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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评价实施办法 

为做好学院本科课堂教学评价工作，促进学院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根据《河南

理工大学教师本科课堂教学评价办法（修订）》（校教[2016]29 号）文件精神，结合《安

全科学与工程学院本科教学督导工作管理规定》和学院工作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对象 

当学期承担本科课堂教学任务的学院全体教师。 

二、评价成绩计算办法 

教师评价成绩=授课学生的网评成绩×50%+学院督导评价成绩×50%-扣分项。 

1、授课学生的网评成绩：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评教并提供成绩，学生评价成绩=（学

生评教得分总和-不及格学生的评价分之和）/（授课学生数-不及格学生数）。 

2、学院督导评价成绩：由教科办负责统一收集并汇总当学期学院督导组完成的《课

堂教学督导情况记录表》，为保证不同督导专家评分标准的可比性，采用专家打分不均

衡系数法对被评价人成绩进行调整，具体办法和步骤如下： 

（1）依据每位督导专家对所有被评价老师的打分原始成绩 ai，分别计算出每位督

导专家的平均成绩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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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该督导专家的所有评价原始成绩， 为该督导专家的听课总人次）

 

（2）根据所有督导专家的平均成绩 Ai，计算出学院整体的评价平均成绩 B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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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每位督导专家的平均成绩， 为督导专家人数）

 

（3）计算每位督导专家的打分不均衡系数 Ci，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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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督导专家所评价教师的原始成绩 ai 进行调整，即： 

i i i ia a C a        （ 为调整后的任课教师被评价成绩） 

（5）对每位主讲教师的所有调整后评价成绩求平均值，即为该老师的学院督导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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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成绩。 

3、扣分项：主讲教师当学期前 2 次停调课不扣分，第 3 次及以后，每次扣 1 分。

当学期教师所有任课课程均参与计算，教科办负责统计并提供实证材料。因无法抗拒因

素导致停调课除外。 

三、评价等级及相关规定 

1、评价等级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合格、不合格”五个，“优秀、良好、中

等”的比例不得超过分别为 20%、30%、40%，“合格、不合格”等级不设比例限制。 

2、当学期主讲教师的学院督导次数需在 2 次及以上，方可按照第一条第 2 款计算

该教师的学院督导评价成绩。若当学期任课教师的学院督导次数为 0或 1次时，该教师

的学院督导评价成绩按全院所有参与评教教师的平均值计算。 

3、学生网上评价成绩在学院排名后 5%的教师原则上不得评为或直接认定为“良好”

及以上等级。 

4、非期末统考课程，需在本学期学生评教结束后 3天内或考试结束后 15 天内，按

照归档要求完成相关材料整理并报送教科办存档。期末统考课程，需在下学期开学 3天

内，按照归档要求完成相关材料整理并报送教科办存档。课程考试材料超过规定时限归

档的，主讲教师只能认定为“合格”等级。若任课教师存在课程考试资料未归档的，主

讲教师直接认定为“不合格”等级。 

5、关于课程主讲教师及授课学时规定：32 学时以内的课程，原则上只安排一名主

讲老师，若安排两名主讲老师，需有一名为正高级职称教师且需讲授 12 学时以上，另

一名为其他职称教师且需讲授 16 学时以上。超过 32 学时的课程，至多可安排 2名主讲

老师，每人需讲授 16 学时以上。不满足学时要求的任课教师只认定为助课教师。原则

上高职称教师不得给低职称教师助课。助课教师的教学评价只能为“合格”等级。 

6、任课教师在当学期内出现教学差错或教学事故者，其教学评价等级直接确定为

“不合格”，相关规定详见《河南理工大学教学事故与差错认定处理办法(修订)》。 

四、评价等级确定程序 

1、学院教科办需在开学第一周内汇总学校提供的学生网评成绩、学院督导组评价

成绩及停调课情况，并根据本办法第一条规定，计算当学期承担本科教学任务的教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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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成绩，按最终计算成绩对当学期任课教师进行排序。 

2、教科办需在开学第一周内准备以下 4个材料： 

（1）扣分项清单及实证材料； 

（2）学生网上评价成绩在学院排名后 5%的教师名单； 

（3）课程考试材料超过规定时限归档及课程考试资料未归档的教师名单； 

3、开学第二周内召开学院本科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会议，审核上学期的教师评价

材料，并根据教师评价成绩排名顺序、评价等级比例，结合第三条规定，确定教师评教

等级并公示。 

4、教科办负责及时将确定的教师评教等级上报教务处。 

5、本办法自 2016-2017 学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学院教科办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