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农业大学关于加强本科教学工作 

提高教学质量的规定 

吉农大党字[2001]57 号 

为认真贯彻执行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

量的若干意见》（2001年 4号）文件精神，促进我校教学工作质量的进一

步提高，结合教学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一、确立本科教学工作的重要地位。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主体和基

础，抓好本科教育是提高高等教育的重点和关键。建立学校党政一把手作

为本科教学质量第一责任人的制度；进一步完善本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制

度；学校各级党政领导要把教学质量作为中心工作，常抓不懈。全校教师、

职工、干部要树立“教学工作优先、教学质量第一”的意识。统一思想、

达成一切为了教学工作、一切服从、服务于教学的共识。 

二、完善教学工作会议制度。学校领导每学期定期召开两次教学工作

会议，研究、部署学期的教学工作，明确教学工作的重点和目标，形成制

度；针对教学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教学指导委员会专题立会，及

时研究、审议，为学校决策提供建议和依据；学校每年召开一次全校性教

学工作会议，将提高教学质量作为永恒的主题。学校继续实施教学质量年

工程，促进教学质量逐年提高。 



三、保证教学经费的投入。日常教学经费不低于学校学费收入的 20%，

用于教学业务、教学仪器设备修理、教学差旅、体育维持等；在教学经费

中，要保证教学实验、实习经费的投入。投入比例不低于教学经费的 20%。 

四、建立约束机制，保证高级职称教师承担本科教学工作的数量与质

量。教授、副教授必须承担本科教学任务，一般情况下，55岁以下的教授、

副教授每年至少为本科生讲授一门课程；正高职称每年至少为本科生作一

次学术报告；鼓励 55岁以上的教授为本科生讲授基础课或开设专题讲座；

连续两年不讲授本科生课程的教师，不再聘任教授、副教授职务；把高级

职称教师授课率作为评价院（部）工作的指标之一。 

五、建立和完善激励机制，调动教师教学积极性。继续执行优秀教学

质量奖评选制度，青年教师讲课大赛制度，加大奖励力度；设立教学奖专

项经费，每年投入不低于 5万元。鼓励教师加大教学投入、奖励教学工作

业绩突出者。教师开展教学研究、教学改革的成果、论文等同于科研成果、

科研论文。 

六、实行教学质量考核一票否决制。完善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制度，将

学生评价、学校各级领导、督导组评价、教师所在单位评价综合结果与教

师晋级、聘任、分配挂钩，对于达不到学校本科教学基本工本量和质量的

教师实行教学质量“一票否决制”。凡是申请聘任高级职称的教师，必须

提前半年或一年向学校申请进行教学质量评价，教学质量达标后方能晋升

职称。 



七、建立教师选课、学生选教制度。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推行课程招

标，逐步将分配教学任务转向教师竞争选择课程和承担教学工作量。建立

主讲教师制度，原则上主讲教师必须具有硕士学位或讲师职称（基础课除

外）。在条件成熟的课程中，实行教师挂牌制度。 

八、继续加强教师培训工作，继续落实“学历教育百人工程”，继续

执行青年教师岗前培训制度；制定校、院两级中青年教师培训计划，定期

举办校内各种培训班，每年选派部分骨干教师进修提高，有目的地培养中

青年教师，特别是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中青年教师；教师每三年接受一次培

训；实行教师学术休假制度；完善新教师任教制度，加大吸引优秀人才的

力度。 

九、加强教学研究和教学改革工作，教师要重视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

的改革，通过教学研究促进自己的学术水平和业务水平，促进自己的教学

质量的提高；学校建立教学改革研究基金，重点支持骨干课程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对国家、省、部级教学改革项目，学校给予 1：1的配套经费；

并为项目的研究工作提供支持、创造条件；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教师都应

积极参加教学研究，晋升职称继续执行教研、教改成果一票否决制；学校

每两年召开一次教学经验交流会；每两年评选一次优秀教学成果奖。 

十、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教学。制定双语教学实施计划，对

有条件的课程实行双语教学，部分课程引进外文原版教材；提倡开设校、

院两级双语选修课；对开设双语教学的课程，教学工作量系数增加；有计

划选派教师到国外进修，为推动双语教学创造条件。 



十一、建立科学的教材编写、评价和选用制度。建立教材基金专项；

支持编写全国性、高水平教材；鼓励使用面向 21世纪教材、“九五”国

家重点教材和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推荐教材；提倡使用近三年编写、出版

的新教材，比例要达到 50%以上。 

十二、加强师德和教风建设。教师应具有高尚师德、优良教风和敬业

精神，具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和高度的责任感；教务处利用教学管理网络公

布有关的教学文件，同时将教学文件汇编、教学管理文件汇编发至各教学

单位；教师要了解授课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熟悉自己所授课程的教学大

纲，掌握教学目的和要求；教师要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教学工作中，必须做

到认真备课和准备教案，教务部门、各院（部）对教师教案的检查要制度

化。 

十三、加强学风建设，建立充分调动和发挥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机制。

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素质教育，弘扬努力学习、刻苦拼搏的精

神，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成才观、就业观；营造健康向上的校园

文化，形成良好的育人环境。 

完善教学管理和学籍管理制度，积极发挥学生各级组织的作用，参与

教学管理、参与制度建设；完善学生评教制度；继续发扬我校严明学纪、

严格考风、严肃考纪的优良传统；加强过程管理，完善试卷抽查制度。 

继续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开展多种形式的学习竞赛、科技活动等，

形成良好的学习和学术氛围。 



继续推进弹性学制、学分制度管理的进程；不断完善学生选择课程、

选择教师、选择学习进程的管理办法；鼓励优秀学生脱颖而出，对学习成

绩好、综合评价优秀的学生，允许根据特长重新选择专业（比例控制在 1

—2%左右）。 

继续执行淘汰制，坚持毕业生质量标准，坚持学士学位授予标准；对

学习成绩不合格、违反学校纪律的学生，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十四、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升教学水平。继续加强校园网、电子图

书馆、多媒体教室等数字化教学环境的建设，满足教学的需求；加强多媒

体课件建设的投入，两年内，在学校开设的必修课中采用多媒体授课的学

时比例要达到 30%以上，切实发挥现代化教学手段提高效率、提高质量的

作用。 

十五、进一步加强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创新、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

实验课的开出率要达到本科教学优秀评估标准，每门课程的综合性、设计

性实验的比例要达到 10—30%，创造条件使优秀学生尽早的参与科研活动

和创新活动；提高实验室、图书馆、资料室的开放度；进一步加大校内、

外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力度，完善多元化实践教学基地体系；高度重视毕

业实习，完善实习管理制度，严格执行实习计划；坚持优秀毕业论文评选

活动，奖励优秀论文和公开发表的论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继续加强本科教学实验室的建设，每年投入于实验室、实践教学基地

的经费按人均 10%递增；逐年增大教学图书、资料购置费，争取在十五期

间达优秀学校评估标准。 

十六、加强课程建设。完善课程建设规划，制定课程年度计划；形成

课程建设体系。基础课、专业基础理论课要出一批精品课程、优秀课程，

目标是 2—3年双基课程的 50%达到精品课程，80%达到优秀课程。专业课

要捕捉前沿，以重点学科建设为基础，形成一批能迅速反映前沿的高质量

的优秀课程；有条件的专业课，积极推进外文原版教材。结合 21世纪科

技发展需要、学生综合素质提高的需要，建设一批有品位、有特色的公共

选修课体系，特别要反映生物技术、国际经济、WTO等内容。制定三年

计划，使全校课程达 100%合格的目标。 

建立课程质量评价制度和奖励制度，学校予以表彰，颁发证书和奖金，

并作为课程主讲教师在年度考核评奖和晋升职称、职务的重要依据。对不

合格课程，针对薄弱环节继续进行建设与完善。 

建立课程建设的经费保障制度。对规划确定建设的课程，学校一次性

拨给课程建设经费，标准是校级重点课程 5000元；院级重点心课程 3000

元；其它课程 1000元。 

十七、加强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完善管理机制，提高教学管理的效

率和质量。制定教学管理队伍的建设规划，建立教学管理人员培养制度，



全面提高教学管理队伍的学历结构水平和人员素质。三年内，使教学管理

干部达大学本科及其以上学历，继续实行竞聘上岗。 

继续加强基层教学管理工作，制定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细则，建立基层

教学管理工作的督导和评价制度。建立每年一次的优秀教学管理人员评奖

活动制度，参评人员包括教学副院长（主任）、教学秘书、教学干事、系、

教研室主任等。 

继续加强教学管理网络化的建设，加快教学管理现代化的进程。 

加快教学管理改革的步伐，管理重心进一步下移，转变管理部门的职

能，逐步实现校、院两级管理。 

十八、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监测和保证体系。修改和完善校、院、系

（室）教学工作评估指标体系，建立教学工作、教学管理工作评估制度。

每年学院对系、教研究室、实验室教学工作进行随机抽查，学校对学院进

行教学管理工作进行随机抽查。每两年进行一次全面评估。继续发挥校领

导、督导组、职能部门、院、系、学生多方面的教学监督、教学信息反馈

的作用，建立用人单位、教师、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质量内部评估认证机

构。完善有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人事、劳动和分配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