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陵科技学院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金院字〔2007〕77号 

根据国家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我校实

际，将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做如下规定。 

一、教师教学工作量标准 

教师年额定教学工作量表（学时/年） 

职    称 高级职称 中级职称 初级职称 

标准学时 340 320 300 

二、超额定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 

外聘教师及教师超额定教学工作量酬金标准(元／学时) 

职 称 教 授 副 教 授 讲 师 助 教 

酬金标准 50 45 40 35 

三、教学工作量计算 

（一）课程教学 

课程教学包括教学大纲制订或修订、备课、讲解、辅导答疑、批改作业、考试命

题、出卷、监考、阅卷、评定成绩及其他教学环节。 

1.工作量计算公式：开课周课时×实际教学周数×讲课修正系数 K。其中，讲课

修正系数 K＝1＋∑Ki（i=1～n）； 

2.讲课修正系数如下： 

类  别 项   目 修正系数 K 

授课类型 K1 

基础课、专业基础课 

专业课、写作课 

设计类及工艺课程 

体育课 

书法、指法课 

+0.0 

+0.1 

+0.2 

－0.1 

－0.25 



每班授课人数

K2 

班级生数≤20人 －0.2 

20 人﹤班级生数≤30人 
0.01×(人数

-40) 

30 人﹤班级生数≤40人 

（本人数段系数仅适用于设计类及工艺课

程、体育课，其他课程本人数段系数为 0） 

0.01×(人数

-40) 

班级生数﹥40人 

0.02×(人数

-40)（此修正系数

封顶 1.2） 

授课方式 K3 重复课 －0.1 

外文教材 K4 
原版外文教材 

非原版外文教材 

+0.25 

+0.15 

授课班级 K5 
特教班公共基础课 

特教班专业课 

+0.2 

+0.5 

指导学生课外体育活动、校运动队训练、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电子设计、大学物

理、大学数学、大学英语、雅思训练、力学建模及艺术类竞赛等各类竞赛的教师，其

工作量计算办法细则由其所在院部另行制定，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执行。 

（二）讲座 

1.经所在院部同意，教务处以及主管副校长批准的有学分的课程性质的讲座，按

课程教学工作量折算； 

2.非课程性质讲座不计课时，由各院部按有关规定发放讲座酬金。 

（三）实验课 

1.校内实验及计算机上机实习，指在校内开设的实验及实习，按课程教学标准折

算成标准课时。由于仪器设备限制，同一实验课不得不分多次重复进行的，第二遍起

乘以 0.8，累加计算； 

2.校外实验，指校内无法开设必须在校外进行的实验。实验工作量折算公式：实

验周数×（人数÷40）×12（标准学时）。 

（四）课程设计 

 课程设计天数×（人数÷40）×4（标准学时） 



四、指导学生实习 

学生学年实习、生产实习的指导，包括拟定实习计划、组织实习动员、安排落实

实习地点、检查实习情况、组织学生实习汇报和交流、评判实习报告、小结、鉴定、

实习文档资料的归档等全部工作，按以下办法折算为标准课时，如为多人指导，则按

各人承担的部分进行分摊。 

(一) 集中实习 

由教师统一安排并亲自带队指导实习，总实习工作量折算公式为： 

实习周数×（人数÷40）×12（标准学时） 

（二）分散实习 

由老师帮助制定实习计划、远程指导、巡视、批改实习报告等。总实习工作量折

算公式为：实习周数×（人数÷40）×8（标准学时） 

五、指导论文（含指导毕业实习） 

（一）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理工农科、艺术: 每指导 1名学生，折算 10学时。 

文科：每指导 1名学生，折算 9学时。 

（二）指导专科生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理工农科、艺术：每指导 1名学生，折算 8学时。 

文科：每指导 1名学生，折算 7学时。 

六、个别需调整的项目，各院部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调整幅度不超过±10％，

并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执行 

七、本办法适用于全日制本、专科教师教学工作量的计算，自颁布之日起执行，

其解释权在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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