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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统计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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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队伍管理，激发数学基础课

教师的正能量

数学与统计学院：彭济根



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在著作《正能量》中，将人

体比着一个能量场。他说，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

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

“正能量”就是指一切予人向上和希望、鼓舞人不断追求、

让生活变得圆满幸福的动力和情感。（百度百科）

这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词会，因为它传递的是一种积极的

心态和行为！

一、引言



数学与统计学院是我校一所“基础性”学院，她肩负着我校

发展的两个方面重任：

数学与统计学专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

服务于我校其它学科的数学基础课程教学与教学研究

这里所说的数学基础课包括：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复变函数、积分变换、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微分方程、数学物理方法、数学建模、数学

实验等。



这些数学基础课的特点是:

量大（144个大班，17421名学生，总学时达9216）

面广（涉及全校所有院系）

层次多（如，高等数学8各层次、代数5各层次）

周知，这些课程非常基础而重要，直接关系到我校人才培

养的整体质量。学校也对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寄予了很

高的期望！

易见，这需要很大的人力投入！然而这些课程的教学和建

设任务繁重而压力大，谁去投入，谁愿意投入？



长期以来，数学学科有相当一大批教师投入到基础课教学，

为学校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我校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 一直走在全国高校的前列；

☺ 教育部总共8届数学基础课程教指委中，有6届为主任单位；

☺ 教育部首个在高校设立的大学数学教学研究机构“高等学校

大学数学研究与发展中心”设在学院；

☺ 在全国高校中的确立了引领地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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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缺做好不缺做好……的教师，而缺的是教好书的老师！的教师，而缺的是教好书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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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何时起，教学—科研的天枰发生了倾斜！



然而，我们警醒的认识到，在

教学--科研的天平严重失衡的大

环境中，数学基础课的教学与建

设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些光环

正处于走进历史的边缘。

如果再不解决“谁去投入”的问

题，基础课教学的高质量，连带

这些声誉将成为历史的回忆！
警钟长鸣警钟长鸣



正是具有面对这种现实的勇气和解决问题的决心，数学

与统计学院以成立学院为契机，首先从解决“谁来投

入，谁愿意投”的问题入手，决心革新师资队伍管理，

以激发数学基础课教师的正能量。

在学院成立之初，我们对全院教师队伍进行了全面梳

理，从教学科研型、教学型、科研型等方面对现行教

师队伍状况进行了归类分析。

二、革新教师队伍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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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数学学院的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教授 副教授 讲师 小计 比例
博士学位及比

例

>60岁 0 0 0 0 0% 0

46-60 21 14 10 45 51% 19人, 42.2%

35-45 7 9 9 25 26% 19人, 76.0%

<35岁 0 5 18 23 22% 23人, 100%

小计 28 28 37 93 61人,65.6%



当时的总体情况：教师93人，其中教授28人，副教授28人。

博士学位61人，比例为65.6%.

28位教授中C类有10人，10年以上的讲师超过15人,20年以

上的老讲师有5位。

近三年对SCI论文有贡献的教师大约30-35人，主持过国家

基金的教师32人。即

能够进入A1类的人员最多35余人

有32人没有博士学位，且都在40以上。这表明

至少有32人属于A2类 或 F2类人员。

有部分教师游离于规则之外，即F2类非空集。



♠ 按理说，一位高校教师应该有“教学”与“科研”两个并行的

结构任务。但是，由于长期囿于大面积基础课程的教学工

作，学院有相当大部分的教师（40余名）缺乏科研基础。

这部分教师对学校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不能简单地对其作

“淘汰”处理。更何况，这部分教师中有相当部分教学经验

丰富，教学水平也不低。

♠ 另一方面，由于学校下达给学院的基础课教学任务庞大。

许多有相当好科研基础的教师不得不承担大课时的教学任

务，这又使得这部分教师难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人员分流：本着“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原则，基于“分类

管理、任务导向、弹性归属”的思想，以A1类和 A2类为标

准，对现行教师队伍进行“教学科研型”和“基础课教学型”的
分流；

团队管理：以课程为平台，成立课程组，教师自愿加入某个

课程组；

能力提高：通过外派进修、“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培训、院内

教学法活动、传帮带等措施，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

人员分流 团队管理 能力提高



现行师资队伍

教学科研型 基础课教学型

人才引进 待岗、换岗

人员分流



（一）教学科研岗

主要承担专业课程（包括拔尖学生试验班）的教学与科研

工作，包括授课、承担课题、发表论文、课程建设和学科建

设、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的结构任务。

聘任为该岗位的标准:

(1)具有高质量授课能力，具有持续发表高水平论文、持

续获得基金资助、进行国际交往等方面的能力与潜力;

(2)第一聘期内新教师。



（二）基础课教学岗

主要承担大面积数学基础课程、部分专业课程的教学与

教学研究。也包括授课、承担课题、发表论文、课程建设、

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的结构任务。不同的是，除授课外，其

它任务可以当量的教学课时代替。

进入教学中心的标准：

（1）取得“教师教学发展中心”认证的授课资格；

（2）具有高质量授课能力；

（3）教学效果良好（各项评教成绩不低于80分）；



四级
基础
课教
学型
岗位

1.年均为本科生授课不少于128学时，指导至少1名青年
教师；

2.聘期内主持省部级科研或教改项目1项，或获得省部级
以上教学成果奖（前 2名）1项，或获得省级及以上教
学名师奖；（无此项者，每年增加64学时授课任务）

3.聘期内以第1作者在重要期刊上发表教学论文不少于3
篇，或主编出版教材1部；（无此项者，每年增加64学
时授课任务）

4.担任课程组组长，组织教学法活动，开展教学研究，
负责本门课程的建设任务；（无此项者，每年增加64
学时授课任务）

5.积极参与校内外学术活动与社会服务工作，在全国性
教学组织中担任职务。（无此项者，每年增加20学时
授课任务）



数学基础课涉及我校所有专业院系，不仅门类多，而且课时量

大。为凝聚教师力量，建设好这些课程，学院根据课程类别、

性质、层次，将所有大面积基础课程分成7个课程组：

高等数学（I）

高等数学（II）

线性代数与解析几何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数学建模与数学实验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微分方程与数学物理方法

团队管理



目的是，实现大面积基础课程建

设的团队化。

每个课程组设组长一名，全面负

责对应的课程建设，包括教材建

设、组织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

组织教学法活动等。

目前，各课程组每周至少组织1次

教学法活动，激发了教师投身课

程建设的热情，调动了教师教学

的积极性。各课程正向精品课程

建设稳步推进。



2012年9月22日，学院

在中3-3310教室举行

了为期一天的教学法

研讨会



学院教学活动安排学院教学活动安排学院教学活动安排



“大学数学系列课程专题

讲座”：时间是每周六、

周日的上午、下午，共4

个单元。讲座已经受到

了广大学生们的欢迎和

好评。



为提高我校大面积数学基础课

教师的整体授课能力，制定了

《教师授课能力考查实施办法》

能力提高



《教师授课能力考查实施办法》主要内容是：

以学生评教成绩和学院进行的课内授课测评为依据，

对于年度内各项评教成绩处于后20%，且经学院组织专家

组评议后成绩低于80分的教师，学院要求其制定自己的教

学水平提升计划，或安排老教师进行一对一帮扶，或安排

其辅导、听课学习，或进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接受培

训，或到国内其他高校进修。



2012年5月，学院已经对10位教师的授课能力和水平进行

了重新测评，其中有4位教师的测评分低于80。学院对其进行

了停课处理，责成其递交了自己的提高计划，安排了教学能

力强的教师对其进行一对一的帮扶。

2013年开学初，学院委托学校“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对他们

进行上岗资格认定。经过近1年的努力，他们的教学能力和水

平确实都得到了很大提高，获得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



另外，为调动青年教师的积极性，培养教学名师，

学院启动了“基础课程名师名校提升计划”：列出一批重

点课程，自筹经费，每年选拔若干名优秀青年教师赴国

外名校（学科排名前20）进行针对课程的学习，提高授

课水平（特别是英文授课水平）。

目前，学院已经派出两名青年教师赴美国普林斯顿

大学数学系进行为期1年的课程学习。



三、效果

基础课教师的热情得到激发：为提高教学质量，基础课教

学岗教师每周至少组织1次教学法活动，进行授课帮扶，

示范讲学等。用有些老师自己的话说，这些活动进行得

“热火朝天”。

各课程建设团队逐步形成，正向精品课程建设稳步推进。

“高等数学”被评为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去年全校大面积数学基础课不及格率得到大幅下降；

……

经过一年多的运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下面四个原则下，考核严格按照岗位任务执行。

(1) 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在定量考核的基础上以质

量考核为主，对于公认的高质量教学科研成果，以及

其它对提升学院核心竞争力产生重大贡献的成果，可

替代“量”上的不足。

(2) 团队与个人相结合的原则。以个人考核为主，同时鼓

励团队考核。对进行团队考核的，其团队带头人，其

考核结果应与团队考核结果一致。

四、考核



(3) 年度考核与聘期考核相结合的原则。在年度考核的基础

上以聘期考核为主，年度考核重在对岗位任务完成情况

进行督促检查；聘期考核对教师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进行

全面总结评价。

(4) 分类考核的原则。对聘用在不同类别岗位的教师，考核

的侧重点应不同。对A类岗位的教师，应教学科研并重；

对B类岗位的教师，应以科研为主；对基础课教学岗位的

教师，应以教学为主，在“量”的基础上考评“质”。



考核程序：

1. 个人申报。个人填写学校制定的年度考核表，同时填写

《数学与统计学院考评表》；

2. 系、中心审查。系、中心主任对考核表进行审查并签署

初步意见，报学院办公室；

3. 学院统计。学院根据岗位职责，对被考核人员的任务完

成情况进行统计。

4. 专家打分。学院统一组织述职会，被考核人员在述职会

上用PPT汇报自己年度内（或聘期内）的履职情况，考

核专家组分别按“教学”、“科研”、“服务”三个模块逐项

对其给出评价分数



5. 考核工作小组审议。考核工作小组根据专家组打分以及

各系、中心主任签署的意见，对被考核人员进行综合评

议，形成考核意见，确定考核等次。

6. 院长签发考核结果，以书面形式反馈给个人。

2012年底，学院按照上述要求和程序，对全院教职员工

进行了考核，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正能量”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因为它传递的是一种积极

的心态！当一个人不顺时，当一个单位发展乏力时，喊

上一句正能量，或许前进的道路上会增添许多动力！

为激发数学基础课教师的热情，为学校发展集聚正能

量，我院在教师队伍管理方面进行了一定的革新，取得

了一定的效果。

然而，我们也清醒的认识到，这些做法只是针对历史造

成的现状所做的权宜之计罢了。作为一个合格的大学教

师，其教学、科研应该是并重的，而不是决然分离的。

因此，长远地看，我们的队伍管理也必然要回归到正常

的轨道上来。

结束语



如何通过人事制度改革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是一

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学院的力量去推行是远不够

的。有许多方面的问题是需要从学校层面去考量的，譬如

在现行的国家人事制度下，如何使考核不流于形式？

教学是一件“良心活”，基础课教学更是如此，如何引导、鼓

励教师（至少是部分教师）安心地、尽心尽力地做好基础课

程教学工作？

基础性学院不仅要承担自身的学科建设和专业人才培养，而

且还要承担学校下达的繁重的基础课程教学任务，其资源配

置如何得到保障？

……

结束语



结束语

在推行各项政策时，学校应考虑如何使各基

层单位、各教职员工获得同等的正能量，使

每个学院、每位教职员工都能获得同等出彩

的机会，从而实现学校的共同发展。



谢谢！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13年3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