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城市学院教学工作量计算和管理办法 

教学工作量是学校对教师进行年度工作考核和二级学

院定编、核编及发放绩效工资的重要依据。为充分调动广大

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不断提高教学质量，使教学工作量更加

科学、合理，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工作量计算的范围及工作内容 

    1. 理论教学：包括备课、讲课、助课、习题课、训练

课、课堂讨论、课外辅导、答疑、批改作业、阅卷等各个教

学环节。 

    2. 实践教学： 

   （1）实验教学：包括实验的准备、仪器设备的调试和简

单维护、备课、讲课、指导、批改实验报告、考核等。 

   （2）实习（实训）等教学：包括实习的准备、巡视、实

习中的讲课、指导、管理、批改实习报告、考核、答辩等。 

   （3）设计（论文）：包括设计（论文）的选题、设计（论

文）任务书、准备、指导、考勤、审核设计、评阅论文、答

辩、总结等。 

    3．其他：包括教学计划以外的各类学科竞赛指导、开

放实验指导等。 

二、教学工作的要求 

1. 由二级学院和教务处根据培养方案、教学条件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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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教学。 

    2. 教师和教学辅助人员应完成相应专业技术职务和有

关教学管理工作规定的职责。 

3. 教师应认真详细批改作业，其作业量要符合课程要

求。 

4. 理论课按合班上课原则：根据教学要求，兼顾效益与

质量，确定以教学班、分组或合班上课，根据课程类型：原

则上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除专业体育课、专业

美术课、专业音乐课和专业外语课等）以 2个或 2 个以上自

然班合班上课；思想政治理论课类、心理教育课以 3 个或 3

个以上自然班合班或者大于 100人合理开班上课；形势与政

策、军事理论课、创新、创业就业指导课等以 5个或 5个以

上自然班合班或者大于 200 人合理开班上课；人数不足 50

人的公共选修课原则上停开。 

    三、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1. 理论教学 

    （1）教学工作量=计划学时×（K1+K2） 

当 N≤M时，K1=1.0。 

当 M＜N≤90 时，K1=1.0＋（N－M）×0.015。 

当 N＞90 时，K1=1.6＋（N－90）×0.005。 

式中：K1为人数调整系数，K2为增加系数，N 为开班学

生人数，M为标准班人数，M=50，除公共体育课按 M=40，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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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体育课按 M=25，专业美术课、专业音乐课和专业外语课按

M=35计算。 

（2）制图、力学、数学等公共课程，K2=0.1，以上课程

作业批改应为每周 1 次；工程测量，K2=0.2，按要求完成课

程内实验指导；建筑设计，K2=0.6，课内设计指导要求安排

辅导教师；双语教学、雅思教学，K2=0.2。 

（3）凡排入课表的指导课（制图课内练习指导、美术课

内练习指导、课内设计指导、上机指导、书法指导等）均按

“理论教学”计算教学工作量。 

   （4）思想政治理论课类、形势与政策等课内实践工作量

＝实践计划学时×K1×0.5。 

（5）大二年级公共体育计划课时 50%按大俱乐部形式上

课，其工作量＝计划学时×[1.0＋（N－80）×0.015]， N

小于 80人不允许开班。 

（6）音乐类专业能力核心必修考试课（声乐、钢琴、器

乐表演课等）课时=计划学时×学生人数×0.8。 

    2. 实践教学 

   （1）实验教学 

    教学工作量= K×计划学时 

K 为工作量系数，每个标准班级按 1 批次、2 批次、3 批

次及以上完成，分别取 K=1.0、1.6、2.0。原则上没有进实 

验课表的实验批次不予认定，半天不得超过 4学时，晚上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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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超过 3 学时。 

（2）实习（实训） 

    教学工作量 =K1×K2×计划周数×N×0.35 标时 /每

人·周 

N 为实习学生人数。 

K1 为指导性质系数，教育实习、美术校外写生、测量实

习、金工实习、专业认识实习（有带队教师指导），K1=1.0，

其余集中实习，K1=0.8，分散实习（含校企合作培训），K1=0.5。 

K2为分组系数，只对教育实习、美术校外写生，K2=班级

人数/15（四舍五入）；每组定额数为 15 人，不足 15 人按 15

人计算；其他集中实习，K2=2，分散实习，K2=1.0。若不按

此原则分组，二级学院须事先报教务处审批。 

    实习答辩工作量（另计）=N（实习答辩人数）×0.15。 

（3）音乐专业技能实践课 

教学工作量=2×计划周数×N/5， N 为学生人数 

   （4）课程设计（论文）  

教学工作量=K×计划周数×N×0.6 标时/每人·周 

    K 为指导性质系数。集中指导（进课表，且有相对集中

地方），K=1.0；分散指导（未进课表，无相对集中地方），

K=0.8。 

    N 为教师实际指导学生人数，要求每个标准班级应有 1

名以上指导教师，每周辅导不得少于 12学时/周，指导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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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预先排进课表，时间要分布均匀、合理，并严格按课表指

导，每个指导老师同时指导学生的人数不得多于 25 人。 

（5）毕业设计（论文），毕业设计（论文）答辩 

教学工作量= K×计划周数×（M1+ M 2）×1.0 标时/每

人·周 

K 为指导性质系数，集中设计（论文）或实验 K=1.0，其

他 K=0.8。 

M1 为指导标准人数：其中文科、理科毕业（设计）论文

学生标准人数 10人，工科、艺术类毕业设计学生标准人数 8

人。M2为重复折算人数, M2=（M－M1）×0.8，式中 M 为指导

教师实际指导人数。指导人数低于标准人数，M 2=0。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量（另计）=答辩人数×0.6。 

    3. 其他工作量的计算 

（1）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大学生学科竞赛（音乐专

业、体育专业原则上只认定基本功大赛），国际权威组织（仅

限面向全球所有成员的行业性组织或学术性组织）组织的竞

赛，国家非政府部门（即各类协会、学会等民间机构或企业

单位等）组织的竞赛，竞赛前各项目制定训练方案和工作计

划报教务处，每个项目按 50 至 150 学时的标准计算，指导

教师工作量认定由教务处审核批准。 

（2）开放实验教学工作量＝计划实验学时×1.2。相关

部门须在学期末将下学期全开放的实验项目及任课老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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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报教务处审核。 

（3）课程重修教学工作量按相关文件执行。 

（4）原则上未列入本办法的其他工作量不予认定。 

    四、教学工作量的管理 

    1. 各二级学院可根据本院实际情况，在工作量总量不

变前提下依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工作量分配办法，报学校教务

处和人事处审定备案。教学工作量计算、审核均由各二级学

院负责。除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第 3款”的工作量外，其

他以项目管理方式申报和计算工作量，承担部门统计报教务

处审核，分管教学副校长批准，报人事处核实，相关任课教

师获得的工作量计入教学工作量考核范畴。 

    2. 各二级学院必须在每学期期末放假后三个工作日内

上报本学院本学期每位教师的教学工作量，报教务处备案，

作为教师教学工作考核的依据。 

    五、附则 

1. 以前有关文件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2. 本办法自 2017 年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湖南城市学院 

2017 年 3月 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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