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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航  空  航  天  大  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 /集成电路学院文件  
 

 

院教字〔2022〕2 号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关于印发《教学工作量考核办法（2022 版）》

的通知 
 

各系、所、办、中心： 

为了加强我院教学工作的管理，推动教学工作量的合理分配，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科研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校人

字〔2014〕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修订本考核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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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经学院 2022 年第八次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

遵照执行。 

附件：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教学工作量考核办法

（2022 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2022 年 5 月 18 日 

 

 

 

 

 

 

（联系人：陈未央  联系电话：025-84892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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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 

教学工作量考核办法（2022 版） 

为了加强我院教学工作的管理，推动教学工作量的合理分配，

按照《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科研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校人

字〔2014〕4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考核办

法。 

一、 考核对象 

    教学为主岗（以下简称教学岗）、教学科研岗、教学科研岗

（专项）、实验技术岗。 

二、 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 

1. 额定工作量：120 分； 

2. 教学岗/教学科研岗正高级职称课程教学学时数不低于 48

学时；副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课程教学学时数不低于 60 学时； 

3. 教学岗/教学科研岗教师需独立承担一门本科生理论课程

教学或承担本科生理论课程教学授课总学时≥32 学时； 

4. 指导本科生毕设数≥2。 

5.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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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教学学时数=理论教学学时数×1+（实验教学学时数+课

程设计折合学时数）×0.5。 

企业课程：在 1 中按理论课程计算工作量；在 2 中作为课程

教学学时数折半；在 3 中不算做理论课程教学。 

示例： 

A.本科课程一门 32 学时标准班量（35 人）工作量 32 分；B.本科毕设指导一名学生工作量为 12 分；

C.本科科创项目指导工作量（校级 6 分，省级 9 分，国家级 12 分）；D.本科生导师班主任工作量为

8 分（每年有 46 名老师担任班主任）；E.研究生课程一门 32 学时（5-15 人）工作量为 32 分；F.达

到额定工作量 120 分，相当于承担本科生课程及研究生课程各一门，指导 5 个本科生毕设。 

三、本科生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 

本科生教学总工作量包括以下三项： 

1. 理论教学 

2. 实践教学 

3. 学习指导 

具体核算办法如下： 

教学总工作量𝑇c为理论教学工作量𝑇t、实践教学工作量𝑇p、

学习指导工作量𝑇o及其他教学工作量𝑇m之和，即： 

𝑇c = 𝑇t + 𝑇p + 𝑇o+𝑇m 

1. 理论教学 

𝑇t = 𝐻t × 𝐶t × ∏ 𝑀i
13
i=1  



—5— 

 

其中，𝐻t为课程理论教学时数，𝐶t为合班系数，𝑀i为课程属

性系数。 

表 1.1  合班系数𝑪𝐭 

序号 学生人数 N Ct 备注 

1 N ≤ E 1 E = 35（标准班当量） 

2 E < 𝑁 ≤ 3𝐸 1 + (
𝑁

𝐸
− 1) × 𝑒1 𝑒1 = 0.2（中班系数） 

3 3E < 𝑁 ≤ 5𝐸 1 + 2 × 𝑒1 + (
𝑁

𝐸
− 3) × 𝑒2 𝑒2 = 0.1（大班系数） 

4 5E < 𝑁 1 + 2 × 𝑒1+2 × 𝑒2  

表 1.2  课程属性系数𝑀i 

序号 Mi 课程属性 系数值 备注 

1 M4 培优班单设课程 1.3 国教院本科留学生课程，系

数值为 2，除培优班单设课

程、双语课程、新开设课程、

国教院本科留学生课程以外

的所有课程，系数值均为 1。 

2 M6 双语课程 1.2 

3 M9 新开设课程 1.1 

2. 实践教学 

𝑇p = 𝐻p × 𝐶p × 𝐾p 

其中，𝐻p为折合学时数，𝐶p为折合班数，𝐾p为实践类别系数。 

表 1.3  实践教学工作测算系数 

序号 课程类别 𝑯𝐩 𝑪𝐩 𝑲𝐩 备注 

1 实验 
实验教学时

数 
N/E 0.5 含课程内实验 

2 课程设计 周数×16 N/E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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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毕业设计 12 N 1.0 

学院调剂分配的学

生毕设指导工作量

为 18/人次 

4 社会实践 10 N/E 1.0  

5 实习教学（本地） 周数×10 N/E 1.0  

6 实习教学（外地） 周数×16 N/E 1.0  

7 课外实践 学时数 N/E 0.2  

8 小规模教学 学时数 N/n 0.1～0.3 
n:每批学生数 

n≤3 

注：① N 为学生人数，E 为标准班当量。 

②小规模教学的𝐾p值由教务处根据课程开设的具体情况确定。 

3. 学习指导 

𝑇o = 𝐻o × 𝐶o × 𝐾o 

其中，𝐻o为折合学时数，𝐶o为折合班数，𝐾o为学习指导类别

系数。学习指导工作量最高计 40 分。 

表 1.4  学习指导工作测算系数 

序号 课程类别 𝑯𝐨 𝑪𝐨 𝑲𝐨 备注 

1 本科生班主任 8 自然班数 1.0  

2 卓越班学业导师 4 人数 1.0  

3 指导创新实践 12 项目数 

国家级：1.0 

省部级：0.75 

校级：0.5 

院级：0.3 

 

四、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 

研究生基本教学工作量计算内容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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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堂教学 

2. 实验（实践）教学 

3. 国际化教学 

具体核算办法如下： 

研究生教学工作量𝑇c为课堂教学𝑇t、实验实践教学工作量𝑇p

及国际化教学工作量𝑇𝑛之和，即： 

𝑇c = 𝑇t + 𝑇p + 𝑇𝑛 

1．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每门课程的工作量为：𝑇𝑡 = 𝐻𝑡 × 𝐾𝑡（学时） 

其中，𝐻𝑡为每门课程的课堂学时数，根据培养方案确定；𝐾𝑡

为课堂教学规模系数。 

表 2.1  课堂教学规模测算系数𝑲𝒕 

序号 𝑲𝒕 备注 

1 0.5 班级人数<5 

2 1.0 5≤班级人数≤15 

3 1.0～2.0 

15<班级人数≤100 

每班多于 15 人时，每增加 15 人，𝐾𝑡增加 0.2，

最多到 100 人封顶。 

2．实验（实践）教学 

实验（实践）教学每门课程的工作量为：𝑇𝑝 = 𝐻𝑝 × 𝐾𝑝 × 𝑀𝑝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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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𝐻𝑝为每门课程的实验学时数，根据培养方案确定。𝐾𝑝

为实验（实践）教学规模系数；𝑀𝑝为教学类型系数。 

表 2.2  实验（实践）教学规模测算系数𝑲𝒑 

序号 𝑲𝒑 备注 

1 0.5 班级人数<5 

2 1.0 5≤班级人数≤15 

3 1.0～2.0 

15<班级人数≤100 

每班多于 15 人时，每增加 15 人，𝑲𝒑增加 0.2，

最多到 100 人封顶。 

表 2.3  教学类型测算系数𝑀𝑝 

序号 𝑴𝒑 备注 

1 1.3 实践教学 

2 2.0 实验教学 

3．国际化教学 

国际化教学每门课程的工作量为：𝑇𝑛 = 𝑇𝑡 × 𝐾𝑛（学时） 

其中，𝑇𝑡为课堂教学工作量；𝐾𝑛为国际化教学课程系数。 

表 2.4  国际化教学课程类别测算系数𝑲𝒏 

序号 𝑲𝒏 备注 

1 1.5 C 类国际化课程 

2 2.0 B 类国际化课程 

3 2.4 A 类国际化课程 



—9— 

 

五、其它 

𝑇c = 𝐻m × 𝐶m × 𝐾m 

其它教学工作量包括：教学竞赛获奖、教材建设、教学改革

项目等，其中，𝐻m为折合学时数，𝐶m项目数， 𝐾m为类别系数。

本项教学工作量以项目为单位认定工作量。 

表 3.1  其它教学工作测算系数 

序号 类别 𝑯𝐦 𝑪𝐦 𝑲𝐦 备注 

1 

教学竞赛获奖 

（以教务处、研究生

院或教师发展与教学

评估中心发布的教学

竞赛为准） 

8 项目数 

国家级 3 

省部级 2 

校级 1 
可用于“教学工作量基

本要求 1、2”认定 

2 

教材建设 

（工作量认定以立项

发文为准） 

16 项目数 

国家级 3 

省级 2 

校级 1 

3 教学改革项目 6 项目数 

国家级 3 

省部级 2 

校级 1 

可用于“教学工作量基

本要求 1”认定；其中课

程建设类项目可用于

“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

1、2”认定 

六、说明 

1. 任课教师需按照《课程考核管理办法（2021 年版）》（院

教字〔2021〕4 号）的要求提交课程考核材料后，认定对应课程的

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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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学岗/教学科研岗需考核“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中的全

部项；实验技术岗只考核“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中第 1 项； 

3. 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量核算办法里的核算公式和系

数均采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学科研工作量计算暂行办法》（校

人字〔2014〕4 号）中的相关计算办法； 

4. 取消原方案中对于课程教学工作量（含本科生课程教学和

研究生课程教学）超出系平均值的折扣计算； 

5. 每位教师年终教学总工作量为：本科生教学工作量（第 1-

3 项）+研究生基本教学工作量（第 1-3 项）; 

6. 年终教学总工作量与额定职称工作量比对：①满足额定工

作量即可发放教学基本奖；②超出额定工作量部分算作超工作量

奖励；③未满足额定工作量的按完成比例发放教学基本奖; 

7. 满足“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的教师可参与学院年度评优；

不满足“教学工作量基本要求”中第 2、3 项者：首年提出警示；

次年再不满足，当年年度考核不合格; 

8. 即将退休教师（退休前两年）和新教师（入校未满一年）

不参与考核，已完成的工作量按完成比例发放基本奖; 

9. 退休续聘教师不参与考核，已完成工作量按超工作量奖发

放教学补贴; 

10. 人事关系不在本院及本院年薪制教师教学工作量另行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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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病休、因公出国等特殊情况由学院教学管理工作小组讨

论决定。 

七、本办法 2022 年起正式实施，原《教学工作量考核办法（2021

版》（院教字〔2021〕3 号）同时废止。 

 

 

 

 

 

 

 

 

 

 

 

 

 

 

 

 

电子信息工程学院/集成电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5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