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汕头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 

(2015 年 7 月 3 日第 9 次校领导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实施；2018 年 6 月

22 日第 18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第一次修订;2022 年 1 月 12 日第 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次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教学改革发展，进一步明确各类教学

工作的计算，提高办学效益，现对计算办法进行修订。 

 

第二章 本科教学工作量计算 

第二条  课堂教学类课程 

教学工作量=课表教学时数×课程系数 K（K=K0×K1×K2

×K3）+课程考试 4 学时×K0（体育部、艺术教育中心开设的课

程不计算考试学时）。 

课程系数 K按如下方法确定，计算出的 K值大于 2.0的按照 2.0

计： 

（一） 基本系数 K0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30-60  K0=1.0 

 61-140  K0=1.0+（选课人数-60）×0.00375 

 >140      K0=1.3 

少于30人的开课班，因特殊情况须保留开课，经审批同意的，

系数 K0 为：因自然班、创新班人数，或办学条件限制导致开课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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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少于 30 人的，系数为 1.0；非上述情况的，20-29 人系数为 1.0，

15-19 人系数为 0.9，10-15 人系数为 0.8，低于 10 人的系数为人数

/30。 

（二） 新开课程系数（新开课程指本校首次开设的课程）：

K1=1.5。 

（三） 双语课程系数：K2=1.2。 

（四） 全英课程系数：K2=1.5。 

（五） 经所在教学单位审批、教务处备案的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改革课程，第一学年 K3=2.0，第二学年 K3=1.5，第三学

年及以后 K3=1.0。 

注： 

1. 课堂教学包括备课、授课、辅导、批改作业、命题、监

考、阅卷等全部教学环节。 

2. 外籍（含港澳台）教师双语/全英课程系数 K2=1.0。 

3. 实验课开始前的安全教育、纪律及课程介绍等理论讲授

部分，≤4 学时的归入实验课工作量计算。 

4. 多位教师共同承担的教学班，教学工作量按每位教师承

担的学时数占课程总学时数比例分配。 

5. 多位教师共同承担的同一门课程，开设多个开课班时，

教学单位须指定一名课程负责人负责课程的组织、管理和考核

等工作，课程负责人计算 4 学时。 

6. 因教学原因，个别开课班确需多位教师同时跟班授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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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审批同意后，每位教师的工作量=（课表教学时数×课程系数

K+课程考试 4 学时×K0）×0.8（体育部、艺术教育中心开设的

课程不计算考试学时）。 

7. 担任通识教育线上课程辅导教师，并完成辅导教师工作

职责的，每门课程按 10 学时计算教学工作量。 

8. 汉语培训中心的教学工作量按课表上课实际学时进行计

算。 

第三条  实验实践类课程 

（一） 实验课（含金工实习） 

教学学时=教师承担的计划实验学时×[1.0+0.7×（批数-

1）] 

注：该公式一般不适用于计算在校外场所进行的实践教学

活动的工作量。 

（二） 理论课附属的实践环节 

教学学时=实践教学计划学时数 

实践教学计划学时数最多不超过 1.2×课程学分×16-课程

中的理论学时-课程中的实验课学时，超出部分不予认定。 

同一名老师在同一个学期开设的同一门课程有多个开课班

的，若教师对各个开课班学生的实践学习合班指导，则只计算

一个开课班的实践教学工作量。 

附属实践教学工作量计算的条件是：附属实践环节须有规

定完成的实质项目及考核方法，项目进行过程中教师须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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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指导；教学大纲须详细说明每次实践活动的名称、内容、

要求、教学学时安排；教学大纲须经所在教学单位审核同意；

教学单位每学期在制订开课计划时须按规范将相关课程的实践

学时录入学分制系统。 

（三） CDIO 一级项目、二级项目 

教学学时=指导学生人数×1.2 学时 

同一名学生由多位教师共同指导时，每位指导老师的教学

学时根据实际付出进行分配，并由学院确定，总学时不得超过

1.2。 

（四） 实习工作 

本办法所称“实习”，是指列入课程计划且独立设置的实习

环节，不包括附属于理论课的校外参观见习，也不包括其他实

践环节。 

各学院（学系）每学期根据学校制定的公式计算出本单位

的实习工作总量，学系负责人再根据每位老师的实际劳动付出

情况将工作总量分配给各位老师，并将分配结果报送教务处备

案，所有老师的实习工作量之和不超过学院（学系）实习工作

总量。 

学院（学系）实习工作总量=自行联系实习单位的学生人数

×0.5 学时+由学院（学系）安排实习单位的实习学生人数×Ki 

系数 Ki按如下标准确定： 

 大纲规定的实习周数≤4 周  Ki=1.5 



 —  5  —  

 4 周﹤大纲规定的实习周数≤8 周  Ki=2 

 大纲规定的实习周数﹥8 周  Ki=2.5 

（五） 毕业论文（设计） 

教学学时=指导学生人数×10 

指导教师指导的同一名学生既完成毕业论文，又完成毕业

设计，且论文撰写内容是根据设计内容展开的，不增加计算教

学时数。 

多名教师共同指导同一名学生时，每位指导老师的教学学

时根据实际付出进行分配，并由学院确定，总学时不得超过 10。 

原则上每位教师每学年指导学生数≤8人，毕业论文（设计）

最高教学学时为 80，如超出需由教学单位提出说明，报教务处

审批。 

（六） 服务性劳动课程 

服务性劳动课程任课教师可选择计算工作量或领取课时补

贴。教学学时=理论学时+实践学时。 

为鼓励专任教师积极开设与学科专业相结合的服务性劳动

课程，教师选择计算工作量时，实践学时=教师服务实践学时数

×0.8；选择领取课时补贴时，实践学时=教师服务实践学时数

×0.5。每学期每门课程计算 3 学时负责人工作量。 

（七） ELC 英语前后测、体育体质测试、体育俱乐部 

ELC 英语前后测、体育体质测试按实际投入的时间以半天为基

本计量单位，每半天计 1 学时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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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体育俱乐部，按照教学大纲要求，以半天为基本计量

单位，每半天计 1 学时工作量。 

（八） 指导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指导已结题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指导教师一次性

计算教学工作量，每个项目按 20 个学时计算。同一项目由多位

教师共同指导时，每位教师的教学学时=20/指导教师数。终止

或未通过结题的项目，不计工作量。 

（九） 独立设课的其他实践环节 

教学工作量=课程学分×16 学时×指导学生人数/30 

多名教师共同指导同一名学生时，每名教师的指导学生数

按“1/指导教师数”计算。 

（十） 说明 

以上计算方法未涵盖的实践课程，或虽列入以上计算方法，

但教学单位认为自身有特殊原因，不适合按以上方法进行计算

教学工作量的实践课程，教学单位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拟定合

理的计算方法，上报教务处审核批准后执行。 

 

第三章 研究生教学工作量计算 

第四条  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量 

（一） 工作内容 

研究生课程教学工作包括备课、授课、辅导、批改作业、

命题、监考、阅卷等全部教学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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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量计算 

1. 全校性课程 

教学工作量=课表教学时数×课程系数 K 

课程系数 K 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60 K=1.0 

 61-100 K=1.1 

 101-150 K=1.2 

 ≥151 K=1.3 

2. 专业性课程（包括学位课和专业选修课） 

教学工作量=课表教学时数×课程系数 K 

课程系数 K 根据学生人数确定： 

 ≤20 K=1.0 

 21-40 K=1.1 

 41-60 K=1.2 

 ≥61 K=1.3 

一般每位教师每年度计入专业选修课工作量不超过 96 学时

（含）。 

第五条  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工作量 

（一） 工作内容 

研究生学位论文指导工作包括选题、研究/设计指导、写作

指导、评阅和答辩等全部环节。 

（二） 工作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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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硕士学位论文 

每指导一篇 45 学时，其中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分别为

10、10、25 学时（三年制）。一般每位教师每年度计入工作量

不超过 135 学时（含）。 

2. 博士学位论文 

每指导一篇 90 学时，其中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

年分别为 20、20、20、30 学时（四年制）。一般每位教师每年

度计入工作量不超过 90 学时（含）。 

3. 延期的，最后一年（硕士第三年、博士第四年）工作量

延迟至毕业年度计入；提前毕业、较短学制或弹性学制的，在

毕业年度计入剩余工作量。 

第六条  研究生科创竞赛指导工作量 

指导研究生创新创业训练及竞赛等，由各培养单位参照

《汕头大学教师指导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和课外科技活动工作

量计算办法》计算工作量。 

第七条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负责本单位教师研究生教学工作

量的计算，研究生院负责审核。 

 

第四章 教学服务工作量计算 

第八条  学生服务 

（一） 本科生导师的工作量计算。一般每位导师每年计工

作量不超过 32 学时。具体考核计算办法由各单位提出方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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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务处审核。 

（二） 学科竞赛、课外科技活动指导教师的工作量按照

《汕头大学教师指导本科生参加学科竞赛和课外科技活动的工

作量计算办法》执行。 

创业指导教师、学生课外活动团队导师，以及体育运动队训

练或领队比赛、艺术排练课、学生运动队、表演队指导教师，

以及指导本科生其他活动，按实际工作时间，以半天（3小时）

为基本单位，每半天计 1 学时工作量。各单位在具体活动开展前

须如实报送《学生服务工作量审批表》给教务处，并在活动结束后

提供证明材料。教务处将按教学管理规定对相关活动进行检查，检

查发现不实的，取消该项目报送的全部教学工作量。 

第九条  其他教学服务 

（一） 教研组组长每学年计 0-15 学时工作量。教务处在每

年二级教学单位状态评估期间，对各教研组工作情况进行核查，

对学时工作量进行认定后反馈给各教学单位。设副组长的教研

组，由组长与副组长分享认定的学时工作量。 

（二） 专业协调人（负责人）每个专业每学年计 0-30 学时

工作量，由系主任、教学副院长根据专业协调人（负责人）工

作情况确定。设多个专业协调人（负责人）的专业，学年总工

作量不超过 30 学时。 

（三） 实验室主任，每学年计 0-20 学时工作量，由系主任、

教学副院长根据实验室主任工作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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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职教学督导员听课，可选择计算工作量或领取课

时补贴，计算工作量时：教学服务学时=听课学时数，每学年计

算工作量时不超过 32 学时。 

（五） 完成工作任务，考核合格以上的班主任，每学年可

计算工作量 20 学时。 

（六） 负责全校性公共必修课的线上教学管理工作，完成

课程建设和线上教学运行等工作要求的，课程负责人按 32 学时

/学期计算；课程助教按 32学时/学期计算。课程助教人数按 400

名学生 1 名助教作为工作量计算基数。 

 

第五章 附则 

第十条  已领取课酬的教学班，不再计算教学工作量。 

第十一条  承担上级部门相关工作任务，且有政策要求的，

教学工作量按上级文件规定计算。 

第十二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汕头大学，具体解释工作由教

务处、研究生院承办。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 2022年春季学期开始执行，原《汕头

大学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汕大发〔2018〕107号）同时

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