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山学院 

一、案例主题 

泰山学院致力于落实《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高度重视岗位评聘制度改革和人才评价机制创新，探

索建立多元分类、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全面构建并实施“一

三四七”晋升评价体系，坚持以德为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注重多维评价，强调业绩、能力与实际贡献，克服“五

唯”倾向；深化分型管理、破格评审、目标导向三项改革，

实现岗位分类、晋升通道分类，引导教师根据自身特点和潜

能合理定位；畅通教师发展渠道，树立特色鲜明的职业导向，

进一步释放人才发展动力，切实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

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背景与起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深化教育体

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

顽瘴痼疾。”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断和

大会精神，近些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等一系列文件，对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总体要求、重点任

务、组织实施进行了全面部署。根据中央和省相关要求，我

校自 2017 年 11 月启动首轮岗位聘用工作以来，逐步深入推



进人事制度改革，2021 年 12 月出台了《泰山学院岗位聘用

第二聘期竞聘上岗办法》和《泰山学院岗位聘用量化考核办

法》，2022 年 6 月完成了第二聘期全员竞聘上岗，全面推进

人才评价改革，激发教师内生动力，促进人才持续发展。 

三、做法与经过 

1.立德树人，把师德师风作为“第一标准” 

一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师德、职业道德放

在专业技术岗位评聘条件的首位，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

制。二是注重教师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严格把握教师系

列申报人员必须为本科生上课的底线，将课堂教学质量考核

优秀单独量化赋分。三是将承担班主任、辅导员等业绩纳入

评价范畴，明确要求青年教师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必

须担任至少一年辅导员、班主任等学生工作经历。四是注重

师德考核结果运用，加大了量化考核中师德考核评价比重，

大幅提升教师指导学生参加创新创业大赛考核分值。 

2.分类设岗，探索“点线面”结合的综合评价体系 

根据应用型本科院校特点，在专任教师正常晋升分为教

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 3 个类型基础上，

增设“社会服务型”，主要考核承担横向项目、成果转化收

益。对正常晋升人员，探索建立“点线面”结合的综合评价

体系，将“量化考核为基础、同行评价看水平、综合评议重

实绩”作为聘用评价的三个维度。 

“同行评价”为“点”，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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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业绩、学术贡献、社会贡献等；“综合评议”为“线”，

下放副教授及以下岗位的学科组推荐权到二级学院，根据教

师长期以来对学院的实际贡献，形成评议等级；量化考核为

“面”，完善修订学校业绩量化考核办法，将教学、科研、

综合获奖、师德考核、年度考核等进行量化计分，突出教育

教学实绩，拓展教育教学认定范围，加大教学竞赛、指导学

生获奖、课程思政示范课程、一流课程等指标权重，综合量

化考核教师业绩。以上三个维度均分成“A”、“B”、“C”

三个等级，由学科组择优推荐，探索建立了依据师德、能力、

实绩和贡献综合评价教师的体系。 

3.量质并举，建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 

对教师工作业绩，分类设置“质”与“量”的标准。一

是在“量”上设立教师最低教学科研工作量；二是重视教学

工作考核，特别是突出课堂教学质量考核，优秀者按每次 40

分累计，最高可达 200 分；三是强化国家级高质量成果赋分

权重；四是为突破科研代表性成果匮乏、创新产出质量不高

的困境，以实施“有效科研”为导向，推行代表作制度，加

强同行评价，将教学成果、著作论文、标准规范、创作作品、

获奖以及项目、专利等多种形式成果纳入评审范畴，全过程

委托相关高校组织同行专家评审，由学术道德高尚、学术造

诣深厚的同行专家，对申报者研究方向的重要性、学术影响

力、发展潜力、实际贡献等进行多维评价。 

4.科学统筹，完善各类人才发展体系 

在正常晋升渠道外，另开辟出“绿色通道晋升、破格晋



升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专职辅导员、教学秘书、学科与

课程教学论教师、长期一线讲师特别晋升”七条通道。“绿

色通道”和“破格晋升”为面向优秀人才设立的直评制度。

健全教师队伍发展体系，将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教学秘书、

课程论教师单设名额、单独评审。为突出教学业绩，专门设

置了“长期一线教师竞聘副教授”通道，向长期在教学一线

的老讲师开放，通过过程考核与同行评价、学生评教等综合

评价相结合的方式，重点评价教师的师德师风和教学质量，

不作科研量化要求，单设名额，单独评审，为加强质量引导，

教学为主型岗位强化教学竞赛，获得国家或省青年教师讲课

比赛一等奖即可直接晋升较高等级岗位；科研为主型岗位强

化国家级立项，主持立项国家项目可直接晋升较高等级岗位。 

四、成效与启示 

1.注重“教学实绩”，引导育人本位回归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尺讲台四季耕耘。许许多多教师

孜孜不倦地奋斗在教学第一线，无怨无悔地在三尺讲台上挥

洒热情、奉献青春，此次岗位聘用专门设置了“长期一线教

师竞聘副教授”通道和“绿色通道”晋升，5 名一线讲师如

愿评上了副教授，机械与建筑工程学院张文倩等 8 名教师凭

借多年教学实践改革与潜心磨课，获省教学比赛一等奖，在

此次职称评聘中直接晋升为副教授。严格执行教育教学工作

量考核制度，突出教育教学实绩评价，同时以学生评教、教

学督导员评价和教学团队评价作为重要参考。严格落实教授

为本科生上课制度，设立教学型岗位，旨在推动教师认真履



行教育教学职责，不断提升教书育人能力水平。在今年的竞

聘中，共评出教学为主型教授 6 人、副教授 19 人，其中学科

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四级教授 1 人、副教授 2 人。 

2.注重“质量导向”，突出代表性业绩评价 

应用型本科高校科研不仅看论文，更要看实绩。此轮岗

位聘用，学校实行代表性业绩评价，鼓励教师在擅长领域进

行研究，取得突出业绩。泰山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的教师于

建华数十年来致力于研究《说文段注》与汉语词汇史，并于

2021 年获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立项，在今年职称评聘中，

凭借扎实的学术研究成果晋升为教授。教师教育学院王荣辰

等 2 名青年博士也因主持立项国家项目成功晋升为副教授。

通过同行专家评议制度，重点考察申报人代表性业绩的学术

水平、创新观点和实际贡献，把学术评价的权力赋予同行认

可的合格评议者，评价注重代表性成果的质量、贡献、影响，

更加凸显人才评价的科学性、学术性、全面性。 

3.注重“应用成效”，激发社会服务动能 

坚持服务发展、激励创新、以用为本的原则，作为地方

应用型本科高校，破除“五唯”倾向，在原有岗位分型基础

上增加“社会服务型”，主要考核承担横向项目、成果转化

收益，突出服务社会，重视技术创新、专利、技术推广、标

准制定等评价指标，让扎根在“田间地头”做科研的教师更

有奔头，鼓励教师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促进教师应用型

转型。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的教师张超因指导学生在创业大

赛中荣获金奖，在这轮评聘中，直接破格晋升副高级岗位；



生物与酿酒工程学院副教授秦伟帅因主持的山东省葡萄酒

产区本土酵母资源类项目成功申报国家发明专利 2 项，实现

产业应用和产出经济效益 1000 万元以上，成功晋升高一级岗

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