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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教办发〔2020〕44 号 

 

 

烟台市教育局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教师职称 

申报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教育和体育局，长岛综合试验区教育和卫生健康局，开发

区、高新区教育分局，直属有关单位（学校）： 

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推荐工作，充分发挥

中小学教师职称指挥棒作用，现就职称申报推荐有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进一步明确评价导向 

（一）坚持立德树人导向。着重考察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

育人成效。具体要求如下。 

烟台市教育局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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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师德考核前置作用。在中小学教师职称推荐申报环

节，实行师德师风前置审核。凡有违反师德师风行为负面清单并

被查实的，取消职称申报资格，执行期限视情节轻重，最低不少

于 24 个月。 

2.注重育人业绩。申报中小学（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要具

备规定的班主任（辅导员）工作经历，对长期实际性从事班主任

工作的一线中小学教师，在职称推荐评审中予以倾斜，其中实际

性从事班主任工作（不含折算年限）满 30 年、20 年的一线中小

学教师，可优先推荐申报中小学（基层中小学）高级、中级教师

职称。对辅导员的范围界定如下：从事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的校

级及中层管理人员；担任心理健康教育的专职教师；担任各类社

团或兴趣（特长）小组辅导员，体育运动训练队、奥赛指导教师；

担任副班主任；实行全员导师制的学校，每学期跟踪指导一定数

量的学生且有明显教育成效的，也可认定为辅导员工作经历，等。

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直属各学校要结合实际出台具体认定办

法。 

3.“综合、德育、师德奖励情况”范围界定为：①教师节期

间表彰、表扬的模范教师、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班

主任等；②特级教师，中青年专家，师德标兵，名师、名校长（园

长）、名班主任，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优秀

党务工作者；③最美教师、教书育人楷模，德育工作先进个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先进个人等。另外，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与其他

部门联合表彰表扬的、与教书育人密切相关的，可作为参考项目。 



— 3 — 

（二）坚持工作实绩导向。重点评价中小学教师教育教学的

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向长期工作在教学一线的教师倾斜，提高

实际工作年限的考核权重。具体要求如下。 

1.教学业务精通。晋升中小学（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

原则上需在任期内有县级以上优质课。市级优质课范围界定如

下：①烟台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含原烟台市中小学综合实践教研

室）授予的各学段各学科优质课和学科德育优秀课例；②烟台市

教育装备与技术研究中心（含原烟台市学校安全管理处）授予的

烟台市电化教学技能优质课、实验教学优质课、学校安全教育优

质课；③烟台市教育局授予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优质课；④烟台市

教育局学前教育科授予的全市幼儿园教师优质课；⑤烟台市教育

局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科授予的体育与健康、音乐、美术优质课

和学科德育优秀课例。省级、县级、校级优质课可参考市级范围

界定。此外，参加市级优质课评选时获得的市公开课，可对应为

县级优质课；受邀（限各级教育部门或教研部门以及有重大影响

力的教育教学方面的论坛、会议）在现场作出的教学方面经验交

流，可对应为降一级别的优质课。 

可作为参考依据的项目范围包括：①优质课程资源以及国家

和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活动中评选的优课；②参加市

级及以上公开教研活动时执讲的公开课、示范课；③各级教育行

政部门或教研部门举办的其他业务评价、业务比赛活动项目。 

各类别优质课、优质课程资源、“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

项目应为逐级推荐。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台、网站、协会等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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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质课、公开课、经验交流等原则上不作为申报依据。 

2.教学效果突出。能够保质保量完成教学任务，教学质量高，

为本校或更大范围的教学骨干。主要教学业绩界定为：各级教学

成果奖，教学能手，学科带头人、教坛新秀，教学工作先进个人

（含高中教学工作突出贡献奖），教科研先进个人，优秀思想政

治理论课教师。音体美、综合实践教师取得的与专业教育教学相

关的业绩。在全市中小学教学大比武活动中取得的业绩、奥赛指

导教师、教育部门组织或参与的竞赛优秀指导教师以及其他符合

基本条件的工作业绩项目也可作为参考项目。 

3.教研能力较强。具有指导和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和水

平，有关要求如下： 

①论文。根据深化职称制度改革淡化论文的规定，不再将论

文作为副高级及以下教师职称申报评审的必要条件，推荐评审

时，可作为参考项目。正高级教师职称推荐评审，任现职以来须

出版过或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过独创性、高质量的教育教

学研究著作或论文。在职称推荐评审中提交的论文、出版的论著，

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必须是在具有全国统一刊号（CN、ISSN）

正式刊物上公开发表的，论著须具有统一书号（ISBN）的正式出

版物，其中内部报刊须有新闻出版部门批准的内部资料准印刊

号。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直属学校要成立中小学学术委员

会，对提交的学术成果予以专项审查。 

②课题（项目）。课题（项目）原则上以“教育科学规划领

导小组办公室”、“教育学会”、教育主管部门、教科研部门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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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题（项目）为准。各种报刊杂志、电视台、网站、协会、非

官方教育机构立项的课题（项目）不作为申报依据。未结题或未

结项的不作为申报依据。 

（三）坚持课时量导向。强化课时量在中小学教师职称评聘

和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将完成课时量作为申报教师专业

技术职务的必要条件。具体要求如下。 

1.专任教师。《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关问

题的意见》（鲁政办字〔2016〕56 号）规定：“中小学教师课时

量标准，要综合考虑课程的难度、备课时间长短、作业批改量、

教学班级和学生数量等因素确定，不同学科每周最低课时量，小

学一般不低于 12-18节、初中不低于 10-16节、高中不低于 10-14

节。班主任工作量按教师标准课程量的一半计入。走教、任教多

学科教师课时量应予以适当照顾。”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直属

各学校要根据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明确制定本区市、本学

校教师的最低课时量标准，并报市教育局备案。申报推荐中小学

（基层中小学）高级职称，应在一级教师岗位从事教学工作累计

5年以上达到最低课时量标准，且近 3年（含评审当年）均须达

到最低课时量标准。教研员每学期到联系学校蹲点驻校教研总时

间不少于两周，每年听评课总量不少于 60 节，视为达到课时量

标准。 

2.兼职教师。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中兼任管理工作的教师，

其每学期须担任课程标准和课程计划所规定的一门及以上课程，

课时量须达到本地区专任教师课时量的 2/3 以上，且聘期内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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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含评审当年）从事教学工作原则上没有间断。对于兼职人员

在校内听评课的工作量，可视同为教师课时量。 

二、进一步落实政策要求 

（一）落实乡村、薄弱学校任教经历的规定。城镇义务教育

阶段中小学教师申报高级教师职称，在任期内应有 1年及以上在

薄弱学校或农村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经历。其中，工作经历的计

算以周年为准，对农村和薄弱学校的界定以市教育局审批备案为

准。市教育局派往西藏、新疆、临沂、德州、巫山、长岛、栖霞、

海阳、莱阳等地的援外支教教师，考核合格及以上的，可认定为

具有乡村、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其中，援藏援疆教师，在受援地

连续工作时间满 1年以上，符合申报条件的，可在受援地或派出

地参加职称评审，不受派出单位岗位数量限制。援派期间未参加

职称评审，援派工作结束后回我市工作首次参加职称评审，仍可

不受派出单位岗位数量限制申报。参加省、市教师志愿者项目，

在农村或偏远地区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累计达到 1年工作量的，

也可认定为乡村、薄弱学校任教经历。按照有关规定，经组织选

派的公办学校教师在民办学校帮扶工作，考核合格及以上的，可

认定为薄弱学校任教经历。各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应提前科学统筹

安排轮岗交流工作，毕业年级原则上不安排教师参与轮岗交流。 

（二）落实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和直评直聘政策。 

1.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制度实施范围。基层中小学教师

一般是指在基层中小学从事教学工作，在职在岗领取乡镇人员工

作补贴的一线教师。基层学校清单目录以各区市在市教育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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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备案的为准。 

在基层中小学任教的教师，可根据自身条件自主选择参加中

小学教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高级教师职称评审，同年度不得同时

申报两种类型的职称。取得中小学教师职称的，可申报高一级中

小学教师职称或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取得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

的，只可申报高一级基层中小学教师职称。申报中小学教师高级

职称的，评审要求和条件按照《山东省中小学教师水平评价基本

标准条件》执行。申报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的，评审要求和

条件按照《山东省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评审条件指导标准》

执行，允许所教专业与所学专业或教师资格证专业不一致的基层

教师参加现任教学科的职称评审，对论文、科研成果不作硬性要

求。 

2.基层中小学教师高级职称聘用（任）范围。基层中小学教

师职称实行评聘结合，仅限在基层中小学中聘用（任）。取得基

层职称的教师交流到非基层学校，不得按照基层职称聘用（任），

不再享受相应的职称和工资待遇。取得基层职称连续聘满 5年，

考核合格且按要求完成继续教育的，经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审委员

会考核认定通过后，可换发相应级别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证书。 

3.乡镇中小学教师直评直聘政策。从事乡镇中小学教师工作

满 10 年及以上、符合申报一级教师基本标准条件要求，从事乡

镇中小学教师工作满 20 年及以上、符合申报高级教师基本标准

条件要求，从事乡镇中小学教师工作满 30 年及以上、符合申报

正高级教师基本标准条件要求的，可以不受所在学校岗位结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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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限制，取得资格的按规定予以聘任。 

非乡镇中小学教师交流聘用到乡镇中小学教师岗位工作，经

考核符合条件，可不受任职年限、职务级别和岗位结构比例限制，

直接申报相应职称，取得资格后需在乡镇中小学工作 5年，距离

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5周年的不适用此项政策。 

（三）严格规范纳入业绩评价项目范围。纳入职称评审范围

的工作业绩评价项目，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1.颁发部门为政府

（或代表政府）、教育部门（或教育部门参与）；2.项目内容应与

教育教学、教书育人密切相关；3.获取方式应为逐级推荐。 

（四）其他规定。按照“县管校聘”工作要求，人员编制和

工作岗位不在同一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按工作岗位所在单位要

求开展推荐申报工作，并以工作岗位所在单位意见为主，同时需

征求人员编制所在单位意见。 

三、进一步严格职称申报推荐要求 

（一）规范材料填报。申报人员应如实、规范填写申报材料，

对有行政职务隐瞒不填或填写不实的，评审时实行一票否决；申

报人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作出书面承诺并承担因材料

失实、缺失等所造成的一切后果和责任。其中： 

1.任课经历要按学期填写任现职以来的上课情况，包括授课

班级、授课人数、周课时数，期间有病假、产假或调整岗位等原

因未上课的，要明确表述，推荐评审时综合考虑。 

2.填报内容较多且涉及时间的，一律按时间顺序排列填报。

所有业绩、奖励等仅填写一次，不得重复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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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优质课填写时要和公开课、示范课、优质课程资源等有所

区分；荣誉称号等奖励要如实填写名称、位次、授奖时间、授奖

部门（单位）等内容。 

4.同一优质课、课题、科研项目等重复获奖的，按最高级

别填报。 

5.对填报数量有明确规定的项目如所获荣誉等，不得合并

填写，填写不下的内容可写入工作总结。 

（二）严肃申报纪律。对在申报推荐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中弄虚作假、违纪违规的人员，要按照《职称评审管理暂行规定》

（人社部令第 40 号）和《关于处理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中违

反政策纪律问题的暂行规定》（鲁人职〔1994〕9 号）等严肃查

处，并在全市范围内予以通报。凡有填报假材料，提供假数据、

假论文、假成果、假获奖证明或伪造学历、任职年限等情况之一

的，取消其申报晋升资格，五年内不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并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压实区市教育行政部门和基

层单位的责任，对为申报人出具虚假证明、包庇纵容申报人或与

申报人串通作弊的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基层单位等的领导

和经办人员，一经查实，出具的虚假证明以及弄虚作假的相关材

料一律无效，并视情节轻重，按相关法律法规，追究单位领导及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各级基层单位要严格把好推荐关，落实好“谁

审核，谁签字；谁签字，谁负责”的管理责任制，对未尽审核及

监督管理责任、未按规定要求报送材料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单

位，一经查实，追究单位领导及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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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严格公示公开。按照《关于进一步规范职称评审公示

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20〕32 号）要求，做好职称评审公

示公开工作。申报材料需按规定在单位显著位置和网站首页及时

全面进行公示，并明确告知本单位人员公示的时间和地点，及时

接受本单位及社会人员监督。申报前公示主要是对申报人员是否

符合参评条件、任职岗位是否符合规定、课时量及成果奖励等业

绩是否真实准确等情况进行监督；经公示 5个工作日无异议或经

查实无问题的申报材料方可推荐上报，凡经受理查实存在弄虚作

假和其它违规行为的申报材料一律不予报送，并按有关规定处

理。从严执行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人员异议期公示制度，公示期

不少于 5个工作日。对公示情况有异议的，需在公示期内按信访

有关规定及时反馈。 

四、强化区市教育部门责任 

（一）加强对学校推荐工作的监督管理。各区市教育部门要

规范申报材料审核标准，重点审核申报人员是否符合申报条件，

申报材料是否规范完整、申报内容是否真实准确，申报程序是否

严谨公开等。对经审核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程序的申报材料不

得上报，及时说明原因，将材料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书面告知

申报人。 

（二）科学制定推荐办法。各区市教育部门要根据本文件精

神，结合实际，制定本区市职称推荐办法，并报市教育行政部门

备案。各学校可根据区市职称推荐办法，细化完善本学校推荐办

法，并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学校推荐办法起草时须认真听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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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意见，经党组织会议、行政办公会研究后，由学校各部门负

责同志征求本部门教职工意见，征求意见报党组织会议研究后，

提交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酝酿、讨论，讨论形成的意见经党组织

会议研究同意后，由教职工代表大会表决。各区市、学校要根据

职称推荐评审中发现的问题，按照本文件规定的程序，及时修订

完善推荐办法。推荐办法中要突出立德树人导向，重点评价教师

教书育人的工作业绩和实际贡献，创新评价方式，体现分类评价，

严禁以简单的投票代替推荐工作；要明确教龄、课时量（工作量）、

班主任（辅导员）等具体认定办法，明确推荐程序，科学合理设

置量化赋分的要素和权重。 

（三）规范各类评选表彰（表扬）和教学科研评比活动。按

照省市有关文件规定，为减轻教师负担，清理表彰奖励评比达标

泛滥问题，市教育局将建立各类评选表彰（表扬）和教学科研评

比项目管理制度，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凡是不在项目目录中的，

原则上不允许开展，在职称评审业绩评价中不予认可。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推荐评审工作按照《山东省中等职业

学校教师职称评价标准条件》要求，参照本文件精神执行。 

 

 

烟台市教育局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4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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