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及考评制度
一、教师的职业道德对学生品质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教师的言行对学生起着潜

移默化的影响。教师肩负着为国家建设事业培养人才的光荣任务，其职业道德水准直接影响

着青年一代身心健康发展以及民族素质的提高。为此，制定本制度旨在加强师德建设，培养

合格人才。

二、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

1.依法执教，恪尽职守。广大教师要自觉遵守《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

和《教师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忠诚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己任，全

面履行教师职责，以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感染和引导学生。

2.爱岗敬业，精心施教。树立教师的人格榜样，把以德育人、教书育人和完善学生人格

放在首位，注意培养学生良好的思想道德、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认真备课上课，努力做好

课外辅导、作业评定、实习实训、考卷批阅等教育教学工作。

3.勤奋好学，严谨治学。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

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努力实现向“双师型”教师的转变。

4.求真务实，端正师风。在教学、科研及学术交流中，既要勇于探索、大胆创新，又要

严谨求实、精益求精，力戒浮躁和急功近利。坚决反对在教科研工作中弄虚作假、抄袭剽窃

等违背学术规范、侵占他人劳动成果的不端行为。在授课、批阅作业、考试阅卷等教学环节

中，反对敷衍马虎、降低标准、徇私舞弊等行为。

5.以人为本，关爱学生。本着对社会、对家长负责的态度，主动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

全面关心爱护每一名学生。尊重学生的人格，平等、公正地对待每一名学生，自觉做学生的

良师益友。注重素质教育，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地发展。

6.团结协作，尊重他人。谦虚谨慎，尊重同志，相互学习，互相帮助，维护其他教师在

学生中的威信，维护学校荣誉，共创文明校风、教风。

7.作风正派，廉洁从教。树立高尚情操，发扬奉献精神，自觉抵制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以尊重科学的精神去影响教育学生，以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去培养造就

人才。不以教谋私，不打人情分，不利用职务之便向学生和家长谋取私利。

8.品德高尚，为人师表。模范遵守社会公德，注重自身道德修养，衣着整洁得体，语言

规范健康，举止文明礼貌，严于律己，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自觉维护人民教师形象。

三、教师职业道德考核由教务处负责组织，各教学系部、中心协同配合进行。

四、每学期对每位在册任课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考核总评，并将结果归入教师本人业务

档案。

五、考核办法

1.学生评价：每学期教务处组织的学意测评内容中要加入对教师职业道德方面的测评。



学生根据教师工作态度，对学生严爱结合等方面进行评价，教务处汇总统计。根据 90%以上、

75%、和 50%及以下学生的评价的统计结果，该教师“学生评价”的职业道德依次为优秀、

良好、一般。

2.同行评价：每学期各教学系部、中心主任组织教师根据学期工作情况填写《教师评教

互评表》，综合评价教师职业道德表现，然后一一汇总，评出优秀、良好、一般。

3.教务处总评：教务处根据学意测评、系部中心同行评价以及日常教学检查情况，对在

册任课教师的职业道德进行总评。评定等级为优秀、良好、一般。

六、教师职业道德考评是学年度教师岗位职责考核的重要内容之一，其结果将作为教师

评优选先、职称评定的依据之一。

七、本规范解释权归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教师培训制度
为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业务水平，特制定本制度。

一、教师的培训方式分为：学历教育、继续教育、双师素质培养等。

二、学历教育：选送具有本科学历的优秀青年教师，到高等学校接受硕士和博士研究生

的教育，鼓励在职教师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或自学参加学位考试。其成绩和学历证明分别报

人事处和教务处存档。

三、继续教育：对具有本科学历或讲师以上职称的教师，学院将统一规划，创造条件，

以三年为一个周期，保证半年时间进修提高，可集中或分散安排时间，进行知识更新或到生

产单位学习新技术、新设备、新工艺、新规程。

学院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开展旨在提高教师高等职业教育理论、实践能力和专业技能的现

代教育技术培训。继续教育的考核成绩、总结等资料交人事处和教务处存档。

四、双师素质培养

1.专业教师分期批到生产单位顶班实践，或指导学生专业实践实训活动，确定五年内有

两年以上（可积累）在企业第一线从事专业实际工作经历；

2.安排教师参加教育部或行业组织的教师专业技能培训获得合格证书、专业资格或专业

技能考评员资格证书；

3.鼓励教师参与应用技术研究，主持校内实践教育设施建设或提升技术水平的设计安装

工作，力争取得成果；

4.安排普通课教师和专业基础课教师参加工作实践，了解生产过程，熟悉电力生产知识，

明确所任课程在专业培养目标中的作用和地位，并通过进修培训获取其他技术职称。

5.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中“双师素质”教师比例达到 70%以上。

兼职教师要积极参加教学活动，不断熟悉教学规律，掌握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水平。

五、课程带头人培训：课程带头人将优先选派参加学术活动、业务培训和出国考察、学

习。

六、新教师培训

新进教师多数毕业于工科院校，既没有系统地学习教育、教学理论，又缺乏足够的教学

实践经验，为了使他们尽快适应教学需要，搞好教学工作，就新进教师有关培训作如下规定：

1.新进教师原则上是指进校担任教学工作的应届本科以上(含本科)毕业生。

2.各系部应充分发挥学院的教师资源优势，让富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对新进教师起行指导，

以促使其尽快成长。

3.加强新进教师培训的组织与领导。由主管副院长负责，人事处、教务处和各系部组成

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和落实新进教师培训计划。

4.所有新进教师都要参加由省高校教师资格认定中心组织的岗前培训，以及由学院集中

安排的培训教育,并取得高校教师任职资格。



5.各系部根据实际情况，组织教学督导、同行专家、有关部门人员对新进教师进行考核，

合格后方可安排教学任务。

6.各系部要为新进教师确定一名指导教师，指导教师原则上应具有副教授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含副教授)，且教学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具有指导新进教师教学等工作的能力。

7.指导时间一般为一年。指导教师应对新进教师教学、实践各个环节进行指导，并跟踪

听课，每学期听课次数不少于六次。

8.被指导教师每学期应至少听六次指导教师和其他教学效果好的教师的讲课，并主动与

指导教师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的交流和探讨。

9.学年年终学生测评，被指导教师平均分数达到 90 分以上，给指导教师以适当奖励；

被指导教师平均分数 60 分以下，不奖励指导教师，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学年考核处理。

七、本制度解释权归山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