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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信息[2020]4 号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计算 

及超基础工作量薪酬计算与发放办法(试行) 

为了贯彻各尽所能、按劳取酬、多劳多得的分配原则，调动

专任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学校决定推行以课时

为基础的绩效工资体系，特制订《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专任教师

教学工作量计算及超基础工作量薪酬计算与发放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此办法适用于全院专任教师。 

一、教学工作量定义与内容 

教学工作量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完成教学任务所付出的劳

动量。教学工作量主要包括教师备课、授课、作业批改、命题、

监考、阅卷、实践教学、辅导答疑、过程管理、教学研究、竞赛

指导和拓展、创新项目指导等工作量。教学工作量分为理论教学

工作量、实践教学工作量和教学辅助工作量。  

二、教学工作量的计量单位及工作量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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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学工作量用“标准学时”作为计量单位。用实际授课学

时乘以若干调节系数，将教师完成教学工作所付出的相应工作量

核算为标准学时。 

2. 每学期按 17周计算，每周 12标准学时，专任教师的基础

工作量为 204标准学时/学期，专任教师额定工作量为 272标准学

时/学期（平均每周 16标准学时），教师主讲课程教学工作量最高

不应超过 408标准学时/学期（平均每周 24标准学时）。 

3. 新入职的助教签订聘用合同后的第一个学期，可承担一门

课程主讲任务(每周 4-6学时)，签订聘用合同后的第二个学期，

应承担一门课程主讲任务(每周 8-12学时)，签订聘用合同后的第

三个学期，应承担一门课程主讲任务(每周 12-18学时)。基础工

作量不足部分可由教辅工作量补足。 

4. 承担管理工作的专任教师应完成基础工作量；校内兼任教

师（含教学、学生管理、行政、科研部门的干部、辅导员和行政

人员）无教学基础工作量要求，平均每周教学任务不应超过 8标

准学时，按授课学时计算工作量绩效酬金。 

5. 超过基础工作量的部分按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作为绩

效工资发放。 

三、教学工作量的计算办法 

(一)理论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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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工作：包括备课、课堂教学、答疑辅导、作业批改、

课程考核、成绩评定、过程管理、教学资料整理以及其他与课程

教学直接相关的工作。 

工作量=授课学时×K1 ×Ｋ２×Ｋ３×Ｋ4（标准学时） 

其中：授课学时是指按照执行计划实施的授课学时，原则上

不得随意变更。 

K1――教学类型系数，取值如下：  

教学类型 考试课 考查课 
体育课、公

共选修课 

双语教学、全英文

专业教学 

课外习题、辅

导课 

教学类型系

数 K1 
K1=1.1 K1=1 K1=1 K1=1.2 K1=0.6 

K2――班额系数，取值如下： 

教学班人数 

0<人数＜45; 

（0<人数＜30

艺术设计学院） 

45 ≤人数≤ 60; 

（30≤人数≤60

艺术设计学院） 

60<人数≤120 120<人数 

班额系数Ｋ２ Ｋ２=0.9 Ｋ２=1 Ｋ２=1.1 Ｋ２=1.2 

K3――重复课系数，取值如下： 

重复班级数量 第一个班 第二个班及以上 备注 

重复课系数Ｋ３ Ｋ３＝１ Ｋ３＝1+(n-1)×0.8 n为重复班或分组数 

重复课是指在一个学期，由同一位教师任课程名称相同、学

时相同、教学大纲和教案大体相同的多个教学班的课程（含分组）。 

Ｋ4――绩效补偿系数，取值如下： 

教学类型 晚自习辅导、提高班 

绩效补偿系数Ｋ4 Ｋ4 =1.1 

（二）实践教学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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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教学项目：课内实践课、实训、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

计（论文）等。 

1. 课内实践课工作量 

课内实践课：包括实验课、写生课、素描课、绘图课、艺术

指导课、体育课等。 

实践教学工作：包括场地和仪器准备、备课、讲授、演示、

示范、指导、批改实验报告（作品）、考核，资料归档以及与之相

关工作。 

1）课内实践课若单班或分组教学，工作量计算如下： 

工作量=授课学时×人数/45×Ｋ1（标准学时） 

2）体育课以 60人为标准教学班，体育课不乘重复班系数。 

体育工作量=授课学时×Ｋ1×Ｋ２ （标准学时） 

2. 指导课程设计（实训）工作量 

课程设计和集中性实践环节（整周）教学工作包括：选题、

项目设计、设计指导、技术指导、操作指导、成绩评定等教学内

容。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人数不超过 45人，每周执行学时 24-30

学时。计算办法如下： 

课设工作量=0.4×执行周数×指导人数（标准学时） 

实训工作量=0.3×执行周数×指导人数（标准学时） 

3. 指导毕业设计（论文）工作量 

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工作包括:选题、面授指导、审阅毕业

设计（论文）和成绩评定。原则上，每位教师指导不超过 10 人。



 
5 

 

指导教师每周至少面授指导 2次，每次不少于 4学时，专任教师

工作量计入教学总工作量。工作量计算办法如下： 

工作量=0.8×执行周数×指导人数（标准学时） 

4. 毕业设计（论文）答辩工作量 

答辩工作：评阅设计报告、论文、答辩、评定成绩。答辩教

师 3人为一组，每组一天答辩 14-16人。每位答辩教师每天按 8

学时计算工作量。专任教师工作量计入教学总工作量。 

5. 指导实习工作量 

指导实习工作：制定实习计划、联系实习场所、面授指导、

批改实习报告、评定成绩和学生管理（安全协议及三方协议）等。 

1）集中实习安排全职指导教师，每位教师指导不超过 60人，

外地指导集中实习的教师享受相应出差补助，兼做学生管理工作，

要求指导实习的教师每周到现场指导时间不少于 12小时。工作量

计算方法如下： 

工作量=0.2×执行周数×指导人数（标准学时） 

2）分散实习（毕业实习、顶岗实习等 ）不安排全职的指导

教师，每位教师指导人数不超过 60人，要求指导教师至少每周远

程指导学生一次。工作量计算方法如下： 

工作量=0.08×执行周数×指导人数（标准学时） 

（三）教学辅助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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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辅助工作：包括计划外补课、自习辅导答疑、课余习题

课、提高班授课、竞赛指导、创新、实践项目指导等。教辅工作

量折合成标准工作量，计入教师总工作量。 

1. 课余辅导工作量 

课余辅导是指教师在计划学时之外，利用课余时间或晚自习

时间承担习题课、辅导课、答疑、阶段测试等教学工作。 

对于重要基础课和专业核心课，要求教师每周利用课余时间

或晚自习到任课班级讲授习题课不少于 2学时。对一般课程，每

周到任课班级辅导或补课不少于 1学时。晚自习全程计为 3学时，

每位教师每次辅导人数以 60人为宜。由各学院组织安排，排辅导

课表，教务处审核、备案。各学院晚自习辅导课工作量由各学院

计算，不计入学期教学总工作量。公共课辅导课工作量计算方法

如下： 

辅导课工作量=周学时×执行周数×K1×Ｋ２×Ｋ4（标准学时） 

2. 提高班工作量 

数学、英语提高班、英语四、六级考试、研究生考试（英语、

数学、政治等）授课，60人以上开班，上限自定。由各教学部门

组织安排，业余时间上课，教务处审核、备案。工作量按理论课

计算方法计算。 

提高班工作量=授课学时×K1 ×Ｋ２×Ｋ３×Ｋ4（标准学时） 

3. 课程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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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课、实践课的考核在计划学时内实施，按工作量计算标

准计算工作量。考试周统一组织的期末考试、教考分离考试等相

关工作，不计入教师教学总工作量，以教学日常费用形式发放。

监考费：每场 30元；命题费：每套 40元；阅卷费：每份 1元。 

四、教学工作量说明 

1.专任教师一学期担任主讲课程的门数原则上不超过两门。

工作量不饱满的和每门课程时数偏少而且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经

本人申请，院（系）、部同意，教务处批准后，可讲第三门课。 

2.在保证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优先安排优秀教师多讲课，尽

可能安排教师跨院（系）、部讲课，促进教师快速成长和教师队伍

结构的优化。 

3.教师工作量计算，要严格按照教学计划规定的学时数执行，

不得随意增减学时，院（系）、部领导要严格审查，严禁弄虚作假，

如有发现，追究当事人及领导责任。 

五、超基础教学工作量部分的计酬 

1. 超基础工作量计酬标准： 

2. 工作量核算时段：教师工作量按照学期计算，每学期末由

院（系）、部对每位教师统计核算，报教务处审查。 

3. 工作量酬金核算公式： 

工作量酬金=(教学总工作量− 𝟐𝟎𝟒) ×计酬标准 

职级 助教 讲师 副教授 教授 

本科、高职工作量酬金标准

（元/标准学时） 
40 45 55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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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超基础工作量酬金的发放 

1.超基础工作量薪酬是绩效工资的重要部分，在课程质量评

价及绩效系统建立之前，超基础工作量薪酬全额发放； 

2.超基础工作量薪酬发放时间及方式：平均分配到下一学期

（4个月）； 

七、其他说明 

1.绩效工资是教师工资的一部分，是基于上个学期教学工作

量及表现给予教师的一种激励，在教师职务发生变动及工资调整

时，不影响绩效工资继续发放。 

2.非因工作原因（如借调）导致教师在某个学期无教学工作

量或不足基础工作量（204标准学时/学期）的，在下一学期的超

出部分予以减除。 

3.教师离职，结算上学期绩效工资；课程未结束时离职，不

计算本学期绩效工资。 

4.本《办法》未能涵盖的特殊情况和新出现的问题，教务处

将与人事处协同处理。 

5.本《办法》自 2019年 9月 1日起执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哈尔信息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