绩方面的原因，毕业（结业）时未获得学士学位，在毕业（结

业）之日起一年内可申请回校重新学习、考试，符合学士学位授予条件者，经本
人申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通过，可延期授予学士学位，学位证书中日期按颁
发日期填写。

五、学士学位证书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章、颁发，自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作出决定之日起生效。

六、本办法适用于南通大学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学生。
七、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管理的职能部门为教务处。
八、本办法自 2009 年 9 月 1 日起执行，通大学位〔2005〕9 号、通大处教

〔2005〕74 号文同时废止。
九、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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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参加国际（境外）交流项目学分认定办法通

大〔2013〕38 号

各学院（系、室、所）、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为规范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参加国际交流项目赴境外学习管理工作，做好学分认
定和成绩转换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适用对象
参加我校与国外友好学校、单位组织的国际交流项目赴境外学习、社会实践等全
日制在校本科学生。
二、学籍管理
学生在境外学习期间，其学籍性质不变。
三、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范围
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课程范围为交流项目的课程或实践环节。
四、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的原则
1．学分学时对应关系：12-18 学时对应 1 学分。
2．学分替换要求:学生境外修读的课程学分，是以具体课程为目标的替换原则。
大于或等于对应课程学分，可直接认定；大于 1 学分以内的学分不再累计替换；
学分低于相应课程 1 学分以内的（含 1 学分），经所在学院认定，教务处审核后，
方可替代。
3．课程内容要求：
（1）学生境外修读的专业必修课程，与我校专业必修课程相同或相近的（课程
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比率高于 60%），按专业必修课认定；
（2）学生境外修读的专业课程，在我校无对应课程时，按专业选修课程认定；
（3）学生境外修读的非专业课程，按公共选修课认定。
（4）四年级学生在外学习，可在交流学校完成毕业论文（设计）及论文答辩，
回校后上交毕业论文（设计）必须有交流学校指导教师签名，同时附有交流学校
组织的论文答辩成绩及相关评定资料；如所在交流学校无毕业论文（设计）及论
文答辩环节，则交流学生需向所在学院提交毕业论文（设计），并回校进行论文
答辩。
4. 学分认定须于学生出境前根据具体项目的培养方案办理完成。
五、成绩处理
1.学生境外实际修读的课程名称、学分、成绩、课程性质按认定的记载。境外学
校提供的成绩单原件加盖学院成绩管理专用章后由教务处存档。
2.成绩记载
（1）对方成绩采用百分制，则直接记载；
（2）对方成绩以 A、B、C、D、E 五级记分制，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记载：
境外高校成绩 A B C D E
百分制成绩 95 85 75 65 55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190



（3）对方成绩以 A+AA-、B+BB-、C+CC-、D+DD-记载，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记
载：
境外高校成绩 AA+AA AA- BB+ BB BB- CC+ CC CC- DD+DD DD- EE+ DE
百分制成绩 999 995 990 889 885 880 779 775 770 669 665 660 550 440
五级制成绩 优秀 良好 中等 及格 不及格
（4）对方成绩采用二级制记载，则按照以下标准转换后记载：
境外高校成绩标准 合格 不合格
百分制记载 85 50
二级制记载 良好 不及格
（5）以上为通用条款，如遇对方学校有特殊记分标准的，由教务处、国际合作
与交流处会商认定。
六、课程补修
国际交流项目结束后需补修的课程，可采用以下处理方法：
1.回校当前学期未进行考核的课程，于考核前一周向所在学院提出申请，经批准
后参加相关课程的考核。
2.回校随下次课程修读。
七、其它事宜
1.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国际课程实验班学生学分认定和成绩转换参照本办法执
行。
2.本办法颁布之日起执行。
3.本办法由教务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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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国务院学位委员会[88]学位字 012 号《关于授予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
学士学位暂行规定》精神，参照我校全日制本科生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的有关规定，
特制定本办法。

一、对我校成人高等教育培养的本科毕业生,凡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
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三条规定，并满足下列条件，可授予学士学位。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遵守法律，遵守校纪校规。
2.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技能，各科成绩和毕业论文达

到本科教学计划规定的各项要求。
3.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
4.在校学习期间，参加省学位办组织的成人学位英语考试，达到规定成绩要

求，或在毕业年份之前的六年内通过大学英语四级考试并取得合格证书。（2005
年 6 月之后取得的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不再与免试挂钩，日语等级证书也不与
免试挂钩）。

二、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成人高等教育本科毕业生，不授予学士学位：
1.不符合申请条件的。
2.有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行，经教育仍不悔改的。
3.在校学习期间受过记过处分，且未撤消的；在校学习期间受留校察看及以

上处分的；因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治安条例，被有关执法机关追究过刑事责
任的；被处以行政拘留及以上处罚的。

4.在校学习期间，高中起点的本科毕业生累计有五门次(含五门次)以上考试
课程补考的；专科起点的本科毕业生累计有三门次(含三门次)以上考试课程补考
的。

5.在校期间因考试作弊受到处分的。
6.毕业论文(毕业设计)未能一次通过的。
7.留级的。
8.医学类学员学习成绩总评低于 70 分的（毕业考试成绩占 40%，其它各门

课程考试成绩占 60%）。
9.完成学业时间超过原定学制二分之一以上年限的。
三、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不予补授。
四、学士学位的申请与评定：
1.毕业生本人申请。拟申请学士学位的毕业生须在毕业前二个月填写《南通

大学继续教育本科学员学士学位申报审批表》，报送办学单位。
2.办学单位推荐。办学单位根据本办法规定的授予条件对申请者学习期间的

学业情况、政治思想表现等方面进行初审后，推荐符合条件的申请者名单。
3.继续教育学院对申请者进行资格审查。经核查确认后将名单及有关材料交

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
4.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评定。相关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根据学士学位授予

条例，对申请者的材料进行审核，根据审核情况签署评定意见。
5.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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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士学位证书由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章、颁发，自学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六、继续教育学院具体负责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
七、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继续教育学院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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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实验室开放管理办法

实验室是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重要课堂，是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
神与实践能力的主要基地。为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逐步形成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新机制，规范有序地做好实验室开
放工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第一条实行实验室开放是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提高实验室利用率的有效措

施。同时，实验室开放能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是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内
容。全校各类实验室要在完成计划内教学、科研任务的前提下，充分挖掘人、财、
物、信息等资源潜力，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开放，并逐步扩大实验室开放面和增
加开放时间，不断充实开放内涵。

第二条实验室开放贯彻“面向全体、因材施教、形式多样”的指导原则，重
在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二、形式与要求
第三条实验室开放的形式应满足各年级和多层次学生学习的要求，采取以学

生为主体、教师启发指导的实验教学模式。主要形式有：
1．开放预约实验。实验室将开设的实验项目向学生公布，学生可根据修读

课程的要求，通过预约，利用课内外时间独立完成实验。
2．自选命题实验。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设想自行命题或根据实验室提

出的实验项目指南，利用实验室提供的仪器设备条件，自主设计实验方案，自主
开展实验研究。

3．课外科技活动。学生利用课外时间和实验室条件，开展小发明、小制作、
小论文的研究工作；在教师指导下，开展新技术开发、实验项目和实验技术开发、
发明创造等创新活动。

4．参加项目研究。优秀学生进入教师的科研项目组，参与科学研究、科技
开发活动，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实验条件和实验指导。

第四条实验室开放的时间应保证学生有一定的选择余地，一般可采用全天开
放、预约开放、阶段开放、定期开放等方式。

第五条实验室开放的对象、范围应根据教学计划安排、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及
实验室功能、条件确定。有条件的实验室要向全校师生全面开放。

第六条开放实验的内容应根据教学任务安排和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确定，包
括：课内实验；课外研究性学习、小发明、小制作、小论文等科技活动实验。提
倡学生自拟实验课题，鼓励学生把实验探索与科学研究、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七条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加快实验教学和实验室管理信息平台建
设，创造条件实现网上预约、网上预习、网上虚拟实验等辅助实验教学和智能化
管理，拓展实验室开放空间，实现网络化、规范化管理。

第八条各教学实验中心和各类实验室要建立健全适合本单位实际的实验室
开放实施细则，建立健全开放实验教学质量监控机制，严格开放实验教学考核，
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三、组织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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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实验室开放工作在分管校长的领导下，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组织和
协调，各学院（系、中心）分管实验教学的院长（主任）直接领导实验室开放工
作，实验中心（室）主任负责具体实施。

第十条学校将在条件建设和政策机制等方面支持实验室开放工作，制定有效
措施和激励政策，保证和促进实验室开放工作可持续、协调发展。学校将把实验
室开放纳入学院目标管理和教学工作评估的范畴，把实验室开放范围、水平和质
量作为学院考核的重要指标。学校定期对实验室开放情况进行检查、考核，围绕
实验室开放工作安排进修、培训，组织交流、学习，加强实验队伍建设。

第十一条各实验室应本着实验教学改革的精神积极开展实验室开放工作，并
根据自身条件设计一定数量、切实可行的、具有创新意义的命题实验项目，向学
生公布以供选择。

第十二条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应将实验室开放作为重要的工作职责，切
实做好开放实验的各项准备工作，严格安全监督和管理，加强开放过程管理，努
力提高实验室开放成效。

第十三条各开放实验室应根据预约学生人数的多少和实验内容提前做好各
项准备工作，并配备一定数量的指导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在开放过程中，指导
教师应注重加强对学生实验素质、实验技能、创新思维方法和严谨的科学态度等
方面的培养，并做好开放情况的记录和实验室安全工作。

四、学生管理要求
第十四条学生进入实验室前，必须按规定向实验室报名预约，经实验室核准

安排实验。
第十五条学生使用大型贵重仪器设备前应先接受培训，取得上机资格后方能

操作。
第十六条学生在进行开放实验前，必须进行充分预习，认真熟悉实验内容，

仔细拟定实验方案，并经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学生进入实验室，必须严格遵守实
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注意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在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实验和科
学研究活动。

五、学生成绩评定
第十七条参加课内开放预约实验学生的考核和成绩评定按实验教学大纲要

求进行。
第十八条参加自选命题实验的学生应从实验方案、实验方法、实验过程、实

验结果等多方面进行认真分析论证，归纳总结实验项目的创新设计思想、收获与
体会，向实验室提交实验报告。实验室组织教师采取演示、面试、论证等方式进
行成绩评定。

第十九条开展课外科技活动的学生应在项目完成时撰写技术总结报告，参加
教师科研项目的学生应提交阶段性研究报告或工作总结报告、项目组负责人评价
意见，视项目来源可由学校、学院或实验中心（室）组织教师组进行鉴定、验收
和成绩评定。

第二十条学生自选命题的实验报告、课外科技活动的技术总结报告和参加科
研项目的研究报告或工作总结报告应由实验中心（室）归档。

六、附则
第二十一条实验室开放活动中，指导教师的工作量核定、学生的学分认定和

成绩登记按学校的有关办法执行。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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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申请学士学位有关要求通大处教〔2005〕

74 号

根据《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办法》和本校实际情况，对全
日制本科学生申请学士学位的外语考试成绩、计算机考试成绩以及学位课程的平
均学分绩点等提出如下要求：
一、外语考试成绩要求

（一）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CET4）成绩记分方法变化之后，学生考试成
绩一律按比例折算成百分制成绩，计算公式为：百分制成绩=考试成绩×100/710
（注：425 分即记为百分制 60 分）。
（二）从 2006 届毕业生起，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其外语成绩必须达到如下要求：
1.艺术类、体育类专业：CET4 考试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或英语综合成绩（CET4
考试百分制成绩占 50%，校内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占 50%）达到 50 分。
2.英语各专业：2006 届、2007 届毕业生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达到 45 分，2008
届及以后的毕业生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达到 50 分。
3.日语各专业：2006 届、2007 届毕业生日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达到 45 分，2008
届及以后的毕业生日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达到 50 分；或通过日本语能力测试（一
级）。
4.其他专业：CET4 考试百分制成绩达到 60 分，或英语综合成绩（CET4 考试百分
制成绩占 50%，校内大学英语四级成绩占 50%）2006 届、2007 届毕业生达到 55
分、2008 届及以后的毕业生达到 60 分。
二、计算机考试成绩要求

（一）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申请学士学位，其江苏省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
考试水平必须达到如下要求：
2007 届及以后的毕业生，申请授予哲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医学
等学士学位者通过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申请授予理学、工学、经济学、
管理学等学士学位者通过江苏省计算机等级考试二级。

（二）未取得上述相应合格证书的学生，毕业前可以参加由学校组织的计算
机学位课程考试（不安排补考），通过者方可申请学士学位。
三、关于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的要求

（一）学位课程由学生所在学院确定，并经教务处复核后公布。
（二）各年级学位课程平均学分绩点的具体要求：

2006 届毕业生：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1.5；
2007 届毕业生：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1.8；
2008 届及以后毕业生：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0。
四、上述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196



关于进一步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的通知通大处教[2008]96

号通大处学[2008]19 号

各学院（系）、相关部门：
为进一步加强考试管理，确保考试的科学、规范、公平、公正，学校要求各

学院（系）、职能部门进一步加强对考试的组织与管理，并对全体学生和教师进
行考风考纪和监考纪律教育。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考风建设的重要性。全体教职员工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加强
学生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作为保证和促进教育健康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大
事来抓。

二、高度重视考风考纪教育。各学院（系）要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教育
部《国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理办法》以及我校有关学籍管理、学位授予、考试管理、
考试纪律及违纪处分等方面的规定。要通过多种途径，广泛宣传，强化学生诚信
考试、严格遵守考试纪律的意识，杜绝考试违纪、作弊现象的发生。

三、积极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要教育学生明确学习目的，认真复习，
公平考试，创造良好的考试氛围；要教育全体学生诚实做人、诚实做事；要通过
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督促学生遵章守纪，消除一切可能引起违纪行为的潜在因
素。

四、加强考试过程管理。各学院（系）、相关部门应进一步加强出卷、试卷
印制、考试、阅卷等各个环节的组织管理工作。各学院（系）要认真落实监考和
巡考工作，加强对监考教师的培训，明确要求，增强监考教师的责任心，提高预
防和制止考试作弊的能力，杜绝监考失职现象的发生。

各学院（系）和职能部门应把加强考试管理、严肃考风考纪教育作为重要工
作来抓，党政工团组织和有关人员，应互相配合，有效监督，共同创建优良校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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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培养与管理细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做好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培养和管理工作，根据《南通
大学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实施办法》，特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预备生的培养实行校院两级负责制，教务处和研究生处负责预备生及
导师的遴选和考核，学院负责预备生的日常培养与管理。

第三条预备生导师的职责
1．注重预备生的创新意识、科研能力及人文素质的培养，以严谨的治学态

度和高尚的职业道德影响学生。
2．根据预备生的兴趣和特长，为每位预备生制定本科后两年的个性化培养

计划。
3．对学生选课、专业方向选择、学习方法等方面给予密切关注与引导。
4．通过多种途径与形式，每月指导预备生不少于 2 次。
5．将预备生纳入导师课题组管理，定期参加课题组的科研工作和学术活动，

积极支持预备生参加各级各类科技活动。
6．指导预备生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并获得优秀等第。
7．按照学校要求，做好预备生的考核工作。
第四条预备生的培养
1．学校为预备生配备学术水平高、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导师。
2．预备生在读期间应定期参加课题组活动，积极参加导师的课题研究工作，

完成一篇研究论文，每年有一定时间参加社会和科研实践。
3．学校在大学生科研立项中优先为预备生立项，在国家、省大学生实践创

新计划项目中择优推荐，努力为预备生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创造
条件。

4．允许并鼓励学有余力的预备生提前选听硕士研究生课程。本科学习期间
选修研究生的课程合格，在录取为本校研究生后，可计入研究生学习期间的学分。

5．预备生使用学校图书馆和实验室等教学科研设施的待遇，原则上与硕士
研究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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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实施办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进一步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完善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人才

培养机制，培养一批基础知识扎实、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创新型人才，学
校决定实施“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计划，为做好此项工作，特制定本
实施办法。

第二条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工作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德、
智、体全面衡量，择优选拔。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三条学校成立由分管副校长及教务处、研究生处、学生工作处、监察处等
职能部门领导和有关专家教授组成的“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工作领导小
组”（简称校领导小组），负责全校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的组织工作，制
定培养与管理细则，并对培养过程进行监控。

第四条各学院成立由分管院领导、相关学科带头人、专业负责人等组成的“选
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工作小组”（简称院工作小组），负责学院选拔免试攻
读硕士学位预备生的各项工作。
第三章预备生遴选

第五条选拔对象原则上为本校有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的三年级在校优秀
本科学生（不含独立学院）。

第六条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的遴选条件
1．思想政治素质高，社会责任感强，遵纪守法，身心健康，品行端正，未受过
违纪处分。
2．学习成绩优良，前二年学习成绩原则上应排在班级前 1/3，且对今后专业学
习与研究有重要作用的公共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及实践类课程（环节）学习成绩
优良。
3．已通过大学英语 4 级考试。
4．非计算机专业学生已通过江苏省高等学校计算机等级考试或全国计算机等级
考试，达到所在学科专业相应的等级要求。
5．具有较强的自学能力、实验动手能力以及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四章导师遴选

第七条为切实做好选拔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的培养工作，学校为预备生
就读本科期间配备导师。

第八条导师的遴选条件
1．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治学严谨，学风端正，作风正派，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组织协调能力强。
2．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并实际指导研究生，培养经验丰富。近五年来，
教学科研成绩显著，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过省级（含厅级）及以上科研项目，有在研项目，经费充足；
（2）获得过市厅级及以上成果奖励，有在研项目，经费充足；
（3）出版有学术专著，有在研项目，经费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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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选拔程序
第九条每年 9 月上旬，研究生处根据学科建设及本校硕士研究生培养需要，

提出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选拔专业和名额，经学校领导小组审定后予以公
布。

第十条每年 9 月上旬，有关学院根据导师遴选条件，组织申报预备生导师，
报送教务处审核后，由校领导小组审定导师人选。

第十一条每年 9 月中旬，学生自愿申请，学院工作小组根据预备生遴选条件
对申报学生进行审核，择优确定拟推荐学生名单，向本院师生进行为期 5 个工作
日的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学生名单报教务处。

第十二条 每年 9 月下旬，教务处、研究生处组织相关学科专家对推荐学生
进行面试（答辩），校领导小组根据学生学习成绩、综合测评名次、面试答辩情
况综合确定拟选拔学生名单，在校内进行为期 5 个工作日的公示。

第十三条每年 9 月底，通过师生互选，最终确定预备生和导师，签订培养协
议。

第六章培养与管理
第十四条预备生进入导师的课题组，参与课题研究与科研训练，并可以提前

选修部分硕士研究生课程。
第十五条学校在大学生科研立项中优先为预备生立项，在国家、省大学生实

践创新计划项目中择优推荐，在图书资料借阅等方面提供便利等，努力为预备生
提高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创造条件。

第十六条学校对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预备生实行动态管理和定期考核，学生在
专业课学习阶段成绩应在良好以上，经考核合格可直接推荐为本校免试研究生。
若成绩未达标准或发生违纪现象，则取消其培养资格。

第十七条导师对预备生的指导工作量，按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工作量的 1/2 计
算。
第七章附则

第十八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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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考核成绩记分办法通大处教〔2005〕80 号

一、学生完成课程修读，经考核（考查、考试），方可获得成绩。
二、考试课程的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查课程的成绩按五级记分制评定。各门课
程成绩的评定比例，由开课学院结合课程教学特点确定。
三、学生经课程考核，成绩及格，可获得规定学分；成绩不及格的，不能获得学
分。
四、采用绩点制反映考核成绩的优劣，考核成绩与绩点的关系为：
五级记分 绩点百分记分 绩点
优 4.5 90－100 4.0－5.0
良 3.5 80－89 3.0－3.9
中 2.5 70－79 2.0－2.9
及格 1.5 60－69 1.0－1.9
不及格 0 <60 0
五、凡因考核成绩不及格（含重新学习课程）而参加补考的，其补考成绩按实际
得分记载。补考成绩在及格及以上的，其绩点五级记分的记为 1.5，百分记分的
记为 1.0；补考成绩不及格的，其绩点仍记为 0。因故经批准缓考的，其补考成
绩的绩点按第四条规定记载。
六、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七、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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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暂行办法通大〔2005〕99 号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课程考核是教学工作的重要环节，目的在于对教学目标达成状况和学

生能力水平进行诊断、检测，获得信息反馈，改进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为
了规范我校课程考核管理，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特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各学院教学院长全面负责本学院课程考核工作，教务处实施监督检
查。
第二章考核资格审查

第三条学生必须参加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考核。
第四条课程考核前，各开课学院应组织进行学生课程考核资格审查，并将审

查结果通报学生所在学院，无课程考核资格者不得参加课程考核。
第五条未注册的学生无课程考核资格。
第六条缺课累计超过某门课程教学时数三分之一者，不得参加该门课程的期

末考核；一学期某门课程缺交作业量超过三分之一者，须补足作业方可参加该门
课程的考核。

第七条因故不能参加课程考试者，须事先向所在学院提出书面申请，经教学
院长审核批准，可以参加下一学期开学初学校安排的补考。

第八条课程考核资格由开课学院教学院长审定，并报教务处备案。
第三章试卷编制

第九条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形式。考试是学校对学生学业成绩进行
阶段性或总结性考核的一种形式，包括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毕业考试、学位考
试等。方式有口试、笔试、操作考试等。考试的安排、方式的选择和内容的设计，
要能促进学生的学习，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利于人才的培养和选拔。考查
是学校用一定标准检查衡量学生学业成绩的一种形式。包括平时考查和总结性考
查。平时考查的目的，是检查学生平时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的情况，督促学生
及时复习，形成认真学习的态度和习惯。平时考查常用的方法有日常观察、检查
课外作业、课堂提问、书面测验、实践性作业等。总结性考核的目的，是在学期
末、学年末或一门课程结束时，检查学生掌握教学大纲规定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不考试的课程一般都要进行总结性考查。总结性考查常用的方法有课堂讨论、书
面测验、实践性作业、做学习总结等。总结性考查后要评定学生的成绩。

课程考核的方式由各学院根据课程性质和要求确定，并在教学计划中注明，
无特殊情况不得变动。

第十条命题应以教学大纲为基本依据，既要重视考核学生对基本概念的掌握
程度，也要注意考核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创新能力，难易程度和
份量适当。应采取措施，大力推进教考分离。

第十一条对考试课程，应在考试前拟制两份份量和难度相同的试卷，注明各
试题分值，并附参考答案和评分标准。

第十二条总结性课程考核的范围是该课程一学期的全部教学内容。如系连续
开设两个学期或两个学期以上的课程，前一学期或前几学期是考查，最后一学期
是考试的，考试内容以最后一个学期的教学内容为主，可兼顾前一学期或几学期
的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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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毕业考试与学位课程考试的课程应为该专业主干课程，考试内容不
限于一学期。

第十四条试题须经教研室认真讨论，教研室主任审核。同一门课程，原则上
实行统一考试（包括补考）。统考试题的命题由教研室主任指定专人负责。

第十五条凡课程考试所用试卷经教研室主任审核后，由教学院长批准，未经
审核批准的试卷不得用于考试。考查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内容，须经教研室主任审
核同意。

第十六条考试前教师不得以任何形式主动向学生透露试题内容或提示性的
信息。

第十七条实验课考试(查)由理论和操作两部分组成，其操作考试部分必须有
考核实施方案，实验室主任审核，教学院长批准后方可实施。

第十八条术科课程的考试，由各学院组织命题小组命题、拟定评分原则与标
准，并组成考试组实施考试。

第十九条确定用作正式考试的试卷，于考试前 10 天由教学院长指定人员统
一送文印室印制。试卷印制好，由各学院指定人员到文印室领取，考试开始前
10 分钟由监考教师在考场拆封。所有试卷采用统一格式。

第二十条所有接触试卷的人员均必须严格遵守《南通大学试卷保密要求》。
第四章考试组织

第二十一条期末考试、补考、重新学习课程的考试日程由学生所在学院与开
课学院协商一致，根据学校要求作出安排，教务处统一协调后公布；学期中间结
束的课程，其考试时间由开课学院确定，报教务处备案。考试日程一经确定，各
学院和任课教师均不得随意变动，特殊情况需变动的由教务处决定。各学院考查
课程的安排计划，报教务处备案。

第二十二条期末考试期间，原则上安排 3—5 门课程（一般为必修课、主干
课）进行考试。口试、面试一律在停课复习前进行。

第二十三条考试时间规定为 120 分钟，实验理论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少数
特殊课程需延长考试时间的，须征得教学院长同意，并经教务处批准。口试的准
备时间、口答时间由各学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第二十四条考场由各学院安排，教务处协调。考场安排的原则是左右两考生
之间必须间隔一个或一个以上座位。校、院两级考场巡视组，对考场进行检查。
第五章监考与考场巡视

第二十五条监考由各学院安排教学人员担任，无特殊情况不得拒绝担任监考
工作。监考时间排定、公布后，一般不作变动，特殊情况需调整的，经教务处同
意后调整。

第二十六条考试期间，各学院组织考场巡视，每场考试，巡视组负责人均须
在岗，履行监督职责，考试时间内，一律不处理其它公务，不接待来访。教学秘
书负责考务工作，不参加监考。

第二十七条监考教师须履行以下职责
1.监考教师应在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到指定地点领取试卷和《考场情况记载

表》，提前 15 分钟进入考场，检查考场情况，并将考生座位安排公布于黑板，保
证考试顺利进行。在监考过程中，既要严肃认真地维护考场纪律，又要态度和蔼，
热情地关怀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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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发试卷前，监考教师应简要说明考场纪律，尤其要重申禁止将寻呼机、
手机、快译通、商务通和电子词典等现代化通讯设备带进考场的规定，并根据课
程考试要求进行清场，必要时可重新安排考生座位。

3.监考教师对试题内容不作任何说明和解释，只能说明印刷不清的文字或符
号等。

4.监考教师要认真巡视考场，不得擅离职守，在考场内不得看书看报或相互
谈笑，不得抽烟，不得抄题、做题等。监考期间必须关闭寻呼机、手机等通讯工
具。

5.监考教师发现学生实施作弊，应立即取证，并按规定处置，填好考场记录。
6.考试结束前 15 分钟，监考教师要提醒学生注意，未经许可，不得延长考试

时间。
7.考试过程中，监考人员应制止非考场工作人员进入考场，并令已考完交卷

的学生立即离开考场。
8.监考结束，监考教师应及时填报《考场情况记载表》，并将作弊考卷、当场

发现的作弊证据等一起交给学生所在学院，同时提交书面陈述证明材料。
第二十八条考试结束后，监考教师将试卷折叠整齐，清点无误后，交开课学

院。有关人员应在交接单上签字。
第二十九条考试期间，学校考场巡视组对各学院考务工作进行督导、检查。

第六章试卷批阅和评分
第三十条阅卷由开课学院组织进行。
第三十一条开课学院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制订阅卷、评分工作细则，报教

务处审核备案后执行。教务处、学校教学督导组对各学院阅卷评分情况进行抽查。
第三十二条考试课程的成绩按百分制评定，考查课程的成绩按五级记分制评

定。各门课程成绩的评定比例，由开课学院结合课程教学特点确定，并在考试前
完成，同时由开课学院书面存档。

第三十三条阅卷、评分、成绩录入工作必须于学期放假前完成，试卷由学院
封存备查。成绩单经签字后，不得随便更改。如有特殊情况确要改动成绩者，由
原任课教师填写成绩更正单，教学院长签字，经教务处审查同意后方可改动。

第三十四条考试成绩予以公布。学生不得直接找任课教师查卷、查分，若有
充分理由认为考试成绩和自己实际答卷差距很大，可向其所在学院提出申请，填
写《成绩复查申请单》，经所在学院同意，由开课学院组织复查，并给予书面答
复。
第七章考试纪律与违纪认定

第三十五条学生必须按规定时间进入考场。无故迟到超过十五分钟者，不得
参加该场课程考试，并按旷考处理。考试进行三十分钟后方可交卷，交卷以后不
得再次进入考场，也不得在考场附近逗留或谈论。

第三十六条学生凭身份证或学生证进入考场（其他证件无效），并按规定位
置入座。考生除携带答卷必须的用具以及允许携带的书籍、手册等资料外，其他
书籍、笔记、书包以及寻呼机、手机、快译通和商务通等现代通讯及存储工具应
集中放在讲台上（或指定位置）。考试时不得互借文具及其他品。

第三十七条学生答题一律用钢笔或圆珠笔（限黑色或蓝色，有特殊要求除外）
书写。要做到字迹清楚，卷面整洁。学生对试题有疑问或试卷字迹不清楚时，应
先举手，等待监考教师处理，但不得以任何借口要求教师对题意作解释或暗示。
考生之间不准互相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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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条保持考场安静，学生不得在考场内任意走动或讲话。考试中途未
经许可不得擅自离开考场，否则按交卷处理。当监考教师宣布考试时间已到时，
必须立即停止答卷，按要求交卷后立即离开考场。

第三十九条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属于违反考试纪律：
1.无故迟到超过十五分钟或旷考；
2.不按指定位置就座，且不听从监考教师调动；
3.将不准带入考场的物品带入考场；
4.拒绝出示监考教师要求出示的证件；
5.考完交卷后未及时离开尚在考试的考场；
6.影响考场秩序，妨碍他人考试；
7.不听从劝告，将寻呼机、手机、快译通、商务通、电子词典等现代化通讯

设备滞留身边，但处于关机状态；
8.其他经监考教师、学院、教务处认定的违纪行为。
第四十条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属考试作弊：
1.抄袭、偷看他人答卷、稿纸，或故意移动答案让他人偷看和抄袭；
2.传递与考试内容有关的信息，进行与考试内容有关的谈话或相互对答案；
3.考试结束后继续答卷，警告无效；
4.私自传递计算器；
5.开卷考试中交换笔记本或有关考试的资料；
6.参加团伙作弊；
7.不听从劝告，将寻呼机、手机、快译通、商务通、电子词典等现代化通讯

设备滞留身边，且处于开机状态；
8.其他经监考教师、学院、教务处认定的作弊行为。
第四十一条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属考试严重作弊：
1.翻看不允许带入考场的书籍、笔记、资料或夹带与考试有关的文字及图片

资料等；
2.在考场内使用寻呼机、手机、快译通、电子字典和商务通等现代通讯工具

及存储工具；
3.请他人代考或代他人考试；
4.涂改他人试卷姓名占为己有；
5.考前以非正当手段取得试卷或考后以非正当手段涂改答卷；
6.短期内多次作弊；
7.组织团伙作弊；
8.其他经监考教师、学院、教务处认定的严重作弊行为。

第八章考试违纪处理
第四十二条监考人员发现学生实施作弊，应立即取证，并在确认无误后，终

止学生的考试，令其离开考场。
第四十三条考试结束后，应立即对考试违纪、考试作弊者进行调查处理，各

学院审核有关材料后，确定违纪、作弊性质，责成学生本人写出书面检查并对其
进行教育，材料报教务处，由教务处认定、处理。

第四十四条凡违反考试纪律者，由各学院进行通报批评，严重违反考试纪律，
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给予记过及以下处分。

第四十五条凡考试作弊者，视其情节和态度给予记过或留校察处分，该门课
程的考核成绩无效，不得参加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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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条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
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四十七条对平时测验、考查中学生作弊的处理按上述规定执行。
第九章附则

第四十八条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四十九条本暂行办法由学校授权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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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考勤办法通大处教〔2005〕78 号

一、为进一步加强学风建设，建立、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创建优良校风，
特制定本办法。

二、学生应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校统一安排组织的一切活动，不得随
意缺席、迟到、早退，严格履行请假制度。

三、学生报到注册、上课、实验、实习、见习、劳动、军训、社会实践、课
程考核及其他集体活动（如政治学习、听报告、运动会、参观、社会调查、班会
等）都应进行考勤，因故不能参加者，必须事先请假，特殊情况应于事后及时补
假。

四、凡未经请假擅自缺课或无正当理由擅自超假，以及虽有特殊情况但事后
未补假者，一律以旷课论处。无故迟到或早退三次按旷课一节课计算。

五、班长（或指定班干部）为学生班级考勤负责人。非选修课由班级考勤负
责人直接统计，填写《南通大学学生上课考勤表》，下课时交由任课教师签字。
实验、实习、见习等分组进行的教学活动，由组长负责统计并报班级考勤负责人
汇总；专业选修课由课代表统计后报班级考勤负责人汇总。班级考勤负责人每周
需将考勤记录交班主任（或辅导员）签字后交学院教学秘书，教学秘书按月汇总
后送教务处备案。

六、公共选修课由教师采用点名制进行考勤。
七、学生参加其他活动，由班级考勤负责人考勤，并及时将考勤结果向班主

任（或辅导员）汇报。
八、学生请假需到班主任（或学院指定的负责人）处填写请假单，按规定程

序办理请假审批手续。请假三天以内（含当日，以下同），由班主任（或辅导员）
审批；请假两周以内，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人审批；请假超过两周,由教务处审
批。

九、请假期满，学生需到班主任（或辅导员）处销假。
十、学生因病请假需持学校卫生科证明。
十一、学生在校外进行教学活动或其他活动期间，应向带队教师请假；在外

单位实习期间，需向带队指导教师或外单位负责人请假。
十二、学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各类重大活动，与上课时间冲突需请假的，由

组织者提出书面请假申请和相关证明，经教务处同意后，组织者负责通知学生所
在学院并转告任课教师。

十三、各项活动的考勤负责人由班主任（或辅导员）确定，名单报学生所在
学院备案。

十四、各学院应对学生班级考勤情况进行随机抽查。辅导



南通大学教室使用管理办法通大处教〔2005〕79 号

教室是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加强教室管理,保证教学设施完好,营造整洁、
明亮、舒适的教学环境，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根据教育部颁发的《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办
法。

一、教室使用由教务处统一安排调度，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随便变更、占用。
借用教室须事先经有关职能部门同意，教务处批准。

二、各部门或班级借用教室举办各类活动，须填写《教室使用申请单》，履
行审批手续，经批准后方可使用，使用结束恢复原样。

三、课外时间使用多媒体教室须按南通大学《课外活动使用多媒体设备的暂
行规定》执行。

四、保持教室内安静，未经许可禁止在教室举办各类娱乐活动。
五、进入教室，须衣着得体，举止文明。
六、注意节约用水、用电。
七、自觉维护教室及其他公共场所的清洁卫生，不随意张贴，不乱涂乱画，

不得将食品带入教室，不乱扔果皮、纸屑，保持教室清洁。
八、自觉维护公共财物，损坏公物按规定交纳赔偿金。
九、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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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考试管理 坚决刹住考试作弊歪风的通知通大教〔2005〕

110 号

本学期期末考试已经开始，为了确保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学院都做了大
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仍有一部分学生不能端正考试态度，顶风违纪，考试作弊；
部分监考教师不能履行监考职责，助长了考试作弊歪风。广大学生和教师对此表
示极大的不满和愤慨。

考试是教学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必须以极其认
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必须倡导诚信考试，坚持严格管理，以人为本，对全体学生
负责。应确保考试的科学、规范、公平、公正。为了切实加强考试管理，狠刹考
试作弊歪风，坚决杜绝敷衍塞责行为，学校要求各学院进一步加强对考试的组织
和管理，立即对学生和教师进行一次考风考纪和监考纪律教育。现将有关要求通
知如下：

1.各学院立即组织全体师生认真学习《教育部办公厅关于采取切实有效措施
坚决刹住高等学校考试作弊歪风的紧急通知》、教育部《国家教育考试违纪处理
办法》以及学校关于考试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向全体师生宣讲。（可在教务处
网页下载）

2.向全体监考教师重申监考职责和监考纪律。监考教师必须提前 15 分钟进入
考场，考试开始前进行清场，向全体学生宣读考场须知，重申考试纪律。监考时
必须全神贯注，不做其他事情，不得在中途离开考场。每一个考场的两位监考教
师，必须做到一前一后。

3.向学生重申考试纪律，进行诚信教育。学校再次重申，学生参加考试不得
携带手机等通讯设备，已带入考场的应关闭后放在讲台上，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
中也必须关闭随身携带的通讯工具。凡利用手机等通讯工具实施作弊的学生，一
律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4.监考教师应认真巡视考场，发现有可能作弊的迹象，应及时提醒，予以警
示。发现作弊行为，应立即取证，没收其试卷，责令其离开考场，并于考试结束
后，将材料交学生所在学院作进一步处理。任何人不得怂恿、包庇作弊行为。

5.各学院和职能部门应把考风考纪教育作为重要的教学工作和学生工作来
抓，党政工团组织和有关人员，应该互相配合，协调一致，加强学院的考场巡视
工作，强化管理，有效监督，坚决刹住考试作弊歪风，坚决杜绝监考失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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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条例通大〔2005〕37 号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设立南通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以
下简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校学位评定委员会领导全校的学位工作，在国家授
权范围内负责全校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评定和授予工作。

第二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设主席 1 人，副主席、委员和秘书若干人。任期
二年。

第三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由校长担任，副主席由主管校长担任，委员
由相关管理部门和各学院主要负责人担任，秘书由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兼任。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由校长办公会议批准，报江苏省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备案。

第四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原则上每年 1 月、7 月份各举行一次全体会议。
如有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集全体委员会议。会议表决决议或决定时，采取无记名
投票方式，经全体成员过半数通过。

第五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下设若干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学位评定分委员会
主席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委员担任。

第六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职责
（一） 审查通过接受申请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二）确定硕士学位的考试科目、门数和博士学位基础理论课和专业课的考

试范围，审批主考人和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
（三）通过学士学位获得者的名单；
（四）作出授予硕士学位的决定；
（五）审批申请博士学位人员免除部分或全部课程考试的名单；
（六）作出授予博士学位的决定；
（七）通过授予名誉博士学位的人员名单；
（八）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
（九）研究和处理授予学位的争议和其他事项。
第七条 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职责

（一）根据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组织申请学位人员的论文答辩；
（二） 审核申请学位人员的成绩和学位论文等材料，作出授予学士、硕士、博
士学位的建议；

（三）审议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中有争议的问题；
（四）作出撤销已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建议；
（五）做好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的其他工作。
第八条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秘书负责处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授权的有关学位

方面的各项工作。
第九条 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的实施办法另行制订。
第十条 本条例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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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毕业资格审核规定（试行）通大教〔2005〕

209 号

为规范我校毕业生的毕业（结业）管理工作，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
规定》，对学生毕业资格审核条件特作如下规定。
一、符合下列条件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准予毕业

（一）学生在校期间遵守法律、法规，遵守学生行为规范和学校各项规章制
度，符合《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德、智、体等方面素质的要求；

（二）在规定修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并取得规定的学分；
（三）部分课程不及格成绩可由省级或国家级考试成绩冲抵，所及课程如下：
1.在校期间在本校参加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成绩合格（或考试成绩 425

分及以上）可冲抵学校大学英语（1－4）不及格学分（成绩）；
2.通过江苏省高等学校非计算机专业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合格可冲抵学校

相应计算机课程的不及格学分（成绩）；
3.英语专业高年级阶段统测（英语专业八级）考试成绩合格可冲抵学校高级

英语（1－3）不及格学分（成绩）；
4.全国高校日语专业八级（或日本语能力测试一级）考试成绩合格可冲抵学

校高级日语（1－3）不及格学分（成绩）。
二、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按结业处理

（一）在校期间违反法律、法规及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不符合《高等教育
法》所规定的德、智、体等方面素质的要求；

（二）在最长修业年限内，修完教学计划的全部课程，未取得规定的学分；
（三）受留校察看处分，按正常修业年限该毕业时仍未解除。

三、结业善后处理
（一）因未修满规定学分而结业者，结业后一年内参加重新学习（学校每学

年安排两次。9 月报名，12 月考核；3 月报名，6 月考核），成绩合格后换发毕业
证书；

（二）因受留校察看处分而结业者，察看期满后考核合格发给毕业证书；
（三）自入学之日起至换发毕业证书，时间不超过最长修业年限；
（四）结业生换发毕业证书，毕业时间按换发毕业证书日期填写。

四、本试行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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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工作条例通大教〔2007〕145 号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通用语言文字法》、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
学校普及普通话和



南通大学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办法通大教〔2007〕145 号

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是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主要任务之一。为加强对
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的宏观管理，使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根据《江
苏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性质和目的

第一条普通话水平测试(putonghua shuiping ceshi 缩写为 PSC)是对应试人掌
握和运用普通话规范程度的检测，是对应试人运用普通话进行交际的能力水平的
测试和评价。

第二条普通话水平测试的目的是评定应试人普通话所达到的水平等级。通过
测试，促进普通话的普及，并在普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全社会的普通话水平，提
高现代汉语规范化程度。
二、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工作机构

第三条普通话培训测试站是普通话水平测试的实施机构，负责协调和组织普
通话水平测试工作，并根据上级语委的工作规划和工作要点制订本校普通话培训
测试工作的规划和工作计划，并报上级语委备案。

第四条学校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对普通话培训测试站进行宏观管理，普通话
培训测试站设在教务处。
三、普通话培训测试站工作职责

第五条认真执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有关政策、法规。接受上级普通
话培训测试中心的业务指导，组织实施本校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

第六条选送普通话水平达到规定要求的人员参加国家及省语委会组织的普
通话测试员培训班学习。学员考试合格后，可获得相应等级测试员资格证书。

第七条组织普通话测试员的业务学习和培训。每年对测试员进行一次工作考
核，考核内容包括工作态度、测试能力、测试工作量、遵守测试工作纪律情况等。
对认真履行工作职责的测试员予以表彰，对不认真履行职责的给予批评教育或暂
停其测试，多次教育无效的，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取消其测试员资格。

第八条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大力推广普通话。配合省、市语委办开展各项推
广普通话活动，并根据省、市语委部门的工作部署，认真开展好每年一度的搣推
普宣传周攠活动。

第九条接受并完成省、市语委下达的其它相关工作任务。
四、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

第十条测试员应熟悉和拥护国家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热爱语言文字工
作，身体健康，作风正派，有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工作热情。

第十一条测试员应熟练掌握汉语拼音和常用国际音标，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
乙等以上，并取得国家或省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资格证书。

第十二条申请省级测试员应具有大专毕业以上文化程度和三年以上工作实
践经验；申请国家级测试员应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和两年以上省级测试员
资历。

第十三条省级测试员由校测试站根据工作需要，从我校普通话水平达到一级
乙等以上的人员中推荐，省语委办审核，参加省普通话水平测试培训机构的培训，
考核合格后获得省级测试员资格。国家级测试员由校测试站从现任省级测试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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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优选拔，经省语委推荐参加国家语委普通话测试培训中心的培训，考核合格后
可获得国家级测试员资格。
五、普通话水平测试员工作职责

第十四条努力学习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测试业务理
论。

第十五条认真学习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普通话水平测试的规定和国家语委
颁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普通话水平测试(PSC)大纲》。

第十六条服从校测试站的测试安排及调度，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积
极参加测试工作，每年测试工作量不少于 150 人次。

第十七条测试时，测试员必须挂牌上岗，做到精神饱满、全神贯注、认真仔
细、一丝不苟。严格遵守“认真负责、团结协作、公正廉洁”的测试工作纪律。

第十八条坚持测试标准，提高测试水平，认真填写相关表格。做到不打人情
分，不打随意分。测试结束后，不得随意公布测试结果。

第十九条国家级测试员要在工作态度、业务水平等方面起带头作用，对工作
中遇到的问题提出指导意见；省级测试员应接受国家级测试员的指导，有不同意
见应协商解决。

第二十条测试员应带头使用规范的语言文字，积极推广普通话，认真完成学
校安排的其他相关语言文字工作。
六、普通话水平测试的标准和大纲

第二十一条本测试站执行国家语委颁发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和《普
通话水平测试(PSC)大纲》。
七、测试成绩的认定和证书

第二十二条普通话等级自上而下分为一、二、三级，每个级别分为甲、乙两
个等次。

第二十三条《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部门统一印制，由
省普通话水平测试管理系统直接生成编号，全国通用。

第二十四条测试成绩为一级乙等、二、三级的，由校测试站申报，省普通话
培训测试中心复审认定合格后分发相应等级的《普通话测试等级证书》。其中一
级乙等需经国家级测试员复审通过后方可上报。

第二十五条测试成绩为一级甲等的，由省语委办公室统一汇总报送国家测试
机构复审认定。
八、普通话水平测试试卷

第二十六条测试试卷全部由省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提供。
九、测试对象及其达标要求

第二十七条我校所有工作人员和在籍学生均可报名参加测试，测前组织集中
培训。

第二十八条中文专业的教师和学生必须达到二级甲等及以上。其他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1954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者)的人员(高等学校副教授以上教师职务或
具有博士学位申请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者除外)，普通话水平要求达到二级乙等以
上。
十、测试时间及收费标准

第二十九条测试站一般情况下每年开展 3～4 次测试工作,测试前一个月组织
报名。

第三十条收费标准按照省物价部门和省语委会规定的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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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执行，由普通话培训测试站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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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学分制学籍管理规定（试行）通大〔2005〕89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保障学生身心健康，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
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校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第二章 学生的权利与义务

第三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享有下列权利:
1.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使用学校提供的教育教学资源。
2.参加社会服务、勤工助学，在校内组织、参加学生团体及文娱体育等活动。
3.申请奖学金、助学金及助学贷款。
4.在思想品德、学业成绩等方面获得公正评价，完成学校规定学业后获得相

应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
5.对学校给予的处分或者处理有异议，向学校或者教育行政部门提出申诉；对学
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四条 学生在校期间依法履行下列义务：
1.遵守宪法、法律、法规。
2.遵守学校管理制度。
3.努力学习，完成规定学业。
4.按规定⠝㼩嵔䨊㈴〠〠呄、㠸⁔䑛⠑鰩嵔䨊㈴〠ⴰ⸰〰㐸自呄嬨习⥝告ਲ㐰〮ぃ漴㠸⁔䑛⠑鰩嵔䨊㈴〠ⴰ⸰〰〹㜷⁔䑛⠇갩嵔䨊㈴〠ⴰ⸰嬨关⥝告ਲ㐰‰⁔䑛⠣嵔䨊㈴가学



制的专业学习。
3.复查不合格或逾期不办理入学手续者，取消入学资格。

第四章 注册与请假
第八条 每学期开学时，学生必须按规定时间到所在学院报到，办理注册手

续。
1.不能如期注册者，应当履行暂缓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规定缴纳学费或者其

他不符合注册条件的不予注册。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申请贷
款或获得其他形式资助，办理有关手续后注册。

2.因故不能按时到校报到者，必须履行请假手续，假满后须持有关证明销假
并补办注册手续。

3.只有经注册者，方可获得在校继续学习的资格。未经批准，逾期两周不注
册者按退学处理，取消其学籍。

第九条 学生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不能按时参加
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活动，应当事先请假并获得批准。未经批准而缺席者，作旷
课处理。

1.因病请假，须持学校医务部门证明。
2.因事请假，须持书面申请及有关证明。
3.请假两周内（含两周）由学生所在学院审批，超过两周，由教务处审批。
4.学生参加校外实习等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学活动期间，办理请假手续时，必

须征得指导教师或所在实习单位同意。
第五章 学制与修业年限

第十条 学校实行学分制管理。学分制是一种以学分计算学习量，以绩点衡
量学习质量，以平均学分绩点来监控学习过程，赋予学生一定的学习自主权，实
行严格的目标管理和灵活的过程管理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其主要内涵是：

1.以学分作为计算学生学习量的单位。
2.修满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学分方可毕业。
3.在修业年限内，学生可根据自身的特点在一定范围内自主有效地分配接受

教育的时间。学生按照主修专业教学计划的要求，提前学完规定的课程，取得规
定的学分，允许提前一学年毕业离校。

第十一条 学校规定基本学程和最长修业年限。专科基本学程为 3 年，最长
修业年限可延长至 6 年。本科基本学程按照专业类别分别为 4 年或 5 年，最长修
业年限可相应延长至 8 年或 9 年。学生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决定修业年限。不论
修业年限长短，毕业时专科学制都为三年，本科学制都为四年（或五年）。
第六章 课程修读与考核

第十二条 学生应当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和各种教育教学环节
(以下统称课程)的考核，考核成绩记入成绩册，并归入本人档案。

第十三条 课程按修读方式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必修课是指根据专业培养
目标和规格要求，在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必须修读的课程；选修课是为改善学生
知识结构，强化技能训练，拓宽知识面，发展学生多方面智能而开设的各类课程，
学生可根据个人特长、志趣、爱好以及学习情况选修。学生应取得规定的必修课
和选修课学分。

第十四条 学生的学习质量，采用计算学分绩点的方法来评定，其指标可作
为选拔优秀毕业生、授予荣誉称号、评定奖学金、决定是否授予学位、是否发出
学业警告等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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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每学年各类课程的学分比例。学生以教学计
划为依据,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择课程及学习进程。每学期学生所修读的学分，
原则上最高不超过 35 学分，最低不少于 15 学分。

第十六条 有严格先修后续关系的课程，未取得先修课程学分者，不得进入
后续课程的修读。

第十七条 教学计划中明确规定各专业学生的专业选修课学分和公共选修课
学分的修读要求。选修课学分不得冲抵必修课学分。

第十八条 学生在与我校签署过合作协议的学校或单位修读课程取得的学
分，经我校审核后可予以认定。

第十九条 学分绩点计算。
1.考核成绩与绩点关系。
2.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1.考核成绩与绩点关系。

五 级 记

分
绩点

百 分 记

分
绩点

优 4.5 90－100 4.0-5.0

良 3.5 80－89 3.0-3.9

中 2.5 70－79 2.0-2.9

及格 1.5 60－69 1.0-1.9

不及格 0 <60 0

2.学分绩点、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
课程学分绩点＝课程学分×考核成绩绩点

平 均 学 分 积 点＝

第二十条 学生修读的课程均须通过考核，考核合格取得学分。未修读的课
程不得参加考核。无故不参加考核，视为旷考，成绩以零分（或不及格）记，同
时取消补考资格。

第二十一条 课程考核分为考试和考查。考试课程成绩以百分记，考查课程
成绩以五级（优、良、中、及格、不及格）记。

第二十二条 课程考核的成绩根据《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中的
有关规定评定。

第二十三条 学生因故不能参加所学课程考核，可申请补考。
第二十四条 一学期中某门课程缺课达三分之一及以上者不得参加该门课程

考核；作业上交数少于三分之二者，必须补齐作业，方可参加该门课程考核。
第二十五条 学生严重违反考核纪律或作弊，该课程考核成绩以零分（或不

及格）记，同时取消补考资格，并视其违纪或作弊情节，给予批评教育和相应的




所修课程学分

所修课程学分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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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律处分。
第七章 免听与免修

第二十六条 自学能力较强，上一学期的平均学分绩点在 3.5 及以上者，可
申请免听。一学期免听课程不超过 2 门。免听由学生提出书面申请，提供有关证
明材料，经学生所在学院签署意见，主讲教师同意后方可执行，但必须完成该门
课程的作业及实验，参加课程的考核。凡未获准免听者，必须随堂听课。

第二十七条 学习成绩优良或学有特长的学生，通过自学确已达到教学计划
规定的某门必修课程的教学目标，可申请免修（政治理论课、体育课、实践性教
学环节除外）。

第二十八条 申请免修的学生由本人提出申请，经学生所在学院与课程开课
学院审核，教务处批准，课程开课学院组织课程考核，考核成绩在 75 分及以上
方可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该门课程准予免修。含有实验（或实践环节）的课程，
还应在完成规定的实验（或实践环节）且合格后，方能获得该门课程的学分。选
修课不予免修。免修课程的考核和审定，原则上于每学期开学后两周内办理。免
修考核成绩合格者按实记分，并取得相应学分。
第二十九条 专科学生自愿参加国家统—组织的高等教育本科自学考试，成绩及
格，在教学大纲、教学要求、学时学分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可免修本专业相同内
容的课程。学生应将该课程自学考试成绩证明原件交所在学院查验登记（留存复
印件），经审核同意后按自学考试成绩记载，取得相应学分。
第八章 重新学习

第三十条 课程考核总评成绩不及格者可参加下学期开学初学校组织的课程
补考，也可放弃补考，直接申请重新学习该门课程。补考不及格者须重新学习。
对课程考核总评成绩不满意者，也可申请重新学习。

第三十一条 公共选修课考核不合格，可重新学习或另选。若已修满选修课
规定学分，可不再重新学习或另选。

第三十二条 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安排开设重新学习的课程。学生在规定的修
业年限内不限定重新学习的次数。

第三十三条 重新学习的费用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缴纳。
第九章 辅 修

第三十四条 第一学年学习成绩优良的本科生，由本人申请，学院审核，经
教务处审批，可取得辅修专业学习资格。

第三十五条 准予辅修的学生，按辅修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及环节进行
修读。

第三十六条 学生在规定的辅修年限内修满辅修专业所规定的学分，可取得
学校辅修专业证书。

第三十七条 因辅修严重影响主修课程学习的，终止该生的辅修资格。
第三十八条 辅修费用按物价部门核准的标准缴纳。

第十章 休学与复学
第三十九条 休学一般以一年为期，连续不超过两年；本科累计不超过四年，

专科累计不超过三年。
第四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应予休学。
1.因病经指定医院或我校医院诊断，须停课治疗、休养占一学期总学时 1/3

以上的。
2.在一学期内因故请假缺课超过该学期总学时 1/3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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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因某种特殊原因，本人申请或学校认为必须休学的。
第四十一条 休学学生应当办理休学手续离校，学校保留其学籍。学生休学

期间，不享受在校学习学生待遇。
第四十二条 休学由本人填写申请表并附有关材料，所在学院同意，教务处

批准，办理休学手续，取得休学证明后执行。申请手续一般在每学期开学两周内
或结束前两周内办理。

第四十三条 学生休学期满，应于学期开学前持有关书面证明及相关材料向
所在学院申请，经学校复查合格、批准后，凭《复学通知单》办理复学手续。

第四十四条 学生复学后，编入原专业下一年级学习。原专业停止招生的，
学校可指定学生转入相同学制的相近专业学习。复学学生按编入年级的收费标准
缴纳有关费用。

第四十五条 学生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含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校
保留其学籍至退役后一年。
第十一章 退 学

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予退学。
1.每学年结束时，本科学生累计获得学分与总学分之比第一学年少于 1/8（四

年制）或 1/9（五年制）的、第二学年少于 2/8 或 2/9 的、第三学年少于 3/8 或
3/9 的……（依此类推）；专科学生累计获得学分与总学分之比第一学年少于 1/6
的、第二学年少于 2/6 的……（依此类推）。

2.在学校规定的修业年限内（含休学）未完成学业。
3.休学期满，在学校规定期限内未提出复学申请或者申请复学经复查不合

格。
4.经学校指定医院诊断，患有疾病或者意外伤残无法继续在校学习。
5.未请假连续两周未参加学校规定的教学活动，或一学期内累计旷课 80 学

时及以上。
6.超过学校规定期限未注册而又无正当事由。
7.本人申请退学。
8.因其它原因，学校认定必须退学。
第四十七条 对学生的退学处理，由校长会议研究决定。对退学的学生，学

校出具退学决定书并送交本人，同时报省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第四十八条 学生对退学处理有异议的，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提出申诉。
第四十九条 退学学生按学校规定期限办理退学手续离校，档案、户口退回

其家庭户籍所在地。
第十二章 转专业与转学

第五十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视具体情况允许其转专业、转学。
1.学生确有专长，转专业、转学更能发挥其专长。
2.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经学校指定的医疗单位检查证明，

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本校或其他高等学校某种专业学习。
3.学生确有某种特殊困难或非本人原因，不转专业或不转学则无法继续学

习。
第五十一条 学校根据社会对人才需求情况的发展变化，经学生同意，必要

时可以适当调整学生所学专业。
第五十二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入学未满一学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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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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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大教〔2013〕139 号

为切实贯彻落实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的若干意
见》精神，按照《南通大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
意见》要求，全面实施“实践教学改革创新计划”，深化学校实践教育教学改革，
加强实践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管理和质量监控，着力培养和提升本科学生的实践能
力、创新精神和社会责任感，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增强实践育人意识，把实践育人工作摆在人才培养的重要位置
学校各学院、部门、单位要充分认识加强学校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性，把加

强实践育人工作放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位置；要以强化实践教学有关要求
为重点、以创新实践育人方法途径为基础、以加强实践育人基地建设为依托、以
加大实践育人经费投入为保障，建立健全学校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形成实践育人
合力，切实推动学校实践教育教学改革取得新成效。

二、注重实践教育教学改革创新，加强统筹规划、组织管理和制度化建设
实践教学改革创新涉及学校教育教学多方面工作，关键在于落实。要统筹规

划学校实践教育教学工作，实现学校专业理论教学、实践教学、实践教育工作有
机结合；要打破传统的部门、条块分割的管理机制，合理架构学校实践教育教学
组织管理体系；要强化实践教育教学全过程管理，全面加强实践教育教学制度建
设。

教务处、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学生工作处、团委、工程训练中心等部门的
相关实践教育教学工作，要在实践育人的框架下加以系统化、整体化设计。各相
关部门要按照实践育人的目标具体落实人才培养方案的各项工作计划，由教务处
牵头制订学校实践教育教学工作管理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修订实验
教学管理改革办法，由学生工作处负责修订学生职业辅导管理办法，由团委负责
修订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管理办法，由工程训练中心负责研究制订工程认识课程
管理办法，由人事处负责研究制订相关教师实践育人工作考核管理办法，由财务
处负责研究制订相关实践育人经费保障办法。

三、结合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充实实践教育教学体系，完善实践教
学规范

把实践育人工作纳入学校教学计划，系统设计实践教育教学体系，规范实践
教育教学标准，规定相应学时学分，合理增加实践课时，确保实践育人工作全面
开展。

按照教育部要求，人文社会科学类本科专业实践不少于总学分（学时）
的 15%、理工医类本科专业实践不少于总学分（学时）的 25%，师范类本科专业
实践不少于一个学期。

从 2013 级起，专业实验教学、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育活
动原则上一起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

学校制订实践教学基本要求和能力训练大纲，分类修订实践教学标准，各学
院根据学科情况制订专业具体要求。

四、加强专业实践教学管理，完善课程实践教学环节，改进实践教学方法
全面落实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加强实践教

学管理，提高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质量。
制订实验教学改革实施计划，构建实验教学质量评价体系，重点解决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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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实验教学方法改革、服务学生创新训练等方面的问题；修订实习、实践规
范要求和管理办法，加强对实习、实践环节的过程管理和考核；完善毕业设计（论
文）网络管理系统，全面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检测工作。

把加强实践教学方法改革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重点推行基于问题、基
于项目、基于案例的教学方法和学习方法，加强综合性实践科目设计和应用，支
持学生开展研究性学习、创新性实验、创业计划和创业模拟活动。要根据教学实
际，适当减少课内讲授学时，增加课外实践安排，实践环节的设计要与社会发展
和现实紧密联系，要与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践环节要
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专业实习等相结合，提高学生思想政治素质和观察分析
社会现象的能力，改善教学效果，提高教学质量。

五、强化教育教学实践基地工作，发挥重点基地示范作用，探索特色化基地
建设

研究探索各类产学研基地、实践教学基地与实践教育基地的资源整合与共建
共享。全力推进校企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建立促进学校和行业、企事业单位、
科研院所、党政机关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加强国家级、省级实践教育教学基地建设，发挥国家级、省级实践教学基地
的引领、示范作用；探索校级实践教育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整合原有教学实践基
地资源，每个专业建立 3-5 个实践基地，鼓励同一学科不同专业及不同学科专业
进行共建。

教师教育专业实践基地建设要与校学科、专业建设结合，学生实践基地、教
师培养训练基地、合作教学科研基地、兼职教师基地“四位一体”，以点带面，
积极创新、创特、创优；建立教师教育专业实践教育示范基地，设立专项研究课
题，开展兼职教师专项培训，促进教、学、研、培有机结合。

医学专业实践基地建设要以国家级实践基地建设为契机，结合实施“卓越医
师”计划、医学专业认证工作和医院认证工作，做好实践基地的标准化建设。

理工类专业要结合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做好基地产、学、研一体化建
设。

其他学科专业要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人才培养目标要求，抓好实践基地建设
工作，确保满足专业教育教学的需要。

六、优化教育教学管理系统，规范实践教育教学活动，提高实践活动工作效
能

加强对学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和管理，充分发挥学校各教育教学管理
部门、管理系统的育人功能，对课外实施的各项实践教学活动、实践教育活动进
行科学分类和系统管理，全面提升实践活动对本科人才素质拓展的功效。

加大实施创新创业实践训练的力度，制订各级、各类竞赛管理办法，修订大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管理办法，制订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实施办法，制订
大学生文化素质拓展课程实施办法。

研究制订本科学生职业资格认证及专业考证考级基本要求和实施办法，支持
和鼓励大学生参加职业资格鉴定和专业考证考级，组织开展相关培训辅导。

七、整合实验、实训、实践平台，拓展实践平台建设空间，提升实践平台育
人功能

充分发挥现有实验、实训、实践平台的作用，大力加强开放实验室和开放共
享平台建设，增加实验室和实践平台向本科学生开放的时间，为本科学生进行实
验、研究提供便利；依托现有资源，重点建设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职业（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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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鉴定和实训中心；把实践平台建设与实践基地建设有机结合，整合校内外实
践平台资源，加强多途径、多形式、多方面的合作与共享，拓展实践平台建设空
间。

制订实践育人平台建设方案，探索实践平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创
新。

八、加强实践教育教学教师队伍建设，切实提升教师实践育人能力
加强实践教育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建设，在人员配备、业务培训、能力提升等

方面纳入学校师资队伍建设范畴；鼓励教师增加实践经历，参与产业化科研项目，
选派相关专业教师到社会相关单位进行挂职锻炼；配齐配强实验室人员，提升实
验教学水平；统筹安排教师指导和参加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教师承担实践育人工
作应计算相关工作量，并纳入年度考核内容。

制订教师实践教学指导能力培训和提升计划，不断提高教师实践育人水平。
九、充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调动学生提升实践能力的主动性
建立和完善实践教育教学考核激励机制，激发学生参与实践的自觉性和积极

性，发挥学生在实践育人中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主体作用。



南通大学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法通大教〔2012〕29 号

第一条 教学实践基地是学校基本办学条件之一，教学实践基地的建设与管
理水平直接关系到实践教学质量，对高素质人才的实践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进一步深化教学改革，充分发挥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在本
科实践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加强校外教学实践基地的管理，促进校外教学实践基
地的建设，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是指承担我校本科生各类实践教学任务、经学校
确认与之建立协议关系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校外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

第三条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的基本条件
1、能满足相关专业教学计划规定的各实践环节的教学要求。
2、有水平较高、经验丰富、热爱人才培养工作的科研或管理人员担任指导

教师，有专人负责基地的教学运行和日常管理。
3、具备学生开展教学实践活动所需的训练项目、场地、设备和劳动保护、

卫生安全、基本生活等方面的条件。
4、能够常年接受一定数量的学生按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实践活动。
第四条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的程序
1、申报。学院依据专业建设的需要对拟建基地进行考察论证，初步协商并

达成共识后，向教务处提交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申报材料，包括《南通大学校
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申报表》、考察论证情况书面报告等。

2、学校审核。教务处组织专家对拟建基地进行实地考察，审阅申报材料，
给出评审意见。

3、签订协议。经学校批准后，教务处（或委托学院）与拟建基地签署基地
共建协议书，明确双方责任、权利及义务，并通过适当方式公布。协议书一式四
份，双方各保留两份。

4、基地挂牌根据教学需要和双方意愿确定，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标牌由学校
统一制作。

第五条 组织与管理
1、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在分管校长的领导下进行，实行校院二级管理。
2、教务处是学校对校外教学实践基地进行建设与管理的职能部门，负责校

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总体规划、规章制度、考核办法的制定，新建基地的审批，
基地实践教学情况的检查与评估等工作。

3、学院为对校外教学实践基地进行建设与管理的实施单位，负责基地的规
划、选点、联系与协调。

4、校外教学实践基地负责制定本基地中长期建设与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
划、各项规章制度等，落实专人负责基地的教学安排、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指
导教师队伍建设等。

5、临床教学基地同时按照教育部《普通高校医学教育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
行规定》的要求进行建设与管理。

第六条 兼职教师的职务聘任
学校根据基地实践教学安排与实际需要，依据《南通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兼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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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务聘任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每年组织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的职务聘任工作。
第七条 续签、变更与撤销
1、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协议合作年限根据双方需要确定，一般不少于 5 年；

对协议到期的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与成效，可办理协议续签手
续。

2、当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合作单位出现变更、合并重组等情况，需重新签订
协议。

3、学校对校外教学实践基地每年组织考核一次。对工作成绩突出的校外教
学实践基地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运行存在困难的，提出改进建议；对连续两年考
核不合格的或因人员变化较大而不能继续承担教学任务的，将予以撤销。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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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医学教学基地建设与管理暂行规定通大处教〔2015〕18 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医学教学基地的规范化建设，提高教学基地教学水平，
规范教学基地管理，确保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有关文件精神，
以及我校近年来教学基地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探索，制定本规定以指导学校的基地
建设与发展。

第二条 教学基地建设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以培养符合本科医学教育标准的人
才为目的，积极建设各类优质教学基地。

第三条 注重教学基地内涵建设，以学科建设为主导，同时促进师资队伍、
教育职能、教学管理、医疗技术、科学研究、医院管理、服务质量、社会声誉等
方面综合发展，使医学教育事业与医药卫生事业互利双赢，形成双方良性协调发
展的机制。

第二章 教学基地

第四条 教学基地分类为：附属医院、教学医院、实习医院。
第五条 直属附属医院是学校的组成部分，其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工作

接受学校的领导和指导。其主要教学任务包括临床理论教学、临床见习、毕业实
习。

第六条 非直属附属医院与上级主管部门的隶属关系不变。建设非直属附属
医院应本着高标准、严要求、注重质量、全面发展的原则进行建设。首先由医院
提出书面报告，经其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学校申报，由学校组织专家按教育部《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和江苏省《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
评审指标》对医院进行预审和正式评审，合格后，双方正式签定附属医院协议。
学校下达文件确认并挂牌。

第七条 教学医院是与高校建立稳定教学协作关系的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
承担部分临床理论教学、临床见习、和毕业实习任务。教学医院与其主管部门的
隶属关系不变，教学医院根据学校临床教学需要和医院发展需要建立。须由医院
提出申请报告，经主管部门同意后向学校申报，由学校组织专家组按教育部《普
通高等医学院校临床教学基地管理暂行规定》和江苏省《高等医学院校教学医院
评审指标》对医院进行评审。合格后，双方正式签定教学医院协议，学校下达文
件确认并挂牌。

第八条 实习医院是指我院附属医院、教学医院以外，愿意按我校教学要求，
服从我校教学管理，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医疗单位。学校与实习医院之间通过签
定教学关系协议规范双方的权利、义务，保证实习教学的正常、稳定进行，确保
实习质量。

第三章 教学基地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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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基本条件：直属附属医院应为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非直属附属医
院、教学医院原则上应为三级以上综合性医院或三级专科医院。综合性医院应有
800 张以上病床，内、外、妇、儿及其他临床科室设置齐全，并有能适应教学需
要的医技科室。专科性医院应具备适应教学需要的床位、设备和相应的医技科室。
每年应投入足够的经费用于教学，有教学经费管理办法。医院应具有满足需要的
教学床位、教学用房、学生生活设施、临床技能训练中心、现代教育技术设施、
图书馆信息资源、社区以及精神卫生基地等教学和生活条件。

第十条 师资队伍建设：教学基地应建设一支学历层次较高、带教能力较强，
且有良好医德医风和工作作风良好、学术水平较高的专、兼职教师队伍。专职教
学职称评聘由学校人事处主管，各相关学院协助共同实施。兼职教学职称评聘由
学校教务处主管，各相关学院协助共同实施。教学基地师资管理制度完善，教师
职责明确。对临床教师实施资格认定，对新执教教师实施上岗培训和考核。临床
教师有一定的教育学和心理学知识，教学意识和教学能力强，表达、沟通、协调
能力好。临床教师能以学生为中心，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自主学习和终生学习
能力的培养。

第四章 教学基地的组织管理

第十一条 教学基地管理：在大学分管副校长领导下，由教务处主管，相关
学院协助管理。有关教学工作由教务处实践教学科、教务科和学院职能部门一起，
会同教学基地教学管理部门具体实施。

第十二条 学生在临床课程学习和实习期间接受学院和教学基地双重领导
和管理。各实习基地在分管领导领导下，由科教部门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实习教学
和实习生教育管理工作。

第十三条 各教学基地在加强学生专业理论教学和实习教学的同时，还应注
意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组织纪律、医德医风等方面的教育，做好学生后勤保障
管理工作。

第五章 教学基地的教学管理

第十四条 教学基地具备健全的教学管理体制与机制，教学管理机构、教研
室（组）设置齐全，人员、经费、政策保障有力。

第十五条 教学基地根据学校的各项教学制度，结合本单位的特点，制定自
己的教学建设和管理制度，并汇编成册，报学校教务处存档。

第十六条 教学基地应全面落实学校印发的教学大纲及课程教学计划，临床
教学从入院教育开始到出院考核的全过程各环节须规范运行。人才培养方案、教
学大纲、毕业实习大纲、教学日历、课程表等教学资料齐全完整。

第十七条 教学基地应参加学校定期组织的临床教学会议，会议由教务处负
责组织，各相关学院协助教务处完成会议的各项工作。

第十八条 学校组织对各教学基地进行中期教学检查，各基地负责提供教学
检查所必需的病例、场所、器械等设施及教学资料。

第十九条 开展教学基地评审，以国际医学教育标准和中国医学教育标准为
指南，积极建设和实施教学基地评审。学校每四年一次对临床教学基地进行评审。

230



评审由教务处和各学院组织实施，评审结果及时反馈到教学基地，并按要求进行
整改，对整改后达不到要求的教学基地将停止合作关系。对评审优秀的教学基地
由学校进行表彰。

第六章 教学基地的教学实施

第二十条 专业理论教学：教研室（组）认真执行集体备课制度、试讲制度、
听课制度。临床教师备课充分，教案、讲稿、多媒体课件符合教学大纲及教学规
范要求。注重对学生进行医学人文教育及自主学习能力、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二十一条 临床见习教学：理论课与临床见习授课学时比例应达到学校相
关要求，各教研室（组）应有相对固定的带教老师，每位教师带教见习学生数不
超过 8 人。带教教师精心组织教学，有见习教案，执教认真，能够完成教学大纲
规定的要求。临床教师能够开展见习教学内容、方法与手段改革，建立以学生为
中心的自主学习模式，广泛开展形成性评价，加强学生临床能力的培养。

第二十二条 毕业实习教学：医院应安排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和教学经验的教
师进行实习带教。有完整的入院教育、轮转计划与出院（科）考核制度。教研室
（组）定期组织教学查房、病例讨论，并指导学生进行医疗文书书写和临床技能
培训，以上教学环节均应达到学校相关标准。

第二十三条 教育教学改革：各教学基地重视教学改革，有教育教学改革规
划，有激励教师从事教学改革的措施和政策。能够在理论授课、见习带教、实习
教学中积极开展 PBL、案例引导、临床情景、医学模拟等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方法改革。

第二十四条 教学督导：教学基地设立各自的教学督导专家组，坚持日常督
教、督学、督管，建立评价、指导和反馈机制。

第二十五条 考试与考核：积极开展形成性和终结性相结合的考核模式改
革，以及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的考核内容、方法与手段改革。理论课课程考试
命题、监考、阅卷、成绩登记、试卷管理等各环节组织严密、管理规范。考试结
束后进行试卷与成绩分析，并将结果反馈学生及教师，改进教学方法。

第七章 教学基地经费管理

第二十六条 学校根据各教学基地承担教学任务情况，按标准划拨理论教学
课时费、实习带教费、管理费和其它相关费用。学校拨付的各项教学费用由各教
学基地管理部门专款专用。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其他实习基地参照以上规定执行，本规定由学校教务处负责解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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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职务聘任办法通大教〔2012〕101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教学实践基地师资队伍建设，提升教学水平，提
高教学质量，根据国家及江苏省有关文件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范围：在我校教学实践基地承担本、
专科课程或实践环节的教学、指导、管理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兼职教师的聘任
职务分为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兼职讲师三类。

第三条 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条件
1.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业务水平高，并具有较强的教学、指导和管理能

力。
2. 具有相应的高、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且在聘任期内。
3. 熟悉相关课程或实践环节的教学大纲和教学内容，能实际承担我校本、

专科学生相关教学、指导、管理任务，按照教育教学规律和要求开展教学、指导
和管理工作。

4. 受聘教授职务的兼职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时间须不少于 1 年，且近 5 年
在本专业领域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取得专利或相关成果 2 篇(项）以上。

第四条 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数量
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聘任兼职教授、兼职副教授的比例以每年接受我校学

生数为参考依据，原则上医学类按照 2:1，师范类按照 4:1，其它类按照 8:1（接
受学生数:聘任高级职务人数）的比例聘任；兼职讲师职务根据实际需要聘任。
各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职务聘任的总人数不超过接受我校学生的总人数。

第五条 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的聘任程序
1. 教学实践基地专业技术人员应聘兼职教师，需对照聘任条件自行申报，

并填写《南通大学兼职教师职务申报表》。
2. 应聘人员需提供学历、学位证书及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复印件，

应聘兼职教授职务的还需提供核心期刊论文复印件或专利证书复印件或相关成
果证明。由教学实践基地相关部门对应聘人员的思想政治表现、学术水平和业务
能力等方面进行考核，填写审核、推荐意见，并将《申报表》汇总后报送南通大
学相关专业部门。

3. 学校相关学院组成兼职教师职务聘任工作小组，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初
审，并提出拟聘人员名单，报学校教务处。

4. 学校教务处、人事处对拟聘人员进行复核，㌹㈠〠呄嬱⁔䑛⠞温嵔䨊㈴㐮㜹㜠〠呄嬨，⥝告ਲ㐲⸳㤠ⴰ⸰移㈲ㄠ呄嬨⸃렩嵔䨊㈴㈮㌹〮〰ㄲ㈱⁔䑛䨊㈴㈮㌹ㄠⴰ⸰移㈲ㄠ呄嬨教⥝告ਲ㐲⸳㤱‰⁔䨊㈴㈮㌹ㄠ〠呄嬨、⥝吹〮〰ㄲ㈱⁔䑛䨊㈴㈮㌹ㆩ



1. 学校及相关学院建立受聘兼职教师的业务档案，切实加强对兼职教师的
管理和督导。

2. 各教学实践基地相应管理部门及相关学院负责对兼职教师进行年度考
核。考核以承担教学指导、管理的任务、水平、效果等为主要内容，可采取个人
小结、学生评议、同行评价、领导评定等方式进行。考核结果作为续聘、评优的
依据，对考核不合格的，学校有权解聘。

3. 学校将定期组织教学实践基地优秀兼职教师评选活动，并对优秀兼职教
师予以表彰。

4. 受聘兼职教师可参加我校相应的教师培训班的学习，参加学校组织的教
研及学术活动。根据工作需要和兼职教师的学术水平，可参加有关教材与实习指
导用书的编写工作。

5. 受聘教师可以南通大学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名义发表论文，申报项目，
参加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不得以兼职教师身份从事与我校教学、研究无关的活
动。

第七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实践
教学基地兼职教师职务聘任暂行办法》（通大教〔2005〕61 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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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师范生教育实习细则通大教〔2015〕31 号

教育实习是师范专业学生的综合性实践必修课程，是使学生将知识、能力、
技能综合起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职业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全面检查教师教育质量的一项必要措施。依照国家相关教育法规的规定，结
合教师教育发



议书，并按实习生人数的 4%选派联络指导老师。
第八学期教育实习不组织评优。
第三条 教育实习的组织与管理
1．教育实习工作在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统一领导下进行，实行多级、分

级管理，层层负责。
2．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工作职责
（1）制订教育实习工作指导性文件；
（2）审查各学院教育实习工作计划；
（3）制订教育实习经费计划；
（4）督查各学院做好教育实习前期准备工作、实习期间检查工作和实习结

束阶段总结及表彰工作；
（5）协调教育实习组织与管理；
（6）做好与教育行政部门及实习学校的沟通与联络；
（7）及时获得反馈信息，改革教育实习工作，不断提高学校教育实习质量；
（8）做好教育实习指导老师的评聘工作。实习学校有一定工作经验和指导

能力、尽心负责的老师，填报《南通大学教育实习校外指导老师登记表》（附件
四），经学校审定后，聘为教育实习指导老师；

（9）协调做好实习基地建设工作。
3．学院工作职责
各学院成立学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教育实习工作。实习领

导小组由分管院领导、实习指导教师和中教法教师等 3—5 人组成。领导小组定
期召开指导教师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置实习工作。

（1）实习前期准备阶段：
①遵照本细则，制订本学院教育实习工作计划和具体规定；
②与教务处、教师教育学院协商，联系落实本学院实习学校；
③组织对实习生进行资格审查；
④组织实习生进行模拟练习、微格教学；
⑤对实习生基本情况进行统计、编组、指定组长；
⑥按实习学生人数的 4%选派指导教师；
⑦做好实习动员，召开实习组长会议，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思想工作和组织

工作）。
（2）实习阶段：
①组织教育实习巡视，检查实习工作，及时处理实习中发生的问题；
②听取意见、建议和要求，不断改进教育实习工作；
③认真组织实习生的公开课和汇报课。
（3）实习总结阶段：
①做好实习生实习成绩的审核、评定工作；
②组织学院优秀实习生和优秀指导教师评选推荐工作。具体要求见第八条。
③组织教育实习经验交流，做好教育实习总结，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④向实习生公布实习成绩并将实习成绩归档。
（4）其它有关工作。
4．实习学校职责
（1）动员全校教职工积极支持实习工作，为实习师生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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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订本校指导实习工作安排计划，确定实习班级，选派有经验的教师
指导实习工作并向实习生介绍教研组的工作、制度。

（3）向实习师生介绍本校的基本情况，学生的学习、思想情况，教学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教育改革情况等；安排有经验的教师给实习生上观摩课，组织
实习生参加学校相关活动。

（4）指导、督促、检查实习生的教学工作实习和班主任工作实习；研究解
决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对实习生严格要求，认真督导。

（5）实习后期统一安排每个实习生上一次汇报课，对实习生试教课召开评
议会。通过评议会，培养学生观摩和分析课堂教学的能力。组织指导教师给实习
生评定教育实习成绩，并做出评语或鉴定。

第四条 实习指导老师
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在加强对实习生指导的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实习生

的作用，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既要精心指导，又要大胆放手。
1．实习指导教师要求

（1）实习指导老师原则上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
（2）对教育实习有明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3）具有较好的专业理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一定的教学经验；
（4）具有较好的教育科学知识、组织管理才能和指导实习的能力；了解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学与管理。
2．本校指导教师职责

（1）学校指导教师代表学校参与指导；
（2）做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实习进点前与实习组成员取得联系，了解实

习生的表现及业务情况，布置学习有关文件，熟悉教材，了解教学进度等；进点
前与所负责的实习学校取得联系，统一进入实习学校时间，进点时指导教师必须
到达实习学校；

（3）教育学生热爱教育事业，遵守纪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实习任务；
（4）加强与实习学校领导、老师的沟通、联络，及时向学院和学校反馈信

息。实习期间指导老师到实习学校巡视指导次数不少于 5 次；
（5）检查实习生计划执行情况。因专业知识内容不够熟悉，指导有困难时，

可与学生所在学院进行联系，请学生所在学院另派教师不定期去进行业务指导；
（6）关心实习生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
（7）每周报送实习点的教育实习动态（新闻、图片资料、实习感想、教案、

工作小结等）；
（8）协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做好实习成绩评定与总结鉴定工作；
（9）及时填写《指导教师工作情况记载本》，写出实习工作的书面总结或指

导实习工作的经验体会以及意见和建议，并于实习结束后两周内交学院存档备
查；

（10）实习结束后带回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手册》，交学生所在学院存档；
（11）及时写出优秀实习生的推荐材料。
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实绩，将作为评选优秀指导教师的重要依据之一。
3．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职责
（1）向实习生介绍本学科教改情况，传授教学经验；
（2）指导教学工作实习：分配教学实习任务，组织实习生制订教育实习工

作计划,组织指导实习生钻研教材，编写教案和制作教具，抓好集体备课、试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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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课后评议，审阅教案，随堂听课，全面掌握实习生教学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
解决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3）指导班主任工作实习：向实习生介绍班级情况，传授班主任工作经验。
分配任务，组织实习生制订班主任工作实习计划，了解分析班级和学生情况，帮
助解决有关问题。指导实习生组织好班级活动，学会做班级日常工作，对个别学
生进行教育、家访工作；

（4）指导教育调研：组织实习生制订计划，编制调研提纲，有重点地开展
调研，撰写调研报告；

（5）听试讲、主持评议会、及时帮助实习生改进教学；
（6）指导实习生批改作业和课外辅导；
（7）评定实习生相关实习成绩，写出评语。认真填写“为人师表行为成绩

评定”、“教学工作实习成绩评定”、“班主任工作实习成绩评定”、“教育调研成绩
评定”和“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总表”；

（8）实习结束时，密封《教育实习手册》，加盖骑缝章，交由我校指导教师
带回所在学院。

第五条 实习生
1．实习生要求

（1）我校师范专业学生都必须参加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成绩不及格者，按
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2）应学习并熟悉教育方针政策；掌握本专业基础教育的教材和教学大纲；
了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并对实习学校的教改起促进作用；

（3）必须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必修的基础课、专业课、教育理论课和教材教
法课，考核合格，通过学院教育实习资格审查，方能参加教育实习；

（4）应具有初步的教学组织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熟悉和掌握备课、
编写教案、课堂讲授、作业批改等教学环节和班主任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
握一定教育调研方法，提交有质量的教育调研报告；

（5）应具有语言表达技能的基本功和书面表达技能的基本功、实验操作技
能以及组织课外活动的能力。在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课外音、体、美等活动中具
有某一方面的技能；

（6）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学生，又是实习教师；既在学习知识，
培养工作能力，又在传授知识。因此，实习过程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动性和积极
性，做好教育实习中的各项工作；

（7）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和我校的规章制度，并认真填写《教育实习手
册》。手册执行情况作为成绩评定的依据之一。

2．实习生守则
（1）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
（2）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坚持正面教育，禁止讥讽、辱骂和体罚学

生；
（3）刻苦钻研教材，深入了解学生，教学严谨，工作勤奋，服从分配，勇

挑重担；虚心接受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育质量多作贡献；

（4）道德高尚，仪表端庄，团结互助，遵纪守法，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凡言行不检点，违反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将受到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责令
停止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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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服从实习学校的领导，尊重实习学校的教职工，遵守实习学校的一切
规章制度和校纪校风，如有建议和意见，必须通过实习组长或领队教师有组织地
提出，不得随便议论；

（6）爱护实习学校的一切公共财物，所借用的图书资料，仪器物品等必须
妥为保管，按期归还，若有遗失或损坏，应按学校有关规定赔偿；

（7）实习期间凡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必须经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领导
同意，并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不准擅自带领学生外出活动；

（8）严格请假制度。由于特殊原因必须请假时，l—2 天必须经双方指导教
师和实习学校领导批准，3 天及以上必须经实习学校和学院批准，报学校备案，
累计缺勤超过实习时间三分之一者，须重新参加教育实习；

（9）实习生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干扰实习成绩的评定工作，违者给予实
习成绩降等或相应的纪律处分；

（10）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节约实习经费，严格执行实习经费开支标
准和有关规定。

3．实习小组正副组长职责
实习生按实习学校成立实习小组。实习小组长由学院指定。根据需要，可设

立副组长，配合小组长开展工作。实习小组长的职责主要包括：
（1）配合指导教师组织本组实习生完成实习；
（2）协助指导老师组织本组实习生集体备课、预讲、互相听课、经验交流

等；
（3）关心本组同学的思想、工作与生活，及时反映同学中存在的问题；
（4）带头遵守实习生守则和实习纪律，搞好团结互助，共同完成实习任务；
（5）在小组评议的基础上，根据实习生的实际表现，逐个写出评语。
第六条 教育实习内容与要求
1．教学工作实习内容与要求
内容：包括钻研教材、备课、编写教案、试讲、上课、实验等主要教学环节，

以及辅导、批改作业、讲评、成绩考核、组织课外学习活动等辅助教学环节。
要求：熟悉课堂教学中各种类型的课程(含讲授课、复习课、练习课、实验

课以及考核与讲评课等)教学，至少应完成 6-8 个新教案 12-16 个课时。实习期间，
实习生必须坚持互相听课和参加课后评议，每生听课不少于 10 节，参加评议 4
次以上。

实习生的教案须经原任课教师审批同意后，方能上课。实习生上课前，应在
指导教师主持下进行试讲，试讲不合格者不能上课。

2．班主任工作实习内容与要求
内容：听取班主任工作经验介绍，在原班主任老师指导下制订班主任工作计

划；组织班级活动及进行日常的班务工作和家访；注意针对学生特点，对学生进
行思想品德教育。

要求：实习生固定在一个班，在原班主任老师指导下，运用所学教育科学理
论从事班主任工作实践。了解班主任工作意义、基本内容与一般规律，学习班主
任工作基本方法，培养从事班主任工作的能力。实习期间，每个实习生至少组织、
开展 3 次学生主题班会或其它形式的班级活动。

3．教育调研内容与要求
内容：对中小学校或幼儿园的基本情况、历史与现状的调查；对优秀教师的

先进事迹、教书育人经验、教学方法与教改试验的总结；对教学对象的心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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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特点、学习态度与方法、知识结构、智能水平与政治思想品德状况的调查；对
我校历届校友在工作和事业上的经验进行分析等。

要求：通过教育调研，更深入地了解基础教育改革的现状及发展趋势，写出
切合实际的调研报告；培养进行教育调研的能力。

实习生调研题目和调研计划应事先征得实习学校和指导教师的同意，在审批
后执行。调研报告要内容真实，观点鲜明，材料典型，分析到位，文字简明扼要
（不少于 2000 字）。

4．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与要求
内容：在实习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实习学校的情况和学生的特点，开展

知识性和娱乐性相结合、课堂内外相结合、主题班会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等形式多
样、生动活泼的第二课堂活动，如举办各种专题讲座、百科知识竞赛，组织专业
文娱晚会、诗歌与演讲，指导办好班报、墙报及校刊等。

要求：了解第二课堂活动的地位与意义、内容与形式、组织与指导方法。培
养实习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管理能力。

5．教育科研内容与要求
内容：通过实习生从自己教学、班主任工作或从教育调研中提出的问题，进

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教改实验，撰写成教育论文或教学实验报告，教育科研与毕
业论文可结合进行，并结合实习，了解基础教育科研动态。

基本要求：通过撰写教育论文或教改试验总结，探索教育规律与教学方法。
培养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6．学校行政管理实习内容与要求
内容：通过教育实习了解实习学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规章制

度等。
基本要求：使实习生热爱教育事业，巩固“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的思想，

了解实习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向，学习管理经验，培养组织管理能力。
以上实习内容中,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和教育调研是每个学生必

须完成的内容，其它几项暂作参考考核内容及实习评优的依据之一。
第八学期教育实习着重于反思与调研。
第七条 教育实习成绩考核与评定
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是一项重要而严肃的工作，必须按考核要求和相应的评价

办法严格、认真地进行。
1．成绩考核的内容
（1）为人师表行为表现：贯彻教育方针的情况，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情

况以及在教育实习中的精神面貌(包括实习期间的组织性、纪律性、积极性和团
结互助精神等)；

（2）教学工作实习方面：备课、试教等课前准备情况，教案质量；教学中
教学原则的贯彻，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教学方法的运用，双边活动的开
展；语言板书；对学生智能的培养，教学的效果；以及听课评议、作业批改、课
外辅导、工作态度等；

（3）班主任工作实习方面：熟悉情况、制订计划等班主任工作准备情况；
对班主任日常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了解；主动开展班级工作及完成所分配的任
务情况；班主任行为表率等；

（4）教育调研方面: 根据实习的具体情况，写出切合实际的调研报告；
（5）教育实习的其它方面：运用本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原理进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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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科研活动；可结合毕业论文的撰写，进行选题、调查、素材收集。
教育实习考核基本内容包括为人师表行为、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

和教育调研。评分比例：为人师表行为成绩占总成绩的 10%，教学工作实习成绩
占总成绩的 50%，班主任工作实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教育调研成绩占总成绩
的 10%。教育实习其它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依据。以上四项基本内容，有一
项“不及格”者，总成绩不能评定“及格”；有一项不是“优秀”的，总成绩不
能评定“优秀”。

评分采用量化评定方法，将百分数折合成五级记分制：优秀（90-100 分）、
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不及格（59 分以下）五
等。成绩优秀的人数不得超过实习生总人数的 30%。

教育实习成绩不合格者须重修。
2．成绩考评的步骤
（1）实习生根据本人在实习期间的实际表现和完成任务情况，书面进行自

我分析和总结，填写“教育实习总结”；
（2）实习小组根据实习生的自我分析和总结，进行讨论、评议。小组长实

事求是地将小组意见填入“教育实习总结”；
（3）指导教师根据实习生个人自我分析和总结、小组意见和实习生的实际

表现分别填写“为人师表行为成绩评定”表、“教学工作实习成绩评定”表、“班
主任工作实习成绩评定”表和“教育调研成绩评定”表，经双方综合、协商后，
由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在“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总表”上填写评语和实习成绩；

（4）实习学校对实习成绩进行统一审核，由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
实习学校公盖；

（5）学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根据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的评分及《教育
实习手册》填报情况，结合各自学院特点，对实习生进行了综合评议，最终评定
实习成绩。实习成绩经院实习领导小组核定后记入《教育实习手册》；

（6）公布实习成绩并将成绩归档。
第八条 第七学期教育实习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实习生评定
1．评选数量及方法
教育实习优秀实习生按集中实习人数的 10%提名，优秀指导教师按指导教师

人数的 30%提名。
学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在实习生及指导教师本人申请的基础上，根据实际工

作情况参照实习学校的反映和对实习生的鉴定，认真组织评议，按规定的比例确
定评优推荐人选，报学校审核批准。

学校对优秀个人予以表彰。
2．评优条件
优秀指导教师的条件：
（1）工作责任感强，认真组织和指导实习生完成各个教学环节，坚持随堂

听课和课后评价指导；
（2）坚守工作岗位，实习期间自始自终在实习学校履行指导教师职责；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当好实习生的表率；
（4）努力工作，认真履职尽责，带领实习生圆满完成各项实习任务；学生

实习阶段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受到实习学校的赞扬和好评；
（5）加强与实习学校的联系，尊重实习学校领导及指导教师，认真协调和

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全面掌握实习情况，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实习中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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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问题。
优秀实习生的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教育事业，专心实习，切实按照教师的职业

道德标准，当好实习教师；
（2）服从组织安排，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实习生守则及实习学校规章制



南通大学医学毕业（临床）实习管理办法通大处教〔2015〕17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为加强医学毕业（临床）实习管理，实现教学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

制度化，确保实习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医学生毕业（临床）实习是医学各专业教学计划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既是综合训练医学生运用所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
能力的重要阶段，又是达到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培养目标的重要环节，既要求学生
在实习期间切实掌握好诊治疾病和预防疾病的基本技能，同时又要培养学生科学
的思维能力和优良的医疗作风及职业道德，为毕业后独立从事专业工作打下良好
的基础。

第三条 其它医学类相关专业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毕业（临床）实习管理职责
第四条 教务处管理职责
1. 制定实习的目标、规划、要求，以及必要的规章制度。
2. 组织院（系）制定实习计划和实施任务书，并且协调和监督计划的执行。
3．组织开展各医院兼职教师的职称聘任工作。
4．组织开展“优秀带教老师和优秀实习生”的评选和审核工作。评选办法

参照附件 1 和附件 2。
5．根据互惠互利的原则，与医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不断加强教学

基地建设，定期召开毕业实习工作会议，总结教学经验、互通教学信息、表彰教
学先进、研讨医学教学的新思路。

6．建立实习质量评估体系，组织专家对毕业实习教学进行指导和质量检查。
第五条 学院管理职责
1．在学校职能部门的统一协调下制定（包括修改）毕业实习大纲和实习计

划，以保证毕业（临床）实习正常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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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医院的实习管理一般由科（医）教处（科）或医院指定的部门负责，指
定专人具体负责实习教学管理及实习生管理工作。

4．医学实习管理部门职责：
（1）建立汇报制度，定期向分管院长汇报实习教学情况，加强与学校联系，

以便互通信息，互相支持，促进教学。
（2）定期召开医院的教学会议，检查教学工作，了解实习教学计划执行情

况，改善实习条件，不断总结带教经验，培养学生临床思维能力，提高老师教学
水平，确保实习任务顺利完成。

（3）学生进入医院后，组织岗前教育（包括介绍医院概况、规章制度、医
德医风先进事迹教育等），安排学生的实习轮转，要求各科室开展入科教育及院
科二级业务讲座。

（4）按照实习大纲和实习轮转计划的要求认真组织实施，协助各科室主任
安排好带教老师，一名老师带 2～3 名学生，给学生分配床位（6～8 张），定期
检查各科室的带教工作和毕业实习计划完成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

（5）定期召开师生座谈会，广泛听取师生的意见和要求，总结检查教学质
量和实习效果，表彰优秀带教老师和优秀实习生。对责任心不强、实习不认真、
完不成实习任务及有缺点错误的学生要及时批评教育，从严要求并限期改正。

（6）做好实习生出科考核和毕业技能操作考试工作，严格考试纪律，督促、
指导病区（科室）带教老师认真填写实习生考核成绩和评语。

（7）严格请假制度，办理学生请假手续，督促科室实行实习生考勤制度，
特别在学生双选期间，正确引导学生处理好双选、考研和实习的关系，学生请假
要经过带教老师报科室主任同意经主管部门批准后才生效，并及时履行销假手
续，对违反纪律和规章制度的学生经批评教育不改者由医院向学校提出处理意见
和建议。

（8）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组织安排实习生的形势政策教育等政治学习和社
会实践活动，并做好考勤、记录和鉴定工作。

（9）做好实习生群体生活管理（如住宿、膳食、节假日活动等安全教育）
工作，协调和解决学生群体活动中存在的问题。

第七条 实习组长职责
实习组人数、成员等根据各实习医院的情况，由各学院（系）统一选定安排。

每个实习组一般配备 2～3 名思想政治好、工作能力强的学生担任正副组长，团
支书。其主要职责是：

1．进入实习点后配合医院做好岗前教育工作，负责与所在实习医院有关部
门、科室和带教老师联系。

2．了解掌握本组实习生的思想动态、学习和生活情况，掌握第一手资料，
并定期向学校、学院和医院实习管理部门汇报。

3．负责检查、督促本组的实习计划完成情况，做好实习生鉴定工作相关材
料的准备和实习总结。

4．认真做好实习组的考勤工作，组织安排好实习生宿舍安全保卫和清洁卫
生工作。

5．以身作则，严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勤奋学习，尊敬师长，团结同学，
完成实习任务。

6．组织全组同学参加实习医院的政治学习和医院的公益劳动。关心爱护同
学，注重调动同学实习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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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实习生的基本要求
1．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

新、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树立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宗旨，
强化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养成良好的医德、医风。

2．实习科目、轮转日期，应按学校和医院实习计划进行，未经批准，实习
时间及内容不得任意减少或延长，不得任意变更实习科目。

3．必须严格遵守学校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安排，安心实习。
4．积极参加医院安排的政治学习、党团组织活动及业务活动。
5．努力学习专业知识，认真进行“三基”训练（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基

本操作），严格执行各项技术操作规程，及时完成老师交给的各项医疗任务。
6．努力提高病历书写质量，严格按照《病历书写规范》要求书写病历。书

写病历及各项记录必须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文字通顺，字迹清楚，格式完整。
7．在手术室实习时，应服从指导医师的分配，并遵守操作规程进行工作，

未经带教老师许可和指导，不得单独进行手术和操作。
8．实习生应按医院的要求参与值班，值班期间不得离岗，离岗必须得到上

级医师的许可。
9．实习生应参加医院组织的出科考核，考核合格后方可进入下一科室实习。
第三章 实习纪律规定
第九条 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应该遵守以下规定：
1．实习生应服从医院的领导，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规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

度，认真学习医师法规，按照医院安排的实习轮转表到各科室进行实习。在工作
中要加强医德修养，尊重医务人员，团结同学、爱护病员、关心集体、积极参加
各种政治学习和公益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发挥模范作
用。

2．实习生应发挥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临床实践中加强基础理论、
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训练，发扬救死扶伤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忠实履行实习医
师的职责。

3．实习生在各科实习时，应认真听从带教老师的指导，努力完成上级医师
交给的各项工作（包括临床工作、病房管理等），负责报告自己所管床位病人的
病史，及时向上级医师汇报病人病情变化，提出诊疗意见，积极参加医疗护理和
重危病人抢救工作。

4．实习生在实习期间按医院的作息时间上下班，上午应提前半小时上班，
做好交接班的准备工作。

5．实习生在医疗工作中，必需认真执行请示报告制度，严格遵守上级医师
的指示，不得擅自开处方、单独处理病人及签署会诊单、手术通知和各种证明书。
未经上级医师批准，不得擅自动用贵重仪器、医疗设备。对病人和家属解释病情
时，必需征得上级医师同意。男性实习医师不能单独检查女病人。

6．实习期间学生一般不请假，如因病、因事急需请假者，应按规定办理请
假手续。

7．请假手续：
（1）因病请假，需所在实习医院保健科出具证明（急诊后补）。凡弄虚作假

者均作旷课处理，情节严重者，给予必要的行政处分。因事请假，必须由本人向
医院实习管理部门提交书面申请报告，经批准后生效。

（2）凡请病、事假一天以内者，必需经实习科室主任批准后生效，同时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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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医院实习管理部门备案，一周以内者，必需由医院实习管理部门批准后生效，
同时报所在院（系）、学校教务处备案。一周以上两周以内者必需经所在院系批
准后生效同时报学校教务处备案，两周以上者必需经学校教务处批准后生效。

（3）请假期满必须销假，如需续假者，应提前办理续假手续，否则以旷课
论处。

（4）凡未办理请假手续而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者，均以旷课论处。
8．毕业（临床）实习期间学生旷课学时数每天按 6 学时计算。并按《南通

大学学生纪律处分规定（试行）》处理。若情节严重屡教不改者，所在实习轮转
科目成绩作不及格论处。

9．实习生实习的各科累计缺席（包括病假、事假、旷课）达到或超过该科
目实习总学时的 1/3 者，不评定该科目的实习成绩，待补实习考核后再评定成绩。

第四章 实习生的考核
第十条 出科考核
出科考核内容一般分：科室鉴定、理论考试和实践技能考核三个部分。三个

部分中任何一部分不合格（及格），该科室毕业实习均视为不合格，须补实习，
补实习的具体时间由实习生书面向科教科（医务处）提出申请，得到批准后方可
进行，补实习不能占有其他科室实习时间；一个阶段（大轮转）中有两个及两个
以上出科考核不合格的，该阶段实习视为不合格，不得进入下一阶段实习。

第十一条 中期考核
实习期间由学院组织中期考核，考核成绩占毕业考试成绩的 10%。具体考核

办法见附件 3。
第十二条 毕业考试
毕业考试由各学院根据各学科特点制定考核办法并组织实施。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

大学医学毕业（临床）实习管理暂行规定》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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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通大教〔2015〕106 号

毕业设计（论文）是实践教学的主要环节，是检验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
培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为加强对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管理，规
范学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提高毕业设计（论文）的水平和质量，充分发挥
该环节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积极作用，特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教学要求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

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使学生获得科学研究的基础训练。
2.培养学生正确的设计思想、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和严肃认真的科学态

度。
3.进一步训练和提高学生的理论研究能力、分析论证能力、工程设计能力、

实验研究能力、外语阅读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查阅文献资料能力、社会调查能力、
经济分析能力、撰写论文或设计说明书的能力、语言表达、思辨能力等。

4.毕业设计（论文）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
5.毕业设计（论文）在各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时间期限内完成。
二、选题原则
1.选题应符合专业或学科大类培养目标的规定，满足教学基本要求，有利于

培养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有利于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

2.要理论联系实际，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实际需要相结合，与生产、科
研和实验室建设相结合，提倡不同专业或不同学科之间相结合的课题。

3.课题的选择应体现中、小型为主的原则，即设计（论文）的量要适当，应
使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经过努力能基本完成全部内容，或者能有阶段性的成果，既
不使学生承担的任务过重，又不因任务过少，造成学生空闲，以致达不到基本训
练的要求。

4.毕业设计（论文）原则上一生一题，确需多位师生共同参与的，应设立团
队型课题。团队课题应下设子课题，各子课题设计合理，任务分工明确，研究内
容有机联系；设计作品能有效反映团队成员间的实质性协作与配合，且有群策群
力、协同攻关的设计研究成果；每个团队不少于 3 位学生，其组成可为同一专业
的学生，也可为跨学科、跨专业的学生；团队设总的指导教师 1 名，每位学生有
各自的指导教师。

5.要贯彻因材施教的原则，使学生在原有的水平和能力上有较大提高，鼓励
学生创新。

6.同一指导教师每年指导学生的课题的研究内容不得雷同。
三、工作程序
l.确定题目及指导教师
第七学期(五年制专业第九学期)，教师提出毕业设计（论文）题目，填报立

题卡，并说明题目来源、内容、难易程度、工作量大小及所具备的条件等。经教
研室讨论审定后确定符合条件的题目和指导教师，学院批准后向学生公布。各学
院采取合适的方法，组织学生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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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按要求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经教研室主任、教学院长审
查签字后下发给学生。课题一经审定，不得随意更改，如因特殊情况需更改或调
整选题，须填写《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变动申请表》，经教研室主任
同意、教学院长批准、报学院存档。

2.动员
毕业设计（论文）开始前，各学院必须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动员。组织师

生学习有关毕业设计（论文）规定，明确职责及要求，安排必要的指导培训和专
题讲座。

3.检查
毕业设计（论文）过程中，各学院应按要求进行前、中、后三期检查。
前期：检查指导教师到岗情况，课题进行的必要条件是否具备、安排是否合

理，任务书是否下达到每位学生。
中期：着重检查学风、工作进度、教师指导情况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

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并采取必要、有效的措施解决存在问题。
后期：检查答辩准备工作，着重对学生答辩资格进行审查。根据任务书及毕

业设计（论文）规范化要求，检查学生完成工作任务的情况，组织对毕业设计（论
文）文字材料、图纸的质量、实验数据及软、硬件成果的验收等。

4.答辩及成绩评定
每年 6 月为毕业设计（论文）答辩时间，各学院于答辩前两周将本学院《南

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组成情况表》、《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
答辩日程安排表》报送教务处，同时在学院公布。

答辩前，学生须上交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材料，指导教师写出评语,交评
阅教师评阅, 同时学院使用大学生论文抄袭检测系统对毕业设计（论文）进行检
测，依据《南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组
织进行答辩资格审查。

5.评优、总结及资料保存
答辩结束，学生将全部资料整理、按学院文件要求装订好上交指导教师，指

导教师审核合格后交学院保存。
答辩结束后在规定时间内，各学院根据《南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评优办法》的要求，参加校级毕业设计（论文）的评优工作。
答辩结束两周内，各学院上报本届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总结包括：

毕业设计（论文）基本情况统计、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有显著效果的做法、
存在问题的分析及改进措施等。

每年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结束后，学校组织专家对本届毕业设计（论文）
质量进行抽样分析检查。

四、对指导教师的要求
1.指导教师应为人师表，在进行业务指导的同时，关心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

教书育人。对学生严格考勤，重视和加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重视学生独立工作能力、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2.指导教师应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或学历，研究生不能单
独指导毕业设计（论文），但学院可有计划地安排其参与协助指导工作。

3.每名指导教师指导的学生人数不宜过多，理、工、医学类专业一般不超过
6 人，文科类、经管类专业一般不超过 10 人，特殊情况由各学院教学院长审批
并报教务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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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教师的具体任务
⑴立题并指导学生选题。
⑵课题经学院审查通过后，指导教师按要求认真填写毕业设计（论文）任务

书，经教研室主任和教学院长签字后下发给学生。
⑶组织开题工作，配合教研室和学院进行前、中、后三期检查。
⑷定期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质量，按时进行答疑与指导。以适当的形式保

证与学生进行必要的交流，并做好指导记录，指导教师对每位学生的指导每周不
少于 2 次(文科专业不少于 1 次)。

⑸指导学生正确撰写毕业设计说明书或毕业论文。
⑹答辩前，按规范化要求检查学生完成任务情况，对学生进行答辩资格初审,

根据学生的学习态度、工作能力、设计（论文）质量等写出指导教师评语并进行
成绩评定。

⑺经评阅教师评阅后，由指导教师将全部材料、评阅意见、论文抄袭检测情
况反馈给学生，并指导学生进行答辩前准备。

⑻答辩结束后，收齐、审核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部资料、成果，交学院
统一保存。

5.毕业设计（论文）期间，指导教师应合理安排工作，避免长时间外出。确
因工作需要外出的，应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超过 1 周须报教务处审批。

五、对学生的要求
l.学生必须学完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并取得相应学分。学院可

根据专业特点，细化学生参加毕业设计（论文）资格审查办法，报教务处备案。
2.努力学习、勤于实践、勇于创新，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书规定的任务。
3.遵守纪律，保证出勤，因事、因病离岗，应事先向指导教师请假，否则作

为缺席处理。累计缺席时间达到全过程 l／4 者，取消答辩资格。在校外做毕业
设计（论文）的学生，需同时遵从双方指导教师的安排，遵守工作单位的规章制
度。

4.独立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弄虚作假，不抄袭和拷贝别人的工作内容。
5.毕业设计（论文）必须符合规范化要求。
6.毕业设计（论文）成果、资料应于答辩结束后按规定要求装订好交指导教

师。凡涉及到国家机密、知识产权、技术专利、商业利益的成果，学生不得擅自
带离学校。如需发表，必须在保守国家秘密的前提下，经指导教师推荐、教研室
主任和教学院长批准。

7.实验时，爱护仪器设备，节约材料，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及实验室有关制度，
保持良好的学习和工作环境。

六、答辩及成绩评定
1.各学院成立 7-11 人组成的答辩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原则上应具有高级职

称。答辩委员会下设若干答辩小组，答辩小组人数 5 人左右，成员原则上由校内
外具有相应专业职称的人员组成。

2.答辩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部材料应由评阅教师详细评阅。评阅教
师应是答辩小组中具有指导资格的教师，学生的指导教师不得担任其评阅教师。
评阅教师应写出评阅意见，并根据课题涉及的内容和要求，以及有关基本概念、
基本理论，准备好不同难度的问题，供在答辩中提问选用。

3.毕业设计（论文）完成后，学生必须进行答辩。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特
殊情况由学院确定答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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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每位学生答辩时间：学生自述 15 分钟左右，教师提问 15 分钟左右。自述
主要包括：题目的来源、要求、设计（论文）主要特点、分析和计算的主要依据
与结论、设计（论文）的体会及改进意见。

5.凡小组答辩成绩优秀和成绩差及有异议的同学必须参加学院大组公开答
辩，且须聘请校外同行专家参与答辩和成绩评定。

6.答辩结束后，答辩小组应为每位参加答辩的学生写出评语，并给出成绩，
参加学院大组公开答辩的，由学院大组写出评语，并给出成绩，交答辩委员会审
核。

7.毕业设计（论文）的成绩采取五级记分制，各学院学生的成绩应呈正态分
布，优秀控制在 15%以内，优良率控制在 60%-70%。成绩评定由指导教师、评阅
教师和答辩小组按 4:2:4 的比例分别给出的百分值相加形成，最终换算成优、良、
中、及格、不及格五级，由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委员会最终审定。成绩评定标
准由学院根据专业特点制定。

8.成绩不及格者不得毕业，不及格者可申请随下一年级同专业重做，重做申
请需经学院批准。

七、组织管理
l.全校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在主管校长统一领导下，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协

调与管理，各学院具体组织实施。
2.教务处工作职责
⑴根据专业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各学院做好毕业设计（论文）的各阶段工作，

不断完善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管理制度。
⑵汇总《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情况统计表》，组织检查毕业设计（论

文）各阶段进展和质量情况，协调有关问题，组织毕业设计（论文）评估工作。
⑶组织审定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颁发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奖。
⑷组织专家抽样分析设计（论文）质量，做好工作总结，组织经验交流。
⑸汇编出版南通大学优秀毕业设计（论文）集。
⑹组织参加江苏省毕业设计（论文）评优与抽检工作。
3.学院工作职责
⑴制定符合专业特点的“学院毕业设计（论文）管理细则”，管理细则中对

毕业设计（论文）的规范化要求、评分标准、学生和指导教师的要求以及各个环
节的工作要有详细的规定。

⑵布置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任务，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工作动员。
⑶负责学生参加毕业设计（论文）资格的审定工作，组织审查全院毕业设计

（论文）课题和任务书。
⑷定期检查毕业设计（论文）工作进展情况，协调处理本学院毕业设计（论

文）中的有关问题。
⑸组织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答辩资格审查。
⑹成立答辩委员会，组织审查、复查学生的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情况。
⑺负责推选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⑻认真做好毕业设计（论文）总结工作，总结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的先

进管理经验和典型事例，认真填写《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表》，并将总结
材料于毕业设计结束后两周内交教务处实践教学科。

⑼毕业设计（论文）档案管理工作。
4.教研室（系）工作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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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组织毕业设计（论文）的立题、审题，组织学生选题，安排指导教师和评
阅教师。

⑵审查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
⑶做好毕业设计（论文）前、中、后三期的工作检查，及时安排和处理毕业

设计（论文）中的有关问题。
⑷组成答辩小组，组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和成绩评定工作，并做好记录。
⑸做好本专业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选及推荐工作。
⑹进行本专业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总结。
八、规范要求
1.撰写规范要求
毕业设计（论文）有关撰写的格式及标准参照国家标准 GB7713-87《科学技

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式》。
字数要求：毕业设计（论文）的字数要求理工科专业不少于 8000 字，文科

等其它专业不少于 6000 字，并应有不少于 200 个字的中、外文摘要及 3-5 个中、
外文关键词。

题目要求：题目名称要求以最恰当、最简明的词语反映论文中最重要的特定
内容的逻辑组合，做到文、题贴切，一般不使用非规范的缩略词、符号、代号和
公式，题目名称一般不超过 25 个字，外文题目名称不超过 15 个实词，中外文题
目名称应一致。

⑶文字要求：文字通顺，语言流畅，无错别字。
⑷图纸要求：毕业设计图纸的绘制、尺寸标注应符合国家标准。
⑸图表要求：所有曲线、表格、流程图、程序框图、示意图等必须按国家规

定标准或工程要求绘制。
⑹参考文献：书写格式必须按国家标准 GB7714-87 规定，所列出的文献必

须在文中引用处用上标标注。期刊论著等文献格式：
[1]* * *,* * *,* * *等.一种用于在线检测局部放电的数字滤波技术[J].清华大

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33(4):62-67。
[2] * * *, * * *, * * *.图书馆目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15-18。
2.资料归档要求
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材料
工作计划、选题汇总表、前中后三期检查材料、答辩委员会组成及答辩日程

安排、情况统计表、工作总结、学院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细则、毕业设计
（论文）指导记录、其它材料。

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归档材料
学生完成的毕业设计（论文）须按规范化要求装订和归档。凡获奖的毕业设

计（论文）长期保存，其它毕业设计（论文）保存期为五年。毕业设计（论文）
资料必须包括：

毕业设计（论文）：封面、诚信承诺书、中外文摘要和关键词、目录、正文、
参考文献、致谢、附录等。

毕业设计（论文）成绩评定材料：成绩评定表、答辩记录、中期检查表、校
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表(评上校级优秀的)。

毕业设计（论文）附件材料：立题卡、任务书、开题报告、文献综述、译文
及原文、工程图纸、程序及光盘等。

九、评优与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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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的评选按《南通大学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评优办法》执行。

2.省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的评选，学校每年根据上级评优通知要求，按
照《南通大学本科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标准》，从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
文）中遴选优秀项目参加校级以上毕业设计（论文）评优。

3.在评优的同时，做好抽检工作。学校每年随机抽取部分毕业设计（论文），
依据《南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抽检标准》、《南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
文）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文件要求进行检查，并及时将抽检结果
予以通报。

十、其它
1.本科人才培养计划中有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环节的专业，均须按此办法

执行。各学院可根据专业特点及《高等学校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手册》制定工
作管理细则，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实施。

2.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须按《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
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执行。

3.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全日制本科
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管理规程(修订稿)》(通大处教〔2006〕96 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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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评优办法通大教〔2015〕106 号

为进一步促进我校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教学管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
更好地开展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提高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优项目
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
二、评选条件
1.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条件
以单篇形式推荐的毕业设计（论文）须具备以下条件：
⑴必须为院级优秀本科毕业设计（论文），且由学生本人完成；
⑵选题科学，符合本专业教学要求；
⑶能够较好体现本专业基本知识、基本技能的综合应用；
⑷具有一定的创新性，或具有一定的学术水平和独到见解，或具有一定的实

用（参考）价值。
以团队形式推荐的毕业设计（论文）须具备以下条件：
⑴每个团队应由不少于 3 位学生组成，主要为同一专业的学生，允许跨学科、

跨专业组建毕业设计（论文）团队；
⑵团队有总的指导教师，每个学生有各自的指导教师；
⑶团队毕业设计（论文）选题科学，符合本专业教学要求，各子课题设计合

理，分工明确；
⑷注重相互之间的实质性协作和配合，具有较高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设

计（论文）作品质量较高。
2.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评选条件
⑴有连续两年指导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的经历，为人师表，教书育人，

始终把学生的能力培养放在第一位。全面落实，严格执行学校有关毕业设计（论
文）的规定；

⑵重视毕业设计（论文）选题工作，指导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符合
专业教学要求，能达到综合训练的目的；

⑶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书写规范，设计内容和任务有明确要求，安排工
作量适中；对学生开题报告、外文文献翻译审阅认真细致；

⑷工作作风严谨，认真负责，对学生严格要求；能按照有关规定对学生毕业
设计（论文）的各个环节进行深入细致的指导，鼓励学生创新，并对学生的毕业
设计（论文）进度及时检查；学生设计模型合理，分析计算正确，图纸绘制及毕
业设计（论文）书写规范；

⑸认真评阅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能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给出评价，严
格评分，并能指出毕业设计（论文）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三、评选办法及推荐比例
1.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每年评选一次，采取学院评审推荐和学校终审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比例为学院毕业设计（论文）总数的
2％；

2.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每年评选一次，采取学院评选推荐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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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比例为学院指导毕
业设计（论文）教师总数的 5％；

3.在评优过程中，对指导的论文获得省级及以上奖励的或公开发表的指导教
师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四、申报材料
1.优秀毕业设计（论文）申报材料
⑴《南通大学优秀毕业设计（论文）评选表》；
⑵毕业设计（论文）复印件一份，毕业设计（论文）浓缩稿（见附件）一份；
⑶《南通大学优秀毕业设计（论文）推荐排序表》。
2.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申报材料
⑴《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
⑵《南通大学毕业设计（论文）优秀指导教师推荐排序表》。
五、评选时间
每学年毕业设计（论文）工作结束组织评选。
六、表彰
学校对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设计（论文）和优秀指导教师予以表彰。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评优暂行办法》（通大处教〔2006〕97 号）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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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通大教

〔2015〕106 号

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学改革，探索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
径，学校鼓励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与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允许学生到校
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为加强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
理，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资格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进行校外毕业设计（论文）：

1．必须已取得除毕业设计（论文）以外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

2．学生已经与校外单位签定了就业协议或意向书，或学院已经与校外单位
签定了联合指导协议；

3．接受单位必须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时热心支持和关心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能为学生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
件，并能选派出中级职称以上的优秀的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
作。

二、基本程序

1．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学生须提供校外单位同意接受学生就业协议
或意向书，指导教师的职称证书复印件、课题计划等材料）；

2．学院对学生申请及提供的所有材料组织审查，对同意进行校外毕业设计
（论文）的由学院、校外单位、学生三方签定《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
业设计（论文）协议书》，同时学院指定一名教师担任校内指导教师；

3．校内指导教师依据学生提交的材料，与校外指导教师商讨后填写立题卡、
任务书。

三、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各个环节，必须严格按照《南通大学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如果学生未按规定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导致毕业设计（论文）不及格，不得毕业，责任自负。

四、学生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必须有两名指导教师。其中一人为
接受单位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另一人为校内专业教师。校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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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必须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负全责，掌握进度和要求，协调
有关问题，严把质量关。学生返校时，应有校外指导教师的书面鉴定意见。

五、各学院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正式开始前，应将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
设计（论文）的学生及有关信息进行登记，填写“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
毕业设计（论文）情况一览表”，同时报教务处备案。

六、学生必须在答辩前二周返回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及成绩评定
在校内进行。

七、学院应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生在校外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所在单位的
规章制度，提高安全意识，确保人身安全；每周校内指导教师与学生至少联系 1
次，校内指导教师应对指导该学生的情况作好指导记录。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学生在校
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试行）》（通大处教〔2006〕98 号）停
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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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试行）通大教〔2013〕130 号

学科竞赛是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提升大学生综合素质和提高大学生实践
能力的重要手段，是活跃校园文化，倡导学习、合作、竞争、向上的校园氛围的
有效方式。为使竞赛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国家及省有关
精神，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学科竞赛的范围

学科竞赛主要包括：教育部等国家政府部门主办的各类全国范围学科竞赛；
教育部各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国家级学术团体等机构主办的全国范围的学科竞
赛；省教育厅等省级政府部门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区的学科竞赛；省级教学指导
委员会、省级学术团体组织的全省性或跨省区的学科竞赛；校级学科竞赛；院级
学科竞赛。

二、竞赛组织与管理

1.学校的学科竞赛工作由教务处负责宏观管理，并负责制定相关竞赛管理办
法、年度竞赛计划、经费预算；收集、公布各类竞赛的信息；审核竞赛项目申请；
审批竞赛的经费资助；组织省级及以上竞赛的选拔及参赛工作；组织校级竞赛命
题及评审；汇总、审核竞赛成果，筹措竞赛所需经费及奖励；组织竞赛的总结和
交流工作。

2.由国家或省级等有关部门及学术团体主办的校级以上学科竞赛，由教务处
负责申报、组队参赛，承办单位负责组织报名、培训及参赛等工作；校级学科竞
赛由教务处主办并进行管理，相关部门和学院承办，负责竞赛的具体组织工作；
院级竞赛由学院负责竞赛的相关事宜,参照校级竞赛组织，报教务处备案。

3.学科竞赛承办单位负责制定详细的竞赛工作计划，主要包括竞赛的时间、
地点、参赛对象等基本情况，竞赛的有关培训、指导教师及课表、指导教师组成，
校级竞赛的命题、评审标准，竞赛的经费预算等；提供竞赛必需的场地、仪器、
设备和相关材料；组织赛前培训，提供参赛的有关信息及资料；负责校级竞赛的
命题和评审；负责竞赛的宣传、组织学生报名、参赛工作；负责竞赛的成绩及有
关材料的归档、总结等，并报教务处备案。

4.各学院指派专人负责竞赛管理，具体负责竞赛的组织宣传；组织学生报名、
参赛；组织赛前培训，提供参赛的有关信息及资料。

5.组织参加省级及其以上学科竞赛、举办校级学科竞赛，承办单位须填写《南
通大学大学生学科竞赛项目申请表》（见附件），并报教务处审批后组织实施。学
生参加各类竞赛之前，未办理申报手续或没有获得授权代表南通大学参赛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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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本办法。

三、参赛对象、竞赛命题及评审工作

1.竞赛的参赛对象为全日制在校生，鼓励学生跨院（系）组队参赛。

2.竞赛题目是保证竞赛工作顺利开展的关键，省级以上竞赛采用全国、江苏
省统一命题、评审规则。省级以上竞赛的选拔赛及校级竞赛由承办单位组织专家
开展命题工作、组织评委进行评审工作。

四、竞赛经费管理

学校每年根据年度竞赛计划、经费预算，划拨专项经费，资助学科竞赛。教
务处具体负责专项经费的管理与使用，以确保竞赛工作的顺利进行。学校欢迎企
事业单位为竞赛提供一定额度的赞助经费，提供赞助的企事业单位由竞赛主办单
位同意，可获竞赛的冠名权等。

竞赛的经费列支范围包括报名费、交通费、住宿费、耗材费、学生补助、竞
赛奖励等。经费的开支要贯彻节约的原则，严格按财务有关规定执行。

五、竞赛奖励

1.对在学科竞赛中获奖的学生，除主办单位颁发证书外，学校将依据相关文
件规定其和指导教师进行奖励。

2.获奖学生或参加全部赛前培训并成功参赛的未获奖学生符合学分规定的
条件，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学分认定。

3.参加同一项目不同等级的比赛分别获奖、或同一作品参加不同比赛获
奖的，按最高奖项奖励，不重复奖励。

六、附 则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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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通大教〔2013〕11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以下简称“创新训练计划”，英文简称 SITP）
是学校为加强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深化以本科生为主体的创新性实践教学改
革，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而实施的一项教
育教学改革措施。为切实加强对“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规范化管理，保证项目
的顺利实施，根据学校人才培养要求及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学校“创新训练计划”遵循“兴趣驱动、自主实践、重在过程、注重
实效”的原则，注重项目实施过程以及学生在创新思维训练和创新实践方面的收
获。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学校各级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如国家级、省级项
目有专门管理办法的，则按相关办法进行管理。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四条 “创新训练计划”由教务处宏观管理，主要负责制定相关管理办法、
审定项目立项、监督检查、结题验收、组织项目总结交流、落实项目研究经费等
工作。

第五条各学院负责本院“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组织实施工作，具体包括宣
传发动、组织申报、院级立项评审、推荐校级及以上项目的立项、项目经费管理、
项目的组织实施、项目的监督和总结等工作。

第三章 项目申报

第六条学校每年组织“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报工作，采取自愿申报、择优
评选、适当资助的原则。研究项目主要来源于：有关教师科研与技术开发（服务）
课题中的子项目；开放实验室、实训或实习基地中的综合性、设计性、创新性实
验与训练项目；发明、创作、设计等制作项目；专业性研究及创新项目；社会调
查项目；其他有研究与实践价值的项目等。

第七条申报条件

1.凡我校全日制本科生均可申请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申请者须学有余力，
具备初步的科研和实践能力，且对科学研究、创造发明或创业有较大兴趣。

2.申请者可以是学生个人或创新团队。创新团队人数一般不超过 5 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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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不得超过 2 人，项目组成员必须有明确的分工；提倡学科交叉融合，鼓励
跨学院、跨专业、跨年级组建创新团队。项目主持人原则上为二、三年级本科生，
其他年级的学生可作为项目组成员参加。申请人不得一次同时在不同项目之间交
叉申报。

3.每个项目指导教师不超过 2 名，校级项目第一指导教师必须具有高级职称
或博士学位。每位指导教师同时指导的“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不超过 2 项，有未
按规定结题的原则上不再参与新项目指导。

4.申报项目应将理论学习、实践锻炼和科学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开展研究性
学习。项目选题要求思路新颖、目标明确，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项目研究方案
可行，且预期成果具有可考核性。

5.项目研究时间一般为 1-2 年。

第八条申报与评审

1.项目申报。申请人填写《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申请表》，主
要填写研究时间、导师情况、项目申请理由、项目方案、预期成果、经费预算等。
申请表须由指导教师签署意见。

2.初步遴选。学院对申请材料进行初审，拟推荐申报校级及以上项目的申报
材料须加盖学院公章、由分管领导签字后报送教务处。

3.项目评审。学校组织专家对申请项目的科学性、创新性、可行性、研究计
划、经费预算及项目实施条件等进行项目评审，确定拟立项项目名单，学校审核
后在网上公示，公示期结束后，发文公布评审结果，并在学校立项基础上择优推
荐申报国家级、省级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第四章 项目实施

第九条 “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的实施由教务处和项目所在学院负责管理和
监督。

第十条项目实施要求

1.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必须以学生为主体。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自主
进行研究性学习，包括自主调研、收集材料、设计方案、分析处理数据、撰写总
结报告等。指导教师应发挥指导作用，注重学生在创新项目实施过程中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方面的培养锻炼。

2.项目主持人和成员应以项目申请书的研究内容和阶段安排为主要依据，开
展活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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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可根据实际需要向所在学院申请使用实验教学中心、实验室等研究
平台，各教学实验室和本科生创新实践基地应向在研项目

的学生免费开放，提供便利并给予热心指导，确保项目顺利实施。

第十一条 中期检查

学校定期对研究时间过半的项目进行中期检查。项目主持人须填写阶段检查
报告，经指导教师签署意见后交学院。检查工作具体由项目所在学院组织进行，
由学院评定并签署意见后交教务处。对不按时提交阶段检查报告书或项目无明显
进展者，学校将要求其限期整改或停止项目运行。

第十二条项目变更

项目立项后项目主持人、成员、项目名称与内容、时间进度、预期成果、指
导教师等原则上不得变更。如有特殊情况必须进行变更的，由项目主持人提出书
面申请，阐明变更缘由，经指导教师和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审批，项目
组根据学校结论意见执行。

第十三条延期与中止

1.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项目因故需要延期，项目组须向教务处提交书面延
期申请，详细阐明延期缘由，经指导教师和项目所在学院签署意见后，报教务处
审批。原则上每个项目只能申请一次延期，且必须保证在项目负责人毕业离校前
完成。延期期满后仍不能结题的项目，视为自动中止。

2.对执行不力的项目，学校可视情况中止该项目。因故主动要求中止的项目，
需提交项目中止申请，详细阐明中止缘由，经指导教师和项目所在学院签署意见
后，报教务处审批。中止项目的经费不予继续下拨，并酌情考虑收回部分或全部
已下拨经费，且该项目组成员不得再申请“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指导教师两年
内不得再指导创新训练项目。

第十四条结题验收

1.项目完成后，由项目负责人填写《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结题
报告》，并附相关研究成果支撑材料，包括项目调查报告、开发的软件或系统、
发表的研究论文、专利、获奖证书、项目成果实物及相应的设计说明书、图纸等，
经指导教师审阅同意后提交项目所在学院。

2.所有“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都要进行结题答辩，答辩形式可参照毕业设计
（论文）进行。项目所在学院负责组织项目答辩验收。答辩小组由学院组织的专
家和指导教师等组成，答辩小组要认真做好现场答辩记录等工作。

3.学院根据项目组提交材料和现场答辩情况确定项目验收结论，按通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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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两档评价。被验收项目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通过：

(1)提供的资料、数据不真实、不完整；

(2)无故未完成预期成果；

(3)擅自改变项目申请书规定的研究目标和内容。

4.项目结题验收后，学院负责将各项目验收结论及结题材料整理归档并统一
报送教务处审核。国家级和省级项目由教务处按相关管理规定程序报批，校级项
目审核结果由学校公布。

第十五条成果归属

项目的研究成果，包括社科调研报告、设计图纸、模型、样品、装置、软件、
论文、专利、获奖、成果应用与转化等，均应注明“南通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
划资助”和项目编号。项目研究形成的知识产权归属权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六条学校设立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专项经费，经费由教育厅立项拨款、
学校拨款及企业赞助等构成。项目经费实行专款专用，由教务处、财务处和项目
所在学院共同管理，由承担项目的学生使用，指导教师、学院不得截留和挪用。
各学院应在专业建设等经费中划拨一定经费，资助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

第十七条对于同时是国家级、省级、校级的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不重
复划拨经费，按最高标准匹配。项目经费分三次下拨到项目负责人所在学院，项
目立项后拨 50%，中期检查通过后拨 30%，结题验收后拨 20%。

第十八条项目组应严格按照经费预算使用经费，经费主要用于项目调研差旅
费、实验费、材料费、资料费、论文版面费、专利申请费等。经费报销时，项目
组须按要求填写经费报销单，经指导教师和学院负责领导签字审核后到学校财务
处报销。

第六章 其它事项

第十九条对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主持人及成员，学校颁发结题证书；学校对
优秀的项目择优推荐参加省级及以上各类大学生创新类竞赛项目，获奖者将按照
学校相关文件进行奖励；对于完成项目且产生重要知识产权（如发明专利、在重
要学术期刊上发表高水平论文等）的学生，在申请参加国内外竞赛、推荐免试研
究生、奖学金评审等方面享有一定优先权。

第二十条对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指导教师，学校颁发结题证书；学校每年评
选一次优秀指导教师，对精心指导、认真负责且成绩突出的教师，学校将进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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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奖励并颁发证书。对指导学生参加“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并取得突出研究成果
的教师，学校将根据相关政策给予奖励，并在业绩考核和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加
分。

第二十一条学校对组织工作成绩突出的学院给予奖励，适当增加下一年度项
目名额与经费支持力度。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未尽事宜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
通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暂行管理办法》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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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通大

处教〔2013〕73 号

为进一步提高本科毕业论文（设计）质量，加强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今计 建设学



作者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并视情节轻重责令其修改论文、重新撰写论文、
推迟答辩、取消学位（毕业）申请（答辩）资格等处理；已经获得学历学位的，
依法撤销所获学位，注销所获学历证书。

2.对于出现剽窃、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学生，学校将依据《南通大学学生
纪律处分规定》进行处理；对于为他人代做、出售毕业设计 (论文)或者组织毕业
设计 (论文)买卖、代做的学生，按《南通大学学术不端行为处理规程（试行）》
（通大〔2012〕32 号）给予相应处理。

3.对论文学术不端行为当事人做出处理决定前，学校将告知并听取当事人的
陈述和申辩。当事人对处理决定如有异议的，可以在收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向校学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书面申诉。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诉，学校予以组
织复查，对异议内容进行调查认定，并及时作出复查结论，告知申诉人。当事人
对学校复查结果如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复查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省学
风建设领导小组提出申诉。

4.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行为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依法追究
相关法律责任。

第五条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教师应对所指导学生进行学术道德、学术规
范教育，并对毕业设计（论文）研究和撰写过程予以指导、严格把关，从源头上
防范、制止学术不端行为。对未履行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教育职责、指导工作不
到位、把关不严或指使、放任作假行为，导致所指导的本科毕业设计（论文）存
在学术不端行为的，将视情节轻重，追究该导师的相应责任。

第六条 学校将毕业设计(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查情况纳入二级教学单位教
学状态评估与年度考核内容。对频繁或大面积出现毕业设计(论文) 学术不端行为
或者学术不端行为影响恶劣的，学校将及时予以通报，并按规定追究相关责任。

第七条 各学院可结合其学科、专业特点制定相关认定标准和实施细则，但对
于抄袭的认定标准不得低于本办法所规定的标准。

第八条 本办法自 2014 届毕业生开始实施，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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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学分管理办法（试行）通大教〔2014〕

90 号

为推进我校素质教育，增强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
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南通大学关于深化教育教学
改革全面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通大〔2013〕29 号）和《南通大学关
于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大教〔2013〕139 号）精神，按照学校新
的人才培养方案要求制定本办法。

大学生素质拓展课程分为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和大学生文化素质拓展
课程两类，各 6 个学分。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包括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创
业教育项目、学科竞赛、职业资格认证（专业考证考级）等；大学生文化素质拓
展课程包括学生社团活动、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各类讲座活动、志愿服务、社会
实践活动等。

一、大学生综合素质拓展课程学分折算参考标准（共 6 学分）

（一）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创业教育项目（基本学分：1 学分）
1．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创业教育项目校级可得 1 学分；
2．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创业教育项目省级、国家级可得 2 学分；
3．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取得国家专利、成功注册开办创业实体可得 3 学

分。
（二）学科竞赛（基本学分：2 学分）
1．直接报名参加校级竞赛、省级以上学科竞赛选拔赛可得 1 学分；
2．直接报名参加校级竞赛、省级以上学科竞赛选拔赛获得等级奖励可得 2

学分；
3．经过选拔参加省级以上学科竞赛可得 2 学分，获得等级奖励可得 3 学分；
4．经过选拔参加全国数学建模竞赛获得等级奖励可得 3-6 分。
（三）校级及以上机构组织的其他各类竞赛（基本学分：1 学分）
1．直接报名参加就创业赛、职业规划赛校级竞赛、省级选拔赛获等级奖励

可得 1 学分；
2．经过选拔参加省级以上就创业大赛、职业规划大赛获等级奖励可得 2 学

分；
3．参加校级和市级科创竞赛获等级奖励可得 1 学分；
4．参加省级以上科创竞赛（“挑战杯”）获等级奖励可得 2 学分；
5．参加全国大学生“挑战杯”获等级奖励可得 3-6 学分;
(四）职业资格认证（专业考证考级）（基本学分：2 学分）
1．取得与专业相关的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证书，或参加学院与专业相关

的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考试培训并通过考核，可得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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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得与专业岗位紧密结合的单科性或单项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证书，
或参加学院与专业岗位紧密结合的单科性或单项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考试培训
并通过考核，可得 1 学分；

3．取得与专业岗位紧密结合的综合性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证书，或参加
学院与专业岗位紧密结合的综合性职业资格（专业等级）考试培训并通过考核，
可得 2 学分；

4．取得与大学生就业相关的其他各类职业资格证书，或参加学院与大学生
就业相关的其他各类职业资格考试培训并通过考核，可得 1 学分。

（五）其他说明
1．本课程分为四个项目，同一事项在同个项目中不重复计分，例如：学生

参加同一赛事的校级、省级和国家级比赛，或以同一作品参加不同赛事比赛，以
最高一项学分计分；

2．考虑到现阶段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学科竞赛、校级及以上机构组织的
其他各类竞赛还没能覆盖所有专业，各专业学院可增设院级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和与专业相关的校级竞赛，经校主管机构和教务处认定，参照校级项目管理办法
管理，学生完成后可得相应学分；

3．职业资格认证（专业考证考级）由专业学院选择推荐、认定，报教务处
审核，暂没有合适的职业资格认证或考证考级的专业可暂不设本项目，经校教务
处认定，学分可加至上述其他项目；

4．学生对上述四项中每项可有 1-2 学分相互进行充抵；全国大学生“挑战
杯”、全国数学建模竞赛获等级奖励取得学分不受此限；

5．本课程的实施和考核，由各学院根据实际制订具体实施细则，报教务处
备案。

二、大学生文化素质拓展课程学分折算参考标准
（一）学生社团活动（基本学分：1 学分）

学生参加 C 级以上学生社团年满 1 年，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圆满完成社团布置的
任务，经由社团指导教师、主要负责人组成的社团工作考核领导小组考核合格可
得 1 学分(如果社团被取缔，不获得学分；社团被评为 B 级社团，可得 1.5 学分；
社团被评为 A 级社团，可得 2 学分）。本项最高可获得分为 2 学分。

（二）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基本学分：2 学分）
1．参加学校大学生艺术团年满 1 年，经考核合格者可得 2 学分。参加学校

大学生艺术团年满 2 年并考核合格的成员，参加校团委组织的校内文化艺术活动
和南通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文化艺术活动可得 3 学分，获得等级奖励的可得 4 学分；
参加学校组织的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和江苏省大学生艺术节的活动可得 4 学
分，获得等级奖励的可得 5 学分；

2．参演（赛）校团委组织的校内文化艺术活动和南通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文
化体育艺术活动 1 次可得 0.5 学分（最高不超过 1 学分）；参演（赛）校团委组
织的校内文化艺术活动和南通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 3 次以上者
或获得等级奖励的可得 1.5 学分；参演学校组织的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和江苏
省大学生艺术节的活动并获得等级奖励的可得 2 学分；参演（赛）以南通大学名
义举办的各类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可得 2 学分（含校运动会）；

3．参演（赛）学院组织或学院共建单位组织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最高可得
1.5 学分，具体细则由各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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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参选经学校教务处、学生处或团委认定的省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文化体育
艺术活动校内选拔活动的可得 0.5 学分，入围并获得等级奖励的可得 1 学分；参
选校园文化艺术节期间学校认定的各类文化艺术体育活动 3 次以上者可得 0.5 学
分，获得等级奖励可得 1 学分（最高不超过 2 学分）。

（三）各类讲座活动（基本学分：1 学分）
1．参加或参与学校（含学院）组织的校内学术讲座、人文讲座、青春讲坛、

创业论坛、名人名家进校园活动，参加或参与其他由主办方申请并得到学院党组
织或校团委书面认定的活动，参加或参与校园文化艺术节期间举办的活动（以学
校文件为依据）满 9 次可得 1 学分，18 次以上者可得 2 学分；

2．参加或参与经学校相关部门或学院组织的省、市有关部门的讲座活动 2
次以上者可得 0.5 学分，5 次以上者可得 1 学分。

（四）志愿服务（基本学分：1 学分）
报名参与学院组织的志愿服务项目，服务时间每达 30 小时可得 0.5 学分；报名
参与学校组织的各类志愿服务项目，服务校级层面和市级层面活动每达 20 小时
可得 0.5 学分；参加全国或国际级大型活动志愿服务活动每次可得 1 学分。此项
最高得分不超过 2 学分，不含寒暑假社会实践志愿服务活动。

（五）社会实践活动（基本学分：1 学分）
每学年参加大学生寒暑期社会实践活动（含挂职锻炼），经考核合格的，可得 1
学分（社会实践活动共有 3 学分，另外 2 学分与大一、大二思政课程结合安排）。

（六）其他说明
1．本课程分为五类活动，同一活动在同一类项目中不重复计分，以得分高

者计算；
2．本课程每学年度分别按照五大类活动分类计分，分项目积分累计达到学

分标准整分数时将学分计入学籍档案，如不足项目学分标准整分数可进入下一学
年度累积计分；

3．本课程学分计算实行学生申报制。审核并登记学分的具体负责部门为各
学院分团委，学生应在各学院分团委规定的时间内，按照分团委要求提供申请获
得项目学分的有关证明；学校有关部门应对学生参加上述五类活动进行资格审核
并及时向学生提供获得学分项目的有关证明，学生对上述前四类中每类可有 1
学分相互进行充抵；

4．本课程由校团委扎口管理并制订管理办法，各学院可制订具体实施细则
及操作办法，校团委审定后统一报校教务处备案；

5．参演（赛）是指演员或节目、项目成员和运动员，参加是指活动的受众
对象，参选是指报名参加选拔的全部过程或者报名参加并提交了合格的作品；

6．本课程为试运行，运行过程中将根据实际情况作必要的调整。
三、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试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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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

实验教学是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系统工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基本任务是
对学生进行实验基本技能的训练。通过实验教学，锻炼学生开展科学实验和独立
工作的能力，培养学生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为加强实验
教学管理，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制定本办法。

一、实验教学的总体要求
1．实验教学过程中，要始终坚持从培养目标出发，贯彻重在培养能力的原

则；贯彻系统性、开放性的原则；坚持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动性、创造性相结
合的原则。

2．实验教学要按照人才的能力结构要求，建立科学的实验教学体系。在明
确专业要求的基础上，做好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以及专业课实验的分工，发挥各
类实验课程在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实现实验教学的整体目标。

3．在实验项目设置上，要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出发，尽可能开设综合性、
设计性的实验项目，着力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实验课程的设置
1．实验课程的设置必须根据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对分散的实

验项目进行科学、合理的组合；能够独立设课的实验尽量单独设课，逐步建立适
应人才培养需求的实验课程新体系。

2．实验教学大纲是具有法规性的实验教学文件，是组织实施实验教学、检
查实验教学质量、确定实验室建设及投资方向的主要依据。实验教学大纲由各学
院（系）组织实验教师、实验技术人员及相关的理论课教师集体研究制定。

3．实验中心（室）应根据学科发展和实验教学的具体情况选用或编写高水
平的实验教材或实验教学指导书。

4．实验中心（室）应根据教学改革的要求，逐步减少验证性实验的比例，
增加综合性、设计性与研究性实验。专业课实验重在培养学生的科研素质和创新
能力，要将科研和专业实验教学有机结合，将科研工作的内容、手段和目的融入
实验教学，并鼓励学生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

三、实验教学的组织实施
1．每学期开学前，各实验中心（室）应根据教学计划，认真做好实验教学

任务安排落实工作，并在开学两周内完成《南通大学实验教学安排表》的填报工
作。

实验开课学院需借用其他学院（系、中心）的实验室进行实验教学的，开课
学院应于每学期开学前与相应实验中心（室）联系落实，并填写《南通大学实验
教学安排表》（书面、电子文档各一份）交相应实验中心（室），以便统一安排
落实实验教学任务。

2．各实验中心（室）要做好实验教学的编组和开课前的准备工作。实验前，
实验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必须准备好各种仪器设备，并使之处于完好状态；准备
好满足实验要求的物品以及有关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实验用工具及相关资料
等。

3．每位教师每批指导实验人数原则上不超过二分之一个自然班，以确保实
验教学质量和实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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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验教师要认真备课，编写教案并做好操作性备课工作。
5．每门实验课的第一次课，实验指导教师要宣讲《学生实验守则》及本实

验课程的有关规定，缺做实验的学生必须补做实验，否则，不得参加该课程的考
核。

6．加强实验教学的全程管理。实验教师实验前的讲授应简明扼要，并贯彻
启发性的原则；实验过程中，要自始至终严格要求学生，着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实验结束时，要对学生的实验结果进行认真审
核，要求学生清点、整理好所用实验仪器设备及其他用品；要认真及时批改实验
报告；按学校有关规定组织成绩不及格学生重新补做实验。

7．各相关学院（系、中心）应组织对首次上岗实验教师的试讲试做情况进
行评议，并填写《南通大学首次上岗实验教师试讲试做评议表》，评议通过者方
可允许带教实验。

8．各相关学院（系、中心）应组织有关专家对本学院（系、中心）新开实
验项目进行评议，并填写《南通大学新开（改进）实验项目评议表》,评议通过
的方可允许开设。

四、实验教学的评价
1．每学期各相关学院（系、中心）应按照《南通大学本科实验教学质量等

级标准》（见附件）分别对所属实验中心（室）所开实验进行实验教学质量测评，
有计划地组织现场检查，了解实验教学运行状况，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并将测
评结果以课程为单位填入《南通大学本科实验教学质量测评表》。

2．学校统一组织评教、评课、听课指导等教学质量的监控和评价工作。学
校主管部门应定期或不定期地组织对实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以此不断提高
实验教学质量。

3．实验中心（室）要不断探索和改进实验教学的考核方法。独立设课的实
验成绩由平时成绩和考试成绩两部分构成，并以平时成绩为主。平时成绩由预习、
提问、操作和实验报告等部分组成，考核内容及方式由实验中心（室）根据学校
有关规定研究确定。非独立设课的课程实验成绩占总课程成绩的比例应符合教学
大纲的要求。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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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实验教学质量等级标准

教学环
节

观测点
质量标准

优秀(A 级) 合格(C 级)

实验准
备

教学大
纲

符合实验教学实际；围绕实验
教学目标；体现教学改革要
求。

有相对独立和齐全的实验教
学大纲。

实验教
材

教材建设与课程建设、实验室
建设结合紧密，体现建设成
果。

有自编的实验教材或配套的
实验指导书，满足实验教学基
本要求。

实验项
目

开设的实验项目数满足实验
室开放教学要求；有综合性、
设计性实验的课程占有实验
课程总数的 80％以上。

开设的实验项目数多于学生
必做的实验项目数；有综合
性、设计性实验的课程占有实
验课程总数的 50％以上。

实验教
案

实验教案充实、清晰，突出每
次实验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

实验教案齐全，能达到实验教
学的基本要求。

实验准
备

仪器、设备完好率高，指导教
师对实验教学中各个环节准
备充分。

实验室(场地)整洁，仪器状态
良好，实验材料齐备；指导教
师预先完成实验的试做。

实验指
导

教学内
容

讲解、指导与学生实际操作各
部分时间分配合理；注重培养
学生的独立操作能力。

教学内容符合教学大纲；能使
学生较清楚地了解实验目的、
原理，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

教学方
法

以学生为主体，遵循启发式教
学原则，注重师生沟通，讲究
教学互动。

讲解与实践互相结合，演示与
指导相互补充。以个别指导，
独立操作的方式为主完成教
学内容。

实验管
理

实验管理规范、有序；实验时
学生的分组方式及分组人数
合理。

实验室仪器



思维。

实验考
核

方式上理论考试与操作考核
相结



南通大学实验室工作条例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我校实验室建设和管理，保证实验教学质量与科学研究水
平，提高办学效益，根据国家教育部《高等学校实验室工作规程》等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实验室是从事实验教学、科学研究、生产试验和技术开发的重要基
地，是办好学校的基本条件。实验室工作是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衡量学校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和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第三条 实验室工作必须认真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以培养适应现代化经济
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为目标，保证完成实验教学任务，不断
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根据需要与可能，积极开展科学研究、生产试验和技术开发
工作，努力提高科技水平，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四条 实验室的建设须从学校教学和科研发展的实际出发，坚持勤俭办学
的方针，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统筹规划，合理设置，做到建筑设
施、仪器设备、技术队伍与科学管理协调发展，提高投资效益。各类实验室不论
用何种经费建设，都要按照学校统一的制度实行管理。

第五条 学校及相关部门要重视实验室队伍的建设和管理，制定配套政策和
措施，加强实验室工作人员的思想教育、技术培训和业务考核工作，不断提高实
验室工作人员的思想素质和业务水平，努力建立一支技术熟练、结构合理、具有
较高专业技术素质、热心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实验室管理和技术人员队伍。

第二章 基本任务

第六条实验室要根据学校教学计划完善教学大纲、实验教材、实验指导书
等教学资料，准备好实验仪器设备及材料，安排实验指导人员，保证完成实验教
学任务。

第七条 实验室应不断改进实验教学方法，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吸取教
学和科研的新成果，更新实验内容，培养学生科学实验的能力，帮助学生掌握科
学实验的方法，训练学生养成严谨的科学态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实验室应逐步实施开放式教育，并在教师指导下开展课外研究活动，增加
学生动手机会，加强学生创新能力和综合能力的培养。

第八条 相关实验室须根据承担的科研任务，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
提高实验技术，完善实验条件和工作环境，以保证较好地完成科学实验任务。

第九条 实验室应注意实验技术的研究和现代仪器设备功能的开发，发挥自
己的技术特长，挖掘仪器设备的使用潜力，在保证完成教学或科研任务的前提下，
开展校内外协作和社会服务，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活动。

第十条 实验室负责编制本实验室仪器设备、物品的购置计划，做好仪器设
备的日常管理、维护保养、计量及标定等工作，努力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和完
好率，积极开展实验装置的研究和自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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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实验室应严格按照学校实验室工作的各项规范，加强对工作人员
的培训和管理。

第三章管理体制

第十二条实验室工作在主管校长的领导下，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体制，由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归口管理。各学院由一名院领导主管本单位的实验室工作。

第十三条 各学院原则上只建一个实验中心（室），根据需要可设分实验室。
同属于国家、省部级及市级重点实验室及重点学科实验室、院级中心实验室的实
验室，在行政上只承认其为一个实验室。工作站、测试室、技术室等不作一个独
立的实验室。

第十四条 实验室实行主任负责制，实验室主任负责实验室的全面工作。实
验室及独立运行的分实验室需有专人负责。

第四章 工作职责

第十五条 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是学校实验室管理工作的职能部门。其主要
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的方针、政策和法令。
（二）负责制定学校实验室与仪器设备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
（三）负责组织编报、论证学校教学实验室建设规划。
（四）负责组织编报、审核实验室年度教学仪器设备计划；会同有关部门

论证和审核实验室投资项目。
（五）负责组织实验室评估。
（六）负责学校实验室与设备数据的统计上报。
（七）协助人事部门和有关用人单位对实验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业务考核。
（八）协助教务处安排实验教学任务。
第十六条 学院在教学实验室工作方面的主要职责
（一）组织制定教学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年度教学仪器设备计划及

实验材料计划，制定新建、调整改造及撤销实验室的方案。
（二）对实验室实施动态管理，抓好实验室的日常管理工作，检查督促各

实验室规章制度执行情况及有关实验室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抓好实验教学工
作，努力提高实验教学质量。

（三）负责实验室队伍建设，协助主管部门做好实验室人员的定编、岗位
培训、考核、奖惩及职务评聘等工作。

（四）协助职能部门做好相关经费的使用管理工作，做好实验室工作量的
核定工作。

第十七条 科研实验室（重点实验室）的建设与发展规划由科学技术处负责
组织编报与论证。

第五章规划建设

第十八条实验室的设置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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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稳定的学科发展方向和饱满的实验教学或科研、技术开发等任务。
（二）有合格的实验室主任和一定数量的专职工作人员。
（三）有符合实验技术工作要求的房屋、设施和环境条件。
（四）有完成规定任务的配套仪器设备。
（五）有科学的工作规范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第十九条 实验室的建



第三十条 建立实验室考核评估制度。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按照实验室基本
条件、管理水平、综合效益等方面制定评估指标体系，对实验室开展评估工作。

第七章工作人员

第三十一条实验室主任由学校聘任。国家级或省部级及市级重点实验室主
任由学校提名报上级主管部门聘任。实验室主任必须具有高级职称。

第三十二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是指从事实验室工作的教师、研究人员、工
程技术人员、实验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工人。各类工作人员要有明确的职责分
工，各司其职，团结协作，积极完成各项任务。

第三十三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编制，要按照学校“定员、定编、定岗”的
要求，根据在校学生数、实验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实验室仪器设备情况及各种管
理工作量，合理折算后确定。

第三十四条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职务评聘和级别晋升工作，根据实验室工作
的特点和本人的工作实绩，按照国家和学校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对于在实验室从事有害健康工种的工作人员，可参照原国家教
委 (88) 教备局字 008 号文件《高等学校从事有害健康工种人员营养等级和标
准的暂行规定》，在严格考勤制度的基础上按有关规定享受保健津贴待遇。

第三十六条 各类实验室工作人员的工作职责另行制定。

第八章附 则

第三十七条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开始试行，原相关管理办法即行失效。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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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本科学生职业资格认证及专业考证考级管理办法

一、根据《南通大学关于加强实践育人工作的实施意见》（通大教[2013]139
号）要求，为进一步做好本科学生职业资格认证及专业考证考级相关工作，制定
本办法。本办法所称职业资格认证及专业考证考级是指本科学生参与社会有关部
门和机构组织的职业资格认证及职业资格考试、职业能力考试、技能水平考试等
专业考证考级工作。

二、按照学校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从 2013 级学生开始，本科学生在校期间



七、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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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实验教学考核与成绩评定办法

实验教学是教学过程中极为重要的环节，其基本任务是对学生进行科学训
练，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实现培养目标。为了进一步规范实验教学管
理，提高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验教学包括单独设置的实验课程（以下简称实验课程）和课程内实验
（以下简称课程实验）两种基本形式。

二、实验课程和课程实验规定的实验项目，学生应按要求完成，凡缺做实验
项目者必须在本课程考核前补做，否则不得参加本课程考核。

三、实验课程单独计算学分，单独考核与登记学习成绩。
1．实验课程考核内容可分为实验理



南通大学医学实习优秀带教老师评选办法

为鼓励和表彰在医学毕业（临床）实习带教中工作积极、认真负责并取得一
定成绩的优秀带教老师，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条件

1．教学态度严谨，从严治教，理论联系实际，教学内容充实，教学方法新
颖，教学水平突出，教学效果优良；

2．教书育人，能认真研究教育对象，注意培养学生勤奋进取的精神和良好
的医德医风，注重学生全面发展；

3．有较完整、详细的教案，认真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带教内容，精心组织
和指导学生进行实践操作，在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上成绩突出；

4．积极进行教学改革，有创新精神，能提出比较完整的切实可行的教学改
革方案，经过实践效果良好。

二、评选方法和时间

1．各医院优秀带教老师评选名额按实习生人数的 10％推选；

2．各医院由实习管理部门根据申报材料和平时考核的实绩材料，写出鉴定
意见，填写申报表，交学校相关学院，学院将上述材料汇总后交教务处；

3．学校教务处组织审核；

4．每年评选一次。

三、奖励办法

凡评出的优秀带教老师，学校将予以表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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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医学实习优秀实习生评选办法

为鼓励实习生在实习期间奋发进取、全面成才的积极性，更好地完成毕业（临
床）实习任务，以适应社会对高级医学人才培养的要求，促进实习生医技能力和
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选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保持一
致，有理想、讲道德，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2．实习期间，虚心好学，刻苦钻研，能较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
出色完成规定的实习任务；

3．严格遵守学校和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

4．尊重校内外指导教师，服从实习单位安排，积极主动地做好各项工作，
受到医院的肯定与好评；

5．团结同学，热爱集体，乐于助人；

6．实习结束，认真完成实习报告（总结），实习成绩优秀。

二、评选办法和时间

1．优秀实习生按实习生人数 10％的比例推选；

2．优秀实习生候选人须填写《南通大学优秀实习生申报表》，经实习单位签
署意见、学院初审后报教务处审核；

3．每年评选一次。

三、奖励办法

凡评出的优秀实习生，学校将予以表彰。

280



南通大学医学毕业实习中期考核实施办法

第一条 为提高学校医学人才的培养质量，更好地实现医学生培养



南通大学教育实习细则

教育实习是师范专业学生的综合性实践必修课程，是使学生将知识、能力、
技能综合起来，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的重要环节，是学生职业社会化的重要手段，
也是全面检查高等师范教育质量的一项必要措施。依照国家相关教育法规的规
定，结合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和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及要求，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教育实习的目的
1．使学生受到深刻的职业道德教育，树立敬业精神，增强对基础教育事业

的适应性。
2．使学生将所学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综合运用于教育和教

学实践，培养从事基础教育的独立工作能力。
3．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和研究教育科学，探索教育规律，总结一些基础改革

的初步经验。
4．全面检验高等院校教师教育的办学思想和培养规格，及时获得反馈信息，

不断改进学校教育工作，提高教师教育质量。
第二条 教育实习的内容与要求
1．⸰〰㤷㜠呄嬨力⥝告ਲ㐰‰⁔䑛⠂㴩嵔〮〰ㄸ系㈠呄嬨不⥝告ਲ㐰†ㄲ吲㜴〠〠呄嬨知⤴〠〠呄嬨⸰〰㤷㜠呄嬨力⥝告ਲ㐰‰ 왛⠈턩崰嵔䨊㈴〠包㈴〠〠呄嬨究⥝告섩嵔䨊㈴〠〠呄嬨钻鰩嵔䨊㈴〠〠呄嬨生⥝告ਲ㐰‰⸰移〠〠呄嬨要⥝告ਲ㐝虄嬨高⥝告ਲ㐰‰‽嬨力⥝そ告ਲ㐰〠〠呄嬨学⥝告ਲ〠〠呄嬨合⥝告ਲ‽嬨力⥝そ告ਲ㐰‵䰠〠呄嬨．⥝告ਲ㓏唀要合力力学合．



4．开展第二课堂活动内容与要求
内容：在实习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根据实习学校的情况和学生的特点，开展

知识性和娱乐性相结合、课堂内外相结合、主题班会和课外活动相结合等形式多
样、生动活泼的第二课堂活动，如举办各种专题讲座、百科知识竞赛；组织专业
文娱晚会、诗歌与演讲；指导办好班报、墙报及校刊等。

要求：了解第二课堂活动的地位与意义、内容与形式、组织与指导方法。培
养实习生开展第二课堂活动的组织管理能力。

5．教育科研内容与要求
内容：通过实习生从自己教学、班主任工作或从教育调查中提出的问题，进

行深入的理论探索与教改实验，撰写成教育论文或教学实验报告，教育科研与毕
业论文可结合进行，并结合实习，了解基础教育科研动态。

基本要求：通过撰写教育论文或教改试验总结，探索教育规律与教学方法。
培养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能力。

6．学校行政管理见习内容与要求
内容：通过教育实习了解实习学校行政管理的主要内容、基本方法、规章制

度等。
基本要求：使实习生热爱教育事业，巩固“忠诚人民的教育事业”的思想，

了解实习学校的办学思想和办学方向，学习管理经验，培养组织管理能力。
7．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实习内容与要求
随着中等教育结构的急剧变化，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中等学校的日益发展，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互相渗透，将职业技术教育列入教育实习内容。各学院可
结合本专业特点安排部分实习生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与职业中等学校进行教育
实习。

基本要求：了解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意义、现状、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
参加职业技术教育的实践活动。

以上实习内容中,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和教育调研是每个学生必
须完成的内容，学校行政管理、教育科研和开展第二课堂教学等情况暂作参考考
核内容。

第三条教育实习时间及形式
1．教育实习时间:

第育实习时间及使



2．教务处工作职责
（1）制定教育实习工作指导性文件；
（2）审查各学院教育实习工作计划；
（3）制定教育实习经费计划；
（4）督查各学院做好教育实习前期准备工作、实习期间检查工作和实习结

束阶段总结及表彰工作；
（5）协调教育实习组织与管理；
（6）做好与教育行政部门及实习学校的沟通与联络；

（7）及时获得反馈信息，改革教育实习工作，不断提高学校教育实习质量；
（8）教育实习指导老师的评聘工作：实习学校指导老师有一定工作经验和

指导能力、尽心负责者，填报《南通大学教育实习指导老师登记表》（附件二），
经学校审定后，聘为教育实习指导老师。

3．学院工作职责
各学院在分管院长的领导下，成立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全面负责本学院教

育实习工作。实习领导小组由分管院长、实习指导教师和中教法教师等 3—5 人
组成。领导小组定期召开指导教师会议，具体研究和布置实习工作。

（1）实习前期准备阶段：
①遵照本细则，制定本学院教育实习工作计划和具体规定；
②与教务处协商，联系落实本学院实习学校；
③组织对实习生进行资格审查；
④组织实习生进行模拟练习、微格教学；
⑤对实习生进行编组、指定组长；
⑥按实习生人数的 4%选派指导教师；实习指导老师的职称比例应合理；
⑦做好实习动员，召开实习组长会议，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思想工作和组织

工作）。
（2）实习阶段：
①组织教育实习巡视，检查实习工作，及时处理实习中发生的问题；
②听取意见、建议和要求，不断改进教育实习工作；
③认真组织实习生的公开课和汇报课。
（3）实习总结阶段：
①做好实习生实习成绩的审核、评定工作；
②组织学院优秀实习生和优秀指导教师评选推荐工作。具体要求见第八条。
③组织教育实习经验交流，做好教育实习总结，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④向实习生公布实习成绩并将实习成绩归档。
（4）其它有关工作。
4．实习学校职责
（1）制定本校指导实习工作安排计划，确定实习班级，选派有经验的教师

指导实习工作。向实习生介绍教研组的工作、制度。
（2）动员全校教职工积极支持实习工作，为实习师生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

和生活条件。
（3）向实习师生介绍本校的基本情况，学生的学习、思想情况，教学经验、

班主任工作经验、教育改革情况等；组织有关的报告、观摩与实习生的见习活动，
安排有经验的教师给实习生上观摩课，传授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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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指导、督促、检查实习生的教学工作实习和班主任工作实习；研究解
决实习中出现的问题，对实习生严格要求，认真管教。

（5）实习后期统一安排每个实习生上一次汇报课，对实习生试教课召开评
议会。通过评议会，培养学生观摩和分析课堂教学的能力。组织指导教师给实习
生评定教育实习成绩，并做出评语或鉴定。

第五条 实习指导老师
实习过程中，指导教师在加强对实习生指导的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实习生

的作用，重视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既要精心指导，又要大胆放手。
1．实习指导教师要求
（1）对教育实习有明确的认识和高度的责任感；

（2）具有一定的专业理论、扎实的基础知识和一定的教学经验；
（3）具有一定的教育科学知识、组织管理才能和指导实习的能力；了解中

小学和幼儿园教学与管理。
2．本校指导教师职责
（1）学校指导教师代表学校参与指导；
（2）做好实习前的准备工作：实习进点前与实习组成员取得联系，了解实

习生的表现及业务情况，布置学习有关文件，熟悉教材，了解教学进度等；进点
前与所负责的实习学校取得联系，统一时间，进入实习学校，进点时指导教师必
须到达实习学校；

（3）教育学生热爱教育事业，遵守纪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完成实习任务；
（4）加强与实习学校领导、老师的沟通、联络，及时向学院和学校反馈信

息。实习期间指导老师到实习学校巡视指导次数不少于 3 次；
（5）指导实习生制定教学工作、班主任工作计划和教育调研计划，检查计

划执行情况。指导学生备课、试讲、审批教案。因专业知识内容不够熟悉，指导
有困难时，可与学生所在学院进行联系，请学生所在学院另派教师不定期去进行
业务指导；

（6）关心实习生的思想、工作、生活和身体健康；
（7）协同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做好实习成绩评定与总结鉴定工作；
（8）及时填写《指导教师工作情况记载本》，写出实习工作的书面总结或指

导实习工作的经验体会以及意见和建议，并于实习结束后两周内交学院；
（9）实习结束后带回实习生的《教育实习手册》，交学生所在学院存档；
（10）及时写出优秀实习生的推荐材料。
实习指导教师的工作实绩，将作为评选优秀指导教师的重要依据之一。
3．实习学校指导教师职责
实习学校指导老师原则上应具备中级及以上职称。
（1）向实习生介绍本学科教改情况，传授教学经验；
（2）指导教学工作实习：分配教学实习任务，组织实习生制订教育实习工

作计划,组织指导实习生钻研教材，编写教案和制作教具，抓好集体备课、试讲
和课后评议，审阅教案，随堂听课，全面掌握实习生教学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和
解决教学工作中的问题；

（3）指导班主任工作实习：向实习生介绍班级情况，传授班主任工作经验。
分配任务，组织实习生制订班主任工作实习计划，了解分析班级和学生情况，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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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解决有关问题。指导实习生组织好班级活动，学会做班级日常工作，对个别学
生进行教育、家访工作；

（4）指导教育调研：组织实习生制定计划，编制调研提纲，有重点地开展
调研，撰写调研报告；

（5）听试讲、主持评议会、及时帮助实习生改进教学；
（6）指导实习生批改作业和课外辅导；
（7）评定实习生相关实习成绩，写出评语。认真填写“为人师表行为成绩

评定”、“教学工作实习成绩评定”、“班主任工作实习成绩评定”、“教育调研成绩
评定”和“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总表”；

（8）实习结束时，密封《教育实习手册》加盖齐封章，交由我校指导教师
带回所在学院。

第六条实习生
1．实习生要求
（1）我校师范专业学生都必须参加教育实习。教育实习成绩不及格者，按

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2）应学习并熟悉教育方针政策；掌握本专业基础教育的教材和教学大纲；

了解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并对实习学校的教改起促进作用；
（3）必须修完教学计划规定必修的基础课、专业课、教育理论课和教材教

法课，考核合格，通过学院教育实习资格审查，方能参加教育实习；
（4）应具有初步的教学组织能力和思想政治工作能力。熟悉和掌握备课、

编写教案、课堂讲授、作业批改等教学环节和班主任工作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掌
握一定教育调研方法，提交有质量的教育调研报告；

（5）应具有语言表达技能的基本功和书面表达技能的基本功、实验操作技
能以及组织课外活动的能力。在组织和指导学生开展课外音、体、美等活动中具
有某一方面的技能；

（6）实习生具有双重身份，既是大学生，又是实习教师；既在学习知识，
培养工作能力，又在传授知识。因此，实习过程要充分发挥实习生的主动性和积
极性，做好教育实习中的各项工作；

（7）实习生要遵守实习学校和我校的规章制度，并认真填写《教育实习手
册》。手册执行情况作为成绩评定的依据之一。

2．实习生守则
（1）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学生；
（2）关心学生健康成长。对学生坚持正面教育，禁止讥讽、辱骂和体罚学

生；
（3）刻苦钻研教材，深入了解学生，教学严谨，工作勤奋，服从分配，勇

挑重担；虚心接受实习指导教师指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改进教学方法，
为提高教育质量多作贡献；

（4）道德高尚，仪表端庄，团结互助，遵纪守法，言传身教，为人师表。
凡言行不检点，违反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将受到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令其
停止实习；

（5）服从实习学校的领导，尊重实习学校的教职工，遵守实习学校的一切
规章制度和校纪校风，如有建议和意见，必须通过实习组长或领队教师有组织地
提出，不得随便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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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爱护实习学校的一切公共财物，所借用的图书资料，仪器物品等必须
妥为保管，按期归还，若有遗失或损坏，应按学校有关规定赔偿；

（7）实习期间凡组织学生参加校外活动，必须经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领导
同意，并作好必要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不准擅自带领学生外出活动；

（8）严格请假制度。由于特殊原因必须请假时，l—2 天必须经双方指导教
师和实习学校领导批准，3 天以上必须经实习学校和学院批准，报教务处实践教
学科备案，累计缺勤超过实习时间三分之一者，须重新参加教育实习；

（9）实习生不得以任何方式或理由干扰实习成绩的评定工作，违者给予实
习成绩降等或相应的纪律处分；

（10）发扬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节约实习经费，严格执行实习经费开支标
准和有关规定。

3．实习小组正副组长职责
实习生按实习学校成立实习小组。小组长由学院指定。根据需要，可设立副

组长，配合小组长开展工作。小组长的职责主要包括：
（1）配合指导教师组织本组实习生完成实习；
（2）协助指导老师组织本组实习生集体备课、预讲、互相听课、经验交流

等；
（3）关心本组同学的思想、工作与生活，及时反映同学中存在的问题；
（4）带头遵守实习生守则和实习纪律，搞好团结互助，共同完成实习任务；
（5）在小组评议的基础上，根据实习生的实际表现，逐个写出评语。
第七条 教育实习成绩考核与评定
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是一项重要而严肃的工作，必须按考核要求和相应的评价

办法严格、认真地进行。
1．成绩考核的内容
（1）为人师表行为表现：贯彻教育方针的情况，为人师表、教书育人的情

况以及在教育实习中的精神面貌(包括实习期间的组织性、纪律性、积极性和团
结互助精神等)；

（2）教学工作实习方面：备课、试教等课前准备情况，教案质量；教学中
教学原则的贯彻、教学内容的思想性、科学性；教学方法的运用，双边活动的开
展；语言板书；对学生智能的培养，教学的效果；以及听课评议、作业批改、课
外辅导、工作态度等；

（3）班主任工作实习方面：熟悉情况、制订计划等班主任工作准备情况；
对班主任日常工作内容和工作方法的了解；主动开展班级工作及完成所分配的任
务情况；班主任行为表率等；

（4）教育调研方面: 根据实习的具体情况，写出切合实际的调研报告；
（5）教育实习的其它方面：运用本专业知识和教育学、心理学原理进行教

育科研活动；可结合毕业论文的撰写，进行选题、调查、素材收集。
教育实习考核基本内容包括为人师表行为、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实习

和教育调研。评分比例：为人师表行为成绩占总成绩的 10%，教学工作实习成绩
占总成绩的 50%，班主任工作实习成绩占总成绩的 30%，教育调研成绩占总成绩
的 10%。教育实习其它内容作为成绩评定的参考依据。以上四项基本内容，有一
项“不及格”者，总成绩不能评定“及格”；有一项不是“优秀”的，总成绩不
能评定“优秀”。

287



评分一律采用量化评定方法，将百分数折合成五级记分制：优秀（90—100
分）、良好（80—89 分）、中等（70—79 分）、及格（60—69 分）、不及格（59
分以下）五等。成绩优秀的人数不得超过实习生总人数的 30%。

2．成绩考评的步骤
（1）实习生根据本人在实习期间的实际表现和完成任务情况，书面进行自

我分析和总结，填写“教育实习总结”；
（2）实习小组根据实习生的自我分析和总结，进行讨论、评议。小组长实

事求是地将小组意见填入“教育实习总结”；
（3）指导教师根据实习生个人自我分析和总结、小组意见和实习生的实际

表现分别填写“为人师表行为成绩评定”表、“教学工作实习成绩评定”表、“班
主任工作实习成绩评定”表和“教育调研成绩评定”表，经双方综合、协商后，
由实习学校指导教师在“教育实习成绩考核总表”上填写评语和实习成绩；

（4）实习学校对实习成绩进行统一审核，由负责人签署审核意见，并加盖
实习学校公盖；

（5）学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根据实习指导教师和实习学校的评分及《手册》
填报情况，结合各自学院特点，对实习生进行了综合评议，最终评定实习成绩。
实习成绩经院实习领导小组核定后记入《手册》。

（6）公布实习成绩并将成绩归档。
第八条 教育实习优秀指导教师和优秀实习生评定
1．评选数量及方法
教育实习优秀实习生按教育实习生人数的 10%提名，优秀指导教师按指导教

师人数的 30%提名。
学院教育实习领导小组，在实习生及指导教师本人申请的基础上，根据实际

工作情况参照实习学校的反映和对实习生的鉴定，认真组织评议，按规定的比例
确定评优推荐人选，报学校教务处审核批准。

学校对优秀个人予以表彰。
2．评优条件
优秀指导教师的条件：
（1）工作责任感强，认真组织和指导实习生完成各个教学环节，坚持随堂

听课和课后评价指导；
（2）坚守工作岗位，实习期间自始自终在实习学校履行指导教师职责；
（3）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当好实习生的表率；
（4）指导教师职责履行好，努力工作，带领实习生圆满完成各项实习任务；

学生实习阶段没有出现重大的问题，受到实习学校的赞扬和好评；
（5）加强与实习学校的联系，尊重实习学校领导及指导教师，认真协调和

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全面掌握实习情况，及时发现并采取措施解决实习中的困难
和问题。

优秀实习生的条件：
（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教育事业，专心实习，切实按照教师的职业

道德标准，当好实习教师；
（2）服从组织安排，严于律己，模范遵守实习生守则及实习学校规章制度；
（3）尊重双方指导教师，团结同学，爱护学生，举止端庄，言行文明，为

人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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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习工作认真负责，刻苦钻研，认真备课、辅导，全面完成实习任务；
认真制定切实可行的班主任工作计划，做好班主任工作；实习生手册执行好，受
到实习学校领导及指导教师的肯定和好评；实习工作结束时认真作好实习工作总
结，为人师表行为、教学工作实习、班主任工作和教育调研均为优秀；

（5）教育实习过程中表现积极，并提交高质量的教育实习工作总结等。
优秀指导教师需填写《南通大学教育实习优秀指导教师申报表》（附件

三），优秀实习生需填写《南通大学教育实习优秀实习生申报表》（附件四）。
第九条 教育实习经费
1．实习费用，本科生 100 元/生，其中 80 元交实习单位作为指导带教费，

20 元作为办公、交际礼仪等费用统筹使用。
2．教育实习所需其它费用，由教务处统一管理使用。
第十条 本细则自公布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289



南通大学本科生实践教学环节管理办法通大教〔2016〕23 号

实践教学是专业教育的内在要求，是促进理论知识向实践能力转化的有效途
径；是进行基本技能训练、培养动手能力的主要教学环节；是培养实事求是、艰
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作风及创新精神、增强创业意识、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的教育形式。为规范我校人才培养计划中实践教学环节的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实践教学环节的类别与要求
1.实验教学：帮助学生树立科学观念，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严肃认真

的科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锻炼学生开展科学实验和独立工作的能力。
2.认识实习、专业见习：通过讲学、社会调查、观摩、社会实践等形式使学

生了解本专业在社会实际中的应用，获得本学科、本专业的感性知识，为学习专
业课打下基础。

3.生产实习、专业实习：通过实际岗位的训练使学生巩固已学理论知识，学
习生产和管理的实际知识与技能，培养初步应用本专业知识的实际工作能力，了
解本专业的社会发展趋势，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提供感性知识。

4.课程设计（训练或论文）：通过一门或几门课程的综合训练，使学生巩固
已学理论知识，掌握所学知识的综合运用和设计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与创
新精神。

5.毕业实习、毕业设计（论文）：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基础理论、专业知
识和基本技能，提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使学生得到从事实际工作所需
的基本训练和进行科学研究的基本能力。

6.其他独立实践教学环节。
二、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质量标准的编制
1.实践教学课程质量标准是组织和检查实践教学的主要文件和依据。各专业

应根据本专业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计划认真编制各实践环节的课程质量标准，学
院审查后报教务处备案。实践教学课程质量标准的内容主要包括课程简介、课程
教学大纲、考核大纲、课程实施与保障等方面。

2.为保证教学效果，各专业须组织有关教师编写各类实践指导书，详细说明
实践要求和完成课程质量标准规定内容的办法。

各学院应针对专业特点，及时了解各专业最新发展动态，积极开展实践教学
方法与内容的改革，确保实践教学质量。

三、实践教学环节计划的编制
1.制订实践教学计划是保证教学质量和稳定教学秩序的重要工作，主要包括

年度实践计划和每个实践环节的实施计划书。
2.各学院须根据人才培养计划、教学大纲，做好年度实践计划（包括实践环

节名称、专业、地点、时间、人数、内容、实践单位等），经教学院长审签后报
教务处审核备案。

实践教学计划一经批准，各学院应严格执行，不得随意更改。特殊情况须变
动者，经教学院长同意后，报教务处批准。

3.在各实践教学环节实施前须编制实施计划书。实施计划书应根据实践教学
大纲和实践单位的规模、级别、技术力量、设备、师资力量、教学水平、学习场
所、食宿条件等情况制定，合理安排学生、带教人员和教学进程，明确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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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与要求、内容及详细的日程安排、考核内容和考核方法、指导教师和学生
分组情况等。实施计划书须在实践教学开始两周前完成并经学院审定报教务处备
案。

实施计划书和指导教材须在各实践教学环节开始前印发给参加教学实践的
师生和实践单位。

四、实践教学环节的组织管理
1.全校的实践教学工作在主管校长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由教务处统一组织协

调与管理，各学院具体组织实施。
2.教务处工作职责：
⑴审定各学院制订的年度实践教学计划。
⑵检查全校实践教学的准备工作和计划执行情况。
⑶协调解决实践教学中的全局性问题。
⑷组织实践教学工作经验交流，对全校实践教学工作进行总结。
⑸组织审定并签订校级教学实践基地协议、挂牌等事宜。
⑹组织教学实践基地兼职教师聘任工作。
3.学院工作职责：
⑴组织各专业制订年度实践计划和各实践教学环节实施计划书。
⑵负责编写实践教学环节课程质量标准和实践教学指导书。
⑶负责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联系落实实践场所，考察选择拟挂牌的

教学实践基地。
⑷审定实践教学指导教师，考察推荐教学实践基地中兼职教师聘任的人选，

建立一支相对稳定的校内外指导教师队伍。
⑸建立健全校外集中实践学生的组织。
⑹检查各实践教学环节的准备工作和计划执行情况。
⑺做好动员、安全教育工作，并对进入实践环节学生的资格进行审定。
⑻检查实践教学质量，组织实践教学经验交流。
⑼做好实践考核、实践总结以及相关资料的归档工作。
每学期末将下一学期实践教学计划和本学期实践教学总结报告报送教务处。
4.教学实践基地职责：
⑴制订教学实践基地有关实践教学的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⑵建立相对稳定的带教队伍，做好学生的教育、管理和培养工作。
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实践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工作。
五、指导教师
1.实践教学指导教师必须由教学经验丰富，对实际情况较为熟悉、工作责任

心强、有一定组织和管理能力的具有中级职称以上的教师担任。不得聘用进行教
学实践的研究生充任指导教师。对于首次承担指导任务的教师，教研室应指定专
人进行指导。指导教师的人数根据专业实践教学需要进行配备。

2.学院必须提前一个学期安排落实指导教师。指导教师一经确定，不得随意
更换。

3.指导教师职责：
⑴提前深入实践场所了解和熟悉情况，会同实践场所有关人员根据实际情况

制订实施计划，安排并指导教学实践基地带教人员的带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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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按实践教学大纲的要求具体组织实施计划的落实工作，检查学生完成实践
任务的情况。实践活动开展前要对学生进行动员，组织学生学习实践教学有关文
件、政策，布置实践教学安排，强调实践教学要求及注意事项等。

⑶实践过程中，指导教师要加强指导，严格要求，组织好各种教学和参观活
动，积极引导学生深入实际，检查、督促学生完成各项实践任务。

⑷指导教师要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既教书又育人，全面关心学生的思想、
学习、生活、健康和安全。严格遵守国家法令政策和实践场所的规章制度。不得
进行与实践教学内容无关的其他活动。

⑸定期向学院及教学实践基地领导汇报情况，及时解决实践教学期间遇到的
问题，协调好各种关系。

⑹检查学生纪律执行情况，及时处理违纪问题。
⑺指导学生完成作业，负责组织学生的考核和成绩评定工作。
⑻实践教学结束后以书面形式将工作总结报学院。
六、学生
1.我校普通本科学生必须参加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各类实践教学环节。
2.学生须服从指导教师的安排，接受指导教师及教学实践基地带教人员的指

导；按实施计划书的要求和规定，认真地完成实践教学的各项任务；重视向实际
学习，记好学习笔记，按时完成布置的作业，写好实践报告并参加实践考核。

3.尊重实践场所工作人员的劳动，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协助实践场所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4.不得无故缺席，不得迟到、早退或溜岗。有事按规定履行请假手续。
5.实践期间不得从事与实践任务无关的工作。
6.遵守学校及实践场所有关安全和保密的规定；遵守作息制度和纪律规定；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
七、实践教学环节的考核和成绩评定
指导教师根据学生完成实施计划书中规定任务的情况，结合学生在实践过程

中的政治思想、遵守纪律、劳动态度等综合表现，对学生进行考核，并按照教学
大纲制订的考核办法评定成绩。

学生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践考核成绩不及格：
1.未达到实践教学大纲规定的基本要求者；
2.未参加实践教学的时间超过全程时间三分之一及以上者；
3.实践中有违纪行为，教育不改，或有严重违纪行为者。
实践课程学习期间因故缺做部分内容或部分内容未达到教学要求者，应令其

补足或重做。
实践教学环节不及格者，按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八、实践教学环节的组织实施
1.实践教学环节的场所选择
教学实践场所的选择应满足实践教学大纲要求并力求相对稳定，提倡和鼓励

各专业与选定的实践单位长期挂钩，建立教学、科研和生产三结合的教学实践基
地，实践教学基地应考虑以下原则：

⑴专业对口，能满足实践教学大纲规定的要求。
⑵具有良好育人环境，具有较高的管理水平和较好的技术条件，具有素质好、

相对稳定的带教和管理人员，对学生教学实践比较重视。
⑶便于安排师生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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⑷就地就近，相对稳定，合理布局，兼顾学生就业。
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按《南通大学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建设与管理办

法》执行，学院应主动与接受我校学生的单位保持联系，开展协作。在合作的基
础上，对符合实践教学要求、能长期稳定接受我校学生实践教学的单位，建为我
校校外教学实践基地。

2.实践教学环节的组织形式
实践教学一般由学校、学院统一集中安排，部分实习环节允许学生自行联系

我校实践基地以外的单位进行分散实习。但自行联系的分散实习不能影响学校、
学院集中安排的实践教学，能保证自身的教学质量，且安全有保障。学生原则上
不得在实践教学期间变动事先计划安排的实践场所。

3.分散实习的管理
（1）申请分散实习的基本条件
分散实习单位原则上应与所学学科专业对口或相近，具备开展专业实践的条

件；实习单位可以指派具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技术、管理人员作为校外指导教师。
学院应根据本办法制定自行联系分散实习的管理办法，并依据管理办法办理相关
申请审批手续，安排指导教师。

（2）分散实习的申请与审批
拟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须在实习前规定时间内向所在学院提交分散实

习申请。各相关学院根据实践教学总体安排、专业特点及学生综合表现，审核自
行联系实习单位学生提交的自主分散实习书面申请材料，并签署审核意见。通过
审批的学生方可进行分散实习，学院需与学生、学生家长签署自主分散实习协议，
并按规定选派校内指导老师，进行联系管理；未通过审批的同学原则上由学院安
排在我校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实习活动。各学院要切实加强对分散实习学生的
联系、指导和监管，切实将实习工作落到实处。

九、实践教学环节的经费
1.实践教学环节的经费使用范围：师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保险费，实习单

位管理费、校外指导教师带教费，耗材费，学生发表论文的版面费，实践教学评
审检查费，教学实践基地建设等其他实践教学需要而发生的相关费用。

2.实践教学经费的开支要贯彻节约的原则，严格按学校财务规定执行。
十、附则
1.各学院参照本办法，根据专业特点制订实施细则，报教务处备案。
2.实验教学按照《南通大学实验教学管理办法》进行管理，毕业设计（论文）

按照《南通大学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医学类学生毕业
实习按照《南通大学医学毕业（临床）实习管理办法》进行管理，师范类学生教
育实习按照《南通大学师范生教育实习细则》进行管理。

3.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实践教学管
理暂行办法》（通大教〔2007〕75 号文件）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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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师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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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

为进一步贯彻师资工作会议精神，落实执行南通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十二
五”发展规划，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全面提升青年教师的思想品德、业务水平和
创新能力。现就加强青年教师培养工作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切实加强青年教师师德师风建设
教师是立校之本，师德是教育之魂。良好的师德师风与学术道德是开展教书

育人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各学院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帮助青年教
师提高思想觉悟和政治理论水平，培养青年教师的爱岗敬业和团队合作精神，引
导青年教师树立大局观念、严守学术道德规范。学校进一步完善师德师风及学术
道德考核制度，将青年教师师德和学术道德考核结果做为专业技术资格晋升和职
务评聘的必要条件，在专业技术职务评聘、进修等方面实行“师德考核一票否决
制”。

二、启动青年教师成长计划，提升青年教师基本业务能力
（一）健全教师培训制度。学校积极开展新教师岗前培训，帮助来校工作的

新教师熟悉工作环境、适应工作要求，为他们提升教学科研能力、合理规划职业
生涯创造条件；学校通过系列讲座、课程进修，以及短期培训等方式开展在职教
师的继续教育，加强在职青年教师岗位培训。各学院应结合实际情况积极组织多
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帮助青年教师成长。

（二）实施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充分发挥中老年教师传、帮、带作用，由
学院为符合条件的青年教师配备教学及科研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过好教学
关、科研关，切实提高青年基本业务能力。学校出台相关政策，明确导师制培养
的目标与要求、导师的选拔与待遇等问题，具体办法见附件（《南通大学青年教
师培养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三）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开展教学改革实践。学校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参与课
程建设、教材建设、专业建设、实验室建设等教学质量工程建设工作；鼓励青年
教师积极申报各级各类的教学研究课题，结合实际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实
践；通过开设公开课，开展课堂教学竞赛、教学观摩或教学经验交流等活动，不
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水平和教育质量。

（四）鼓励青年教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各学院要结合学科专业的发展
目标，建立健全青年教师科研素质培养的长效机制，帮助青年教师明确研究方向、
树立学术道德、提高科研能力，积极主动地参与科学研究工作。学校鼓励青年教
师通过严谨治学，在学科建设、专业建设、科学研究等方面脱颖而出。

（五）实施青年教师顶岗实践计划。加强工程类学科专业青年教师的实践环
节的培养，将企业工作经历、工程项目设计、产学合作和技术服务等方面的要求
逐步纳入工程类学科专业教师的职务聘任及考核的要求；逐步推进床医学、师范
教育等其他应用型学科专业教师的实践环节的培养。提高青年教师实践教学和科
技创新能力。

三、实施青年教师发展计划，加大对优秀人才的支持力度
（一）加大青年骨干教师的选拔与培养力度。学校根据发展需要，设立校内

高层次后备人才专项培养支持计划，选拔优秀青年教师进行专项培养，激励拔尖
人才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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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发挥学校博士启动基金作用，促进青年教师科技创新能力提升。鼓励
学院给予配套经费，为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做好准备。

（三）发挥专业技术职务聘任的杠杆作用，对培养期内科研业绩突出的青年
教师晋升高一级职称，指标单列，择优聘任。

（四）鼓励教师短期出国交流。出国（境）期限在 6 个月及以内的人员享受
在岗人员的全部待遇；出国（境）期限超过 6 个月但在一年内回校工作的人员，
前 6 个月享受在岗人员的全部待遇，后 6 个月校内岗位业绩津贴由学校暂存，待
按期返校工作后补发。如回国后违约的，发放的待遇计入其违约赔偿金中。

（五）鼓励教师攻读博士学位。教师在国内攻读博士学位，在规定的学制期
间，正常发放校内岗位津贴预发部分，如毕业后违约的，发放的待遇计入其违约
赔偿金中；教师赴国外攻读博士学位，按月预发的校内岗位业绩津贴暂存学校，
余下部分按月发放，作为生活津贴，取得博士学位按期返校工作后，暂存学校的
学校校内岗位业绩津贴予以补发，如回国后违约的，发放的待遇计入其违约赔偿
金中。

四、各学院应根据青年教师特点和队伍现状制订具体的实施与考核细则，确
保将青年教师培养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青年教师培养工作的落实情况及培
养效果纳入学校的目标管理考核。

五、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学校人事处（教师培训中心）负责解
释。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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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实施办法（试行）
为帮助青年教师尽快适应高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和科研工作，充分发挥学术造

诣深厚、教学经验丰富的优秀教师（以下简称导师）的传、帮、带作用，进一步
加强青年教师基本业务能力培养，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实施对象
35 周岁及以下的青年教师，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必须配备指导教师进行专

门培养，必要时可单独配备科研指导教师。
1.新招聘录用或调入学校在教师岗位上工作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新教师；
2.从事高校教师工作不满 2 年的新调入或从其他岗位转入人员；
3.根据实际情况，学校或学院认为需要配备指导教师的青年教师。
二、导师的选拔及职责
1.青年教师的导师，应当在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工作多年、具有副教授（或副

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良好、科研业绩突出，热爱
教育事业，工作认真负责，师德高尚，治学严谨。

2.导师人选由系（教研室）提出，各学院党政联席会确定，在征得导师本人
同意后，由学院聘请，报教师培训中心备案。

3.为保证青年教师的培养质量，每名导师原则上每年指导青年教师限 1 名。
4.导师的职责：
（1）制定青年教师的培养方案，指导青年教师规划职业生涯。
（2）指导青年教师过好教学关，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具体包括：指导青年

教师开展跟班听课及助理教学（包括：批改作业、指导实验、辅导、答疑、考试
命题及阅卷等）、见习学生实习与毕业论文（设计）等工作，帮助青年教师熟悉
人才培养环节、建立教学规范；指导青年教师对拟任教的课程进行试备课、撰写
讲课提纲和教案，在此基础上，指导青年教师进行试教，帮助青年教师把握教学
内容、提高教学的技能技巧；指导青年教师开展教学研究、参与教学质量工程建
设。

（3）指导青年教师过好科研关，提高学术研究能力与水平。具体包括：传
授科研学术心得；指导青年教师确定研究方向，指导和协助申报科研项目（课题）；
指导开展科研工作、学术交流、撰写论文、申报奖项等。

（4）指导青年教师加强师德修养，关心青年教师的工作、生活及身心健康。
（5）评价青年教师教学科研业务能力，填写《南通大学青年教师业务考核

本》。
三、实施要求
1.青年教师接受导师指导培养的时间一般为 2-3 年。
2.被培养的青年教师应达到下列基本要求：
（1）形成明确的职业生涯规划；
（2）跟随导师完成至少 1 门完整课程的跟班听课与教学助理工作，参与学

生毕业论文（设计）与实习的指导工作，熟悉教学工作的基本环节与教学规范；
（3）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至少 1 门完整课程的试备课与试教工作，具备

该课程的独立授课能力；
（4）在学校认定的三级期刊以上学术杂志发表至少 1 篇学术论文（或教学

论文）， 或主持 1 项校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或作为主要成员参加 1 项市厅
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各学院应根据本学科具体情况及特点适度提高此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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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完成学院、导师规定的其它课程学习、专业实践或科研任务；在导师
的指导下，选修学校组织的继续教育；

（6）通过学院组织的教学、科研考核。
3.青年教师须认真填写《南通大学青年教师成长记录本》。
4.青年教师经考核合格后，才能承担学校普通本科生课程和研究生课程的主

讲任务。
5．未接受导师指导或考核不合格的青年教师不能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四、考核管理
1.青年教师经导师指导培养结束后，由学院通过试讲、考查青年教师教学科

研业绩、查看《青年教师成长记录本》和《青年教师业务考核本》等方式对青年
教师的教学科研业务能力进行考核。

2.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优秀比例控制在 20%以内。学校
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对考核优秀成绩进行审核。

3.各学院应根据上述原则，细化考核方案，并报考核方案与考核结果到教师
培训中心备案。

4.各学院应高度重视青年教师培养工作，并把青年教师培养导师制度作为教
师队伍建设、学术梯队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学院应根据本实施办法结合学院实
际进一步细化导师职责与青年教师培养要求，为每一位青年教师制定详细的培养
方案。

5.学校根据考核结果，按每人每年优秀 1500 元、合格 1000 元的标准发放教
师的指导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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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师教学工作规范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教师教学行为，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加强

师德修养，增强工作责任心，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及其他现行教学规章制度，特制
订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从事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教学的教师，研究生教育、
成人教育可参照执行。

第二章 基本要求
第三条 教师应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以

高度负责的精神履行教师职责，教书育人，对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
质、身体心理素质等方面进行全面培养，寓教育于教学活动之中。

第四条 教师应系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遵循教
育教学规律，不断积累和总结教学经验，结合教学工作实际，积极开展教育教学
研究与改革，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勇于进取，不断创新，努力提高学术水平和
教学质量，积极推进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第五条 教师应严于律已，遵纪守法；为人师表，身先垂范；言传身教，严
谨治学。对学生既要关心爱护，又要严格要求。

第六条 教师上课言行、服饰应符合教师职业特点，仪态端庄，举止文明；
规范教学语言，中文讲授必须使用普通话；板书端正，书写规范。

第七条 教师应主动与学生管理人员交流学生学习情况。遇有特殊情况，应
及时通报相关学院（部门）。

第三章 任课资格
第八条 担任课程主讲的教师，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教师

资格条例》有关规定，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硕士及以上学位，有高等
学校教师资格证书，熟悉拟主讲课程的大纲、内容、要求和教学手段。

第九条 毕业分配、非高校调入我校的新教师均须参加岗前培训，取得培训
合格证。没有教学工作经历的新教师（公共外语、体育等课程的教师除外），须
经过对拟开设课程的辅导答疑、批改作业、辅导学生实验等助教环节的严格训练
一轮以上，且在首次开课前必须提交备课笔记，由教研室组织试讲，学院审核、
决定其是否能担任任课教师。

第十条 教师开设新课程应具备以下条件：
1.熟悉新开设课程所涉及的学科领域，并有相关研究成果；
2.提出符合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教学实施方案，并拥有一定数量的教

学参考资料；
3.有较详尽的教案；
4 在开课前一学期向教研室提出申请，并通过教研室审核，经教学院长批准。
第十一条 凡属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承担主讲任务：
1.未辅导过拟开设课程，或辅导效果不佳，不具备讲课能力者；
2.有实验环节的课程，不能指导实验或实验技能较差者；
3.已开设的课程讲授效果差又无明显改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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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拟开设的课程内容未能掌握或准备不充分者；
5.连续两次教学工作质量考核不合格者。
第十二条 在读研究生兼任助教，须由本人提出申请，导师推荐，教研室组

织进行考核，教学院长批准。
第四章 教学准备

第十三条 教学准备是保证课程教学顺利进行和提高课程教学质量的基础环
节，教师应高度重视教学准备工作。主讲教师统筹组织安排课程教学工作，对课
程教学质量全面负责。

第十四条 教学大纲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的基本文件之一，是对学生进行教
学和组织考核、检查教师教学质量的主要依据。各门课程均应根据教学计划要求
制定教学大纲。教学大纲应明确课程目的、要求，课程重点和难点、各章节基本
教学内容、学时安排以及主要教学手段、学习参考书目等，教师在执行中不得随
意更改。教学大纲由学院组织制订，学校组织审核。

第十五条 主讲教师应按教学大纲和课程基本要求确定教学进度，编制教学
日历，合理分配课程讲授、实验、实习和讨论等各教学环节的学时，组织有关教
学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共同完成教学任务，保证教学质量。

第十六条 主讲教师要研究教学对象，根据学生情况认真备课，认真编写教
案；积极参加教研室组织的教学活动，参加集体备课；钻研教材，掌握教科书的
内在逻辑关系、结构体系，系统阅读参考文献资料。

第十七条 主讲教师应认真研究教学计划，明确本课程在教学计划中的地位
和作用，处理好本课程与其他课程间的衔接和配合关系；按照课程教学大纲规定
的课程目的、要求，处理好教学重点和难点，科学、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应不断
更新和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积极采用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

第十八条 各门课程均应有选定或自编的教材或讲义，优先选用国家级优秀
教材、精品教材或国家规划教材。积极引进、使用先进的、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
原版教材。教师应有意识地把科研成果引入教学内容和自编教材。主讲教师应提
出与教材配套的参考书目，确定或编写学习辅导材料。

第五章 课堂教学
第十九条 任课教师必须认真上好每一堂课，努力提高授课质量和课时效率。

应经常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加强对学生学习方法的指导。
第二十条 任课教师应及时向学生说明本课程在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地位和作

用、课程的性质、授课计划、考核方式等。
第二十一条 课堂教学应努力做到理论阐述准确，概念清晰，条理分明，逻

辑性强；重点突出、难点分散；注意培养学生独立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断更新讲课内容，及时传递本学科发展的信息；课堂语言力求准确、简练、生
动，板书工整、文字规范，教学手段运用恰当。

第二十二条 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照课程教学大纲和《教师课程授课计划书》
所规定的教学内容、基本要求和教学进度进行教学。在保证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
下，鼓励教师在教学中引入与课堂内容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学科前沿成果。

第二十三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内容特点，精心安排、组织习题课和讨论
课。习题课由主讲教师或助教完成。助教担任习题课的讲授，课前须得到主讲教
师的指导；担任习题课的教师须按要求和学生阶段学习的实际情况，充分准备，
写好备课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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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要求安排讨论课。讨论课必须在教师
的组织、参与和引导下进行。教师要选择具有代表性、思考性和理论联系实际的
讨论题，并提前告知学生，以便学生准备。讨论课要注意保护学生的积极性，激
发学生的创造精神，鼓励发表不同的学术观点，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讨论结
束应做好小结。

第二十五条 任课教师应严格课堂纪律，加强考勤工作，对违反课堂纪律的
行为应及时纠正，情况严重的应及时向学院或有关部门反映。

第二十六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教学实施进度，认真及时填写《教师授课
情况记载簿》中的有关栏目。课程结束后，要进行课程教学总结，分析课程教学
情况，提出改进办法和改革建议。

第六章 辅导、答疑与作业
第二十七条 辅导答疑着重帮助学生解决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启发学生思维、

改进学习方法，发现和培养优秀人才。辅导可采取集中辅导和个别辅导相结合的
方式。对基础较差、学习方法不当、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予重点辅导和帮助。

第二十八条 助教要在主讲教师指导下进行辅导答疑，要熟悉讲课内容并跟
班听课，明确辅导要求和目的，认真做好准备。辅导时要注意收集学生学习中的
问题，及时向主讲教师反映。没有配备助教的课程，辅导答疑工作由主讲教师负
责。辅导答疑原则上安排在课余时间进行，不占用教学计划中安排的教学时数。

第二十九条 任课教师应根据课程的性质和特点布置适量的课外作业，并在
《教师课程授课计划书》中明确。作业内容应涵盖各知识点，既要密切联系课堂
教学内容，又要有利于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培养学生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和提
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十条 学生的作业一般应全部批改。作业量多的课程可适当配备助教帮
助批改作业，但主讲教师仍应批改一定量的作业。教师批改作业要认真、细致、
及时。对不按时完成作业或草率应付作业的学生要批评教育直至退回令其重做；
对抄袭作业的学生，应进行严肃批评，并令其补做。任课教师对学生作业情况应
及时登记，作为对学生平时成绩的考核依据之一。

第七章 实验教学
第三十一条 实验教学是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验技能和实践能力的重

要教学环节。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应有完整的实验大纲；理论课中的实验环节，
也应编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大纲。实验教学应选用适当的实验教材或编写实验指导
书，严格按实验大纲进行，任课教师不得随意减少实验项目或实验内容。

第三十二条 实验指导教师应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实验管理规定，认真准备实
验。对开出的实验，应亲自试做，并认真分析试做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
加以改进。学生上课前，指导教师应注意检查仪器设备的完好状况和器材药品的
有效性，严禁带故障操作，并对学生进行有关安全教育，防止事故发生。

第三十三条 在实验过程中，实验指导教师必须在场巡视指导，严格要求，
加强检查，随时纠正学生的不正确操作，解答疑难问题。注意培养学生严谨的科
学态度和正确使用各种仪器设备和观察、测量、统计数据处理、结果分析等的能
力。要求学生认真、如实撰写实验报告，对学生实验报告逐一批改，不符合要求
的实验报告应退回重做。

第三十四条 指导教师应及时处理和分析事故。学生损坏仪器时，督促学生
填写仪器损坏报单，并提出处理意见。实验后要指导学生整理好现场，填写实验
教学日志，并对器材报损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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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条 指导教师要重视实验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加强对学生创新
思维和实验动手能力的培养，积极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开放性、研究性实验，
使学生的实验技能得到全面系统的培养。

第八章 实 习
第三十六条 学生的专业实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是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培养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成才观、学习观，获得实际生产知识和管理知
识，锻炼独立工作能力的重要环节。教师应在实习前根据教学计划、实习大纲要
求编写出实习指导书，对实习的目的、内容、时间安排、注意事项等应做出明确
的规定，不得随意取消或减少实习环节。

第三十七条 实习指导教师应严格执行学校有关实习管理规定并制订相应的
实习指导工作计划。实习前教师应了解和熟悉学生与实习单位两方面的情况，做
好必要的准备。实习中应加强指导，解答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积
极争取实习单位的指导与帮助。随班指导实习的教师不得随便离开实习场所。加
强对实习学生的安全教育，遇到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学院和有关部门汇报。

第三十八条 指导教师要根据学生在实习过程中的实际表现和实习作业(包
括实习日记、实习报告等)的完成情况，结合实习单位对学生实习工作的评价，
做好实习成绩考核与评定工作。实习活动结束后要向学院提交书面实习总结。

第九章 课程设计、课程论文
第三十九条 课程设计是培养学生运用有关课程的理论和技术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进一步提高学生实际动手能力和综合运用技能的重要环节。任课教
师要按照教学计划及教学大纲要求，选择课程设计题目或确定课程论文范围，并
提前告知学生。指导教师要遵循教学大纲，熟练地掌握设计内容及设计方法，编
写好指导书，提供参考资料书目或设计提纲，并做好必要的准备工作。

第四十条 设计过程中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思想和设计观点，训练学
生利用资料和工具书的能力。指导中既要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又要注意发挥学
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要求学生独立完成设计任务。

第四十一条 课程设计或课程论文完成后，教师应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学院的
评审或答辩工作，并按有关规定进行成绩评定。

第十章 课程考核
第四十二条 课程考核是督促学生全面系统地复习、巩固、掌握所学课程知

识的重要环节，也是检查和分析教学效果的重要手段。教学计划规定的每个环节
都要进行考核。

第四十三条 课程考核分考试和考查两种类型。课程的考核类型在教学计划
中有明确规定。

第四十四条 考试应实行考教分离。命题以教学大纲为依据，试题要体现本
课程的基本要求，有一定的广度、深度和难度，既能考察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
又能考察学生能力的提高程度。

第四十五条 课程考核工作的具体要求，按《南通大学课程考核工作管理暂
行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一章 毕业设计（论文）
第四十六条 毕业设计(论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的重要环节。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应立足于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学要求，
同时结合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研究的实际，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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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七条 指导教师要按所选课题制订毕业设计（论文）任务书，对每个
学生明确目的、要求和技术指标，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安排进度计划，提供参考
资料，检查落实各项准备工作。

第四十八条 指导教师应严格执行学校有关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条例，认真
审定学生草拟的总体方案和工作计划。要定期进行现场指导和答疑，发现问题及
时对学生进行具体的指导和帮助。要经常督促检查学生的工作进度和工作质量，
对无故拖延进度和质量不符合要求的学生及时提出警告，并采取有效的补救措
施。

第四十九条 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初稿后，指导教师要认真指导学生修
改。指导教师要在学生答辩前指导学生做好答辩准备，对所指导的毕业设计(论
文)写出书面评语。指导教师应负责介绍学生毕业设计（论文）全过程的情况，
提出成绩评定建议。

第十二章 纪律、考核与奖惩
第五十条 为保证正常的教学秩序，已排定的课表一般不再更改。教师外出

均以服从校内教学为原则。任课教师因病、因公出差和特殊情况不能上课时，学
院应指派其他教师代课。如无人代课，应填写调、停课申请单，教学院长批准，
并按规定程序办理调、停课手续。

第五十一条 任课教师在保证大纲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可以在课堂教学中讲
述自己的学术观点，也可介绍不同的学术见解。但不应讲述与课程内容和课程学
习无关的内容，不得散布任何违背四项原则的思想观点。不得任意增减课时。

第五十二条 任课教师要按时上、下课，不得迟到、早退，上课期间不得吸
烟，应关闭手机等通讯工具。授课过程中不允许出现影响教学的现象，严格维护
课堂教学秩序。

第五十三条 教师应对自己完成教学、科研等工作的情况进行年度小结，认
真填报《南通大学教师工作情况记载表》，自我小结要实事求是，既要肯定成绩，
又要找出差距。教师拟申请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应提前半年表明意向，
由学校对其进行教学质量考核，考核意见供职务晋升评审时参考。

第五十四条 各学院负责对教师的全面考核，学校职能部门根据本规范和聘
任规定进行监督、评估。考核教师教学工作要以教师的主要职责、教学态度、教
学能力、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为基本内容，着重考核教师在教书育人中的政治表
现、业务水平和工作实绩。考核目的着眼于改进教师的教学工作，帮助教师克服
薄弱环节，不断提高教学水平。

第五十五条 对在教书育人、教学质量、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
教学改革、教学管理等某一方面做出突出成绩的教师和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经学
院评议讨论，学校评定，可推荐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教学奖励和评比。

第五十六条 教师违反学校规定，造成教学事故或教学管理事故，均应按照
《南通大学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暂行办法》和《南通大学教学管理事故认定与处
理暂行办法》进行处理。对教学效果差，教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学校将令其整
改，在规定时间内无明显改进的，调离教学工作岗位。

第十三章 教学研究
第五十七条 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都应重视教学法的研究。教学过程中，应

及时分析学生学习情况，研究基本内容、重点、难点及各教学环节配合的情况，
做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考核办法的研究工作，进行教学改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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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觉安排时间学习教育理论，积极申报教改课题，撰写和发表教学研究文章，全
面提高教学水平。

第五十八条 教师必须积极参加教研室活动。各教研室至少每两周开展一次
教学研究活动。各教研室应制订切实可行的学期教学研究活动计划，落实内容和
时间，并有完整的文字记录。

第十四章 附 则
第五十九条



南通大学深化综合改革实施意见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按照《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江苏省政府关于深化教育领域
综合改革的实施意见》的要求，为实现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的奋斗
目标，深入推进学校综合改革，全面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结合学校事业发
展实际，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发展规律
和人才成长规律，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为重大机遇，以促进学校跨江发展、转型
发展、内涵发展、特色发展为主线，以实施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
革、开放办学机制改革、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后勤保障机制改革和考核评价机制
改革为重点，解放思想、锐意创新、攻坚克难，加快建设步伐，提高发展质量，
全面服务行业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努力建设“有远见卓识、有创新精神、有责
任担当、有文化品位”的现代大学。

（二）总体目标
以建设有通大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推进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

目标，弘扬办学传统，提升办学质量，加快发展步伐，通过深化改革和体制机制
创新，激发办学活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完善内部治理体系，深入推进办
学国际化，优化考核评价和后勤保障机制，为建设有特色高水平教学研究型大学
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改革任务
（一）人才培养机制改革
1.优化招生选拔机制。深化本科招生制度改革，完善招生决策、执行、运行

和宣传机制。加强本科生生源基地建设，提高生源质量。建立自主选择、自主选
拔、双向互动的自主招生模式。深化研究生招生改革，吸引优质研究生生源，扩
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加强优秀本科生推荐免试工作改革，突出科学素养、综合素
质和创新潜能的考核。探索本硕连读、硕博连读机制。扩大院系所和导师团队招
生自主权，试行申请考核制招生模式。

2.深化学分制改革。推进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健全校际间学分互认机制。完
善与学分制改革相关的配套政策。改革学生选课制度，扩大学生学习自主权，构
建多通道学业路径。建立完善在线学习系统，完善对应的教学管理机制和考核方
式。实施本科生导师制度，加强对学生的学业指导和品行养成教育。

3.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人才培养方案，放宽学生自主选择专业的申请条
件，实施多元化、宽口径培养。开展新型人才培养组织形式试点，建立“张謇书
院”和“创新创业教育学院”。构建学校与知名医院、中小学、科研院所和世界
500 强企业的战略联盟，建立开放式人才培养机制。拓展国际合作办学资源，改
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环境与条件，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4.积聚优质教学资源。完善专业建设标准，推进审核评估和专业认证。实行
专业动态调整机制，积极培育有特色、有前景的专业。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建设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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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级精品课程。推进国际化课程建设，提高全英文授课课程比例。探索“慕课”、
“微课”和“翻转课堂”建设，鼓励教师开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
改革。加强本科教学团队和精品教材建设，培育优质教学平台和基地。

5.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分类推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构建研究生教育质
量保障体系。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为目标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实施研究生培养创
新工程，强化科研训练，促进课程学习和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实施研究生海外
研修计划，资助研究生参加国际合作与交流。大力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的有
机衔接，引导和鼓励行业企业积极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加强研究生培养过
程管理和学业考核，实行中期考核和论文评审制度。建立学风监管与惩戒机制，
严惩学术不端行为。

6.加快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改革。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专
业教育。扩展与整合创新创业资源，实现跨学科、跨学院合作，引导社会资源投
入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实践空间。建立课程—实践—创业链条的对接机制，点面
结合、分类指导。建设结构合理的创新创业师资队伍，建设校外创新创业导师库，
规范教学管理。探索大学生创业实训中心平台建设。

（二）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1.完善干部选拔任用、考评与监督机制。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构建高效、科

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修订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民主测评、民
主推荐制度。深入推进干部任期制、交流轮岗制，建立干部的多岗位锻炼、基层
锻炼的培养模式，全面提高干部的综合管理能力。推进管理干部队伍的专业化建
设，加大年轻干部的选拔力度，不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完善干部培训机制，强
化干部监督，不断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与水平。

2.构建岗位聘用与分类管理体系。优化岗位设置，合理配置岗位资源，制定
岗位责任及考核标准。实施全员岗位聘任制，构建科学合理的人力资源分类体系。
探索教职工分类管理办法和机制，完善教师、教辅、管理、保障队伍的协调发展
机制，分类制定考核标准、晋升通道、薪酬体系。探索人才特区建设，充分发挥
新型用人机制对学校发展的促进作用。

3.完善高层次人才引培机制。完善高层次人才集聚的长效机制，健全人才队
伍建设的政策与制度环境。加大政策与资源投入力度，面向全球高等学校、研究
机构延揽人才。畅通人才引进途径，建立差异化人才引进机制。加大校内人才的
培养与扶持力度，建立持续稳定的支持机制。建立人才退出机制，对于绩效考核
成绩不明显的，要减少或中止支持。

4.完善教师职业发展体系。畅通教师职业发展渠道，理顺教师发展的体制机
制。以教师团队建设为载体，促进教师的成长成才。完善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
促进教师的自我发展。完善青年教师培养机制，在政策、资金、资源和平台等方
面予以倾斜。以激励为导向，建立和完善教师职业发展的长效机制。大幅度提升
教师出国访学的规模、层次和质量。

5.改革薪酬分配和激励制度。强化绩效工资改革，构建以激励为导向的校内
绩效薪酬制度体系。将教职工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挂钩，
建立向业绩突出单位、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的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对于高层
次人才，制定多元化薪酬制度，探索年薪制、协议工资制、项目工资制、团队工
资制等灵活的薪酬方式。发挥学院在绩效奖励分配中的作用，形成良好的激励机
制。

（三）开放办学机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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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入推进省部共建工作。建立和完善省部共建的体制机制。提高交通运输
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提升交通运输行业的科技创新贡献度，夯实学科、科研、
人才等共建基础。主动搭建省部共建工作决策咨询平台、理论研究平台、信息共
享平台、高校合作平台、人才培养平台，提升共建的水平与效率。主动加强与交
通运输重点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联系与合作，全面提升合作项目数量和质量。

2.大力拓展社会服务空间。加强与南通市的全面深化合作，深入开展“名城
名校”工程，完善社会服务战略布局。优化体制机制，调动学院、教师服务社会
的积极性，构筑多方共赢的社会服务机制。在建设新型高校智库、科技创新与技
术交流、文化建设与人才培养、医疗卫生服务等领域与区域政府、行业企业开展
全方位合作。统筹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渠道，强化校友会、教育基金会对外联络功
能，实施政策激励，提升筹资能力。

3.提升医疗服务水平。深入推进附属医院服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注重疑难
重症救治技术创新，改革医疗服务模式，提升临床综合治疗水平和能力。发挥附
属医院医疗卫生优势资源的辐射作用，筑牢苏中苏北区域性医疗品牌领先地位，
扩大优势资源辐射范围，全面提升为社会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能力。探索临床医
学教育模式改革，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4.积极发展继续教育。适应社会多样化需求，构建多层次、多形式的继续教
育体系。深化继续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二级学院的积极
性。适应成教学员学习方式的需求，推动信息技术与继续教育融合，强化在医疗、
教师教育等领域的继续教育特色。以精品项目为依托，促进继续教育转型，建立
多元化服务平台，提高继续教育品牌质量。

5.深入实施国际化战略。建立健全国际合作与交流机制。建立高水平的中外
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建设高水平国际合作平台，提升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科
学研究水平。建立海外孔子学院，打造文化传播和人文交流平台。加大师资引培
力度，提高师资队伍和管理队伍的国际化水平。建立健全国际化管理服务体系，
提高管理和保障水平。完善留学生教育管理的评价与激励机制，提高国际化教育
教学的保障能力。

（四）管理体制机制改革
1.完善现代大学制度体系。建立大学章程实施机制。认真清理、评估、修改、

完善校内各种规章制度，完善内部决策、执行及监督机制。深化大学内部治理结
构改革，实现依法治校的良好局面。

2.完善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完善学术管理制度，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在学科
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学风建设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健全学术管理体系
与组织架构，完善支持机制，为学术委员会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
积极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学校管理
中的作用。

3.加强内部组织管理改革。推进学部制改革，依据学科大类建立学部，明确
学部和学院在办学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书院制，探索以书院制为载体的本科生教
育管理体制创新。探索学术特区制，完善管理运行机制，赋予院系在教育教学、
学科与队伍建设等方面更多自主权。实施大部制，建立行政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
提高管理效能。以岗位设置改革为契机，建设精干高效的管理机构和管理队伍。

4.完善目标责任制。深化目标管理改革，强化目标设定、过程管理、考核评
价和结果反馈，完善相应的管理办法。明晰目标管理的责、权、利关系，逐步实
现管理重心下移。完善年度目标管理考核评价机制。调整目标管理激励政策，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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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核算，引导院（系）、研究机构争取社会资源，提高办学效益。
5.健全师生参与和信息公开机制。规范学校决策程序，进一步完善重大事项

决策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共青团、学生会等群众团体以及民
主党派在学校治理中的作用，拓展师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渠道。坚持和完善信息公
开制度，依法及时准确公开学校基本情况，保障师生和社会的知情权与监督权。
构建学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体系，为高水平大学建设提供坚强保证。

（五）后勤保障机制改革
1.完善后勤管理体制。调整和优化后勤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推进管理与服

务一体化建设。合理划分后勤服务保障部门的责、权、利，建立优质高效、安全
可靠、规范持续的后勤服务保障体系。推进后勤服务制度化建设，逐步提高后勤
服务专业化水平，实现后勤保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效统一。

2.完善资源配置模式。改革资源使用和管理规则，理顺人、财、物的关系，
设立竞争性绩效配置机制。建立以绩效为导向的预算投入机制，加强经费支出管
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建立校内各类资源有偿使用机制。完善教学设施、场馆、
实验室、仪器设备等校内资源的管理和共享机制，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加强国有
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管理，推动国有资产管理信息化、规范化、精细化。

3.优化校园功能布局。明确校区功能定位，优化各校区空间布局。合理配置
资源，以集约化方式开展校园内部优化调整，化解人才培养、学科建设、队伍建
设、科学研究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研究论证校区置换的可行性。加强基本建
设力度，新建续建办学用房和公共设施，缓解教学科研用房紧张局面。稳步推进
启东校区建设。

4.加快智慧校园建设。加强数据中心、教育技术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满
足发展和升级需求。全面推进教学、科研、管理、校园生活等领域信息系统的建
设应用。建设统一集成的数据平台，提供数据分析和应用支持，提高管理效率。
加快网络教学和学术服务支撑平台建设，提高信息化管理效益和服务水平。

5.完善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实验室管理体制，提升实验室管理科学化
水平。推进实验示范中心建设，推进专业实验室与科研实验室的共用，提高实验
室和设备的使用效益。规范设备集中采购制度，建立采购工作的绩效评价机制。
加强数字化图书馆、档案馆建设，建立多层次文献信息和档案保障体系。加强校
内医疗服务和安全保卫科学化建设，提升服务水平。

（六）考核评价机制改革
1.完善目标管理考核。坚持定量考核与定性考核相结合、全面考核与重点考

核相结合、结果考核与过程考核相结合的原则，提高基层单位目标考核的科学性。
建立统一的考核评价机构，完善考核与奖惩机制。对学院部门等单位分别制定考
核评价细则，强化过程考核。将目标管理考核结果作为收入分配的重要依据、各
类评优的基本依据和干部选拔任用的参考依据。

2.优化考核评价体系。完善教学评价机制，完善专业审核评估，把评价结果
作为学院专业调整、岗位设置等工作的依据。实施学科建设评价机制改革，分类
分层确定学科建设和考核评价标准，促进学科发展。深化科研评价改革，建立导
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评价机制，合理运用科研评价结果。完善人才队伍考核
评价体系，通过制度、政策、举措和效果等维度强化对人才工作的量化考核。建
立国际化工作考评机制，全面提升学院国际化工作水平。完善党建与思想政治考
核评价改革和党风廉政建设考核评价改革，提高考核评价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3.完善干部考评机制。健全干部考察制度，进一步完善干



干部选任的有效性和科学性。规范和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监督制度。健全干
部考核评价体系与考核机制，提高干部考核评价工作的科学化水平。强化考核结
果反馈和运用，充分调动各级各类干部积极性。

4.建立教师分类考评机制。实施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改革，分类制定完善专业
技术职务评聘标准。建立以业绩考核为重点的专任教师岗位考核评价制度和以过
程考核与业绩考核相结合的非专任教师岗位考核评价制度。完善教辅、管理、保
障队伍的考核评价制度。注重评价结果的反馈与使用，根据考核结果决定各类人
员的晋升、转岗或退出，并与薪酬制度、激励机制等有机结合。

5.推进学生评价制度改革。完善学生综合素质考核评价机制，完善本科生和
研究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完善以学分绩点为主的学业评价体系，探



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

为进一步推动高等教学改革，探索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提高教学质量的新途
径，学校鼓励本科毕业设计（论文）课题与社会生产实际相结合，允许学生到校
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为加强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
理，保证毕业设计（论文）质量，特制定本规定。

一、资格条件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方可进行校外毕业设计（论文）：
1．必须已取得除毕业设计（论文）以外专业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学分；
2．学生已经与校外单位签定了就业协议或意向书，或学院已经与校外单位

签定了联合指导协议；
3．接受单位必须具备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时热心支持和关心学

校人才培养工作，能为学生开展毕业设计（论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
件，并能选派出中级职称以上的优秀的技术人员担任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工
作。

二、基本程序
1．由学生本人提出书面申请（学生须提供校外单位同意接受学生就业协议

或意向书，指导教师的职称证书复印件、课题计划等材料）；
2．学院对学生申请及提供的所有材料组织审查，对同意进行校外毕业设计

（论文）的由学院、校外单位、学生三方签定《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毕
业设计（论文）协议书》，同时学院指定一名教师担任校内指导教师；

3．校内指导教师依据学生提交的材料，与校外指导教师商讨后填写立题卡、
任务书。

三、学生毕业设计（论文）的各个环节，必须严格按照《南通大学本科生毕
业设计（论文）管理办法》的要求进行，如果学生未按规定完成毕业设计（论文），
导致毕业设计（论文）不及格，不得毕业，责任自负。

四、学生在校外进行毕业设计（论文），必须有两名指导教师。其中一人为
接受单位具有中级及其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另一人为校内专业教师。校内
指导教师必须对学生毕业设计（论文）教学工作负全责，掌握进度和要求，协调
有关问题，严把质量关。学生返校时，应有校外指导教师的书面鉴定意见。

五、各学院在毕业设计（论文）工作正式开始前，应将在校外单位进行毕业
设计（论文）的学生及有关信息进行登记，填写“南通大学学生在校外单位进行
毕业设计（论文）情况一览表”，同时报教务处备案。

六、学生必须在答辩前二周返回学校，毕业设计（论文）的答辩及成绩评定
在校内进行。

七、学院应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生在校外期间，必须严格遵守所在单位的
规章制度，提高安全意识，确保人身安全；每周校内指导教师与学生至少联系 1
次，校内指导教师应对指导该学生的情况作好指导记录。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原《南通大学学生在校
外单位进行毕业设计（论文）管理规定（试行）》（通大处教（2006）98 号）停
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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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师出国（境）研修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高等教育发展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趋势，培育具有国际

视野、创新能力的优秀教师，提升学校办学和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根据国家、
省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师资队伍建设需要，特制订本暂行办法。

第二条 坚持“按需派遣、学用一



（三）研修方向应与所在学科、专业发展方向一致，有利于本学科、专业、
团队的建设和发展；

（四）研修单位应为世界公认的高水平大学或科研院所，原则上要求是世界
前 200 强或所在学科排名世界前 100 位的高校。世界前 200 强高校以《泰晤士高
等教育》公布的当年排名为参照，学科排名具体标准参照当年度 QS 学科排名；

（五）有较强的外语沟通能力。凡通过出国人员外语等级考试的教师，优先
推荐国家公派和省公派资助。如推荐国家公派和省公派落选，则优先纳入学校公
派资助。凡申请学校公派资助，必须参加全国性的出国人员外语等级考试，同等
条件下分数高者优先选派。

第十一条 各类出国（境）研修的具体条件和访学期限
（一）攻读国（境）外博士学历（学位）：年龄一般不超过 40 周岁，重点学

科、紧缺专业以及优秀人才年龄可放宽至 45 周岁。学制期限为 3-4 年。
（二）国家公派、省公派：申请条件和访学期限按上级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学校择优推荐。
（三）学校公派：
1.带题研修：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正在主持省（部）级及以

上科研项目并在项目合同期内。访学期限为 6-12 个月。
2.访问学者：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教学、科研业绩突

出，近 3 年主持过市（厅）级教学、科研项目或省（部）级及以上项目的主要参
与者（前三名），2 年内无 3 个月及以上出国(境)研修经历。访学期限为 3-12 个
月。

3.双语教学培训：近 2 年教学工作量饱满，教学考核为良好及以上，进修
内容为主讲课程及英语授课技能。培训期限一般为 3 个月。

4.团队研修：团队是指根据《南通大学教师团队建设与管理暂行办法》组
建并在相关职能部门备案过的教学和科研团队。团队内须有国家级在研课题。研
修期限一般不超过 3 个月。

（四）自费公派：选拔条件参照学校公派，特殊情况可适当放宽。
第十二条 选派程序
（一）个人准备：申请人参加全国出国人员外语等级考试并取得成绩，同时

积极联系国（境）外高校或研究机构并取得邀请函。
（二）个人申请：申请人根据学院当年度出国（境）研修计划提出申请，填

报《南通大学出国（境）研修申请表》，提供相关附件材料。
（三）学院初审：学院根据学校有关规定，对申请人提出的研修方向和研修

任务进行审核和论证。
（四）学校审批：人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对学院研修计划和申报材料进行

复核，按程序提交人事分管校领导审批。公示无异议后，根据选派类别上报相关
主管部门审批或直接派出。

（五）签订协议：凡批准出国（境）研修人员，均须与学校签订《南通大学
教师出国（境）研修协议书》（简称《协议书》，下同）并公证。

第四章 资助方式和相关待遇
第十三条 国家公派、省公派研修人员在出国（境）期间的费用，按照国家

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及江苏省教育厅的相关文件执行，学校以配套资助的形式予
以奖励。奖励须凭国际旅费、国内旅费、签证费、保险费等发票报销。

第十四条 学校公派资助标准按江苏省政府留学奖学金的标准执行，包括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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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内往返旅费，生活补贴，签证费，保险费，体检费，住宿费等。其中，国
际、国内往返旅费须凭发票报销，其余费用包干使用。

第十五条 纳入学校公派资助的人员，研修期在 6 个月以内（含 6 个月）的，
由学校全额资助；研修期在 6 个月以上的，学校资助 80%，其余部分由学院承担。

第十六条 自费公派出国（境）研修人员在外期间的一切费用，由资助方负
责或个人自筹。非国家公派、省公派的国（境）外博士学历（学位）进修，学校
以配套资助的形式予以奖励。

第十七条 为鼓励教师积极通过国家公派、省公派和自费公派的方式获得资
助，对完成研修任务并按期回校服务的人员，除享受ᵔ䨊㈴〠〠呄嬨服⥊ਲ㐰‰⁔䑛⠣琩巧



第二十四条 期满考核主要指根据《协议书》对研修人员在国（境）外期间
取得成果和成绩的考核。研修人员按要求填写《南通大学出国（境）研修人员期
满考核表》，并结合国（境）外研修情况，以学术报告或经验交流会形式，在一
定范围内接受学院和教职工考核。考核结果作为当年度年终考核以及兑现有关研
修奖励的主要依据。

第二十五条 下列情形视为考核不合格：
1. 未经批准逾期回校；
2. 研修期间未经学校同意，擅自改变研修单位和研修方向；
3. 研修期间连续 2 个月未向学院汇报研修进展和成果；
4．不接受学院组织的公开考核；
5．违反国家外交纪律。
第二十六条 后续考核是指研修人员回校 1 年内，由教师本人填写《南通大

学出国（境）研修人员后续考核表》，学院对其 1 年来教学科研能力、科研成果、
学术联系、搭建合作平台以及海外人才引进联系等工作进行的考核，并报人事处
备案。

第二十七条 研修人员期满考核合格后,发放研修奖励的 60%；后续考核合格
后，发放研修奖励剩余的 40%部分。考核不合格人员，3 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外出
研修，不予发放研修奖励。专业技术职务评聘时，视为不具备海外研修背景条件。
考核结果将作为竞聘上岗的重要依据。

第六章 相关规定
第二十八条 出国（境）研修期满后，研修人员须按协议回校履行服务期。

研修 3-6 个月者服务期为 3 年，研修 7-12 个月者服务期为 4 年，研修 12 个月以
上者服务期为 5 年。原有服务期未满者，则相应累加服务期（出境期间不计入服
务期）。服务期内提出调动或辞职者，应按比例返还学校资助出国研修相关费用
及奖励。

第二十九条 研修人员签订出国（境）协议，在外研修 6 个月及以上人员须
有 2 名亲戚朋友或同事为其担保并公证。如研修人员出现违约情况，担保人须承
担连带经济责任。

第三十条 研修人员出国（境）前，应到学校相关部门办理离校手续并向学
校缴纳回校保证金。出国（境）6 个月以下（不含 6 个月）人员应缴纳保证金 2
万元人民币，出国（境）6 个月及以上人员应缴纳保证金 4 万元人民币。

第三十一条 研修人员在研修期间，不得擅自更改研修学校和研修内容。如
工作需要或有特殊情况必须变更，须提前 1 个月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供证明材
料，学校批准后方可变更。

第三十二条 研修人员原则上不予延长研修期限。如因取得成果或工作需要
确需延长研修期限，须提前 2 个月向学院提出申请，附上国（境）外机构或导师
的邀请函和资助证明，由学院交人事处复审后报主管校领导审批。研修期限一般
只能延长 1 次且不得超过 6 个月。延长期内所有经费自筹，不享受相应工资待遇。

第三十三条 未经学校批准擅自出国或逾期回校者，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条例》，按旷工论处。连续旷工 15 天，将按规定解除人事关系。

第三十四条 研修人员回国（境）后，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到学校人事处和学
院报到，工资待遇从报到之日起恢复。

第三十五条 出国（境）研修人员回国后，如需再次申请学校公派出国（境）
研修，须在学校工作满 2 年以上。再次出国（境）研修，原则上通过国家公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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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公派或自费公派方式派遣。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文件《南通大学出国（境）进修

人员管理暂行办法》（通大人〔2005〕33 号）同时废止。
第三十七条 本办法与上级文件相冲突处按照上级文件执行。未尽事宜，由

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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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考核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明确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的工作目标，加强培养、考核与管
理工作，着力培育一批教学名师，推动师德师风建设，带动和促进全校教师高度
重视教学、积极从事教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根据《南通大学教学名师培育工
程培养对象选拔实施办法（试行）》（通大人〔2012〕1 号），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必须与学校签订目标责任书，作为管理和考
核的依据。

二、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的考核分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两种方式，由
人事处（教师发展中心）负责，研究生处、教务处、教学质量管理处、科技与产
业处和人文社科处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三、学校为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提供资助经费 3 万元/人，分两批划
拨。立项后划拨首批资助经费 2 万元，第二批资助经费根据中期考核结果安排。
中期考核结果分合格和不合格两个等次，考核合格，划拨第二批资助经费 1 万元；
考核不合格，解除培养，停拨资助经费。

四、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的期满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
等次，优秀比例不超过 15%。考核优秀者，增拨资助经费 1 万元/人；考核不合
格者，三年内不予推荐申报教学名师奖。

五、已经获得校“拔尖人才基金”或“创新人才基金”的资助者，不再重复
资助。

六、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的考核内容包括师德师风、教学能力与水平、
教学改革与成果、教学团（梯）队建设与贡献、科学研究与学术水平等方面。

七、各学院应高度重视教学名师培养工作，将培养教学名师纳入学院师资队
伍建设规划，切实加强对本学院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的管理和考核，主动
为培养对象搭建平台，积极支持培养对象开展工作。

八、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应完成下列指标：
（一）长期承担本科教学任务，认真完成学校安排的教学工作，每年系统讲

授 1 门本科生基础或专业必修课程，年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100 学时，附属
医院临床教师年均课堂教学工作量不少于 50 学时。

（二）潜心研究课程教学，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方法恰当，教学效果良好，
形成独特而有效的教学风格，在全校同领域内有较大影响，学生评价优秀，年度
教学质量考核“优秀”等次不少于 3 次。

（三）每两学年必须面向全校开设一次教学示范课或教学专题讲座，每学年
参加一次学校组织的教学研讨或培训活动。

（四）注重教学团（梯）队建设，组织形成一支结构合理的教学团（梯）队；
积极参与实施“导师制”，承担青年教师的培养任务。

（五）主持校级及以上教学质量工程（或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或主
要参与省级及以上教学质量工程（或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排名前三）；
或指导本科生获得省优秀毕业论文（设计），或指导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计划项目，或指导学生参加省级及以上学科竞赛（“挑战杯”系列竞赛）获
奖，或指导的研究生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及以上优秀学位论文；或获得校级及以
上教学成果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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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同时完成下列指标中的任意两项：
1.主持并完成校级以上教改项目，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改革方面取得优异

成绩，做出重要贡献；
2.以第一作者发表不少于 3 篇高质量的教改教研论文，或出版不少于 1 部具

有一定影响的教改教研专著，或自编、主编高水平、有特色、版本新的教材；
3.获得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排名第一）或获得省部级以

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排名前三），教学成果在教学工作中得到推广应用；
4.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或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自然科学 30 万元以

上、人文社会科学 5 万元以上；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2 项（排名第一）；
5.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三级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教学研究论文不少

于 1 篇。
九、师德考核或年度考核等次为基本合格以下，或受到党政纪律处分及有其

他违纪违法行为者，解除培养，停止资助并追回剩余经费，3 年内不可再申报教
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

十、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在培养期内获得校级或市献 名师奖， 考
核等次自然为合格；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名师奖，考核等次自然为优

十一、考核指标中及的成果时追养在定培养对象的期材内，成果内容追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列，工级追为著通学
十完、同等象时下，学校优推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申报献

名师奖、人前项目（工程）及教学科研成果奖
十有、考核程

（一）人主。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对培养期内的工作行
，考核任对表，平明材

（完） 学止考核。 学止期工培养对象的工作主，工培养对象



南通大学教职工进修暂行规定通大〔2010〕28 号

为了不断提高教职工队伍的整体素质，推动学校事业不断发展，使教职工进
修管理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特制定本暂行规定。

一、进修类型
（一）学历（学位）进修：定向或委托培养博士。
（二）岗位培训：因工作需要安排的课程进修、国内访问学者、骨干教师进

修班、进驻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等；
（三）其他培训：由校内外组织的其他业务培训。
二、进修计划
（一）进修分脱产、半脱产和不脱产三种形式。凡脱产、半脱产形式及由学

校支付有关费用的进修均须纳入学校教职工进修计划。
（二）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直属单位必须根据本部门教职工队伍

建设规划，认真制订本部门教职工进修计划。进修计划须明确进修对象、进修类
型、进修内容、进修形式等。每年六月中旬，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直
属单位将下一年度进修计划报人事处审核。

（三）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直属单位及进修人员应服从学校的进
修计划，认真落实和完成进修任务。无特殊情况和正当理由，各学院（系、室、
所）、部门、直属单位及进修人员不得随意变更计划。

（四）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直属单位年度人员进修比例由校长办
公会议确定。

三、进修原则
（一）学历（学位）进修
1．申请学历（学位）进修人员，其报考专业或研究方向原则上应符合本岗

位工作性质，符合学科建设需要。学院、重点实验室等教职工跨学科（专业）申
请学历（学位）进修，若遇学科（专业）不属人员所在学院部门，须征得原学院
部门和拟调入部门的同意，从进修开始起，进修人员由调入学院部门管理。

2．人员在聘用合同期内报考国家统配研究生，须按聘用合同有关规定办理
违约手续后方可办理进修的有关手续。

（二）岗位培训及其他培训
1．对人员提出的岗位培训及其他培训申请，由所在学院部门根据工作需要

统筹安排进修计划；或根据工作需要，学院部门在进修计划内安排人员参加岗位
培训及其他培训。

2．课程进修按《南通大学教师课程进修管理暂行规定》执行。
3．国内访问学者：（1）申请条件：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原则

上来本校工作满三年，且有省（部）级在研课题；（2）实行目标合同管理（以
完成科研论文和获得科研项目为主要指标）（3）访学时间不超过一年。

4．博士后：实行目标合同管理（以完成科研论文和获得科研项目为主要指
标）。

（三）优先原则
1．优先考虑专任教师的进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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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优先考虑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授权学科、
支撑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学科方向负责人、优秀骨干教师的进修申请。

3．优先考虑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省级品牌专业及建设点、省级特色专业
及建设点、省级重点学科、省级基地或平台学术骨干的进修申请。

4．优先考虑紧缺专业、新建专业教师的进修申请。
5．优先考虑报考国外知名高校、国内的“985”及“211”工程高校、中国

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博士学位人员的申请。
四、进修经费
（一）攻读博士学位，在规定的学制期内，可报支不超过培养费和住宿费的

三分之二，最高不超过 4 万元。
（二）攻读各类硕士研究生及以下学历学位者，学校不承担其培养费用。
（三）课程进修、国内访问学者、骨干教师进修班等的培训费用，由学校支

付。进入博士后科研流动（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者，学校不资助费用。
（四）进修的书本费、资料费等其他费用均由个人支付。
（五）由于个人主观原因未能完成进修任务，个人须向学校赔偿已支付的全

部费用。
五、进修管理
（一）进修人员须与学校、所在二级单位签订相应的进修协议，实行合同契

约管理。协议内容包括进修完成目标、进修时间、回校服务期、进修待遇、违约
责任等内容。对于未签订三方协议者，学校将不予办理相关手续及资助经费。

（二）参加学历学位进修的人员，进修期间享有相应的工资福利待遇等。高
级访问学者及博士后进修人员进修期间享有相应的工资待遇等，工资之外的福利
待遇根据完成岗位情况及履行签订的目标责任书情况等予以发放。

（三）取得博士学位回校工作人员，可享受相应的科研启动经费，同时学校
给予一次性奖励，奖励金额为 15000 元。

（四）人员进修期间，均须参加学校年度考核。
（五）不能按期毕业需延期的人员，须向人事处提交书面申请，并经所在学

院部门和进修学校签署意见。一般只允许延长一次，攻读博士学位延长不超过两
年。

（六）人员在进修期间提出辞职、调动申请，一般不予以批准。若辞职、调
动，须按签订的进修协议向学校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七）人员进修结束后未回学校工作，须按签订的进修协议向学校赔偿相应
的经济损失和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八）人员完成进修任务回校工作，其服务期为：博士五年，其他类型的为
进修起讫时间的两倍。进修后的服务期与进修前未完成的合同服务期累加。

六、进修手续
（一）个人填报标准格式的进修申请书一式三份交所在学院(系、室、所)、

部门、直属单位，由学院(系、室、所)、部门、直属单位确定进修人员名单，汇
总后报人事处。凡涉及科级及以上干部申请进修的，由人事处汇总后报组织部初
审，其余人员由人事处初审。人事处将初审结果报分管校长审核后提交校长办公
会通过。

（二）脱产、半脱产进修人员录取后，须与所在学院部门进行工作交接，到
人事处办理进修离岗手续，所在学院部门应在考勤表上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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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职工脱产、半脱产进修期间应与所在学院部门保持联系，每学期向
所在学院部门领导汇报进修情况至少一次。

（四）人员进修结束后或中途回校工作，应将进修结束的相关证明材料或所
在部门出具的回校工作证明材料交给人事处，办理重返岗位等有关手续。

七、其他
（一）未列入进修计划、未经批准擅自报考并被录取的人员，学校一律不予

办理任何离校手续，扣发当年全部岗位津贴，同时向该人员索赔违约费用，并视
情况给予处分或除名。

（二）出国（境）进修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三）本规定适用于学校事业编制的在职教职工。组织部门安排的干部培训

不在此暂行规定执行的范围之内。
（四）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自施行之日起开始进修的人员适用本规定。

对在本规定实施之前已进行的各类进修，按原签订的有关进修协议执行。
（五）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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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条例(暂行)通大〔2005〕

32 号

按照国务院《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的规定》以及江苏省关于深化
专业技术职务改革的有关规定，为保证我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工作的正
常开展，特制定本工作条例。

第一条 根据《江苏省关于高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组织办法》
的有关规定，设立南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

第二条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设高
级评审委员会和若干个中级评审委员会，并根据评审工作需要组建相应学科评议
组。

第三条 高级评审委员会成员不少于三十五人，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
员若干名。高级评审委员会委员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主要由职称工作领导
小组有关成员、学科评议组组长、专家代表、有关学院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
人等组成。其中正高级的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少于三分之二。高级评审委员会在学
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的领导下，根据国家和省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有关
政策规定，负责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任职资格的评审和推荐工作，并实事求是地提
出是否具备任职资格的意见。

第四条 中级评审委员会成员一般不少于十五人，设主任委员一名。中级评
审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学科评议组组长、有关学院领导、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本
学科或相关学科的专家、学术骨干等组成。中级评审委员会负责中级专业技术职
务任职资格的评审和推荐工作。

第五条 学科评议组设组长、副组长各一人。学科评议组成员一般不得少于
五人。学科评议组由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专家组成，其
中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学科评议组对申报者的业绩、成
果等进行评估、确认，并提出初评意见。

第六条 建立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库，高级评审委员会委
员、中级评审委员会委员从委员库中产生。委员库成员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同一学科的委员原则上一至二人，学科指二级学科或具有硕士点的三级学科。根
据人才成长、学科发展等因素定期调整委员库成员。

第七条 评审委员会委员和学科评议组成员应具有本专业较高学术水平，能
坚持原则、作风正派、办事公道、善于独立思考，能坚持正常工作，并已获得相
应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第八条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库成员、学科评议组成员，
在经过民主推荐、协商、遴选的基础上产生，学科组成员原则上不交叉。召开评
审会议时，高级评审委员会和中级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原则上不少于相应委员总
人数的三分之二。评审委员人选由职称工作领导小组于评审会议召开的前夕，根
据评审任务，从委员库中随机选定相关学科的委员担任。为了保证评审工作的连
续性，评审委员的调整人数不超过三分之一。评审委员名单在本期评审工作完成
以前不对外公布。

第九条 评审会议期间，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须认真、仔细地审阅评审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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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发表意见，对评审对象进行综合评价，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具有省
学科评审权及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权的学科，同意票数必须超过到会
委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方为通过；不具有评审权的学科，同意票数必须超过到会委
员总数的二分之一方为通过。

第十条 高级评审委员会、中级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和学科评议组成员应按
要求准时参加评审会议，并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评审工作；自觉遵守评审纪律，
保守评审秘密，不得泄露评审活动中的有关情况；不答复任何个人和组织的查询。

第十一条 高级评审委员会、中级评审委员会到会委员和学科评议组成员在
涉及评审本人及其直系亲属时，应予回避。

第十二条 建立评审工作记录制度。高、中级评审委员会和学科评议组建立
会议和评审工作记录制度，记录内容包括开会日期、参加评委名单、会议议程，
以及评审过程中重要情况和意见、投票结果等。记录须由会议主持人和记录人签
名，并做好归档保存工作。

第十三条 对评审的终审结果实行公示制度。
第十四条 高、中级评审委员会的评审工作一般每年进行一次。
第十五条 本暂行条例由南通大学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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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意见（暂行）通大

〔2005〕33 号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江苏省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工作的意见》（苏职称
〔2002〕50 号）和《江苏省关于实行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与岗位管理的通知》
（苏职称〔2003〕1 号）精神，规范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与岗位设置，
强化岗位管理，进一步完善我校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现就我校高级专业技术
职务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提出如下意见。

一、确定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的原则
1、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必须围绕学校事业发展

的总体目标，以学科专业建设需要和各学科专业实际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为依
据，同时考虑到学校其他方面工作的需要，对教师和教师外其他系列的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和岗位进行分类设置。坚持按需设岗、保证重点的原则，以有
利于重点学科、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和梯队建设，有利于学术带头人和骨干教
师的培养，有利于全校教师队伍的结构优化和其他专业技术队伍的协调发展，提
高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
2、根据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的编制情况和结构比例，分别确定专任教师（含科研
为主的教师）系列与教师外其他系列专业技术职务的结构比例，并制定相应

根据各专业、学科承担的教学科研工作任务和教师及其他专业技术队伍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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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系列专业技术高级职务比例为相应系列核定的专业技术人员定编
数的 15～30%，正副高职比为 1:5～1:6。

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方法
1、教师系列岗位设置
（1）教师系列高级职务岗位设置，原则上以二级学科为基本设岗单位。设

置高级岗位的二级学科，必须有比较成熟的设岗基础，有合理的学科梯队，有明
确、稳定的研究方向。规模较小的专业则按一级学科或以学院为单位设置教师高
级职务岗位。

（2）博士点、硕士点学科，且是省（部）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根据研
究方向及承担培养博士生、硕士生任务和教学科研工作、梯队等情况，设置教授
岗。

（3）对近几年拟申报博士点、硕士点的学科，可适当增设教授岗。
2、教师外其它系列岗位设置
教师外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以系列为设岗基本单位，严格按确定的其他系列专

业技术高级职务比例结构设置高级职务岗位。
3、对有突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海外归国人员及引进的高层次人才，可

不受岗位数额的限制。
四、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设置比例的调整与管理
1、岗位设置与实际情况存在差距时，本着“分年计划、逐步到位”和“实

事求是、平稳过渡”的原则，逐步理顺岗位设置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情况的矛盾，
过渡期间内增设少量激励岗，以利于优秀拔尖人才的成长。

2、专业技术人员转评并聘任为高级职务后，均占相应系列的高级岗位数。
3、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在岗位使用时，留出一定比例的岗位，用于扶

持新兴学科的发展。
4、《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和岗位设置意见》试行一段时间后，根据

承担的教学、科研任务以及培养人才情况等作出必要的调整，并报上级主管部门
审批后予以正式实施。

五、本暂行意见由南通大学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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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通大〔2010〕3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加强师资队

伍和学科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江苏省高等学校教授资格条件
（试行）》《江苏省高等学校副教授资格条件（试行）》和《江苏省高等学校讲
师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03〕2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资格条
件。

第二条本资格条件适用于我校申报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资格的在职在岗教师
（不包括艺术学科教师）。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三条 思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端正，教书育人，敬
业爱岗，为人师表。

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报或
延迟申报。

（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受警告以上处分者，延迟 1 年以上申报；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延迟 2 年以上申报，受处

分期间，不能申报；
（三）谎报资历、业绩，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延迟 3 年以上申报。

对伪造学历、学位等情节特别严重者，取消其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第四条 外语要求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师须熟练掌握第二外国语），取

得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申报高级职务者须取得高级合
格证书，申报中级职务者须取得中级以上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
免考：

（一）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
（二）年龄满 50 周岁；
（三）具有外语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四）因公出国，且出国前已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并在国外学

习或工作 1 年以上；
（五）申报临床中医药、民族医药和社区卫生、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等

专业技术职务；
（六）市（厅）级以上科技进步三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持

人；
（七）经省教育厅审核确认在本行业、本地区作出重要贡献及从国外引进的

有突出成就的人员。
第五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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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取得省人事、教
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或
全国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考：

（一）具有计算机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二）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三）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现从事计算机专业教学工作，申报计算机学科

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第六条 教师资格要求
须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第七条 继续教育要求
任现职以来，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

并结合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需要，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工作规程》
和本校所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达到规定的要求和学分，不断提高基础理论水
平和教学、科研能力。根据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特点，到基层进行社会实践、
社会服务，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第三章 讲师评审条件
第八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讲师资格：
（一）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具有硕士学位，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4 年以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3 个月以上，经考核能胜任和履行讲师职

责，可以直接认定讲师资格。
第九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具有本学科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

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
第十条 教学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至（六）条，同时具备第（七）至

（十）条之一：
（一）公共课、基础课教师，独立系统担任过１门以上必修课程的讲〴㠸⁔䑛⠊)嵔䨊㈴〠ⴰ⸰〰㐸自呄嬨相⥝告ਲ㐰‰⁔䑛⠇ꤩ嵔䨊㈴〠ⴰ⸰〰㤷㜠呄嬨学⥝告ਲ㐰〮〰〴㠸⁔䑛⠰ܩ嵔䨊㈴〠益



（八）为校级“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主要成员；或省级以上“教
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的参加者。

（九）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校级以上教学竞赛奖 1 项以上。
（十）参与指导的学生的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获校级以上奖励 1 项以上。
第十一条 科研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本专业研究论文 2 篇以上；或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上发表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二）参加编撰正式出版的本专业学术专著或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3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三）获发明专利 1 项以上（排名前五），同时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
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第四章 副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二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副教授资格：
（一）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196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

生的教师，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学位。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应具有
博士学位或博士在读，博士在读人员必须具有硕士学位；其中，一些紧缺专业教
师的学历可适当放宽，应具有硕士学位。

第十三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具有本学科系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比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和较强

的教学、科研能力；能及时掌握本学科的发展前沿动态，不断拓宽知识面，不断
更新知识结构。

第十四条 教学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系统担任过 2 门以上课程的全部讲授工作，其中 1 门为全日制本科生

基础课或专业课。同时，按照教学计划要求，指导过学生实习、社会调查，指导
过毕业论文（毕业设计）等，协助教授、副教授指导过研究生、青年教师等。

（二）把育人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全面成长，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
想工作，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担任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任现职以来，
担任过 1 年以上班主任工作，且考核合格。

（三）教学成绩突出。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断改革、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态度
认真严谨、经验丰富，教学观点正确、方法得当，注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开
发学生智力方面成绩显著。

（四）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学
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至少 1 次为“优秀”。

第十五条 科研业绩、成果要求
（一）以教学为主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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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学为主的教师，主要指长期从事基础课、公共课教学工作的教师。任现
职以来，教学工作量饱满，近五年教学工作量达到本专业平均教学工作量的
120%。同时须具备下列条件：

1．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5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至少 1 篇为教学研究论
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或 2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独立
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4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至少 1 篇为教学研究论文，其中
2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或 1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

2．在教学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和教学法研究中成绩显著，
主持或主要参加省级教改课题 1 项以上（前三名），或获省级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以上（前五名），或参加省级精品课程建设（前五名），或获校级教学成果一
等奖奖励 1 项以上（前两名），或获校级教学竞赛奖一等奖奖励 1 项以上（排名
第一），或撰写正式出版的规划教材、省级精品教材（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
或直接指导的学生毕业设计、毕业论文获得校级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排名
第一）或省级奖励 1 项以上（前两名）。

（二）教学科研并重的教师
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量饱满，近五年教学工作量达到本专业平均教学工作

量的 100%。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第 2、3 两条中的一条：
1．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

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5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三级期
刊或 2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或撰写正式出版的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写全国
通用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8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本学科三级
期刊发表 3 篇以上或二级期刊发表 2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独立
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4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2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或
1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或撰写正式出版的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写全国
通用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8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本学科三级
期刊发表 2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或发表 1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的研究
论文。

2．主要参加国家级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五名），或主要参加省（部）级
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三名），或主要参加市（厅）级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二
名），并已经结题。

3．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有证书），或省（部）
级教学、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市（厅）级教学、科
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

（三）以科研为主的教师
任现职以来，近五年教学工作量达到本专业平均教学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同

时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第 2、3 两条中的一条：
1．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 5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或撰
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
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3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2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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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 4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2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或撰写正
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作为
第一作者发表 2 篇以上本专业被 SCI/EI 全文收录的研究论文。

2．主要参加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三名），或主持市（厅）
级科研项目 2 项以上，并已结题。

3．获国家级科研成果奖 1 项以上（有证书），或省（部）级科研成果三等
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前
两名）。

（四）以开发应用为主的教师
主要指兼任科技开发、科研成果应用和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教师。任现职以

来，达到本专业平均教学工作量。同时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

水平、有创见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4 篇以上，其中 2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或撰
写正式出版的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本专业学术专著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
同时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水
平、有创见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2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

2．从事科技开发、科研成果转化工作成绩显著。利用专业优势，将应用型
科研成果转化为社会生产力，在省内产生较大影响。主持横向项目，其中至少有
1 项横向项目到帐经费达 30 万元以上，或获市（厅）级以上成果转化方面的表
彰，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以上（前三名）。

第十六条 破格申报副教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者，可

破格申报副教授。
1. 任现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年度考

核均在合格以上，并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2. 具有博士学位，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1 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四章中第十三、十四条规定的评审条件的前提下，还

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第 2、3、4 条中的两条：
1.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 6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4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或撰
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
作为第一作者在二级期刊发表 4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 5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或撰写正
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 1 部（本人编写 8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作为
第一作者发表 3 篇以上 SCI/EI 全文收录研究论文。

2．主要参加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 1 项以上（前两名），或主
持市（厅）级重点科研项目 2 项以上，并已结题。

3. 获国家级奖 1 项以上（前五名）或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二等奖以
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以上（排名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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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获省级以上优秀青年骨干教师或市级以上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称
号。

第五章 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七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报教授资格:
取得副教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40 周岁以下的教师原则上应具

有博士学位，其中，一些紧缺专业教师的学历（学位）要求可适当放宽，40 周
岁及以下的教师应具有硕士学位；41 周岁至 45 周岁之间的教师须具有硕士学位；
46 周岁以上的教师须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

第十八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具有本学科广博、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

平，能及时掌握国内外本学科及相关学科的发展前沿动态，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
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具有提出本专业新的研究方向和开拓
新研究领域的能力。

第十九条 教学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系统担任过 2 门以上课程的讲授工作，其中至少有 1 门为全日制本科

生基础课或专业课。
（二）博士学位点或硕士学位点学科的教师，须独立指导过硕士研究生，或

协助指导过博士研究生；其他学科的教师，须系统指导过 2 名青年教师，成绩突
出。

（三）教学成绩突出。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断改革、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态度
认真严谨、经验丰富，教学观点正确、方法得当，注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开
发学生智力方面成绩显著。

（四）在教学改革、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践实训基地建设、
教学法研究等方面成绩突出。结合教学工作，开展科学研究，为所教的课程形成
科学的体系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五）在学科（专业）建设中成绩突出。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管理组织领
导能力，具有学术带头人应具备的综合协调能力、团结协作能力。积极发挥学术
骨干的作用，有效地组织本学科教师开展教学、科研工作。

（六）教书育人成绩突出。善于言传身教，注意在教学过程中以高尚的师德、
严谨的学风、渊博的知识教育影响学生，注意培养学生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帮
助学生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树立远大理想。

（七）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学
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以教学为主的教师至少 1 次为“优秀”。

（八）任现职以来，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 1 篇以上教学
研究论文。

第二十条 科研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三）、（四）

条中的一条：
（一）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

作为第一作者发表本专业 8 篇以上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或 2 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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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在一级期刊发表；或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写全国通用
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20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 6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或 2 篇以上
在一级期刊发表。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须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为第一作
者发表 6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或 2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或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写全国通用
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15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独立或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 4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其中 3 篇以上在二级期刊发表或 2
篇以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

（二）主持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并已结题。
（三）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七名），或获

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获省（部）
级教学、科研成果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获市（厅）级教学、
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2 项以上（前两名）。

（四）发挥专业优势，从事科学技术开发、科研成果推广或农业技术推广工
作，成绩卓著，取得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获得过省级以上科研成果推广或
农业技术推广表彰，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以上（排名第一）。

第二十一条 破格申报教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者，可

破格申报教授。
1. 任现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年度考

核均在合格以上，并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2. 具有博士学位，取得副教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3 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五章第十八、十九条规定的资格条件的前提下，还须

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 2、3、4 条中的两条：
1. 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员：在本学科二级期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

发表 8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或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
写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20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科二级期刊独立或
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6 篇以上本专业研究论文。

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员：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6 篇以上 SCI/EI 全文
收录的本专业研究论文；或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学术专著（或编写全国
通用教材 1 部，本人编写 15 万字以上），同时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4 篇以
上被 SCI/EI 全文收录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2. 主持国家级项目 1 项以上，或主持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 2 项以上，
并已结题。

3. 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七名），或获省
（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获省（部）级
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奖励 2 项（前三名）。

4. 获得省（部）级优秀学术带头人或省（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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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学校根据岗位设置和工作需要，在对申报讲师、副教授、教授

资格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实绩、研究水平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的基础上，综合
掌握，科学评价，择优晋升。

第二十三条 教师参加培训进修、在职攻读学位期间，若符合任职条件，可
申报讲师、副教授、教授任职资格。但任现职期间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得少于规定
教学工作量的 70%。

第二十四条 “双肩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可适当减少，但不得少于专职教
师规定教学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其他方面的要求不得降低。

第二十五条 专职科研人员申报评审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资格，
可参照本资格条件掌握，其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少于专职教师规定工作量的三分之
一。科研业绩和成果要求须适当提高。

第二十六条 “教学为主型”副教授限于长期从事基础课、公共课教学工作
的教师申报，“科研为主型”副教授一般限于重点研究机构、重点实验室中主要
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教师申报。对广大中青年教师提倡和鼓励教学科研并重，对
申报“教学为主型”或“科研为主型”副教授要严格控制。

第二十七条 从海外引进的具有突出成就的高层次人才，可根据实际水平直
接申报。

第二十八条 有海外研修经历 3 个月以上的教师，申报讲师、副教授、教授
资格，在同等条件下予以优先评聘。

第二十九条 讲师资格不实行破格申报。
第三十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问

题说明等见附录。

332



南通大学艺术学科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通大〔2010〕3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引导和鼓励我校艺术学科教师积极开展教育教学改革、艺术创作

和研工作，全面提高艺术学科教师整体素质，提高艺术人才培养质量，根据《江
苏省本科院校艺术学科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苏职称〔2009〕15 号），结
合我校实际，特制定本资格条件。

第二条 本资格条件适用于我校艺术学科申报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资格的在
职在岗教师。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三条 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端正，教书育人，
敬业爱岗，为人师表。
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报或延迟
申报。

（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受警告以上处分者，延迟 1 年以上申报；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延迟 2 年以上申报。受处

分期间，不能申报；
（三）谎报资历、业绩，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延迟 3 年以上申报。

对伪造学历、学位等情节特别严重者，取消其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第四条 外语要求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取得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申

报高级职务者须取得高级合格证书，申报中级职务者须取得中级以上合格证书）。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考：

（一）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
（二）年龄满 50 周岁；
（三）具有外语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四）因公出国，且出国前已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并在国外学

习或工作 1 年以上；
（五）市（厅）级以上科技进步三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持

人；
（六）经省教育厅审核确认在本行业、本地区作出重要贡献及从国外引进的

有突出成就的人员。
第五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具有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取得省人事、教

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或
全国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考:

（一）具有计算机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二）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333



第六条 教师资格要求
须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第七条 继续教育要求
任现职以来，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

并结合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需要，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工作规程》
和本校所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达到规定的要求和学分，不断提高基础理论水平
和教学、科研能力。并根据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特点，到基层进行社会实践、
社会服务，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第三章 讲师评审条件
第八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讲师资格：
（一）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具有硕士学位，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4 年以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3 个月以上，经考核能胜任和履行讲师职

责，可以直接认定讲师资格。
第九条 专业水平要求
具有本学科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科研能力，

能及时了解国内外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
第十条 教育教学工作要求
（一）公共课、基础课的教师，独立系统担任过１门以上必修课程的讲授工

作；专业课教师担任过专业必修课部分或全部讲授工作。有独立开设选修课程的
能力。

（二）独立承担过１门以上课程的辅导、答疑、课堂讨论、习题课、实验课
（含实验室建设）等教学工作，专业课和实践课教师还须独立承担各类实习（实
践、实验）的指导工作，能独立指导毕业设计（论文）。

（三）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学
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

（四）具有独立从事教学研究的能力，有１篇以上具有独立见解的教学总结。
（五）善于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关心学生全面成长，帮

助学生不断进步。任现职期间，必须有 1 年以上班主任的经历，且考核合格。
第十一条 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理论型教师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二）至（五）条中的一条，

实践型教师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至（五）条中的一条：
（一）在学校举办过具有一定水平的个人专场音乐会或艺术创作展演。
（二）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得校级以上教学竞赛奖 1 项以上。
（三）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获得市级以上表演、创作、设计、编

导等专业竞赛奖 1 项以上；或作品被市级专业机构收藏、设计项目被采用、在市
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 1 件以上。

（四）直接指导的学生在艺术展演活动中获得市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
（五）参与校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并已结题。
第十二条 科研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理论型教师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

业研究论文 2 篇以上，或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上发表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实
践型教师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期刊发表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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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参加撰写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 3 万字视同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论文 1
篇（仅限视同 1 篇）。

第四章 副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三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副教授资格：
（一）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196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生的教师申报副教授职务，原则上应具有硕

士学位。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申报副教授职务，应博士在读或具有
硕士学位，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

第十四条 专业水平要求
具有本学科扎实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教学经验丰富，科研能力较强，能及

时掌握国内外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具有较稳定的研究方向和较系
统的研究成果。

第十五条 教育教学工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理论型教师系统担任过 2 门以上专业基础课或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工作，

实践型教师担任过 1 门以上课程教学工作，其中至少 1 门为全日制本科生课程，
并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

（二）把育人渗透到教学过程中，关心学生全面成长，善于做深入细致的思
想工作，注意在教学过程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担任
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或教学、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管理工作。任现职以来，
担任过 1 年以上班主任工作，且考核合格。

（三）教学成绩突出。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本学科发展前沿和现代科学技
术的发展，不断改革、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掌握现代化的教学手段；教学态度
认真严谨、经验丰富，教学观点正确、方法得当，注意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在开
发学生智力方面成绩显著。

（四）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学
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

第十六条 业绩成果要求
（一）理论型教师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1．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教学竞赛校级二等奖以上或市级三等奖以上 1 项

以上；或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两名）；或担任校级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
目主要成员 2 年以上（前五名）；或作为主编、副主编出版高水平、有特色、版
本新的本专业省级精品教材，本人撰写 5 万字以上；或直接指导的学生毕业设计、
毕业论文获得校级二等奖或省级奖励 1 项以上。

2．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主持校级资助教学、科研课题或参加市（厅）级以
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前三名），并已结题；或获得市（厅）级教学、科
研成果三等奖 1 项以上（前三名）。

（二）实践型教师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3、4、5 条中的一条：
1．在学校举办过高水平个人专场音乐会或艺术创作展演。
2．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教学竞赛校级二等奖以上或市级三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或获校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前两名）；或担任校级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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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要成员 2 年以上（前五名）；或作为主编、副主编出版高水平、有特色、
版本新的本专业省级精品教材，本人撰写 5 万字以上；或直接指导的学生毕业设
计、毕业论文获得校级二等奖以上或省级奖励 1 项以上。

3．注重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直接指导的学生入围全国专业展演 1 项以上（前
七名），或获省级二等奖以上 1 项（前五名），或获市级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
上（前三名）。

4．有较高的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本人在表演、创作、设计、创编等专业
竞赛中获得省级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入围全国专业展演 1
项以上（前七名），或个人创作、设计的作品参加省级以上专业性展览、被省级
专业机构收藏、重要设计项目被采用、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 3 件以上。

5．有较强的科研能力，主持校级资助教学、科研课题或参加市（厅）级以
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前三名），并已结题；或获得市（厅）级教学、科
研成果三等奖 1 项以上（前三名）。

第十七条 科研业绩要求
理论型教师任现职以来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本专

业高水平研究论文 5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撰写正式出版的本
专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8 万字以上，可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 篇（仅限
视同 2 篇）。

实践型教师任现职以来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本专
业高水平研究论文 3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三级期刊发表。取得下列成果的，
可视同在相应刊物发表论文，仅限视同 1 篇：（1）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
平的学术专著 8 万字以上，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 篇；（2）出版具有
省内领先水平的画册、作品集，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 篇；由国家专业
出版社出版，作品在 80 幅以上的，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论文 1 篇；（3）
获得本专业领域同行公认的省级专业竞赛最高奖项的，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
发表论文 1 篇。

第十八条 破格申报副教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且符合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第 2、3 条中之一者，可破格申报副教授资格：
1. 任现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年度考

核均在合格以上，并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2．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1969 年 1 月 1 日及以后出生的

教师须具备硕士学位），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3 年以上。
3．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教学工作 1 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除具备第十四条至第十七条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中两条：
1．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高水平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2．在本学科领域获专业大赛省级一等奖 1 项以上（前五名）或国家级奖 1

项以上（前七名）。
3．直接指导的学生获得省级专业大赛一等奖 2 项以上。
4．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

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以上（前三名）。
5．获得省级以上优秀教师等综合性表彰 1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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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九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申报教授资格：
1．40 周岁以上教师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副教授资

格并受聘副教授职务 5 年以上。
2．40 周岁以下的教师，须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取得副教

授资格并受聘副教授职务 5 年以上，或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取得副教授资格并
受聘副教授职务 8 年以上。

第二十条 专业水平要求
具备本学科广博、坚实理论基础和专业技能，能及时掌握国内外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发展的前沿动态，具有稳定的研究方向和系统的研究成果，具有
较高的学术造诣，具有提出本专业新的研究方向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能
力，在省内外同行中有一定的知名度。

第二十一条 教育教学工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1．系统担任过 2 门以上专业基础课或专业主干课程教学工作，实践型

教师担任过 1 门以上课程教学工作，其中至少 1 门为全日制本科生课程，并
完成学校规定教学工作量。

2．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
学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近 5 年来至少 1 次为“优秀”。

3．为学校学科带头人或在学科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有硕士点的学
科须指导过硕士研究生；没有硕士点的学科须系统指导过 2 名以上青年教
师。

第二十二条 业绩成果要求
（一）理论型教师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
1．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得校级教学名师奖；或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或主持校级以上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 2
年以上，或担任省级以上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主要成员 2 年以上（前三
名）；或主编高水平、有特色、版本新的本专业省级以上精品教材，本人撰
写 10 万字以上；或直接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获得省级三等奖以
上奖励 1 项以上。

2．科研能力强，主要参与国家级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前五名），
或参与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2 项以上（前三名），或主持市（厅）
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并结题；或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三等
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
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市（厅）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以上（排
名第一）。
（二）实践型教师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3、4、5 条中的一
条：

1．公开举办过高水平个人专场音乐会或艺术创作展演。
2．教学工作成绩突出，获得校级教学名师奖；或获得校级优秀教学成

果奖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或主持校级以上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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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上，或担任省级以上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项目主要成员 2 年以上（前三
名）；或主编高水平、有特色、版本新的本专业省级以上精品教材，本人撰
写 10 万字以上；或直接指导的学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获得省级三等奖以
上奖励 1 项以上。

3．注重学生专业技能培养，直接指导的学生在专业艺术展演活动中获
得省级二等奖或市级一等奖累计 2 项以上，或入围全国专业展演 1 项以上。

4．专业素质和技能水平高，本人在表演、创作、设计、创编等专业竞
赛中获得省级一等奖 1 项或二等奖 2 项或国家级奖励 1 项以上；或创作、设
计的作品参加省级以上专业性展览、被省级以上专业机构收藏、或重大设计
项目被采用、或在省级以上专业刊物发表 5 件以上，其中至少 2 件参加全国
专业展览或被国家级专业机构收藏或设计作品被知名机构、大型活动采用。

5．科研能力强，主要参与国家级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前五名），
或参与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2 项以上（前三名），或主持市（厅）
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以上，并结题；或获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三等
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五名），或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
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市（厅）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 1 项以上（排
名第一）。

第二十三条 科研业绩要求
理论型教师任现职以来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三级期刊以上刊物

发表本专业高水平研究论文 8 篇以上。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的学术
专著 20 万字以上，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 篇，且仅限视
同 2 篇。

实践型教师任现职以来在本学科专业领域公认的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
物发表本专业高水平研究论文 6 篇以上，其中 4 篇以上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
表。取得下列成果的，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论文，仅限视同 2 篇：
（1）撰写正式出版的本专业高水平的学术专著 20 万字以上，可视同在本学
科三级期刊发表论文 2 篇；（2）出版具有省内领先水平同行公认的画册、
作品集可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 1 篇；由国家专业出版社出版，作品
在 80 幅以上的，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论文 1 篇；（3）获得本专业
领域同行公认的国家级专业竞赛最高奖项的，可视同在本学科三级期刊发表
论文 2 篇。

第二十四条 破格申报教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且符合下列第 1

和 2 条件者，可破格申报教授资格：
1. 任现职期间业绩特别突出，在教学、科研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年

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并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2.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45 岁以下资历破格申报者须具有博士学

位），受聘副教授职务 3 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除具备第二十条至第二十三条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中两

条：
1．在省内外艺术界有较高的知名度，在本学科领域专业大赛中获得国

家级等次奖以上奖励 2 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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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接指导的学生获得国家级专业大赛奖 2 项以上。
3．获得省（部）级教学、科研成果一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
4．主持省（部）级重点资助课题 1 项以上，并已结题。
5．获得省级优秀学术带头人或省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荣誉称号。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理论型教师”指承担美术学、设计艺术学、音乐学、舞

蹈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等教学工作的教师；“实践型教师”指承担
美术、设计、书法、表演、音乐表演、播音与主持艺术、舞蹈、录音艺术、
作曲、导演、舞蹈编导、动画、广播电视编导、摄影等教学工作的教师。

第二十六条 “教学竞赛”获奖指在学校、教育主管部门开展的课程教
学、教学基本功、教学论文、教学成果等竞赛中的获奖，或获得教学名师奖
等教学方面的荣誉称号。

第二十七条 “教学质量与改革工程”指为了贯彻教育部关于实施高等
学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精神，省教育厅、学校开展的教学团队、
品牌专业、特色专业、精品课程、精品教材、教学示范中心、实训基地等建
设评选的项目。

第二十八条 教师本人获得的专业竞赛奖和指导学生获得的专业竞赛
奖，指在教育、宣传、文化艺术主管部门举办的各类高水平的专业比赛中获
奖，或在专业协会、电视台等其他同行公认的有较高社会影响的专业比赛中
获奖。

第二十九条 本资格条件中所要求的业绩成果均须为不同的业绩成果，
同一成果不可作为满足两个条件的依据。

第三十条 对在艺术表演、创作领域取得重大成就，在全国最高级别的
艺术展演中获得三等奖以上奖励的申报人员，予以优先晋升。

第三十一条 举办的音乐会等艺术展演需附音乐会全程及创作展演会实
况录像 VCD，所有获奖均须提供相应获奖证书、图片等证明材料，承担的建
设项目或课题均须有相应申报材料、立项证明和结题报告。

第三十二条 “双肩挑”教师的教学工作量可适当减少，但不得少于专
职教师规定教学工作量的三分之一，其他方面的要求不得降低。

第三十三条 讲师资格不实行破格申报。
第三十四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

若干问题说明等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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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工程实验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通大〔2010〕3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校工程实验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进一步

加强对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作用，促进工程实验队伍建设，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江苏省高等学校高级实验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
省高等学校实验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建设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建
筑师、高级城市规划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建设专业工程师（建筑师、
城市规划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机械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
《江苏省机械专业工程师资格条件（试行）》《江苏省纺织专业高级工程师资格
条件（试行）》和《江苏省纺织专业资格条件（试行）》等（苏职称〔2003〕2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资格条件。

第二条 本资格条件仅适用于在我校申报实验师（工程师）、高级实验师（高
级工程师）资格的在职在岗的工程实验人员。

第二章 基本条件
第三条 想政治素质、职业道德要求
遵守国家法律和法规，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党和人民的

教育事业，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学风端正，教书育人，
敬业爱岗，为人师表。
任现职期间年度考核均在“合格”以上。出现下列情况之一者，不能申报或延迟
申报。

（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或受警告以上处分者，延迟 1 年以上申报；
（二）受记过以上处分或年度考核“不合格”者，延迟 2 年以上申报。受处

分期间，不能申报；
（三）谎报资历、业绩，剽窃他人成果等弄虚作假者，延迟 3 年以上申报。

对伪造学历、学位等情节特别严重者，取消其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第四条 外语要求
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取得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合格证书（申

报高级职务者须取得高级合格证书，申报中级职务者须取得中级以上合格证书）。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考：

（一）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
（二）年龄满 50 周岁；
（三）具有外语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四）因公出国，且出国前已通过国家出国人员外语水平考试，并在国外学

习或工作 1 年以上；
（五）申报临床中医药、民族医药和社区卫生、古籍整理、历史时期考古等

专业技术职务；
（六）市（厅）级以上科技进步三等奖（及相应奖项）以上获奖项目的主持

人；
（七）经省教育厅审核确认在本行业、本地区作出重要贡献及从国外引进的

有突出成就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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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计算机应用能力要求
具有开展教学、科研工作所需的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取得省人事、教

育主管部门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考核合格证书或
全国职称计算机考试合格证书。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免考：

（一）具有计算机专业专科以上学历；
（二）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三）非计算机专业毕业的，现从事计算机专业实验教学工作，申报计算机

学科实验技术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
第六条 继续教育要求
任现职以来，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

并结合从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需要，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工作规程》
和本校所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达到规定的要求和学分，不断提高基础理论水平
和教学、科研能力。并根据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特点，到基层进行社会实践、
社会服务，提高专业实践能力。

第三章 实验师（工程师）评审条件
第七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实验师（工程师）资格：
（一）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助理实验师（助理工程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满 2 年以上；
（二）具有大学本科学历或学位，取得助理实验师（助理工程师）资格并受

聘该职务满 4 年以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工程实验教学工作 3 个月以上，经考察能胜任和履

行讲师职责，可以直接认定实验师（工程师）资格。
第八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具有本学科较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专业实践经验，具有从事工程实验教

学、科学研究和工程实验技术工作的能力，了解本学科领域国内外工程实验技术
动态。

第九条 教学业绩、成果要求
（一）独立系统担任过 1 门以上工程实验课程的讲授工作，参加指导过学生

工程实验、生产实习等实践环节，教学效果良好。同时完成学校规定的工程实验
教学和工程实验技术工作。

（二）承担有关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安装、调试、验收及维护、检修，故障
排除等技术工作。

（三）根据教学、科研工作的要求，能加工特殊的工程实验装置和零部件，
改进有关仪器性能指标，解决某些关键性技术问题。

（四）承担工程实验任务，独立拟订工程实验方案。能独立承担实验室建设
中的部分任务。

第十条 科研、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二）参加编撰正式出版的本专业学术著作或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3 万字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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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以上（有证书）。

第四章 高级实验师（高级工程师）评审条件
第十一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高级实验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一）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实验师（工程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具有硕士学位，取得实验师（工程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
第十二条 专业理论知识要求
具有本学科系统而坚实的理论基础、比较丰富的教学、科研实践经验和较强

的教学、科研能力，熟悉本学科国内外的工程实验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不断拓
宽知识面，不断更新知识结构。

第十三条 教学业绩、成果要求
（一）系统担任过 2 门以上工程实验课程的全部讲授工作。同时，按照教学

计划要求，积极指导学生工程实验实习、科学技术活动等。完成学校规定的工程
实验教学和工程实验技术工作。

（二）工程实验、实习教学实绩突出。在教学过程中，能根据本学科发展趋
势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改革、更新、充实教学内容，掌握现代化的教学
手段和工程实验技术手段；注意对学生工程实验技能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实验水
平。

（三）在工程实验工作方面，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对大型精密仪器设备，
能进行技术指标的鉴定工作。能制定实验室建设的中、长期规划。

（四）能解决本学科工程实验工作中出现的关键性技术问题，承担过本学科
的重大工程实验工作。

（五）具有指导和培养下级工程实验人员的能力。
第十四条 科研业绩、成果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三）（四）条中的

一条：
（一）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

高水平、有创见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3 篇以上；或者撰写正式出版的具有较高水平
的本专业学术著作（或编写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同时在
本学科专业领域有影响的省级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有创
见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1 篇以上。

（二）主要参加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课题 1 项（前五名），或市（厅）
级教学、科研课题 1 项（前三名），并已结题。

（三）获市（厅）级以上科研成果奖 1 项以上（有证书）。
（四）成果转化工作实绩突出。利用专业优势，将应用型科研成果转化为社

会生产力，并为国家或学校创造了较大的经济效益，获得市（厅）级以上成果转
化方面的表彰，或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以上（前五名）。

第十五条 破格申报高级实验师（高级工程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工作业绩显著，取得重大突破，年度考核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破格申报高级
实验师（高级工程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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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取得大学专科学历后从事实验技术工作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 15 年（或大
学专科学历累计从事实验技术工作或相近专业技术工作 20 年）以上，取得实验
师（工程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6 年以上。

2.具有硕士学位，取得实验师资格并受聘实验师职务 3 年以上；或具有博士
学位，取得实验师（工程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1 年以上。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四章第十三、十四条规定的评审条件的前提下，须同

时具备下列条件中第 1 条和第 2、3、4、5 条中的两条：
1．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有创见

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4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本学科二级期刊发表；或撰写正式
出版的具有较高水平的本学科学术著作（或编写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8
万字以上），同时在本学科三级期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高水平、
有创见的本专业研究论文 3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本学科二级期刊发表。

2．主要参加国家级教学、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七名），或省（部）级教
学、科研项目 1 项以上（前五名），或主持市（厅）级重点科研项目 1 项以上，
并已结题。

3．在实验教学、实验技术工作以及实验室建设工作中成绩显著，获得市（厅）
级以上奖励。

4．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或市（厅）级科技进步一等奖以上的奖励
1 项（有获奖证书）。

5．获授权发明专利 1 项以上（有证书）。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六条 工程实验人员参加培训进修，在职攻读学位期间申报高级实验师

（高级工程师）资格的，任现职期间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得少于规定工程实验教学
工作量的 70％。

第十七条 据学校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的目标任务与素质要求，结合学
校教学、科研、实验技术工作特点，以及不同专业工程实验技术人员工作实际，
在不低于本条件的前提下，尤其注重强化职业道德、实验教学、指导实习、专业
实践环节等方面的具体要求。

第十八条 建筑、机械、纺织、电子信息等专业的设计、施工项目等方面获
得的工程类的奖励，视同于相应科研获奖。申报高级工程师资格的材料按规定程
序送各行业主管部门评审。

第十九条 国内外引进的具有突出成就的高层次人才，可根据本人实际水平
和能力直接申报。

第二十条 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问题
说明等见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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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通大

〔2010〕3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客观、公正评价我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工作水平和研

究能力，提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素质，促进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和《江苏省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技术
资格条件》（苏职称〔2009〕15 号），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资格条件。

第二条 本资格条件仅适用于在我校专职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具有
相



（二）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第六条 教师资格要求
须具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第七条 理论知识要求
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知识。申报讲师、副教授资格人员，均须参加省

教育厅统一组织的有关理论课程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
已取得教育类、思想政治教育类硕士以上学位并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修过规定

科目且成绩合格者，相应课程可免考。
第八条 继续教育要求
任现职以来，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

根据所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工作规
程》和本校所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达到规定的要求和学分，不断提高基础理论
水平和教学、科研能力。2008 年以后专职从事辅导员工作的申报人员须取得由
省教育厅组织培训后颁发的结业证书。

第三章 讲师评审条件
第九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讲师资格：
（一）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具有硕士学位，取得助教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4 年以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3 个月以上，经考核能胜任和履
行讲师职责，可以直接认定讲师资格。

第十条 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一定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了解学生的思想发展规律，熟悉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二）具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能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特点，深

入细致地开展工作。
第十一条 工作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能独立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教育管理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

责。近两年内没有出现过较大工作失误。经学生或同行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70%
以上。

（二）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取得一定成绩，所带班集体积极向上，本人或所带
学生团体获得校级以上表彰或本人年度考核至少有 1 次为“优秀”。

（三）任现职以来，每学期教学工作量达到平均工作量要求，学校年度教学
质量考核均在“合格”以上。

（四）具有独立从事教学研究的能力，有１篇以上具有独立见解的教学总结。
第十二条 科研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过对本职工作有指导作用的研究论文 1 篇

以上。

第四章 副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三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副教授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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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2 年以上。
（二）取得讲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1968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出

生的教师，原则上应具有硕士学位。1969 年 1 月 1 日以后出生的教师，须具有
硕士学位。

第十四条 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宽厚的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知识。熟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

求，掌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规律。
（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较丰富的学生管理工作经

验。能结合学生思想特点，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能独立处理有关突发事件，
管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第十五条 教学工作要求
任现职以来，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少于专职教师规定工作量的四分之一，系统

讲授过 1 门以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形势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就
业指导、国防教育等相关课程，学校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搣合格攠以上。

第十六条 工作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
（一）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思路清晰，富有成效。针对学生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及时进行教育和引导，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积极指导毕业生就业
创业。近三年内没有出现过较大工作失误。经学生或同行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70%以上。

（二）结合本岗位工作，独立起草过学生管理工作文件、改革方案或撰写高
水平调研报告 1 项以上，经实践，取得良好效果。

（三）注重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获得过校级以上表彰且年度考核有
1 次为搣优秀攠。

第十七条 科研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指导作用和较

高水平研究论文 4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发
表。撰写正式出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或大学通用教材 8 万字以上，
视同在省级以上刊物



级期刊发表。撰写正式出版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或大学通用教材 10
万字，视同在三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 篇（仅限视同 2 篇）。

3．承担并完成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本人为主
要承担者或组织实施者（前三名）；或主持市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
或工作课题。研究成果有较大的改革创新力度，对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4．获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１项
以上（前三名），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１项以上（前五名）。

第五章 教授评审条件
第十九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报教授资格:
取得副教授资格，并受聘该职务 5 年以上。40 周岁以下的教师申报教授职

务，原则上应具有博士学位；41 周岁至 45 周岁之间的教师申报教授职务，须具
有硕士学位；46 周岁以上的教师申报教授职务，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
上学位。

第二十条 专业理论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宽厚精深的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基础和较高的政策水平，熟谙

学生的思想发展规律。全面领会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要求，对学生的思想
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有较深入的研究。

（二）具有科学的决策能力、综合管理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和丰富的学生
管理工作经验。开拓进取，结合大学生思想的时代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具有指导中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开展工作的能力，在
本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

第二十一条 教学工作要求
（一）任现职以来，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少于专职教师规定工作量的三分之一，

系统讲授过 2 门以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或形势政策教育、心理健康教育、职业发展、
就业指导、国防教育等相关课程，学校年度教学质量考核均在搣合格攠以上，近
5 年来至少 1 次为搣优秀攠。

（二）指导、培训过辅导员，为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队伍建设作出突
出贡献，是学校公认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带头人。

第二十二条 工作业绩要求
任现职以来，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学生管理工作思路系统、全面，工作实绩显著。认真履行岗位职责，

工作认真细致，关心学生，积极指导毕业生就业创业，近三年内没有出现过较大
工作失误。经学生或同行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80%以上。

（二）针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学生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深
入、系统的调研，起草过重要的学生管理文件、改革方案或撰写高水平的调研报
告 2 项以上，经实践，取得显著实效。

（三）工作中有新举措、新办法，实绩突出，工作经验在省级以上教育等主
管部门工作会议上发言交流，或被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简报宣传，或收入省
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交流文集；或本人因工作实绩突出获得市（厅）级以上表
彰。

第二十三条 科研业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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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现职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三）条中一条：
（一）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以上刊物发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和管理工作有指导作用和较高水平研究论文 8 篇以上。撰写正式出版的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或大学通用教材 20 万字以上，视同在三级期刊发表研究
论文 2 篇（仅限视同 2 篇）。

（二）承担并完成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本人为
主要承担者或组织实施者（前三名）；或主持市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
题或工作课题。研究成果有较大的改革创新力度，对高等学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三）获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或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１项以上（前五名）。

第二十四条 破格申报教授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任现职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具备下列条件，可破

格申报教授资格：
大学专科毕业，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25 年以上，担任副教授职务并

受聘副教授职务 8 年以上，工作业绩显著，任现职以来年度考核至少有 2 次为搣
优秀攠。

（二）破格评审条件
任现职以来，除具备第二十至二十二条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以上刊物发表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和管理工作有指导作用和较高水平研究论文 10 篇以上，其中 2 篇以上在本学科
二级期刊发表。同时出版高水平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专著 1 部（20 万字
以上）。

2．主持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研究成果有较大
的改革创新力度，对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获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
以上（前三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高级职务不实行资历破格申报，中

级职务不实行破格申报。
第二十六条 从其他专业技术工作岗位转至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岗位的人

员，申报高级职务资格，须从事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满 3 年，申报成果中原从
事专业技术工作的论文、研究成果不超过三分之一。

第二十七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
问题说明等见附录。

348



南通大学教育管理研究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通大〔2010〕30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科学、客观、公正评价我校教育管理研究人员工作水平和研究能

力，促进教育管理队伍建设，为学校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服务人



（二）参加全国计算机软件专业技术资格（水平）考试，成绩合格。
第六条 理论知识要求
掌握高等教育管理基本理论知识。申报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资格人员均须

参加省教育厅统一组织的有关理论课程考试并取得合格成绩。
已取得教育类硕士以上学位并在研究生学习期间修过规定科目且成绩合格

者，相应课程可免考。
第七条 继续教育要求
任现职以来，按照《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等相关要求，

根据所从事管理工作需要，完成《江苏省高等学校教师进修工作规程》和本校所
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达到规定的要求和学分，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管理能力。

第三章 助理研究员评审条件
第八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助理研究员资格：
（一） 获得硕士学位后，取得研究实习员资格并受聘该职务满 2 年以上。
（二） 具有硕士学位，取得研究实习员资格并受聘该职务满 4 年以上。
获得博士学位后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 3 个月以上，经考核能胜任和履行助

理研究员职责，可以直接认定助理研究员资格。
第九条 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一定的教育管理专业知识，了解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规律，能运用

专业知识分析和解决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二）具有一定的管理工作经验，能胜任本岗位管理工作。
第十条 工作业绩要求
取得研究实习员资格以来，具备下列条件：
（一）能独立完成本岗位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近两年内未出现过较大

工作失误。经学校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70%以上。
（二）结合本岗位工作，起草过有关管理文件、调研报告等。
第十一条 科研业绩要求
取得研究实习员资格以来，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对本职工作有指导作用的研

究论文 1 篇以上。
第四章 副研究员评审条件

第十二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者，可申报副研究员资格：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 5 年以上；或

获得博士学位后，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 2 年以上。40 周岁以下申报人员，须具
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仅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须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 8
年以上。

第十三条 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宽厚的教育管理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政策水平，了解国内外高等教

育管理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规律，能熟练运用专业知识
分析和解决管理工作中的问题。

（二）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综合管理能力和较丰富的管理工作经验，
能根据学校的总体规划，提出新的工作思路、工作方法，并在实际应用中取得明
显成效。

第十四条 工作业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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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以来，具备下列条件：
（一）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思路清晰，富有成效。较好地完成职责范围

内的各项工作任务。近三年内未出现较大工作失误。经学校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70%以上。

（二）结合本岗位工作，独立起草过高水平的管理文件、改革方案或撰写调
研报告 1 项以上，经实践，取得良好效果。

（三）注重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获得过校级以上表彰且年度考核有
1 次为搣优秀攠。

第十五条 科研业绩要求
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以来，在省级以上期刊发表对教育管理工作有指导作用

和较高水平研究论文 4 篇以上，其中 1 篇以上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
刊发表。撰写正式出版的教育管理方面专著 8 万字以上，视同在省级以上期刊发
表研究论文 1 篇（仅限视同 2 篇）。

第十六条 破格申报副研究员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且符合

下列条件者，可破格申报副研究员资格。
具有大学专科学历，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 20 年以上，取得助理研究员资

格 6 年以上，业绩显著，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以来年度考核至少 2 次为“优秀”。
（二）破格评审条件
取得助理研究员资格以来，除具备第十三条和第十四条外，还须具备下列条

件中第 1 条、第 2 条和第 3、4 条中一条：
1．有一定的改革创新精神，工作经验在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工作会议

上发言交流，或被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简报宣传，或收入省级以上教育等主
管部门交流文集。

2．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发表对教育管理工作有指导作用和
较高水平研究论文 4 篇以上，其中至少 1 篇发表在本学科二级期刊。撰写正式出
版的教育管理方面的专著 10 万字以上，视同在三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1 篇（仅
限视同 2 篇）。

3．承担并完成省级以上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本人为主要承担
者或组织实施者（前三名），或主持市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研究课题或工作课
题。研究成果有较大的改革创新力度，对高等学校管理改革有重要指导作用。

4．获教育管理方面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名），
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 项以上（前五名）。

第五章 研究员评审条件
第十七条 学历、资历要求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申报研究员资格：
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取得副研究员资格 5 年以上。40

周岁以下的申报人员，须具有研究生学历或硕士以上学位，仅具有本科学历的须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 8 年以上。

第十八条 专业知识和工作能力要求
（一）具有宽厚精深的教育管理专业知识和较高的政策水平，掌握国内外教

育管理研究的前沿成果和发展趋势，熟谙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规律，能系统运用专
业知识分析和解决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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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有科学的决策能力、综合管理能力、驾驭全局的能力和丰富的管理
工作经验，具有指导中级教育管理人员开展工作的能力，开拓进取，在本校事业
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

第十九条 工作业绩要求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以来，具备下列条件：
（一）主持学校某一方面管理工作，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工作思路系统全面，

卓有成效。近三年内未出现较大工作失误。经学校民主测评，优良率在 80%以上。
（二）结合本岗位工作，独立或主持制订过学校重要管理文件、发展规划、

重要改革方案或撰写调研报告等 2 项以上，经实践，取得显著成效。
（三）工作业绩突出，对学校改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工作经验在省级以上

教育等主管部门工作会议上发言交流，或被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简报宣传推
广，或收入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交流文集，或本人因工作实绩突出获得市
（厅）级以上表彰。

第二十条 科研业绩要求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以来，具备下列条件中第（一）条和第（二）、（三）条

中一条：
（一）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以上刊物发表对教育管理工作有

指导作用和较高水平的研究论文 8 篇以上。撰写正式出版的教育管理方面的专著
20 万字以上，视同在三级期刊发表研究论文 2 篇（仅限视同 2 篇）。

（二）承担并完成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本人为
主要承担者或组织实施者（前三名），或主持市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研究课题
或工作课题。研究成果有较大改革创新力度，对高校管理改革有重要指导作用。

（三）获教育管理方面市（厅）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 1 项以上（前三
名），或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1 项以上（前五名）。

第二十一条 破格申报研究员条件
（一）破格申报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以来，在符合第二章规定的基本条件的前提下，且符合下

列条件者，可破格申报研究员资格。
具有大学专科学历，从事高校教育管理工作 25 年以上，取得副研究员资格

8 年以上，工作业绩显著，取得副研究员资格以来年度考核至少 2 次为“优秀”。
（二）破格评审条件
取得副研究员资格以来，除具备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外，还须具备下列条件：
1．在教育类、社科类或管理类三级期刊以上刊物发表对教育管理工作有积

极指导作用和较高水平研究论文 10 篇以上，其中 4 篇以上在本学科二级期刊发
表。同时出版高水平的教育管理研究方面的专著 1 部（20 万字以上）。

2．主持并完成省级以上教育等主管部门的研究课题或工作课题。研究成果
有较大的改革创新力度，对高校管理改革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3．获教育管理方面省（部）级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奖励１项（前五名）。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高校教育管理研究高级职务资格不实行资历破格申报，中级职
务资格不实行破格申报。

第二十三条 从其他单位调入高等学校从事教育管理工作人员，申报教育管
理研究高级职务资格，须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满 3 年，申报成果中原从事专业技术
工作的论文、研究成果不超过申报成果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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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与本条件相关的材料要求、词（语）或概念的特定解释、若干问题
说明等见附录。

南通大学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附录
一、与《资格条件》有关的词（语）或概念的解释
（一）省级以上期刊指省级以上有关部门主办的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和高等

本科院校主办的公开出版的学报（须有 ISSN 或 CN 刊号）。
（二）期刊分类按学校 2009 版人文社会科学类学术期刊等级认定和 2009

版自然科学类学术期刊等级认定。
（三）专著、教材指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专著、教材（须有 ISBN 书号）。
（四）省级教改课题指省教育主管部门下达的教改课题；省级科研课题指列

入省哲学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的课题和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立项的课题，其中
省教育主管部门立项的课题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时，可视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教育管理研究及其他专业技术系列的省级课题；市级科研课题指列入省辖市哲学
社会科学、教育科学规划的课题、市级科技主管部门立项的课题。

（五）“学校年度教学质量考核”指学校在每学年末通过学生、同行、督导
评教等方式，对任课教师一年来教学质量进行的综合性评价。

二、《资格条件》中提及的论文、论著、研究成果和获奖的要求
（一）论文、论著必须是独立完成或作为第一作者公开发表或正式出版的，

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可视同第一作者发表论文。论文必须具有科学性、先进性、
实用性，具备摘要、参考文献和一定的字数要求（3000 字以上）。提供的论文
必须在“中国期刊网”（中国知网）等论文数据库中能查证到。

（二）在本校学报上发表的研究论文，在申报专业技术职务时，只能计算 1
篇。

（三）科研成果必须是已经完成准予结题或通过规模生产已经转化为现实生
产力的。

（四）表彰奖励的主办单位须是政府或政府相应的职能部门，表彰奖励的内
容须与本人所从事的工作相一致，获奖须有相应的奖励证书。

三、《资格条件》中若干问题的说明
（一）本条件中凡规定的学历、年限、数量（目）、等级等概念均含标识的

学历、年限、数量（目）、等级。如，本科以上含本科，5 年以上含 5 年，1 项
以上含 1 项，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等。

（二）本条件所提“市”指直辖市、省辖市，不含县级市。
（三）申报人员的年龄：从出生之日起计算至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年底止。已

办理退（离）休手续及申报之日已达到国家规定退（离）休年龄的人员不属于申
报范围。

（四）本专业工作年限：一般从毕业参加本专业工作起计算至申报年度的上
一年年底止。

（五）任职年限计算方法：从现任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之日起计至申报年度的
上一年年底止，须将全脱产学习时间减除。

（六）高一级学历学位取得时间、论文论著公开发表出版时间、科研成果通
过鉴定或完成的时间，均截至申报年度的上一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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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定聘和评聘工作暂行办法通大

〔2012〕13 号

为深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改革，推进二级学院自主管理，从 2012 年开
始试行在学校宏观调控下，二级学院自主聘任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
工作。为此，特制定本暂行办法。

一、指导思想
为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加强学科梯队建设，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合理配置

人才资源，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和办学效益，增强二级学院的办学实力和竞争力，
促进学科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协调、可持续发展，通过推行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
务聘任改革，逐步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建立“有利于优秀
的青年教师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

二、岗位设置
（一）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分为教师系列（含专职科研系列）和教师外

系列（含实验、学生思政、工程、会计、审计、卫生、档案、出版、图书资料、
教育管理等），以下均简称为教师系列和教师外系列。

（二）学校根据省教育主管部门相关政策和学校有关规定，核定全校和各学
院教师编制，确定教师系列和教师外系列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

（三）各学院依据自身办学规模、现有教师队伍结构、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
任务，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各学院当年可使用的教师系列（含专职科研系列）中
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报学校审定。

（四）教师外系列的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数额，由学校在总岗位数内统一
设置和调控。

（五）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不受岗位数额限制，按需设岗。
三、评聘范围
我校在册在岗的事业编制的教职工，以及与学校签订了聘用合同的人才租赁

在岗人员。
四、评聘条件
（一）评聘基本资格条件，按《关于印发〈南通大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试行）〉等 5 个条件的通知》（通大〔2010〕30 号）、《南通大学初、中级
专业技术职务考核定职及聘任的暂行规定》（通大〔2005〕46 号）文件和学校
当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实施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二）学校制定的基本资格条件中的科研业绩条件，只是评聘中级及以下专
业技术职务的最低评聘条件，各学院应结合学科特点、学科发展层次，按照有利
于师资队伍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原则，制定不低于学校标准的条件。

（三）对于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政治思想表现差、违背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员，
或在职务评聘中弄虚作假的人员，或年度教学质量综合考核不合格的人员，实行
“一票否决”。

五、评聘组织
（一）教师系列定聘和评聘分会
1.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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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期考核。各学院（部门）对申报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材料（包括《评
审表》、《简表》、论文、著作、获奖证书等反映学术、技术水平业绩的成果材
料）进行审核并公开展览，同时组织申报人员公开述职，进行民意测验（参加民
意测验人数不得少于十五人）。各学院（部门）对申报人员进行任期考核，形成
综合考核意见和综合考核等级，并提出具体推荐意见。考核内容为聘期内政治思
想表现、职业道德、履行岗位职责、工作实绩、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等。

4. 材料审核。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由所在学院提交教务处、科技与产
业处、人文社科处、研究生处、学生工作处、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5. 资格审核。各二级学院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小组和学校
教师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组对申报人员的条件进行审核。

6. 材料公示。学校将资格审核通过人员的申报简表，在校园网进行公示。
7. 学科组评议。各二级学院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学科组和学校

教师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学科组提出评议意见，无记名投票的赞成票须
超过二分之一。

8. 学科组结果公示。公示无疑义后，由学科组提交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任职资格评聘委员会审定。

9. 学校审定。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聘委员会专家以无记名投
票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赞成票须超过到会委员数的三分之二。

10. 审定结果公示。公示无疑义后，学校对具有评聘权学科的人员进行聘任；
对无评审权学科的人员推荐上报到省相关主管部门评审，学校根据省相关主管部
门的评审结果进行聘任。

（二）中级及以下职务定聘程序
1. 个人申报。符合定聘条件的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分

别向所在学院和部门提交申请。
2. 综合考核。各学院（部门）对申报人员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内容包括：

政治思想、工作表现、业务素质及外语水平考核；专任教师的业务素质考核包括
专业理论考核、实验技能考核等。确定考核等级（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
职）。

3. 材料审核。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由受理学院提交教务处、科技与产
业处、人文社科处、研究生处、学生工作处、人事处等相关职能部门审核。

4. 认定及聘任。各学院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定聘分会和学校
教师外系列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定聘分会对申报人员进行确认，报学校聘
任。

七、工作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评聘条件和政策，坚持公开、公平、

公正、择优的原则，严格评聘程序，确保评聘推荐质量。要严把材料审核关，确
保申报材料真实准确、规范齐全。凡不符合申报条件和政策的人员、不符合规定
要求的材料，一律不得上报。对不按规定要求上报的材料一律退回，当年不再受
理。

（二）对弄虚作假或材料审核把关不严的二级学院，一经发现，将给予通报
批评，对其未来 3 年内中级申报岗位进行限额，并视情节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三）申报人员必须按规定如实提供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凡申报材料
弄虚作假、论文抄袭剽窃的人员，一经查实，学校将取消其 3 年内的申报晋升资
格，并根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356



（四）在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实行回避制度。亲属申报中级职务者，
不得参加各级评聘组织的有关工作。

（五）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评聘工作与每年学校的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评聘工作同步，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定聘时间均在申报人员期满之月 25
日之前进行。

八、本暂行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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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考核定职及聘任的暂行规定通大人

〔2005〕46 号

根据国家和江苏省关于专业技术职务考核定职等相关文件规定，结合我校实
际，对我校初、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考核定职及聘任作如下规定：

一、申请定职的基本条件
（一）、初级专业技术职务
1、助教（专职教师、专职学生思政工作系列岗位）
（1）具有学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2）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2、研究实习员（专职科研系列岗位）
（1）具有学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2）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3、研究实习员（教育管理研究系列岗位）
（1）具有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其中来我校从事现专业技

术工作至少一年。
（2）具有本科学历，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3）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4、助理实验师、助理工程师（实验技术系列岗位）
（1）具有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其中来我校从事现专业技

术工作至少一年。
（2）具有学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3）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5、助理馆员（图书、档案系列岗位）
（1）具有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其中来我校从事现专业技

术工作至少一年。
（2）具有学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3）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6、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会计、审计、经济、出版、卫生等系列岗位）
须通过相应初级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具有大专学历，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其中来我校从事现专业技

术工作至少一年。
（2）具有学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一年。
（3）具有硕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二）、中级专业技术职务
1、专职教师、科研、专职学生思政、教育管理研究、实验技术、图书、档

案等岗位
（1）取得硕士学位后，在我校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年，并具备相应专

业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的申报条件。
（2）取得博士学位，从事现专业技术工作满三月。
2、其他专业技术职务（会计、审计、经济、出版、卫生等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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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实施意见通大〔2012〕14 号

为做好 2012 年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工作，根据省教育厅有关文件精神并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现就做好我校今年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工作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主要政策依据
2012 年，各类专业技术职务的评审原则上依据《关于印发〈南通大学教师

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等 5 个条件的通知》（通大〔2010〕30 号）和省
教育厅《关于做好 2012 年全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的通知》（苏教
师〔2012〕9 号）文件执行。

二、有关政策说明
（一）关于学历学位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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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肩挑”人员申报高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教学工作量和专
业实践要求不低于同学科专任教师的三分之一，管理研究成果不超过总要求的三
分之一。

3．申报高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任现职以来参加培训进修、
在职攻读学位的，任现职期间年均教学工作量不得少于规定教学工作量的 70%。

4.附属医院临床带教医师申报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其教学工作量标准依
据省教育厅《关于印发〈江苏省高等医学院校附属医院临床带教医师评聘教师职
务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教师〔2001〕154 号）文件。

（五）关于学术期刊的界定
学术期刊分级的界定主要依据《关于公布南通大学学术期刊分级目录的通知》

（通大〔2010〕29 号，简称“2010 版目录”）和《关于公布南通大学“权威期
刊”、“核心期刊”目录的通知》（通大〔2005〕108 号，简称“2005 版目录”）
两个文件。

1.2010 年及以后发表的学术论文按 2010 版目录分类；
2.2010 年之前发表的学术论文按 2005 版目录分类，如属于一级权威期刊视同

为 2010 版目录中的一级期刊；如属于二级权威视同为二级期刊；如属于核心期
刊视同为三级期刊。

（六）关于申报资格
申报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必须在职在岗。申报之日已办理

退休手续或至省教育厅规定的申报材料报送截止时间时已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
龄的人员，不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

（七）关于岗位数额
严格执行岗位设置规定的岗位结构比例。严格执行按岗申报、按岗评审原则。

学校鼓励二级单位根据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和学科发展水平，按照有利于师资队
伍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原则，合理确定专业技术岗位年度使用计划，制定不低于学
校评审标准的条件，确保可持续发展。

（八）关于教师资格
申报教师系列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系列的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须持

有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
（九）关于时间界限
2012 年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的任职年限、学历学位取得时间、论文

论著公开发表出版时间、科研成果通过鉴定或完成的时间均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十）关于材料审核
为确保申报人员教学科研成果的真实性，为评审工作提供可靠的依据，人事处

将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申报人员的论文、论著、教学或科研项目、获奖证
书等各类成果材料真实性的审核，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现象发生。

1.申报人员的论文。申报人员填写《送交查证论文申请表》的相关内容（需要
查证的论文应与报送的代表作一致），由人事处统一组织在“中国期刊网（中国
知网）”等国内外论文数据库中进行论文查证。

2.申报人员的教学或科研项目。如果是已结题的项目，须提供完整的项目结项
证明材料（如项目验收书等，须有项目主管部门的盖章）；如果是在研项目，须
提供项目主管部门的批准文件和项目申报的证明材料（如计划任务书、项目立项
书等；如是项目参与人员，须提供项目组成员的签字页），到学校相关教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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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部门盖章。如申报人员参加的教学或科研项目为外单位的，须提供上述材料到
该单位的科研主管部门盖章。

3.申报人员独立或参与制定的管理工作文件等，须提供正式发文的文件签发单
复印件，并请文件存档部门盖章。

（十一）关于面试答辩
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科评议组对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

员进行面试答辩，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对破格申报高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人员进行面试答辩。

面试答辩的重点放在学术水平、教学改革、科研创新、教学科研工作思路等方
面。通过面试答辩，全面了解申报人员的知识结构、学术水平、科研能力、学科
建设思路、组织协调能力和发展潜力，以利于科学评价申报人员的综合能力和水
平。

（十二）关于同级转评
1．具有非教师系列或思想政治教育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现聘用在教师岗位的

人员，须同级转评后，方可申报教师系列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同级转
评须从事高校教学科研工作 1 年以上，晋升高一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须
达 3 年以上。

2．具有教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现聘用在管理岗或专职辅导员岗，可直接
按现聘岗位申报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其他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
现聘用在管理岗或专职辅导员岗，须同级转评成与现聘岗位同系列的专业技术职
务后，方可申报现岗位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
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现聘用在管理岗位，可直接申报教育管理研究高一级专
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具有教育管理研究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现聘用在专职辅
导员岗，可直接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十三）关于连续申报
2011 年评审未通过的专业技术人员，原则上不连续申报；若在评审结束后教学

科研水平有明显提高，确实做出突出成绩，有新成果的，则可连续申报。
（十四）关于基础理论课程考试
1．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副高级、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人员均须参加相应的基础理论课程考试，申报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的人员可免考基础理论课程。

2．已取得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育管理研究基础理论课程考试合格证书的人
员，因转岗分别申报教育管理研究、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任职资格，不需
再参加相应的基础理论课程考试。

3．具有思想政治教育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申报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职务
任职资格，具有教育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人员申报教育管理研究职务任职资格，
经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可免考相应的基础理论课程。

（十五）关于海外引进高层次人才评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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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十二五”事业发展规划》文件中，对教师队伍中具有海外学术背
景的教师比例提出了明确要求。学校鼓励青年教师赴海外留学、研修和攻读博士
学位，并将适时对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人员提出海外研修经历的要
求，逐步作为申报条件之一。

三、关于工作要求
（一）各二级学院负责组织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的资格审核和

学科组评议，负责向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聘委员会推荐人选；学校
负责统一组织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以及教师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申报人
员的资格审核、学科组评议、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聘委员会和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评审。

（二）各二级单位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评审条件和政策。及时召开申报人员
会议，宣传学校的文件精神。依据岗位设置现状和各二级单位“十二五”队伍建
设规划，合理确定专业技术岗位使用计划。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
加强对申报人员的全面考核，确保评审推荐质量。要严把材料审核关，确保申报
材料真实准确、规范齐全。对不按规定要求上报的材料一律退回，当年不再受理。

（三）申报人员必须按规定如实提供申报材料，不得弄虚作假。凡申报材料弄
虚作假、论文抄袭剽窃的人员，一经查实，将取消其 3 年的申报晋升资格，并根
据有关规定作出严肃处理。

四、申报及评审程序
（一）工作部署
学校召开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会议，部署评审工作。
（二）个人申报和二级单位推荐
1.各二级单位召开全体申报人员会议，组织学习文件，明确条件标准。个人根

据自身实际情况，对照条件，自愿申报，并提供申报材料。
2.各二级单位对申报人员履行职责情况的材料（包括《评审表》、《简表》、

论文、著作、获奖证书等反映学术、技术水平业绩的成果材料）进行审核并公开
展览，同时组织申报人员公开述职，进行民意测验（参加民意测验人数不得少于
十五人）。

3.各二级单位对申报人员进行任期考核，形成综合考核意见和综合考核等级，
并提出具体推荐意见。考核内容为聘期内政治思想表现、职业道德、履行岗位职
责、工作实绩、教学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等。

4.各二级单位报送材料。
（三）材料审核
教务处、科技与产业处、人文社会科学处、研究生处、学生工作处、人事处等

部门对被推荐申报人员的材料进行审核。
（四）资格审核
1.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小组对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和教师外系

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申报人员的申报条件进行审核。
2.各二级学院教师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审核小组对本学院申报人员的申报

条件进行审核。
（五）评审推荐
1.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学科评议组、学校教师外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

学科组、各二级学院教师系列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学科组分别进行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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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校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聘委员对中级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学科组
推荐的申报人员进行审定。

3.学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对高级专业技术学科评议组推荐
的申报人员进行评审推荐。

（六）结果公示
公示无疑义后，人事处整理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和学校无评审权学科的

中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人员的材料，上报省教育厅及省相关主管部门评
审。

五、本实施意见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校职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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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职工退休暂行规定

为进一步做好教职工的退休管理工作，根据国务院和江苏省有关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一、关于退休问题
（一）退休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办理退休手续：
1、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5 周岁，或男年满 50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并

经三级甲等医院证明且劳动主管部门鉴定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干部。
2、男年满 60 周岁、女年满 50 周岁，或男年满 50 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并

经三级甲等医院证明且劳动主管部门鉴定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的工人。
3、因工致残，经三级甲等医院证明，劳动主管部门认定完全丧失工作能力

的教职工。
（二）退休手续
1、办理时间
根据高校教学工作的特点，每学期集中办理退休手续一次。3 至 8 月达到退

休年龄的，8 月办理退休手续，9 月起享受退休待遇；9 月至次年 2 月达到退休
年龄的，次年 2 月办理退休手续，3 月起享受退休待遇。

2、办理程序
（1）每年年初，人事处在核对到龄待退人员的出生年月后及时通知人员所

在单位，以便提前做好工作安排，保证工作的延续性，同时，提前 1 至 2 个月书
面通知教职工本人。如教职工对参加工作时间或出生年月有异议，需提供充分详
实的证明材料。干部退休时，由组织部、人事处按干部管理权限报经任免机关批
准，在其达到退休年龄的前一个月通知本人。

（2）教职工在办理退休手续前将可提高退休费计发比例的相关证明材料递
交人事处。

（3）人事处填写《退休审批表》，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
（4）退休教职工递交一张一寸正面免冠照片，用以办理退休证。
（5）教职工退休实行领导谈话制。处级以上干部退休，由有关校领导与其

谈话；教授（含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退休，由组织部、人事处与其谈话；
其他人员退休，由人员所在单位领导与其谈话。

（三） 退休待遇
1、退休人员的基本退休费按本人职务工资与档案津贴之和的一定比例计发。

其中：退休时工作满 35 年的，按 90％的比例计发；工作满 30 年不满 35 年的，
按 85％的比例计发；工作满 20 年不满 30 年的，按 80％的比例计发；工作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按 70％的比例计发；工作不满 10 年的，按 50%的比例计发。

按规定，未计算工龄的大专及以上的学龄可与工龄合并计算，作为计发退休
费比例的年限。

2、从事教学工作连续教龄男满 30 年，或女满 25 年（55 周岁退休者）的教
师，其基本退休费补足到退休时原工资的 100％；教龄满 20 年以上的教师，确
因工作需要在高校内调做其它教育工作累计满 30 年的，其退休补贴费可补足到
本人退休时原工资的 100％，其前提条件是，必须执行专业技术人员工资标准（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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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教龄时，不含在机关从事教育管理工作或在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从事教育工作
的时间）。

3、副教授以上（含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且兑现了相应等级工资的专
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集体奖指主要发明
人或作者，下同）特等奖和一、二等奖的，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5％；获得
国家自然科学奖、发明奖、科技成果奖、科技进步奖三、四等奖的和获得省、直
辖市、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科技成果奖或科技进步奖一、二等奖的，退休
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0％；获得省、直辖市 、自治区或中央国家机关部委科技成
果奖或科技进步奖三、四等奖的和在本地区、本系统生产、科研、文教、卫生等
方面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满 30 年（不包括在党政机关从事技术管理工作的时间）
并做出显著成绩的，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5％。

4、1999 年 1 月 28 日以后，获得国家、中央国家机关部委和省政府颁发的
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二等奖者（前二名），退休时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0％。

5、获得全国劳模、先进工作者等称号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5％；获
得国务院各部委或省政府授予的劳模、先进工作者等称号一次者，退休费计发比
例可提高 10％，二次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5％；1989 年以前获得省委、
省政府颁发奖状（证书）的各系统先进工作者称号一至二次者，退休费计发比例
可提高 5％，三次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0％；1989 年以后获得省政府批
准、省人事厅审核的省各部门综合表彰的先进工作者称号一至二次者，退休费计
发比例可提高 5％，三次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0％；获得市劳模称号者，
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5％（退休前受到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或受到刑法处罚的，应属退休时没有保持荣誉，不予提高退休费标准）。

6、转业和复员军人，获得军以上单位授予的战斗英雄称号者，退休费计发
比例可提高 15％；获得军以上单位授予的特等功或一等功荣誉一次者，退休费
计发比例可提高 10％，二次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5％；获得军以上单位
授予二等功荣誉者，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5％。

7、曾在西藏、青海、新疆和甘肃海拔 3500 米以上地区工作累计满 10 年不
满 15 年和累计满 15 年以上的职工，退休费计发比例可分别提高 5％和 10％。

8、领取《独生子女证》的教职工，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5％；终身无子
女（含出生后子女夭折的）的教职工，退休费按 100％发给。

9、职工系归侨且工龄满 30 年，退休费可按 100％发给。
10、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职工，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5％；完

全丧失工作能力，饮食起居完全不能自理的职工，退休费计发比例可提高 10％。
提高比例后的基本退休费总额不得超过本人退休费计发基数的 100％。
二、关于延退问题
（一） 延退条件
已达到退休年龄的教职工，一般不延长退休年龄。确因工作需要，本人自愿、

身体健康、工作量饱满，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适当延长退休年龄：
1、女性副教授（含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女性处级领导干部的退休

年龄最高可延长至 60 周岁；55 周岁至 60 周岁期间，如本人提出退休要求，可
在规定时间内办理退休手续。

2、教授（含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一般 60 周岁退休，确因工作需要的，
可延长至 63 周岁退休，研究生导师可延长至 65 周岁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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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延退手续
1、办理时间
女性副教授及以上专业技术人员（含相当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或女性处级

领导干部分别于 55 周岁、58 周岁办理延聘手续各一次；教授（含相当职称的专
业技术人员）分别于 60 周岁、63 周岁办理延聘手续各一次。

2、办理程序
（1）每年年初，各单位就有关人员的延退提出书面意见后报人事处。
（2）人事处会同教务处、科学技术处、研究生部等相关部门对延退者进行

资格审查，校长办公会通过后报省教育厅审批。
（三）延退待遇
延退期间，延退者享受在职教职工的工资、校内岗位津贴及其他福利待遇。
三、说明
1、本规定中除教授（含相当专业技术人员）的延退条件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外，其余规定自文件公布之日起执行。
2、在规定的执行过程中，如遇上级有关部门的政策调整，按上级有关部门

的新规定执行。
3、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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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拔尖人才基金”“创新人才基金”实施办法（2012 年修

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实施人才强校战略，进一步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为优秀

人才的创新发展和脱颖而出搭建平台，特设立南通大学“拔尖人才基金”和“创
新人才基金”。

第二条 “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是学校专门设立的人才培养
与发展基金。“拔尖人才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具有良好发展趋势、有望成为某一
学科在国际或国内具有较强竞争力的优秀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创新人才
基金”主要用于资助具有较大发展潜力、有望成为优秀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
的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第三条 “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依托项目管理，主要用于资
助人员的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科梯队或学术团队建设等。

第四条 学校每年划拨专项资金设立“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
金”，每批分别遴选 10 名和 12 名左右的优秀人才作为资助对象，每批连续资助
三年。

第二章 申请条件
第五条 “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申请者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

件：
1．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教育事业，拥护党的领导，贯彻执行党的教育

方针，作风正派，教书育人，为人师表。
2．品德高尚，治学严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
3．学术造诣较深，学术成就与科研方向已形成鲜明特色，得到同行专家认

可，具有良好发展趋势，并对本学科建设与发展起着重要支撑作用。
4．具有较强团结协作、拼搏奉献精神和相应组织协调能力，注重学科建设，

能带领一支创新团队协同攻关。
第六条 在满足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 “拔尖人才基金” 申请者还须具备

以下条件:
1．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务，自然科学领域申请者原则上不超过 45

周岁，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申请者原则上不超过 50 周岁。
2．承担过一门及以上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主讲任务，教学效果好,教学业

绩显著。
3．近五年来的科研业绩要求：
（1）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二级以上学术期刊上发表本学科高水平、

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自然科学 5 篇，人文社会科学 3 篇（或 2 篇且出版学术专著 1
部）；或有标志性成果。

（2）主持并完成国家级科研项目；或主持并完成省（部）级科研项目 2 项；
或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自然科学 60 万元以上、人文社会科学 15 万元以上，经
济、社会效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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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得国家级教学、科研成果二等奖以上（前五名）；省（部）级一等
奖前五名，或二等奖前三名，或三等奖第一名。

4．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具有明确的学术方向性、先进性和创新性。
5．近年来,列为各级各类人才工程计划资助的对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名。
第七条 在满足第五条规定的基础上，“创新人才基金” 申请者还须具备以

下条件:
1．具有博士学位，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0 周岁。
2．承担过一门及以上本科生或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任务，教学效果好。
3．教学、科研与科技创新业绩显著，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二级以

上学术期刊上发表本学科高水平、有创见的学术论文自然科学 5 篇，人文社会科
学 2 篇（或 1 篇且出版学术专著 1 部）；或有标志性成果。

4．拟开展的研究工作属本学科学术前沿或有较大应用价值。
5．近年来,列为各级各类人才工程计划资助的对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名。
第八条 已获得过资助者不得再申请同类基金。

第三章 申报与审批
第九条 申报与审批程序：
1．申报。申报人填写《南通大学“拔尖人才基金”申请表》或《南通大学

“创新人才基金”申请表》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同时根据所在的学科情况报相
应的学院（系、室、所）。

2．推荐。学院（系、室、所）在对申报材料审核后签署推荐意见并报人事
处。

3．评审。在同行专家评审的基础上，再由校学术委员会对申报者的学术水
平、科研能力进行评审，确定资助对象人选。

4．公示。学校对专家评审结果进行公示。
5．审批。校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评审结果。

第四章 考 核
第十条 人事处根据工作预期目标组织专家对被资助对象进行考核。考核分

年度考核、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三种形式。年度考核由学院（系、室、所）组织，
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由学校组织。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
对考核不合格者，取消其资格。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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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选拔实施办法（试行）通大人

〔2012〕1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
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高〔2011〕6 号）以及《南通大学师资队伍建设“十
二五”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进一步确立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鼓励广大教师
投身教育教学改革，培养和造就一支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好、结构
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进学校由教学型向教学研究型转
型，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地方综合性大学，决定实施教学名师培育工程。

第二条 教学名师培育工程旨在通过遴选师德高尚、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
好、科研基础扎实、教学改革创新意识强的优秀教师和其他教学人员，予以重点
培养，使其成为“教学名师”，从而不断提高我校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

第三条 教学名师培育工程由人事处负责，教务处、研究生处、科技与产业
处、人文社科处、评建办公室等部门共同组织实施。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四条 教学名师培育工程的培养对象是长期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积极开展

教学改革与研究、教学理念先进、教学效果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较强的科
研能力，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以及具有相当于副教授及以上专
业技术职务并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人员。

第五条 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须符合以下条件：
（一）热爱社会主义祖国，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

模范遵守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具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团结协作精神；治学
严谨，教书育人，关爱学生，为人师表。

（二）从事本科教学工作五年及以上。近五年中，承担课堂教学总学时原则
上不低于 500 学时，各附属医院的教师承担课堂教学总学时原则上不低于 250
学时，其中面向本科生的课堂教学学时数不低于 70％。教学水平高，教学效果
好，教学质量高，近三年教学质量考核均在良好及以上，申报前一年度教学质量
考核须为优秀。

（三）具有先进的教育思想理念和较强的改革创新意识。主讲本科必修课程，
且为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双语教学、教改项目等“本科教学工程”
项目的主持人或承担主要建设任务（校级前三名，省级及以上前五名）。

（四）具有较强的科学研究和教学研究能力。近五年在省级以上期刊公开发
表论文 5 篇以上，其中教学研究论文至少 1 篇。正式出版高校教材，本人承担字
数满 8 万字，可折算 1 篇教学研究论文。

（五）按照学校有关文件要求，积极参与“导师制”的实施，积极参加学校
优秀教学评比和示范活动。承担青年教师的培养任务，制订培养计划，在教学、
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指导青年教师，培养的青年教师在学校青年教师讲课竞赛
中获学院前三名及以上奖励。

第三章 遴选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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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学校每两年组织一次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遴选，每次遴选 40
名（其中，中层干部的比例不超过 30％），培育期为四年。学校定期组织检查
考核。培养期满由学校组织考核验收，并在此基础上组织遴选学校“教学名师”。

第七条 在教师个人申请、学院（系、室、所）全面考核的基础上、学校组
织遴选。

第八条 学校组成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遴选专家组进行评审，提交校
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九条 江苏省教学名师奖和国家教学名师奖原则上在学校教学名师中推
荐。

第四章 项目管理
第十条 被确定为教学名师培养对象的人员，须与学校签订任务书，对培养

内容和具体要求作出规定。
第十一条 学校对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对象给予经费资助，资助总额为 3

万元，用于开展课程教学改革、教育教学研究等与教学相关项目的支出。资助经
费根据阶段检查考核情况分期拨付。

第十二条 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建设由培养对象所在学院（系、室、所）负责
日常管理，人事处会同教务处负责组织阶段检查和中期考核，对未能按既定计划
完成建设任务并达到规定要求的，将督促其整改。考核验收标准另行制订。

第十三条 培养期满后，申请人须提交《南通大学教学名师培育工程培养工
作总结》，学校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和验收，考核验收标准另行制订。

第十四条 学院（系、室、所）应高度重视教学名师培育工程的推进工作，
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对被确定为培养对象的教师进行重点培养，并在课程教
学改革、项目及成果申报、仪器设备使用、经费资助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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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使用暂行管理办法通大人〔2005〕55

号

为充分调动引进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他们在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中的作用，
并为争取国家、省部等各级各类科研项目做好预研工作，用好科研启动费，特制
定本暂行办法。

一、引进人才来校后，由本人申请以立项的方式提出科研启动费使用计划，
并签订有关合同，人事处根据《南通大学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工作的暂行规定》
核拨科研启动费给科学技术处，由科学技术处委托财务管理部门办理科研启动经
费卡，并通知其本人支用。

二、引进人才科研启动费为专项研究费用，根据南通大学科研管理相关政策，
主要用于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必要开支，凭合法票据、按财务管理制度及审批程序
报销。

三、引进院士、学科带头人的科研启动费给予一次性全额划拨；引进的其他
人才科研启动经费分两次划拨，首次划拨 70%的经费，来校两年内，由人事处、
科学技术处组织有关专家对其进行中期考核，经考核合格，再划拨剩余的 30%。

四、本暂行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五、本暂行办法由人事处、科学技术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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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引进、补充紧缺人才考核暂行办法通大人〔2005〕54 号

为进一步落实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工作，规范招聘程序，保障新进人员基本
素质，特制定本办法。

一、考核机构
考核机构分别由人事处和引进、补充人才考核小组组成。
人事处负责对应聘者的条件和相关材料进行初步审查。
引进、补充人才考核小组负责对应聘者进行综合考核。考核小组成员人数须

在 5 人及其以上。
1、专任教师考核小组由用人单位主管领导 1 人、该学科或相关学科的专家

3-5 人以及人事处、教务处等有关业务部门人员组成。对于拟引进的博士、教授、
博士生导师等的考核，考核小组成员一般还须增加科学技术处、研究生部等部门
的有关人员。

2、教师外系列补充人员考核小组由用人单位主管领导 1 人、该学科或相关
学科的专家 3 人及人事处 1 人组成。

3、学生辅导员考核小组组成人员中须含学生工作处负责人及人事处 1 人。
4、党政管理人员考核小组组成人员中须含用人单位党政负责人及人事处 1

人。
二、考核内容
考察应聘者的政治思想素质、道德品质，包括职业道德和学术道德，遵守国

家法律法规等情况；掌握应聘者的专业背景，了解其专业特长、比较优势及与我
校同类学科的相关性；考核其学术、技术水平，教学科研能力，以及具备的发展
潜力及综合素质。

三、考核对象
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免考核小组考核，由学校校长办公会研究决

定 。
其他专任教师、教师外补充人员、辅导员、党政管理人员均须经考核小组考

核。
四、考核程序
各用人单位负责考核的时间、地点的确定，将相关信息及时通知应聘者及考

核小组成员。
考核时应聘者首先进行自我介绍，然后进行讲课或学术报告，时间不少于

20 分钟，答辩不少于 3 个问题；考核小组进行评议，作出结论，填写《南通大
学引进人才考核审批表》，形成书面考核意见，报人事处。

人事处将各考核小组考核意见汇总并审核相关材料，报主管校领导和学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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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短期来（回）校工作的管理办法（试

行）

为鼓励海外高层次留学人才来（回）我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为我校的事
业发展做出贡献，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适用对象和范围
公派或自费出国留学，学成后在海外从事教学、科研、工程技术、金融、管

理等工作并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内急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学
术技术带头人，以及拥有较好产业化开发前景的专利、发明或专有技术的人才，
界定条件如下：

（一）在国际学术技术界享有一定声望，是某一领域的开拓人、奠基人或对
某一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的著名科学家；

（二）在世界五百强企业中担任高级管理职务的经营管理专家，或在著名跨
国公司、金融机构担任高级技术职务，在知名律师（会计、审计）事务所担任高
级技术职务，熟悉相关领域业务和国际规则，有较丰富实践经验的管理人员或技
术人员；

（三）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机构担任相当于副教授、副研究员及以上职务
的专家、学者；

（四）在国外政府机构、政府间国际组织、著名非政府机构中担任中高层管
理职务的专家、学者；

（五）学术造诣高深，对某一专业或领域的发展有过重大贡献，在国际著名
的学术刊物发表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或获过有国际影响的学术奖励，其成果处
于本行业或本领域学术前沿，为业内普遍认可的专家、学者；

（六）主持过国际大型科研或工程项目，有较丰富的科研、工程技术经验的
专家、学者、技术人员；

（七）拥有重大技术发明、专利等自主知识产权或专有技术的专业技术人员；
（八）具有特殊专长并为国内急需的特殊人才。
二、工作形式
（一）参加国家、省、市重大或重点项目的研究、开发工作。
（二）参与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的建设工作。
（三）从事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四）从事其他合作项目工作。
三、待遇
根据留学人才来（回）校期间的工作业绩和相应的专业技术职称或学历等情

况享受相应的待遇。
（一）聘任为相当于高级专业技术职务的人才 3000～5000 元／月；杰出人

才 6000～8000 元/月。
（二）对于取得的具有南通大学知识产权的成果，学校另行给予奖励。
四、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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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关学院（室、所）向学校提出申请，填写《留学人才短期来（回）
校工作申请书》，并附拟邀请人员的基本情况、留学人才要求短期来（回）校工
作的信函、工作计划及证明其学术成就的材料；

（二）学校职能部门审核并经校学术委员会专家评议组评审后报主管校领导
审批；

（三）相关学院（室、所）与拟聘用人员签定协议，明确工作职责及相应待
遇（经费渠道一般由用人部门解决）。

五、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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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聘请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的暂行规定

为进一步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充分利用智力资源，促进学科建设，提升我
校办学水平，扩大我校的学术影响，同时，为了规范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职
教授的聘请与管理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一、条件
（一）具备下列条件的境外著名专家学者可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1、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教授专业技术职务；
2、学术造诣深，在相关学科、专业中有很高知名度，研究成果与学术水平

处于国际领先，曾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公认；
3、能够在推进学科建设、促进学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具备下列条件的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可聘为客座教授：
1、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学术水平高，有较高知名度，曾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较大成果；
3、能够对学校的发展规划、学科建设、教学科研等给予具体指导；
4、能够经常来我校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三）具备下列条件的知名专家学者可聘为兼职教授：
1、具有博士学位或者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学术水平较高；
3、能够承担一定的学科建设、师资培养、教学科研工作；
4、年龄一般不超过 58 周岁。
（四）对学校规划、建设、发展提出重大指导意见或对学校作出重大贡献的

有关人员，符合一定的条件，学校根据需要可聘其为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
二、程序
（一）部门提名。各学院（室、所）按照教学科研、学科建设工作的实际需

要和聘任条件，经学术分委员会分会讨论，提出拟聘人选。
（二）同行评议。人事处根据建议人选情况，聘请两位以上相同或相近学科

（专业）的教授，对拟聘人选的学术水平、学术声望以及与学校可能进行的合作
进行评议，并形成书面意见。聘请外籍人士、港澳台同胞同时须经国际合作与交
流处审核。

（三）集体决定。组织相关专家组对拟聘人选进行评审，并报人事工作领导
小组或报校长办公会讨论决定。

（四）学校聘任。学校发文通知并举行聘任仪式。客座教授、兼职教授聘期
一般为三年，期满后，确因工作需要，经批准后可办理续聘手续。

三、待遇
根据实际工作情况，聘请的名誉教授、客座教授和兼职教授可享受一定的待遇。

四、本暂行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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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高层次紧缺人才引进工作的暂行规定通大人〔2005〕

12 号

为了进一步加强学科建设，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改善和优化师资队伍结
构，同时，为了积极营造集聚高层次人才的制度氛围，实施人才强校战略，特制
定本暂行规定。

一、原则
（一）坚持德才兼备的选人标准，全面考核，择优遴选，确保质量。
（二）围绕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规划，优先引进重点建设学科、特色学

科、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发展前景较好的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急需的优秀人
才。同时，根据学校学科和专业建设规划，为新学科点和新专业点的筹备建设适
量储备优秀的年轻人才。

（三）以相应的优惠政策为配套，实行主动快捷、服务周到的运行机制，积
极为引进人才创造良好的工作、生活条件。

（四）严格程序，规范管理。
二、条件
（一）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对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加大引进力度的同时，实行引人引智并

举的柔性用人机制。两院院士可定期或不定期来校工作，指导学科建设和培养师
资。

（二）学科带头人
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一般在五十五周岁以下的满足以下条

件之一者：（1）主持过或正在主持国家级重大、重点研究项目；（2）正在主持
国家级项目，并已有系列论文被 SCI 收录（自然科学）或在国内权威期刊上公开
发表（人文社会科学）；（3）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或国家重点学科、
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学术技术带头人；（4）省“333 工程”第一
层次培养对象和外省同层次的优秀人才。

（三）博士生导师
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年龄一般在五十周岁以下的满足以下条件

之一者：（1）主持过或正在主持国家、省（部）级研究项目，发表过系列高水
平学术论文，具有指导博士生工作经历和业务能力；（2）省（部）级有突出贡
献的中青年专家或省级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学术技术带
头人；（3）省“333 工程”第二层次培养对象和外省同层次的优秀人才。

（四）教授或研究员
具有教授或研究员专业技术职称和研究生学历（位），主持过滂研究



称的博士，年龄一般在四十五周岁以下；不具有副教授专业技术职称的博士，年
龄一般在四十周岁以下。

（六）海外归国高层次人员
学术造诣高，在相关学科、专业中具有较高知名度，在某一学科领域取得重

大成就，获得学术界公认。
（七）其他人员
对学校每年公布的学科建设急需或紧缺专业的副教授或硕士研究生，可酌情

考虑。年龄一般在四十周岁以下。
三 待遇
（一）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
1、对来校工作的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学校积极配合组织相应的

学术梯队，配备专职科研秘书，提供专车服务。除每年提供 100 万元以上的科研
经费外，提供其他相应的科研条件。学校为其提供 160 至 180 平方米左右的公寓，
并给予一次性安家费 60 万元。院士除享受正常的国家工资和有关补贴外，每年
可享受 15 至 20 万元的岗位津贴。所带学术团队的学术骨干（一般 4 至 6 人）在
聘任期内每年享受不少于 10 万元的岗位津贴。

2、对不定期来校工作的院士，学校提供临时公寓，提供专车服务。院士在
校工作期间，每月可享受 1.5 至 2 万元的岗位津贴；不在校工作期间，每月可享
受 0.2 万元的兼职费。学校为不定期来校工作的院士提供一定的科研经费。

（二）学科带头人
1、人员来校工作的前三年，学校为其提供一定的科研启动费：自然科学每

年 50 万；人文社会科学每年 20 万。
2、住房待遇：学校根据房价情况，提供 60 至 100 万元作为购房和安家费。
3、岗位津贴：来校工作前三年享受教授最高档标准，第四年起纳入学校正

常政策渠道；所带学术团队的学术骨干（一般 4 至 6 人）在前三年享受相应专业
技术职务的最高档标准，第四年起纳入学校正常政策渠道。

（三）博士生导师
1、人员来校工作的前两年，学校为其提供一定的科研启动费：自然科学每

年 30 万；人文社会科学每年 10 万。
2、住房待遇：学校根据房价情况，提供 60 至 80 万元作为购房和安家费。
3、岗位津贴：来校工作的前两年享受教授最高档标准，第三年纳入学校正

常政策渠道；所带学术团队的学术骨干（一般 4 至 6 人）在前两年享受相应专业
技术职务的最高档标准，第三年起纳入学校正常政策渠道。

(四)教授（研究员）
1、科研启动费：自然科学 10 万；人文社会科学 3 万。
2、住房待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货币化购房补贴外，另外享受 8 至 20 万元

的安家费。
（五）博士
1、科研启动费：自然科学 4 万；人文社会科学 2 万。
2、住房待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货币化购房补贴外，另外享受 8 至 12 万元

的安家费。
（六）海外归国高层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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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海外归国高层次人员，根据其学术水平、能力，经学校考核后，按聘任岗
位给予相应待遇。其晋升专业技术职务，不受职称、资历、现有专业技术职务岗
位数限制，按其实际水平和能力直接申报相应的教师高级职务任职资格。

（七）其他人员
1、科研启动费：1 至 3 万元。
2、住房待遇：除享受国家规定的货币化购房补贴外，副教授另外享受 4 至

6 万元的安家费，硕士研究生另外享受 2 至 4 万元的安家费。
（八）对随院士、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等来校工作的学术团队成员，学

校除按标准落实相应的待遇外，为团队提供相应的工作平台。
引进的院士、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其配偶随调来校的工作岗位由学校

负责落实。引进的教授、博士，其配偶若随调来校工作，原则上需具有本科及以
上学历。对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引进人才配偶，学校根据具体情况可为其安排临时
性工作。

引进人才的随迁子女转学、入学等问题，由学校协助解决。
四、程序
（一）各学院（室、所）依据教职工编制、队伍结构等实际情况制定人才引

进计划。人事处在审核后报主管校领导和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经校长办公会
议批准后启动实施计划。

（二）人事处负责组织落实引进人才的信息采集和招聘工作。
（三）校考核小组对拟引进人员进行考核，并提出书面考核意见。
（四）人事处汇总和审核相关材料，报主管校领导和人事工作领导小组审定。
（五）人事处负责落实相关协议的签定和人员入校手续的办理等工作。
五、管理
引进人才须参加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各学院（室、所）对引进人才须提出

聘期目标，并定期进行考核。
六、本暂行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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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拔尖人才基金”“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工作目标考核

办法通大〔2013〕52 号

为明确“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的工作目标，有针对
性地加强培养、考核与管理工作，充分发挥资助对象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促进
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提高，根据《南通大学“拔尖人才基金”“创新人才基金”
实施办法（2012 年修订）》（通大〔2012〕65 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一、“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须与学校签订工作目标
责任书，作为管理和考核的依据。

二、“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培养期限为 3 年，培养
期内，实施目标管理和动态管理。

三、“拔尖人才基金”和“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的考核分中期考核和期
满考核两种方式，由校学术委员会负责考核、人事处负责组织协调。

四、考核结果分优秀、合格和不合格三个等级。资助经费总额根据考核结果
确定，并按立项、中期考核和期满考核的结果分期拨付经费（见下表）。中期考
核合格者，划拨下一批资助经费；不合格者，取消其资格，停止资助。期满考核
不合格者，取消其资格，停止资助并追回中期考核后拨付的经费。

基金类
别

学科类
别

立项后
拨款额度

中期考核
合格拨款额

度
期满考核后拨款额度

拔尖人
才基金

自然科
学

20 20

合
格

10
合

计
50

优
秀

20
合

计
60

人文社
科

8 8

合
格

2
合

计
18

优
秀

4
合

计
20

创新人
才基金

自然科
学

10 10

合
格

5
合

计
25

优
秀

10
合

计
30

人文社
科

4 4

合
格

1
合

计
9

优
秀

2
合

计
10

单位：万
元

五、考核内容包括思想政治表现、师德表现和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等方面。思
想政治表现主要考核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遵守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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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关法律法规等情况。师德表现主要考核依法从教、爱岗敬业、教书育人、为
人师表和遵守学术规范等情况。思想政治和师德表现实行一票否决制。工作目标
完成情况主要考核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科梯队和学术团队建设等
情况。

六、“拔尖人才基金”与“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获得资助后均须完成下
列指标：

1．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者，每年至少承担 1 门本科生主干课程
的讲授任务。

2．主持校级及其以上教学质量工程（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或主持
省级及其以上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或主要参与省级及其以上教学质量工程（研究
生培养创新工程）项目（排名前三）；或指导本科生获得省优秀毕业论文（设计）
二等奖及其以上奖，或指导省级及其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或指导
学生参加省级及其以上学科竞赛（“挑战杯”系列竞赛）获得一等奖，或指导研
究生学位论文被评为校级及其以上优秀学位论文。

七、“拔尖人才基金”资助对象在满足第六条规定指标的基础上，完成下列
指标为合格：

1．自然科学领域在 JCR 三区期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8
篇以上，其中 JCR 二区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或发表三级期刊论文 5
篇以上，其中二级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且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 项（排
名第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三级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8 篇以上，其
中二级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经人文社科处鉴定通过的学术专著可抵 2
篇三级期刊论文，获市级主要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可抵 1 篇三级期刊论文，获省
级主要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可抵 1 篇二级或 2 篇三级期刊论文）。

2．新增获得并主持国家级或省部级重点项目（或人文社会科学在研的国家
级或省部级重点项目结项等第为良好及其以上）；或主要参与国家级重大项目（排
名前三）；或新增获得并主持省部级项目，且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自然科学
60 万元以上、人文社会科学 20 万元以上，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3．积极参与本学科、专业的规划与建设，带动形成一支具有国家重大（重
点）课题攻关能力的创新团队，带领本学科、专业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若在满足合格指标第 1、2、3 项的基础上，同时又满足第 4 至 7 项中任一指
标者，考核等级为优秀：

4．获得国家级教学或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五）；
5．获得省部级教学或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
6．获得省级及其以上教学名师奖或被确定为省级及其以上教学、科研团队

带头人；
7．获得更高级别（省级及其以上）人才项目。
八、“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在满足第六条规定指标的基础上，完成下列

指标为合格：
1．自然科学领域在 JCR 三区期刊以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4

篇以上，其中 JCR 二区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或发表三级期刊论文 3
篇以上，其中二级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2 篇，且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 项（排
名第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在三级期刊以第一作者发表学术论文 3 篇以上，其
中二级及其以上期刊论文不少于 1 篇（经人文社科处鉴定通过的学术专著可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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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三级期刊论文，获市级主要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可抵 1 篇三级期刊论文，获省
级主要领导批示的调研报告可抵 1 篇二级或 2 篇三级期刊论文）。

2．新增获得并主持科研项目：自然科学国家级、人文社会科学省部级；或
获得并主持市厅级及其以上科技重点项目 1 项；或主持横向项目到账经费自然科
学 30 万元以上、人文社会科学 10 万元以上，经济、社会效益显著。

3．积极参与本学科、专业的规划与建设，凝聚形成一支教学或科研创新团
队。

若在满足合格指标第 1、2、3 项的基础上，同时又满足第 4 至 7 项中任一指
标者，考核等级为优秀：

4．获得国家级教学或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五）；
5．获得省部级及其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三），或市厅级教学、

科研成果一等奖（排名第一）；
6．获得市级及其以上教学名师奖或被确定为省级及其以上教学、科研团队

带头人；
7．获得更高级别（省级及其以上）人才项目。
九、取得对学校发展有重要贡献的标志性成果，考核等级为优秀。
十、考核指标中所提及的成果起始时间均须为确定资助对象的日期，且成果

内容均属申报表中项目范围，知识产权均为南通大学所属。
十一、“拔尖人才基金”资助对象若曾获得“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则拨付

资助经费规定额度的三分之二。
十二、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原《关于对“拔尖人

才基金”“创新人才基金”资助对象的业绩考核办法》（通大人〔2008〕13 号）
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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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管理办法（试行）通大〔2013〕

34 号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校引进的高层次人才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的管理，
维护学校和高层次人才的双方权益，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对象为根据学校相关规定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主要包
括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教授或研究员、海
外归国高层次人员、学科建设急需或紧缺专业人才以及特聘教授等。

第三条 高层次人才领取购房补贴和安家费前，须与学校签订相关协议。
第四条 高层次人才的服务期与购房补贴和安家费的总额挂钩，具体为：

30 万元以下的，服务期不少于 6 年；超过 30 万元不足 50 万元的，服务期不少
于 7 年；超过 50 万元不足 100 万元的，服务期不少于 8 年；100 万元以上的，
服务期不少于 10 年。

第五条 高层次人才必须在规定的服务期满后方可全额享有协议中明确的
购房补贴和安家费；在服务期未满期间辞职、调离或解聘的，必须按比例退还未
服务年限的购房补贴和安家费，计算公式为：（购房补贴+安家费）/应服务年限
×未服务年限。

第六条 其他人员享受购房补贴与安家费待遇的，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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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医疗费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保障我校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基本医疗费待遇，根据国家和
省、市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是指与学校签订了劳务性质聘用协议的非入
编人员，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入编后和在国内有人事归属工作单位的人员不再享
受本办法规定的医疗费待遇。

第三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与学校签订协议后，可享受约定门诊医疗报
销、住院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待遇。

第四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门诊医疗报销采用个人与学校共同承担的办
法，具体标准为：一年内医疗费（医保内用药，下同）累计为 1000 元以下的，
个人自理；一年内医疗费累计为 1001～6000 元的，扣除 1000 元以后的部分由学
校报销 85%，个人承担 15%；一年内医疗费累计超过 6000 元的，超过部分由个人
自理。

第五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的住院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由学校根据
个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办理，具体内容和范围以保险公司的保单为准。

第六条 持有《外国人就业证》、《外国专家证》、《外国常驻记者证》等
就业证件和外国人居留证件，以及持有《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人员，根据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在中国境内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保险暂行办法》办
理相应保险。

第七条 柔性引进高层次人才门诊医疗报销的费用须为在国内来校工作期
间发生的费用，门诊应在校卫生所或南通市区各医保定点医院就诊。

第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实施，由后勤管理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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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职工考勤与假期待遇的暂行规定通大人〔2005〕4 号

为了适应学校改革和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完善和规范人事管理制度，保证良
好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秩序，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并结合我校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办法。

一、作息制度
1、全校教职工必须严格按照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上下班，不得迟到或早退，

实行考勤制度。因故不能到岗者，必须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假满后办理销假手
续。未经请假或请假未批准而不到岗者，按旷工处理。

2、特殊部门或工种（如食堂等），可根据工作特点制定适合本部门（或本
工种）的作息制度，报人事处审核后执行。

3、无故迟到或早退 1 次超过 1 小时者，作旷工半天计算。无故不参加政治
学习、业务学习或其它集体活动的教职工，每一次算旷工 1 天。

二、请假制度
（一）请假类别及批假权限
1、事假
（1）教职工在工作时间遇到特殊情况，必须由本人处理时，可申请事假。
（2）教职工原则上利用寒暑假处理个人事宜，严格控制请事假。一次请事

假一般不超过 7 天，全年累计事假不得超过 20 天。
（3）事假审批权限：5 天（含 5 天）以内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

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批准；6 天至 10 天（含 10 天）的，由各学院(室、所)、
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送人事处审批； 10 天以上的，由
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签署意见后送人事处审核、
报主管校领导审批。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请事假，
经主管校领导批准后，报组织部、人事处备案。

2、病假
（1）因病休病假者，须由主治医生开具病休证明。病休证明须经后勤管理

处卫生科（以下简称卫生科）审核盖章后方可生效。病休时间在 5 天以上的病休
证明须经卫生科科长签字。病假 10 天（含 10 天）以内的，凭审核后的病休证明
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审批；10 天以上的，凭审核后
的病休证明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审核后报人事处审
批。急诊须补办病假手续。

（2）连续病假满 6 个月者，病假人员所在单位须向卫生科提出长病假病情
鉴定。病情鉴定由卫生科科长签字并交病人所在单位签署意见，经人事处审批后
列入长病假。

（3）长病假人员应按卫生科要求定期到卫生科或卫生科指定的特约医院复
查身体，如无正当理由拒不复查，学校将停发其病假工资、停报医疗费并停发其
它福利待遇。

（4）长病假者如需复工，应先向卫生科提出申请，并提供本人近阶段的病
情材料，由校卫生科出具复工鉴定证明，病人所在单位审核后报人事处审批。

3、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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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教职工请休产假、产前假应出具医院休假证明，由各学院(室、所）、
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人事处审批。

（2）产前产后共给假 90 天（顺产），其中产前休假 15 天，难产增加产假
15 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 1 个婴儿增加产假 15 天。寒暑假顺延。

（3）坚持晚婚晚育并在产假期间领取独生子女证者，可增加产假 1 个月。
（4）怀孕 7 个月及以上的女教职工，上班确有困难者，可休产前假 2 个月；

产假期满后因病需要继续休养的，按病假处理。
（5）女教职工怀孕 3 个月内流产，根据医疗单位的证明，给予 20－30 天的

产假；怀孕满 3 个月以上 7 个月以内流产的，产假为 42 天；怀孕满 7 个月以上
流产的，产假为 90 天。

（6）符合晚婚晚育年龄的夫妻，部门工作允许，可给予男方 10 天的护理假，
护理假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人事处
审批。

4、婚假
（1）教职工休婚假凭结婚证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

位负责人审批。
（2）教职工本人结婚给假 3 天。男 25 周岁，女 23 周岁以上结婚为晚婚，

双方均系晚婚者，凭结婚证可增加婚假 10 天。
（3）结婚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如要去外地结婚，可按实际路程，另给予

适当路程假（不含旅行结婚）。
5、丧假
教职工直系亲属（父母、配偶和子女）及公婆、岳父母等死亡的，可给假 3

天。需在外地料理丧事的，可根据路途远近，另给予适当路程假。丧假由各学院
(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审批。

6、探亲假
（1）按国发〔1981〕36 号文《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执行。教

职工探亲应安排在寒暑假，假期时间不足可以顺延补足，否则按事假处理。
（2）出国（境）探亲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3）审批程序。申请探亲假须在探亲前填写《教职工探亲审批表》，经各

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人审核后，报人事处审批。教
职工应在探亲假结束后 10 日内携带有关票据及《教职工探亲审批表》到校人事
处、财务处办理报销手续。

（二）请假手续
1、请假时，请假人必须事先填写《南通大学请假单》，说明请假原因或提

交有关证明。
2、假满后，请假人必须按时到准假处销假；如遇特殊情况须续假，必须按

上述规定办理新的请假手续，否则作旷工论处。
3、未经请假或请假未准而擅自离职者，逾期不归（或补假不准）者及经查

明所提请假理由与事实不符者一律以旷工论处。
4、请假人准假离岗后，其工作任务原则上由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

组织、直属单位自行解决。
5、请假时间，包括请假期间的节假日及寒暑假时间。
三、考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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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要明确一名负责人分管
考勤，并指定专人具体负责并进行统计上报。

（2）考勤人员必须按日如实填写《南通大学考勤表》。考勤时间为上月的
二十六日至当月的二十五日，每月月底前（遇节假日提前）将《南通大学考勤情
况月报表》交人事处。《南通大学考勤表》经分管领导审核签字后由各学院(室、
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自行保存两年以上。

（3）凡逾期不交《南通大学考勤情况月报表》的，扣除分管领导和考勤人
员的当月误餐补贴。

（4）各单位考勤人员必须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不得弄虚作假，如发现隐
瞒事实等情况，视情节轻重追究考勤人员及负责人责任。

四、教职工的假期待遇及有关规定
1、事假待遇
（1）事假 7 天（含 7 天）以内者，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全月请

假的，扣除全额，下同）；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全月请假的，扣除
全额，下同）；校内岗位津贴按校内岗位津贴的有关规定执行（下同）。

（2）事假 7 天以上者，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扣除当月同城待遇。
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

2、病假待遇
（1）病假在两个月以内的，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连续病假超过

一个月的，扣除当月同城待遇；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
（2）病假超过两个月不满六个月的，从第三个月起按下列标准执行：
①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职务工资按 10％扣除；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

扣除；职岗津贴按 10％扣除；连续病假超过一个月的，扣除当月同城待遇；误
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

②工作年限满十年的，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连续病假超过一个
月的，扣除当月同城待遇；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

（3）病假超过六个月的，从第七个月起按照下列标准执行：
①工作年限不满十年的，职务工资按 30％扣除；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

扣除；职岗津贴按 30％扣除；连续病假超过一个月的，扣除当月同城待遇；误
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全额扣除交通补贴、领导职务津贴、通讯补贴。

②工作年限满十年不满二十年的，职务工资按 20％扣除；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职岗津贴按 20％扣除；连续病假超过一个月的，扣除当月同城
待遇；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全额扣除交通补贴、领导职务津贴、通
讯补贴。

③工作年限满二十年及以上的，职务工资按 10％扣除；本人津贴工资 1 按
每天 3%扣除；职岗津贴按 10％扣除；连续病假超过一个月的，扣除当月同城待
遇；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全额扣除交通补贴、领导职务津贴、通讯
补贴。

（4）新参加工作人员的病假工资，以试用期、见习期的工资标准为基数，分
别按上述规定扣除，其病假时间不能计算为见习期。

（5）获得由人事部与国务院工作部门联合授予的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称
号和获得国家、省授予的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省级劳模，仍保持荣誉的，病假
期间工资全额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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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职工在病休期间不能从事第二职业，一经发现立即停发其病假工资、
停报医疗费以及停止享受一切福利待遇，直至作为自动离职处理。凡是以不正当
手段骗取病假而从事第二职业者，学校将给予严肃处理，直至开除。对于徇情虚
开病假证明而造成恶劣影响的医务人员，学校将给予严肃处理。

（7）列入长病假的人员，长病假期间不计工龄。
（8）对于精神病患者，病假期间的工资处理可酌情放宽。
3、产假待遇
（1）女职工在正常产假期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其余工资全额

发放。男职工在正常护理假期的工资全额发放。
（2）产前假休假期间，本人津贴工资 1 按每天 3%扣除；误餐补贴按每天 6

元的标准扣除。
（3）无计划生产者，休假期间工资及有关补贴停发。
4、婚丧假、探亲假待遇
（1）教职工在批准的婚丧假期内，工资照发，路程费等自理。
（2）教职工在批准的探亲假期内，工资照发。
（3）探望配偶或未婚教职工探望父母，每年享受 1 次，全额报销往返路费。

已婚职工探望父母的往返路费在本人月基本工资（职务工资、津贴工资、基础津
贴、职岗津贴之和）30％以内的由本人自理，超过部分由学校承担。

5、教职工旷工的处理
（1）旷工 1 天以内的，全额扣除当月津贴工资 1、同城待遇、误餐补贴。
（2）旷工 1 天以上的，停发当月工资及有关补贴。
五、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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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校内岗位业绩津贴改革方案（暂行）通大〔2005〕105 号

为了进一步深化学校人事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学科建设水平、人才培养质量
和办学效益的提高，逐步建立适应改革要求、适合学校实际的校内岗位业绩津贴
分配制度和运行机制，特制定本暂行方案。

一、指导思想
围绕学校办学思想，结合学校实际状况，在对全员定编、定岗、定责、考核

的基础上，通过实施校内岗位业绩津贴制度，建立效率优先、注重公平、责酬一
致的分配机制，营造相应的制度环境，调动和发挥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吸引
高层次人才和稳定骨干教师队伍，促进学科建设，提升办学层次，提高办学水平
和效益。

二、实施原则
1.体现以人为本的理念，向教学、科研一线和工作中卓有成效人员倾斜，充

分调动广大教职工，特别是学科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教学、科研、管理骨干的
积极性，建设高水平的教师队伍、精干高效的管理和辅助人员队伍。

2.体现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原则，建立按劳取酬、优绩优酬、责酬一致的
分配激励机制。

3.体现岗位聘任与考核的作用，坚持按需设岗，择优聘任，注重岗位聘任的
过程管理与考核。

4.体现从现实状况向理想目标协调过渡的思路，充分发挥政策导向作用，加
快教育资源的整合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5.体现二级管理的思想，校、院两级分层次进行各类人员的定岗、考核和分
配。

三、实施范围与对象
实施范围：学院（室、所）、党政管理部门、群团组织和部分直属单位。
实施对象：上述实施范围内的事业编制在岗人员。
四、津贴构成
校内岗位业绩津贴由岗位津贴和业绩津贴两部分组成, 其中岗位津贴占

70%，业绩津贴占 30%。
校内岗位业绩津贴标准由岗位性质、聘任条件以及考核当年完成工作任务的

情况综合确定。
五、实施步骤
（一）定编
根据高等学校人员编制的总体要求，结合学校实际，全校分教师、党政管理、

教育教学辅助、专职科研等四个系列分类定编。
各学院教学人员编制由全年学院的在校学生数和承担的全部教学任务情况

而定；实验技术辅助人员编制由实际承担实验总课时数及参与实验室管理的工作
量等因素而定。

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的党政管理人员、教育教学
辅助人员编制以学校已核定的编制数为准。

专职科研机构人员编制由其承担的项目经费、教学任务及发展目标等因素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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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定岗
1.教学、科研岗位
教学、科研岗位共分十二个级档定岗。根据专业技术职务和前五年业绩以及

考核当年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确定人员的相应岗位和级档。此外，学校为院士、
特聘教授、杰出人才等专门设立相应的工作岗位。

2.党政管理岗位
党政管理岗位共分十四个级档定岗。根据党政管理职务、职级以及考核当年

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确定人员的相应岗位及级档。
3.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岗位
其它专业技术人员岗位共分十二个级档定岗。根据专业技术职务和前五年业

绩以及考核当年履行岗位职责情况，确定相应的岗位及级档。
4.工人岗位
工人岗位共分十二个级档定岗。根据工人技术等级以及考核当年履行岗位职

责情况等确定相应的岗位及级档。
（三）定责
根据岗位不同的性质、重要性程度制定相应的岗位职责。
（四）考核
对党政管理岗位中处级及以上岗位人员的考核由学校负责，对其它人员的考

核由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等负责。学校对学
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组织的考核提出指导意见，并实行督
查制度。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制定具体的考核方案。

（五）分配
1.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岗，学校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发

至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其他岗位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
发至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

党政管理岗位，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发至人员所在的学院
（室、所）、部门、群团组织和直属单位。担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者，进入厅级一
档；担任副厅级领导职务者，进入厅级二档。担任正处级领导职务者，进入处级
一档；担任正处级非领导职务并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者，或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
并主持工作者，进入处级二档；担任副处级领导职务者，或担任正处级非领导职
务者，进入处级三档；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并担任正科级领导职务者，进入处
级四档；担任副处级非领导职务者，进入处级五档。担任正科级领导职务者，进
入科级一档；担任正科级非领导职务并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者，或担任副科级领
导职务并主持工作者，进入科级二档；担任副科级领导职务者，或担任正科级非
领导职务者，进入科级三档；担任副科级非领导职务者，进入科级四档。见习期
人员进入科办事员起始档。

其它专业技术岗位中的正高岗，学校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发
至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和直属单位；其他岗位按实际在
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发至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
和直属单位。

工人岗位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发至人员所在的学院（室、
所）、部门、群团组织和直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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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关于各类受批评、处分人员的岗位业绩津贴
（1）受学校通报批评者，扣发其三个月岗位业绩津贴。
（2）受行政记过、党内警告处分者，扣发其六个月的岗位业绩津贴。
（3）受行政记大过、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及其以上的人员，扣发其九个月的

岗位业绩津贴。
（4）被公安机关拘留者或被司法部门批准逮捕的人员，扣发其全年岗位业

绩津贴。
9.关于旷工人员的岗位业绩津贴
旷工一天以内者扣发半个月的岗位业绩津贴；旷工一天以上者扣发当月的岗

位业绩津贴；累计旷工一周者扣发三个月的岗位业绩津贴；累计旷工二周者，扣
发一年的岗位业绩津贴。

10.未经单位批准擅自离岗者，从离岗之月起停发其岗位业绩津贴。
11.经批准调离学校、辞职、解聘的人员，从批准之下月起停发岗位业绩津

贴。
12.经学校批准的产前假休假期间及法定产假休满后，因特殊困难，在经学

校批准的休假期间停发岗位业绩津贴。
13.达到退休年龄的人员，从批准退休之日的次月起停发岗位业绩津贴。
14.人员因工作需要岗位在年度中发生变化时，岗位业绩津贴分段计算。
15.学校事业编制在附属医院工作的人员，其岗位业绩津贴根据附属医院的

相关政策执行。
16.教研室、实验中心（实验室）正、副主任及其它业务机构负责人，党支

部书记，民主党派基层负责人，学生班主任的专项津贴发放政策另行制订。
17.根据《南通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学校对考核当年取得教学、

科研成果的集体或个人给予额外奖励。
八、本暂行方案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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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学、科研岗位教授岗聘任条件（暂行）通大人〔2005〕

57 号

一、教学为主型教授岗位
（一）教授突出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为教授职务；目前为专业建设主持人或课程建设主持人。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及以上编制教学工作量，当年教学考核优秀。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6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9 篇及以上，其中有 2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的
权威期刊（至少有 1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
三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
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三名），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级重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五名）。目前正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国家级
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三名），或主要参加国家级重大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五
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15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50 万元
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2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8 万元及以上。

（二）教授一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及以上编制教学工作量，当年教学考核优秀。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5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7 篇及以上，其中有 1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的
权威期刊上发表。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

三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主持人）。
5.前五年主持完成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

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目前正主持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8 万元
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1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
项目经费 4 万元及以上。

（三）教授二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及以上编制教学工作量，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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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3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5 篇及以上。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七名，省部级前

五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前三名），或市厅级二等奖 1 项（前二名），或
市厅级三等奖 1 项（主持人）。

5.前五年主持完成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
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目前正主持市厅
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
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3 万元及以上（或
横向项目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0.5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
费 2 万元及以上）。

（四）教授三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编制教学工作量及以上，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公开发表论

文：自然科学 3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5 篇及以上。
4.前五年主持完成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市厅级

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七名，省部级前五名，市厅级前二名）；目
前正主持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项
目 1 项（国家级前七名，省部级前五名）。

二、教学科研型教授岗位
（一）教授突出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为教授职务；目前为专业建设主持人或课程建设主持人，或省级重

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或博士点、硕士点学科的学科带头人。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编制教学工作量的 70%及以上，当年教学考核优秀。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8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12 篇及以上，其中有 3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
的权威期刊（至少有 2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
省部级前三名），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三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或主要参加并
完成国家级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前二名），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级重
大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前三名）。目前正主持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
学研究）项目，或主要参加国家级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前二名），或主
要参加国家级重大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前三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
自然科学 15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2 万元
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8 万元及以上。

（二）教授一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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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编制教学工作量的 70%及以上，当年教学考核优秀。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6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9 篇及以上，其中有 2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的
权威期刊（至少有 1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

省部级前三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主持人）；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三
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
目（国家级前三名，省部级前二名）。目前正主持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
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级前三名，省部级前二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
自然科学 8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3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1 万元
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4 万元及以上。

（三）教授二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编制教学工作量的 70%及以上，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4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6 篇及以上，其中有 1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的
权威期刊上发表。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七名，

省部级前五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前三名），或市厅级二等奖 1 项（前二
名），或市厅级三等奖励 1 项（主持人），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五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
目（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目前正主持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
研究）项目，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国家级前五
名，省部级前三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3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
目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0.5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2 万元
及以上。

（四）教授三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门及以上全日制普通高等教育课程的主讲任务，平均每

年完成一个编制教学工作量的 70%及以上，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公开发表论

文：自然科学 3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5 篇及以上，其中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
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自然科学 1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
科学 2 篇及以上。

4.前五年主要参加并完成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
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市厅级前二名）。目前正主要参加市厅级及以上教



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二名），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
学研究）项目（国家级前七名，省部级前五名）。

三、科研为主型教授岗位
（一）教授突出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为教授职务；目前为省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或博士点、硕士点

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已被遴选为研究生导师，目前在指导研究生。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当年教学考核优秀。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10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15 篇及以上；其中有 5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
的权威期刊（至少有 3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
三名）；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三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
级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二名），或主要参加并完成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三名）。目前正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要参加国家级
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二名），或主要参加国家级重大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前三
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20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80 万元
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3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10 万元及以上。

（二）教授一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为教授职务；目前为省级重点实验室或工程中心或博士点、硕士点

学科的学科带头人。已被遴选为研究生导师，目前在指导研究生。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8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12 篇及以上；其中有 3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
的权威期刊（至少有 2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

三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主持人）；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三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

级前三名，省部级前二名）。目前正主持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三名，省部级前二名）。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15 万
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50 万元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2 万元及以上，或横
向项目经费 8 万元及以上。

（三）教授二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6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9 篇及以上；其中有 2 篇及以上在校认定的
权威期刊（至少有 1 篇为一级权威期刊）上发表。

同时，须具备下述 4、5 条中的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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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七名，省部级前
五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前三名），或市厅级二等奖 1 项（前二名），或
市厅级三等奖励 1 项（主持人），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五名）。

5.前五年主持完成或主要参加并完成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
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目前正主持市厅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或主
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当年
在研项目总经费：自然科学 5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15 万元及以上；哲
学社会科学 1 万元及以上，或横向项目经费 4 万元及以上。

（四）教授三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1.已评聘教授职务。
2.前五年每年承担一定的教学任务，当年教学考核良好。
3.前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

自然科学 4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6 篇及以上，其中在校认定的核心刊物上独
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自然科学 2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3 篇及以上。

4.前五年主要参加并完成市厅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五名，
省部级前三名，市厅级前二名）。目前正主持市厅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
或主要参加省部级及以上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国家级前五名，省部级前三名）。

注：
1.对于撰写并在中央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15 万字及以上）1

部，或合著 2 部（有 1 部及以上为第一作者，本人撰写总计 15 万字及以上），
或主编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15 万字及以上）可抵算 2 篇在校认定的核
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

2.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系指在研项目的校外项目到账经费，不包括已完成项
目的结转经费。

3.已评聘教授职务包含已评聘科学研究系列的研究员职务。
四、本聘任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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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岗聘任条件（暂行）通大



（二）具有系统的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能较好地履行职责，爱
岗敬业，在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前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公开发
表论文：自然科学 3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5 篇及以上，其中在校认定的核心
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自然科学 1 篇及以上、哲学
社会科学 2 篇及以上。

同时，须具备下述（四）、（五）条中的一条：
（四）前五年获得省部级三等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 1 项（国家级前七

名，省部级前五名），或市厅级一等奖 1 项（前五名），或市厅级二等奖 1 项（前
三名），或市厅级三等奖 1 项（前二名），或获得发明专利 1 项（前五名）。

（五）前五年参加并完成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市
厅级前二名）。目前正主要参加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市
厅级前二名）。

四、正高三档
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评聘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二）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理论知识，能履行职责，完成工作任务。
（三）前五年在省级及以上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通讯作者）公开发

表论文：自然科学 3 篇及以上、哲学社会科学 5 篇及以上。
（四）前五年主持完成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或参加

并完成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市厅级前三名）。目前正
主持校级及以上教学研究（科学研究）项目 1 项，或参加市厅级及以上教学研究
（科学研究）项目 1 项（市厅级前三名）。

注：
1.对于撰写并在中央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个人学术专著（15 万字及以上）1

部，或合著 2 部（有 1 部及以上为第一作者，本人撰写总计 15 万字及以上），
或主编全国通用教材 1 部（本人撰写 15 万字及以上）可抵算 2 篇在校认定的核
心刊物上独立或作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

2.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系指在研项目的校外项目到账经费，不包括已完成项
目的结转经费。

3.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岗系指除高校教师教授和自然科学研究员以外的
其他正高级专业技术岗位。

五、本聘任条件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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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学院（室、所）、部门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的指

导意见通大人〔2005〕60 号

校内岗位业绩津贴制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
岗、其它专业技术岗位中的正高岗和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岗位人员的聘
任由学校负责,其它岗位人员的聘任由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
组织、直属单位负责；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人员的考核由学校负责，其
它岗位人员的考核由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
责，学校对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组织的考核提出指导意
见，并实行督查制度。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应根据本
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特点，制定具体的聘任条件和考核方案。

学校将岗位业绩津贴整体核拨给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
属单位，其中，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岗，学校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
标准核拨；党政管理岗位，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拨；其它专业技
术岗位中的正高岗，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拨；其他岗位按实际在
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拨。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
位要成立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工作小组，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
（含缺编费）内，坚持以岗位聘任条件、岗位职责和考核结果为依据，贯彻“按
劳取酬、优绩优酬、责酬一致”的原则，统筹制定考核分配方案。考核分配方案
要做到公开、民主、透明，在本单位公示后报学校审批备案。

在考核发放岗位业绩津贴时，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
在相应标准的 80%及以上，全额发放套档标准的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
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在相应标准的 50%及以上，不足 80%，按套档标准下调一
档发放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不足相应标准的
50%，不发岗位津贴。

教学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教学工作
量由所在学院（室、所）考核发放；科研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
考核当年完成科研情况由所在学院（室、所）考核发放；其它岗位各级档中的业
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工作任务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由所在
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考核发放。

教师超额完成的教学工作量酬金，以及外聘、返聘教师的讲课酬金，由各
学院（室、所）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含缺编费）中支付，教学超工
作量酬金的发放标准由学院（室、所）确定。2005 年，学院（室、所）缺编数
在部门总编制数 1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编制
数 10%以上、2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80%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编
制数 20%以上、3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60%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
编制数 30%以上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50%核拨。缺编费标准由学校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

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要在学校制定的副教授岗
位二档（平均档）、讲师岗位二档（平均档）和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二档（平
均档）、中职岗位二档（平均档）聘任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本学院（室、所）、

400



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副教授岗位（一至三档）、讲师岗位（一至三档）和
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一至三档）、中职岗位（一至三档）的聘任条件。同时，
应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根据助教、初职人员及工人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
任务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级档的聘任条件。对于未能达到学校制定的聘任条件者，



南通大学 2008 年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实施办法通大人

〔2008〕23 号

为进一步完善校内岗位业绩津贴改革方案，明确校、院（系、室、所）、部
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两级分配职能，规范管理行为，充分发挥校内岗位业绩
津贴的政策导向作用，做好 2008 年校内岗位业绩津贴的考核分配工作，特制定
本实施办法。

一、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的政策说明
2008 年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工作，依据《南通大学校内岗位业绩津

贴改革方案（暂行）》及其配套政策进行，在定编、定岗、定责、考核等四个环
节的基础上组织实施。

（一）2008 年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依据的文件
1．《南通大学校内岗位业绩津贴改革方案（暂行）》（通大〔2005〕105

号）
2．《南通大学教学、科研岗位教授岗聘任条件（暂行）》（通大人〔2005〕

57 号）
3．《南通大学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正高岗聘任条件（暂行）》（通大人〔2005〕

58 号）
4．《南通大学教学、科研成果奖励办法（暂行）》（通大〔2005〕107 号）
5．《关于公布南通大学“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目录的通知》（通大

〔2005〕108 号）
6．《南通大学专项津贴发放办法（暂行）》（通大人〔2006〕1 号）
（二）教授岗(正高岗)的套档说明
2008 年教授岗（正高岗）突出档、一档的套档由个人申报、学院（系、室、

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初审、学校考核小组审核、公示后确定，其余
级档均由个人申报、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审核、公
示后确定。

1．在 2008 年教授岗(正高岗)套档时，当年在研项目总经费不作要求。
2．2008 年套教学为主型教授岗时，其教学成果奖可用其它同级别科研成果

奖来替代，主持教学研究项目可用其它同级别科学研究项目来替代。
（三）专业技术人员的级档上浮政策
1．在根据教授岗（正高岗）岗位聘任条件对人员进行套档的基础上，对满

足下列条件之一的教授岗（正高岗）实行上浮一档（达到突出档后不再上浮）。
（1）当年立项的国家级项目第一主持人。
（2）横向项目当年实际可使用经费 50 万元以上的。
（3）当年的国家级奖励主要完成人（前五名）或省部级奖励一等奖（前三

名）或省部级奖励二等奖（前二名）或省部级奖励三等奖（第一完成人）。国家
级奖励和省部级奖励的奖项见附件一。

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应根据学校关于校内岗位
业绩津贴考核分配的指导意见，在按照各自的聘任条件对副教授岗（副高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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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岗（中职岗）、助教岗（初级岗）的人员进行套档的基础上，对单项条件突
出的专业技术人员制定相应的政策，实行级档上浮。

（四）教学、科研岗位的教学考核要求
除教授岗聘任条件要求的教学考核要求以外，各学院须将教学考核要求纳入



6．岗位与专业技术职务不一致的，在申报套档时一律以专业技术职务的系
列为准。

7．“双肩挑”人员如选择教学、科研岗位，相应的学院（系、室、所）应
及时做好考核工作。

8．因三校合并，干部保留职级或任非领导职务的人员，2008 年学校仍然按
原任职务和新任职务相应级档的中间值作为该人员的套档。

9．2005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硕士学位未参评讲师并享受讲师待遇的人员及
2005 年 1 月 1 日前取得博士学位未参评副教授并享受副教授待遇的人员，2008
年学校仍然分别按讲师三档、副教授三档的标准划拨校内岗位业绩津贴。各学院
（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按照要求进行考核，考核达到要求
后按此标准发放。

10．对于校内工人技师，2008 年学校仍按工人技师最低档（三档）划拨校
内岗位业绩津贴。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组织按照要
求进行考核，考核达到要求后按此标准发放。

二、2008 年关于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校内岗
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的指导意见

（一）校内岗位业绩津贴制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教学、科研岗位中的
教授岗、其它专业技术岗位中的正高岗和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岗位人员
的聘任由学校负责,其它岗位人员的聘任由人员所在的学院（系、室、所）、部
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

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人员的考核由学校负责，其它岗位人员的考核
由人员所在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

学校对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组织的聘任和考核
提出指导意见，并实行督查制度。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
属单位须根据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和特点，制定具体的聘任条件和考核方案。

（二）学校将岗位业绩津贴整体核拨给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
组织、直属单位。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岗、党政管理岗位、其它专业技术岗
位中的正高岗，学校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拨；其他岗位按实际在
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拨。

（三）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须成立校内岗位
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工作小组，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含缺编费）内，
坚持以岗位聘任条件、岗位职责和考核结果为依据，贯彻“按劳取酬、优绩优酬、
责酬一致”的原则，统筹制定考核分配方案。考核分配方案要做到公开、民主、
透明，在本单位公示后报学校审批备案。

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要在学校制定的副教授
岗位二档（平均档）、讲师岗位二档（平均档）和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二档（平
均档）、中职岗位二档（平均档）（见附件三）聘任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本
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副教授岗位（一至三档）、讲
师岗位（一至三档）和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一至三档）、中职岗位（一至三
档）的聘任条件。同时，应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根据助教、初职人员及工人
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任务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级档的聘任条件。其中，学院
（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制定的二档（平均档）标准及条件
不得低于学校制定的二档（平均档）的标准和条件，对于未能达到学校制定的聘
任条件者，不能享受二档（平均档）及其以上岗位业绩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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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岗位聘任条件，对于未能达到相应岗位最低档条件的人员，2008 年仍
以最低档定岗。

（四）校内岗位业绩津贴由岗位津贴和业绩津贴两部分组成,其中岗位津贴
占 70%，业绩津贴占 30%。在考核发放时，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
业绩分（见附件二）在相应标准（见附件四、五）80%及以上，全额发放套档标
准的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在相应标准的 50%及
以上，不足 80%，按套档标准下调一档发放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
学工作量、业绩分不足相应标准的 50%，不发岗位津贴。

教学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
由所在学院（系、室、所）考核发放。学院（系、室、所）应根据学科（专业）
的特点，科学合理地制定和完善本学院（系、室、所）的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并根据学校下达的教学编制总数，确定人均教学工作量。

人均教学工作量＝总教学工作量/教学编制总数
其中，外聘、返聘教师的教学工作量、研究生教学与指导工作量均须纳入工

作量计算基数。对达到人均教学工作量的人员，全额发放业绩津贴；对未达到人
均教学工作量的人员，须严格按实际完成的教学工作量占人均教学工作量的比例
发放业绩津贴。

科研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科研情况由所在
学院（系、室、所）考核发放。

其它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工作任务和
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由所在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考
核发放。

（五）教师实际完成的教学工作量超出人均教学工作量的部分应发放超工作
量酬金。超工作量酬金以及外聘、返聘教师的兼课酬金，由各学院在学校核拨的
岗位业绩津贴和教学缺编费总额中支付。超工作量酬金、外聘、返聘教师的讲课
酬金的单价标准由学院（系、室、所）根据以下公式确定:（未达到人均教学工
作量的人员扣发的业绩津贴＋教学缺编费）/〔（教学编制总数－实有教学人数）
×人均教学工作量〕×职务岗位系数

（六）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在学校核拨的岗
位业绩津贴总额（含缺编费）内考核分配后，多余的部分，结转来年使用。

三、关于学院科研编制问题
详见附件六。
四、实施步骤和时间安排

日 期 主 要 内 容

12 月 31 日上午 星期三上午
学校召开会议，部署 2008 年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

配工作

12 月 31 日下午 星期三下午

各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成立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工作小组（5 人以上），
并将考核分配工作小组人员组成名单交人事处劳资科。
同时组织学习文件，酝酿制定具体的考核分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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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日～5 日 星期四～星期一

1．教授（正高）个人申报岗位档级、部门和学校审核。
其中，教授岗（正高岗）突出档、一档的套档由个人申
报、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
初审、学校考核小组审核、公示后确定，其余级档均由
个人申报、学院（系、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
属单位审核、公示后确定。

2．“双肩挑”人员填写《南通大学“双肩挑”人员岗
位业绩津贴系列选择汇总表》，部后选择的岗位、级档



南通大学专项津贴发放办法（暂行）通大人〔2006〕1 号

一、专项津贴标准
1.教研室、研究室、实验室（实验中心）主任 60 元/月；
2.教研室、研究室、实验室（实验中心）副主任 40 元/月；
3.直属单位业务机构负责人（正职）50 元/月；
4.直属单位业务机构负责人（副职）30 元/月；
5.班主任每个班 60 元／月；
6.党支部书记 40 元／月；
7.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主要负责人 50 元／月。
二、考核发放办法
1.以上专项津贴全年按 12 个月计算。
2.学校根据各学院（室、所）人员职数、班级数及相应标准将教研室、实验

室（实验中心）主任、副主任及班主任的专项津贴总额核拨给各学院（室、所）。
3.学校根据各直属单位业务机构负责人职数及相应标准将业务机构负责人

的专项津贴总额核拨给各直属单位。
4.学校根据支部负责人职数及相应标准将党支部书记的专项津贴总额核拨

给各党总支及机关党委。
5.学校根据民主党派基层负责人职数及相应标准将民主党派主要负责人的

专项津贴总额核拨给统战部。
6.各学院（室、所）、直属单位，各党总支、机关党委及统战部可根据人员

履行岗位职责，结合工作业绩等情况，综合考核发放相应的专项津贴。
7.凡享受领导职务津贴的人员，同时又任上述职务（班主任除外）或身兼多

职的，按照就高原则享受，不重复享受。
三、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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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关于教职工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暂行规定通大人〔2005〕

21 号

根据国家及江苏省有关规定，为进一步做好遗属生活困难补助的管理工作，
现将有关事项规定如下：

一、补助原则
（一）本校教职工（含离退休人员）死亡以后，遗属生活有困难的，根据“困

难大的多补助、困难小的少补助、不困难的不补助”的原则，给于定期或临时补
助。

（二）死者遗属为孤寡一人（指无配偶、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直系亲属）
或死者为因公死亡的，遗属补助标准可以适当提高。

（三）遗属原由死者与其他亲属共同供养的，本着均有供养义务的原则，根
据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处理。

（四）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按应享受遗属补助的人数和标准计算，参加 1993
年工资制度改革的，原则上不得超过死者生前国家规定的基本工资总额，或以此
为基数计发的退休费总额。未参加 1993 年工资制度改革的，如死者原工资相对
较低，其遗属生活困难补助总额则可以不超过本地以城镇职工生活困难补助标准
计发的家庭生活费收入总额。

二、补助对象
主要是指死者生前供养的下列亲属：
（一）父（包括抚养死者长大的抚养人）、夫年满六十岁（指周岁，下同），

或虽未满六十岁，但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二）母（包括抚养死者长大的抚养人）、妻年满五十岁，或虽未满五十岁，

但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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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遗属在享受定期补助以后，如遇有特殊困难，可以酌情给予临时补助。
（二）遗属生活困难补助，一年审核一次。每年的十二月份，遗属须凭户口

所在地派出所户籍证明(年满十八岁尚在学校学习的遗属还须所在学校出具学籍
证明)到人事处办理审核手续。不及时办理审核手续的，从次年起停发遗属生活
困难补助。

（三）死者原在学校学习的年满 18 周岁的子女、弟妹毕业、离校后，无论
就业与否，均不得享受遗属生活困难补助。

（四）享受补助的遗属就业或者死亡，减发或者停发其生活困难补助。
（五）死者的父母、配偶因未到规定年龄，不能享受生活困难补助的，一旦

到龄可按规定给予生活困难补助。
六、本规定由人事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409



南通大学教师评学工作暂行规定通大处教[2006]102 号

教师评学是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加强师生交流，促
进学风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为保证教师评学工作正常有序地
开展，特制定本规定：

一、教师评学的范围
全体全日制本专科学生。
二、评学工作的组织
1.教师评学工作由教务处组织实施，负责拟定教师评学通知，对评学工作作

出统一安排。
2.各学院对本学院教师进行评学工作动员，落实专人负责，具体组织本学院

教师的评学工作。
三、评学工作的程序与要求
1.教师评学工作每学期开展一次。
2.教师评学在课程结束前进行，一般安排在第十五、十六周。
3.教师应认真填写《南通大学任课教师评学调查表》，每个教学班级填写一

份。
4.跨学院授课教师的评学调查表由教师所在学院集中转交授课学生所在学

院。
5.各学院对涉及本学院学生的教师评学调查表进行统计汇总和分析，并在第

十七周前将汇总表和分析报告以及电子文档报送至教务处教学研究科。
6.教务处对教师的评学结果进行全面的汇总统计和分析，同时反馈给各学院

及相关部门。
四、教师评学结果将作为学校学风建设的重要参考依据，学校各部门和教师

务必高度重视，将教师评学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做。
五、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试行。

二○○六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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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暂行规定通大教〔2007〕169

号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
高[2001]4 号）和《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教高[2007]2 号）等文件精神，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教学工作，推动教授、
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特制定本规定。

一、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学校加强本科教学工作的一项长期的重要
制度。

二、教授、副教授每学年必须为本科生讲授至少一门课程。学校提倡教授、
副教授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或专业基础课，同时鼓励为本科生开设选修课、专题
讲座等。

三、各学院（系）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应确保教授、副教授的授课任务，合
理安排教学时间。

四、在党政管理及其它岗位具有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每学年也
应至少承担一门本科课程的教学任务。

五、确有特殊原因（如公派出国访问、脱产进修或生病等）而无法为本科生
授课者，须事先向所在学院（系）提出书面申请，经所在学院（系）签署意见报
教务处、人事处审核批准。

六、每学期结束前，各学院（系）要认真填写《南通大学教授、副教授为本
科生授课情况统计表》，将在本学院（系）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的教授、副教授
授课情况报教务处、人事处备案。

七、教授、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情况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依据之一。对无特
殊理由且未经学校批准而未承担本科生授课任务者，所在年度的年度考核等级不
得定为称职及以上。对连续两学年无特殊理由且未经学校批准而未承担本科生授
课任务者，学校将解聘其相应的专业技术职务。

八、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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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课程进修管理暂行规定通大教〔2007〕72 号

选派教师外出进修课程，有针对性地学习、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务处、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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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的指导意见通大人（2008）23 号

校内岗位业绩津贴制度,实行校、院两级管理。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岗、
其它专业技术岗位中的正高岗和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岗位人员的聘任
由学校负责,其它岗位人员的聘任由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
织、直属单位负责；党政管理岗位中的处级及以上人员的考核由学校负责，其它
岗位人员的考核由人员所在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负责，
学校对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组织的考核提出指导意见，
并实行督查制度。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应根据本部门
的工作任务和特点，制定具体的聘任条件和考核方案。

学校将岗位业绩津贴整体核拨给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
属单位，其中，教学、科研岗位中的教授岗，学校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
标准核拨；党政管理岗位，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拨；其它专业技
术岗位中的正高岗，按实际在岗人数和相应的套档标准核拨；其他岗位按实际在
岗人数和相应的平均档标准核拨。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
位要成立校内岗位业绩津贴考核分配工作小组，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
（含缺编费）内，坚持以岗位聘任条件、岗位职责和考核结果为依据，贯彻“按
劳取酬、优绩优酬、责酬一致”的原则，统筹制定考核分配方案。考核分配方案
要做到公开、民主、透明，在本单位公示后报学校审批备案。

在考核发放岗位业绩津贴时，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
在相应标准的 80%及以上，全额发放套档标准的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
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在相应标准的 50%及以上，不足 80%，按套档标准下调一
档发放岗位津贴；若人员考核当年完成的教学工作量、业绩分不足相应标准的
50%，不发岗位津贴。

教学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教学工作量
由所在学院（室、所）考核发放；科研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
核当年完成科研情况由所在学院（室、所）考核发放；其它岗位各级档中的业绩
津贴主要根据人员考核当年实际完成工作任务和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由所在学
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考核发放。

教师超额完成的教学工作量酬金，以及外聘、返聘教师的讲课酬金，由各
学院（室、所）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含缺编费）中支付，教学超工
作量酬金的发放标准由学院（室、所）确定。2005 年，学院（室、所）缺编数
在部门总编制数 1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编制
数 10%以上、2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80%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编
制数 20%以上、30%以内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60%核拨；缺编数在部门总
编制数 30%以上的部分，学校按缺编费标准的 50%核拨。缺编费标准由学校根据
实际情况决定。

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要在学校制定的副教授岗
位二档（平均档）、讲师岗位二档（平均档）和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二档（平
均档）、中职岗位二档（平均档）聘任条件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本学院（室、所）、
部门、群团组织、直属单位副教授岗位（一至三档）、讲师岗位（一至三档）和
其它专业技术副高岗位（一至三档）、中职岗位（一至三档）的聘任条件。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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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结合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根据助教、初职人员及工人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工作
任务情况，分别制定相应级档的聘任条件。对于未能达到学校制定的聘任条件者，
不能享受平均档及其以上岗位业绩津贴。各学院（室、所）、部门、群团组织、
直属单位在学校核拨的岗位业绩津贴总额（含缺编费）内考核分配后，若有多余，
则多余津贴退回学校。

对照岗位聘任条件，对于未能达到相应职称（职务）最低档条件的人员，
2005 年以最低档定岗。

本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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