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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分类管理及工作任务

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学校第四次党代会精神及“名城名校”融合发

展建设战略，进一步完善和优化学院收入分配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建立以体现岗位绩效和贡献大小为核心的分配制

度，充分激发和调动教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实现“按岗聘用、

规范管理”“分类管理、协调发展”的基本原则，提高“人尽其

才，才尽其用”的用人效益，根据学院自身特点，现对学院教

师实行分类管理，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及科研为主型

分类进行考核和年终分配。

一、教师分类标准

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型及科研为主型具体分类标准如

下：

1.所有新引进教师首聘期内为科研为主型教师，青年博

士的年度基本工作量任务标准参照讲师 11 档岗位执行，其

他人才的年度基本工作量标准，参照其所在职称系列的最低

档任务标准执行；

2.未获得博士学位的教师或从事公共外语教学的教师

（获得博士学位的公共外语教师除外）为教学为主型教师；



3.助教岗位教师仅可为教学为主型教师；

4.非以上三种情形的教师可选择为教学科研型教师或科

研为主型教师；

5.原则上教学科研型或者科研为主型岗位对所有教师开

放，教学为主型岗位适当控制；

6.所有专任教师都有基本工作量要求，年满 58周岁的在

岗专任教师基本工作量为其所选岗位类型工作量的 80%。

二、教师年度基本工作任务、考核与结算方式

（一）教师年度基本工作任务

1. 教学为主型教师

教学为主型教师年度基本工作任务有两种选择类型：

教学为主型 1：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同时完成业绩任

务(1)-(7)项中的三项（至多可以重复计算二项），或者(1)-(7)

项中的二项（可重复计算）且(8)-(33)中一项。该类型教师在

选择年度业绩任务时，可以在(1)-(33)项中自主选择五项，若

完成其中三项（且至少有二项为(1)-(7)项中的业绩），即视

为 100%完成年度业绩任务。

教学为主型 2：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同时完成业绩任

务(1)-(33)项中的三项（至多可以重复计算二项）。该类型教

师在选择年度业绩任务时，可以在(1)-(33)项中自主选择五

项，若完成其中三项（至多可以重复计算二项），即视为 100%



完成年度业绩任务。

2. 教学科研型教师

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同时完成业绩任务(8)-(33)项中的

三项（可重复计算）。该类型教师在选择年度业绩任务时，

可以在(8)-(33)项中自主选择五项，若完成其中三项，即视为

100%完成年度业绩任务。

3.科研为主型教师

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同时完成业绩任务(8)-(33)项中的

三项，其中(8)-(13)中至少二项（可重复计算）。该类型教师

在选择年度业绩任务时，可以在(8)-(33)项中自主选择五项，

若完成其中三项（且至少有二项为(8)-(13)项中的业绩），即

视为 100%完成年度业绩任务。

（二）教师年度基本工作任务考核与结算方式

1. 学院每年度对各类别专任教师的年度完成工作情况

采取量化考核方式。各类别教师的年度基本工作量如下表：

级档 教学工作量(课时)/教科研业绩（分） 社会服务

（小时）教学为主型 1 教学为主型 2 教学科研型 科研为主型

教授 1档 490/1200 560/600 420/2400 140/5400 10

教授 2档 490/1060 560/530 420/2120 140/4770 10

教授 3档 490/940 560/470 420/1880 140/4230 10

教授 4档 490/820 560/410 420/1640 140/3690 10

教授 5档 490/740 560/370 420/1480 140/3330 10

副教授 6档 455/660 520/330 390/1320 130/2970 10

副教授 7档 455/600 520/300 390/1200 130/2700 10



注：（1）基本教学工作量仅包含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工作

量，涵盖课堂教学、实习指导、学位论文指导等环节。

（2）各级档基本教科研业绩分计算依据如下：

教学为主型 1的教科研业绩分标准=500*0.4*定档系数；

教学为主型 2的教科研业绩分标准=500*0.2*定档系数；

教学科研型的教科研业绩分标准=500*0.8*定档系数；

科研为主型的教科研业绩分标准=500*1.8*定档系数。

其中：500为教学科研型和科研型教师岗位教师的教科

研业绩分基准分，以一篇 CSSCI来源期刊论文业绩分的 1/3

为标准计量；0.4、0.2、0.8和 1.8分别为教师分类管理岗位

系数；定档系数为《南通大学第二轮聘期岗位绩效定档工资

方案》（通大[2023]72号文）规定的专业技术各岗位绩效级

档系数，具体为：

级档 1档 2档 3档 4档 5档 6档 7档 8档 9档 10

档

11档 12档 13档

系数 6.0 5.3 4.7 4.1 3.7 3.3 3.0 2.8 2.4 2.1 1.9 1.6 1.3

2.教师年度基本任务完成情况结算方式如下：

（1）所有本科专业课、公共基础课、公共选修课、二

副教授 8档 455/560 520/280 390/1120 130/2520 10

讲师 9档 420/480 480/240 360/960 120/2160 10

讲师 10档 420/420 480/210 360/840 120/1890 10

讲师 11档 420/380 480/190 360/760 120/1710 10

助教 12档 385/320 440/160 10

助教 13档 385/260 440/130 10



学历课、继续教育和专升本（联合培养）课程系数均为 1.0；

研究生课程系数为 1.3。学校教务处等部门的文件对相关课

程（如新开课、研究型课、课堂学生数等）有课时系数规定

的，该类课程则按照文件规定的要求进行结算总课时数。

（2）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按普本 15课时/生、杏

林 20课时/生进行计算。教师担任研究生导师，按 25课时/

生/学期进行计算；但用所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实习工作和

研究生产生的课时总数冲抵基本教学任务工作量时，最多不

得超过基本教学任务工作量的 30%。

（3）教师每学期如担任多门课程（仅指全日制本科生

课程）讲授任务，按照如下方式进行课时补贴：一学期内完

整担任 3 门课程讲授任务的，补贴 15 课时；一学期内完整

担任 4 门课程讲授任务的，补贴 20 课时；一学期内完整担

任 5门及以上课程讲授任务的，补贴 25课时。

（4）基本教学任务工作量课时单价为 A，超工作量部

分的课时基础单价为 A+B（B为超工作量课时与基本教学工

作量课时的单价差价）。该两类课时单价由学院奖励性绩效

考核工作小组按照当年全院教学工作总量和奖励性绩效数

额计算后确定。

（5）学院奖励性绩效考核工作小组对照各位教师年初

与学院签订的年度目标责任书内容进行核算各位教师的年

度业绩任务完成比例，该比例数值为 R。年度业绩任务完成



比例大于 1的教师，优先参加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认定。

（6）教师若完成基本教学任务，完成基本教学任务部

分的课时单价为 A；教师若超额完成基本教学任务，超教学

工作量部分的课时单价为 A+RB(R≤1)；教师若未完成基本教

学工作量，不足部分课时按课时单价 A+B进行扣发。教师若

承担了学院的二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和专升本（联合培养）

等教学工作任务，可用该教学工作量冲抵其基本教学工作量

不足部分，但必须在年终奖励性绩效考核工作开始前向学院

提出书面申请。

（7）教学研究项目、课程建设项目与科学研究项目业

绩分按学校制定的业绩分计算办法核算。

（8）教师参加各级各类教学竞赛或者指导学生参加各

级各类赛事获得的业绩分按照《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竞赛管

理办法》进行核算。

（9）教师未完成规定的教科研业绩分，不足部分按学

校确定的教科研重要成果业绩分单价进行计算扣发。教科研

业绩分超过应完成的部分，在学校奖励的基础之上，按学校

确定的教科研重要成果业绩分单价的 50%进行核算并计发

奖励。若教师取得的教科研成果符合《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

重大成果工作量补助办法》规定的，在年终奖励性绩效考核

结算时则按照该办法做相应补助。

（10）教师的社会服务工作完成情况由学院按类别登



记。教师因参与并实际完成社会服务工作而产生的劳务或课

时补贴数额由学院奖励性绩效考核工作小组讨论决定。社会

服务工作中凡有已经发放劳务费的工作，则不再计入社会服

务工作。

三、业绩任务(含教学、科研、社会服务)

（1）指导我院学生获得学校认定的 I类大学生学科竞赛

等级奖 1项（排名第 1）；或 II 类大学生学科竞赛等级奖 2

项（排名第 1）；

（2）面向全校开设公共选修课一门；

（3）开出示范课 1节次（仅 8人），且发表新闻报道一

篇；或参与教学类竞赛获校级一等奖，或省级二等奖及以上

奖项 1项；

（4）以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八级及以上教学研究论文 1篇；

（5）指导我院本科生（学生为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

表论文 1篇；

（6）主持校级及以上教改课题 1项（排名第 1）；或者

主持校级及以上课程建设立项 1项（排名第 1）；或者获校

级及以上优秀教学案例 1个（排名第 1）；

（7）主持校级及以上在线课程、精品教材（规划教材）、

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立项 1项（排名第 1）；或校级教育成

果奖培育项目立项 1项（排名第 1）；

（8）以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第一单位发表五级以



上期刊论文 1篇；或者以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第一单

位发表六级或七级论文 2篇；

（9）主持省部级或国家级科研项目 1项（排名第 1）；

或者新增纵向科研经费 5万元；

（10）获省部级人文社科成果奖 1项（南通大学（外国

语学院）为第一单位，排名前 3名）；或获市厅级人文社科

成果奖二等奖及以上 1项（排名第 1）；

（11）出版高质量学术著作 1部（本人完成不少于 20万

字）；

（12）申请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创新平台（基地、中心、

智库或团队）；

（13）申请获得省级及以上人才称号（如长江学者、黄

大年式团队负责人、江苏省“333”工程、江苏省特聘教授、江

苏省高校“青蓝工程”优秀学术带头人或骨干教师、社科英才、

紫金人才、江苏省双创人才等）；或者市级人才称号（如南

通市“226工程”第一层次培养对象等）；或者入选校内高层

次人才培育 A计划或 B计划；

（14）获得市级及以上教学名师称号或者江苏省“青蓝工

程”优秀教学团队；

（15）在专业认证中发挥重要骨干作用（经专业负责人

认定，第一次成功申报前不超过 3人；后面每次成功申报不

超过 1人；专家进场期间不超过 3人）；或在本科审核式评



估工作中发挥重要作用（经教学院长认定，准备材料阶段不

超过 5人；专家进场期间不超过 5人）；

（16）省级或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教育部五大金课）

或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经课程负责人认

定，原则上每个课程从申请到成功获批不超过 3人）；

（17）教育部“双万计划”省级或者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

设点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经专业负责人认定，原则上每个

专业从申请到成功获批不超过 3人）；

（18）指导我院学生参加“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学科技作品竞赛”或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 1项

（排名第 1）；

（19）指导我院学生参加学校备案的专业基本功或专业

技能竞赛获第二等级及以上奖项 1项（与业绩任务第（1）

项比赛不重复，排名第 1）；

（20）成功推荐 1名我院研究生赴海外高校研修，不少

于 3个月；或选派研究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1人次（做会议

发言，并有新闻报道）；

（21）成功推荐 1名双一流高校学生来我院攻读硕士研

究生；成功推荐 1名国际学生来校攻读本科或研究生学位；

（22）成功为学院引进 5 类及以上人才 1 名或海外名校

（全球前 200位）博士人才 1名；



（23）为学院引进捐赠 3 万元；或为学院获得社会培训

收入到账总额 3万元；

（24）指导我院学生获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 1

项（排名第 1）；或指导研究生获得省级及以上科研创新项

目 1项（排名第 1）；

（25）获得省级及以上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级奖（排

名第 1）；或者获得省级及以上教学案例中心入库案例（排

名第 1）；或者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外语类教材立项（排名前

5）；或者获得省级及以上外语类教学研究与改革项目（排

名前 3）；或者获得外语类省级立项课程（排名前 5）；或

者获得与外语类人才培养相关的教育部产学研协同育人项

目（排名第 1，且到账经费不少于 20万）。

（26）指导我院学生获省级及以上优秀毕业设计（论文）

1篇（排名第 1）；

（27）主持市厅级项目 1项（排名第 1）；或者新增纵向

经费到账 1万元（外单位拨入）；或获得市厅级哲学社会科

学成果奖 1项（排名第 1）；或翻译出版著作 1部（10万字

以上）；

（28）新增横向到账科研经费 5 万元；或者江苏省研究

生工作站主要申报者（由学院认定）；

（29）前四年以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为第一单位发

表的论文在考核年度当年被 CSSCI期刊他引 3篇次；



（30）担任外国语学院班主任，本年度达到以下任意三

项：所带班级就业率、考研升学率、首次学位授予率、教师

资格证通过率、出国率、获得外方学分的学生数率，通过率

超过学校规定目标，且在学院同年级排名前 3；所带班级学

生参加某类省级及以上创新创业比赛，获奖比例在学院同年

级排名前 3；

（31）当年获得市级及以上综合荣誉（如道德模范、优

秀共产党员、五一劳动奖章、先进工作者、育人楷模、人民

教育家、师德模范、年度人物等）或者民主党派省级及以上

综合荣誉或称号等；

（32）担任国内外重要学术组织（国家级）任职（如担

任教指委委员、国家级学会常务理事及以上等职）；

（33）以南通大学为承办单位，成功筹措经费并组织召

集一场与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相关的国际学术会议。

四、相关说明

1.教师如有特殊原因需要更改类别，须签订目标任务书

之前提出书面申请，经党政联席会讨论通过，且中途不再更

改类别。

2.所有业绩成果均指考核年度当年获得或者新增，并经

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认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

科研究项目和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可以在立项通知书规定



的研究时限内连续认定为有效成果，其余项目均为考核年度

当年新增。

3.教师可以进行团队合作完成考核任务，团队人员不超

过 4人，团队任务是团队成员任务的总和；当年退休教师不

参加学院目标任务考核，也不参与团队考核。

4.业绩任务中第（1）条所列赛事同一竞赛同次只认 1项。

5.业绩任务中第（18）、（19）项内容不得通过团队合

作形式共享考核任务，所有等级奖不包含优秀奖、参与奖、

优胜奖等。

6.业绩任务中第（18）项中所列竞赛中无论是同类竞赛

还是非同类竞赛，不累计计算任务量；“挑战杯”及“互联网+”

指导教师为我院教师且在教师团队中排名前二，学生为我院

学生且在团队中排名前五。

7.业绩任务中第（19）项中所列竞赛中无论是同类竞赛

还是非同类竞赛，不累计计算任务量；指导教师为我院教师

且在教师团队中排名第一，学生为我院学生且在团队中排名

前三。

8.公共外语教学部教师在选择业绩任务时，凡涉及到指

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业绩任务，所指导的学生不限于外国

语学院，但所指导的各类竞赛必须与外语类技能相关，且为

第一指导教师。

9.若教师没有特殊情况，未能完成教学基本任务和教科



研业绩基本任务，当年度不得评先评优，工资津贴按学校、

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10.本办法中所涉及的条款如与学校文件不一致时，按照

学校文件执行。

11.本办法自 2024年 1月起执行。

12.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