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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实验队伍量化考核评价体系的探索与实践

张　羽，李鸿儒，梁　雪

（东北大学 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８１９）

摘　要：结合东北大学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新的实验技术人员考核评价指标，修订了实验技

术人员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并进行了积极实践。在体系中强调实验教学质量和效果，既注重对年轻实验人员的激励

和鼓励作用，又注意发挥老实验人员的技术和经验优势，对全面提高实验队伍整体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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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实验队伍是实践教学环节的执行者，也是高

校实验室建设、发展和改革的重要推动者。对高校实

验队伍进行公平合理的考核评价，能提升实验教学的

效果和水平，激发实验技术人员的创新活力和改革动

力，促进实验室建设良性循环［１］。
由于实验技术人员的工作既包含实验教学、实践

教学、实验室建设与管理，还包括辅助科研和其他公益

性、事务性工作，因此，实验队伍的工作量考核是一个

非常复杂 的 问 题［２］。尤 其 是 近 年 来 高 校 人 事 制 度 改

革，使人事代理人员和传统正式编制共存、优秀的硕士

博士毕业生和原有实验技术人员同在，给实验队伍的

量化考核工作增加了难度［３］。很多高校针对专任教师

制定了针对教学业绩、科研成果的量化考核评价方法，
而对于实验技术人员却没有一套合适的量化考核评价

体系。对实验技术人员，往往采用照搬专任教师的量

化考核方法，或者采用定性评价的方式，不能全方位、
合理、积极地评价一个实验技术人员所做的工作，不能

充分调动实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对实验队伍建设起

到阻碍作用［４］。
以我校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例，通过对实验

技术人员量化考核指标的思考，重新构建符合该示范

中心人员特点的量化考核指标体系，从而加强实验队

伍建设、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发挥实验教学的资源优

势［５］。通过３年的实践表明，该考核方法能调动新实

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有效发挥老实验技术人员的优

势、激励年轻实验技术人员改革创新，从而推进实验室

的建设和改革。

１　原考核评价体系的主要问题

我校原实验队伍考核方法完全套用了教师队伍量

化考核方案，包括核心教学工作量计算和科研工作量

计算。实验技术人员以实验教学为主，只有少数人参

与到教师的科研。原考核方法重点评价实验人员的实

验教学工作量，而对于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实验教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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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研究与改革探索、实验设备研发、指导科技竞赛、实

验教材和论文撰写、公益活动和事务性工作并没有准

确地在考核方法中体现出来。

２　新的考核评价指标的确立

２．１　实验队伍的组成结构和特点

我校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现有专职实验技术人

员２４名，其中高级实验师７人（２９．２％）、实验师７人

（２９．２％）、助理级实验师１０人（４１．６％）；具有硕士学

位的１４人（５８．３％）、学 士 学 位 的１０人（４１．７％）；３５
岁以下年轻实验教师１５人（６２．５％）、５０岁 以 上 实 验

教师８人（３３．３％）。
该实验队伍 年 龄 结 构 呈 现２极 分 化。主 体 是８０

年代后的实验技术人员，他们学历高、学习能力强，能

较快地跟随如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

息技术的发展，在实验教学方法改革和教学模式探索

中较容易做出成绩，但缺乏实践能力和经验。而年龄

大的实验技术人员，往往学历低、知识体系较陈旧、不

能熟练应用现代化教学手段，但他们拥有较强的动手

能力和丰富的实践经验。

２．２　考核评价要解决的问题

高校实验室是保障教学、服务科研、鼓励创新的基

本单位。而实验技术人员是这些工作的直接执行者。
那么制定新的考核评价指标的出发点就要体现在“以

人为本”，既要具有导向性和激励性，能引导实验技术

人员在积极宽松的环境中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活力，又

要具有规范性和制度性，避免因实验室岗位职责不同

导致忙闲不均，同时使实验技术人员感到适当的压力，
能够激发他们的潜能。如何在保证实验教学正常进行

的基础上，通过导向性、激励性、制度性的评价指标，调
动年轻实验人员的积极性，并充分发挥年龄大的实验

人员的经验和技术优势，是本次实验队伍量化考核评

价体系制定的关键因素。

２．３　新的考核评价指标的确立

根据我校示范中心的现状，本次考核评价指标需要

提高除核心实验教学以外的教学工作的重视程度，如学

生培养、开放实验、学生科技竞赛指导、监考等；还要通

过政策鼓励年轻实验技术人员参与教改立项、撰写教学

论文、出版实验教材、参与实验室建设、积极参加学习和

培训；针对年龄大的实验技术人员，通过适当的政策激

励他们发挥经验优势，对年轻实验人员指导培训，帮助

年轻实验教师转变角色，带领他们进行科研项目等。
为保证实验教学的核心地位，在考核评价体系中

确定了每个 实 验 技 术 人 员 需 要 达 到 的 最 低 基 本 工 作

量。为便于示范中心管理，在考核评价体系中增加了

减分项。

３　新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的构建

３．１　考核评价原则

通过考核，建立科学、合理、客观的评价体系和导

向激励制度，加强对实验教师的培养培训［６］，充分调动

实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营造有利于实验室

发展和实验队伍建设的宽松环境，引导和激励实验技

术人员为实验教学以及示范中心的发展和建设做出贡

献，为学校“双一流”建设做出贡献。

３．２　考核评价主要内容

对实验技术岗位人员的考核包括实验教学工作量

Ａ、教学研究与素质提升工作量Ｂ、学术成果与科研工

作量Ｃ、参加集体和公益活动工作量Ｄ、减分项Ｅ等５
个方面。实验技术人员履行岗位职责的情况，以一定

的公式或方法将工作量折合成业绩点，通过业绩点来

体现实验人员的工作业绩。总工作量的业绩点表示为

Ｚ＝Ａ＋Ｂ＋Ｃ＋Ｄ＋Ｅ （１）

３．２．１　实验教学工作量Ａ
实验教学工作量是实验技术人员工作量的主体部

分［７］。实验教学工作量Ａ由核心实验教学工作量Ａ１
和一般实验教学工作量Ａ２两部分组成。

核心实验教 学 工 作 量Ａ１包 括 本 科 生 实 验 教 学、

研究生实验教学工作量；一般实验教学工作量Ａ２包

括除Ａ１以外的 开 放 实 验、培 训、指 导 学 生 科 技 竞 赛、

监考等工作量。
核心实验教学工作量Ａ１

Ａ１＝Ｘ１＋ＹＡＰ
（２）

其中，Ｘ１为本科生实验指导标准学时数，Ｙ 为研究生

实验教学标准 学 时 数，ＡＰ为１个 工 作 量 所 对 应 的 标

准学时数１６。
本科生实验教学标准学时Ｘ１

Ｘ１＝∑（计划学时数×（ａｋ１＋ａｋ２＋ａｋ３）×

（１＋（组数 －１）×ａｋ４＋（班数 －１）×ａｋ５）） （３）
其中，ａｋ１为课程的质量系数（取１～１．５）；ａｋ２为新开

实验课程调节系数，新开课取０．２；ａｋ３为教学方式调

节系数，双语课程取０．３；ａｋ４＝０．５为 组 数 调 节 系 数

（组 数 为 每 班 分 成 的 组 数）；ａｋ５＝０．２为 班 数 调 节

系数。

这样计算Ａ１，既考虑到实验教学工作量的多少，

又考虑到实验课程质量和难度［８］，有效保障了实验教

学过程的质量与效果。

研究生实验教学标准学时数Ｙ

Ｙ ＝∑（计划学时数×（ａｋ１＋

ａｋ２＋ａｋ３）×（１＋（组数－１）×ａｋ４））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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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ａｋ１、ａｋ２、ａｋ３、ａｋ４与 本 科 生 实 验 教 学 折 算 标 准

学时Ｘ１计算公式中的相同。
一般实验教学工作量Ａ２

Ａ２＝Ｘ２＋Ｘ３＋Ｘ４＋Ｘ５＋Ｘ６ＡＰ ＋Ｘ７＋Ｘ８（５）

其中，Ｘ２为 经 学 院 认 定 的 一 般 实 验 教 学 工 作 标 准 学

时；Ｘ３为 学 生 创 新 实 验 指 导 标 准 学 时；Ｘ４为 开 放 实

验指导标准学时；Ｘ５为毕业设计协助指导标准学时；

Ｘ６为对教 师 或 新 入 职 实 验 技 术 人 员 的 培 训 标 准 学

时、培训班（短训班）实验指导标准学时；Ｘ７为指导学

生课 外 科 技 活 动 获 得 补 贴 工 作 量；Ｘ８为 其 他 教 学 工

作（监考等）补贴的教学工作量。ＡＰ为１个标准业绩

点所对应的学时数１６。

Ｘ３＝∑创新实验
（计划学时数×指导组数×（１＋（组数－１）×ａｋ６））

（６）

Ｘ４＝∑开放实验
（计划学时数×指导组数×（１＋（组数－１）×ａｋ７））

（７）

Ｘ５＝ 计划学时数×指导学生数 　　 （８）

Ｘ６＝∑培训学时
（计划学时数×ａｋ８）） （９）

其中，ａｋ６＝０．５为学生创新设计指导调节系数；ａｋ７＝
０．５为开放实验的组数调节系数；ａｋ８为对实验技术人

员培训学时调节系数（对新入职的实验技术人员培训时

ａｋ８＝１．２，否则ａｋ８＝１．０）。
学院安排的其他教学工作补贴的业绩点，由主管

领导及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认定。
通过Ａ２的具 体 计 算 方 式，可 以 看 出 在 本 考 核 评

价体系中，鼓励实验技术人员开展创新实验和开放实

验、指导学生课外科技活动，鼓励实验实验技术人员打

破实验室界限交叉学习和指导实验，有效提升集体学

习风气和实验改革研究的兴趣［９］。

３．２．２　教学研究与素质提升工作量Ｂ
教学研究与素 质 提 升 工 作 量Ｂ 主 要 包 括 教 学 改

革立项Ｂ１、教 学 成 果Ｂ２、实 验 室 建 设Ｂ３、教 学 论 文

Ｂ４、教材Ｂ５、参与 教 学 竞 赛Ｂ６和 参 加 进 修 培 训 方 面

Ｂ７的工作量。

教学研究与素质提升工作量Ｂ的计算公式为

Ｂ＝∑Ｂ１＋∑Ｂ２＋∑Ｂ３＋∑Ｂ４＋

∑Ｂ５＋∑Ｂ６＋∑Ｂ７ （１０）

其中，相应子项工作量，根据学院认定的立项或成果、教
材或论文的等级对应的业绩点和各自排名分配系数乘

积加和而来；实验室建设工作量Ｂ３由学院考核小组考

评，重点考虑对实验室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实验技术人

员；教材工 作 量Ｂ５包 括 正 式 出 版 的 实 验 教 材 工 作 量

Ｂ５１、自编实验讲义工作量Ｂ５２和实验案例集Ｂ５３；培训

进修工作量包Ｂ７包括参与实验教学相关的企业技术培

训，取得合格证书，以及实验技术人员校内外针对某一

门课程进修折合的工作量。示范中心要求年轻实验技

术人员每３年至少完成一次进修，以补充理论知识，加
深对实验内容的理解，更好地为实验教学服务。

在这个部分重点强调实验技术人员教学研究、实

验室建设和个人素质提升方面的工作量，激励实验技

术人员在做好实验教学的同时，注意提升自我素质，以
便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这对于年轻实验技术人员的

成长具有重要意义［１０－１１］。

３．２．３　学术成果与科研工作量Ｃ
此部分包 括 实 验 技 术 人 员 的 科 研 成 果Ｃ１、著 作

Ｃ２、学术论文Ｃ３与科研项目方面Ｃ４的工作量。
此部分工作量Ｃ的计算公式为

Ｃ＝∑Ｃ１＋∑Ｃ２＋∑Ｃ３＋∑Ｃ４ （１１）

相应子项工作量，根据学院认定的科研成果、著作、论

文及项目等级所对应的业绩点和各自排名分配系数乘

积加和而来。
工作 量Ｃ 鼓 励 实 验 技 术 人 员 参 与 科 研，辅 助 科

研。但是考核评价体系要求实验技术人员的教学工作

量达到平均教学工作量的７０％，才将科研工作量计入

总工作量，以强调实验教学的重要性。

３．２．４　参加集体与公益活动工作量 Ｄ
集体、公益活动包括学校和学院组织开展的集体

活动及社会公益活动、基层组织的政治和业务学习，参
加集体、公益活动情况折算工作量Ｄ，计算公式为

Ｄ＝Ｄ１＋Ｄ２ （１２）

Ｄ１为实验技术人员参加学校、学院组织的各种公益活

动和社会活动的业绩点。其中，每参加一次全校（院）组
织的活动给予０．５个业绩点；对于学院安排的示范中心

全体参加的活动、劳动、会议等（包括示范中心接待参观

实验室、演示实验、配合各类宣传录像、为学校学院非教

学工作提供实验室场地和仪器设备等），参加此类活动

的实验技术人员每半天记０．２５个业绩点，由示范中心

负责统计，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核实认定。

Ｄ２为加分项，计算公式如下

Ｄ２＝∑Ｄ２　Ｘ＋∑Ｄ２Ｙ＋∑Ｄ２Ｚ＋∑Ｄ２Ｇ
（１３）

Ｄ２　Ｘ为获 得 校 级 及 以 上 综 合 性 荣 誉 给 予 相 应 的 业

绩点。
根据获奖等级不同，此部分业绩点也不同。集体

荣誉方面，集体负责人给予等同于个人荣誉的相应业

绩点（限１人），集体其他成员业绩点减半。

Ｄ２Ｙ 为对学校 及 学 院 的 发 展 提 出 合 理 化 建 议 并

被采纳者，或者对学院实验室建设提出合理化建议并

０３２ 实　验　技　术　与　管　理



被采纳者，或者对实验室设备维修、维护、管理以及实

验室更新改造有突出贡献者，经学院考核小组讨论给

予相应的业绩点。

Ｄ２Ｚ为给学校及学院发展筹资一定数额的、经学

院考核小组讨论给予相应的业绩点。

Ｄ２Ｇ为承担管 理 和 公 共 事 务 工 作 给 予 相 应 的 业

绩点。即实验中心副主任、分实验室主任，分实验室资

产管理员等管理职务的业绩点。
在此部分将学校学院组织的公益活动以及政治和

业务学习、涉及到示范中心发展建设但与实验教学无

关的事项以业绩点的方式计入总分，有利于实验中心

副主任、实验室主任开展实验室建设工作，从而改变了

原有的“无人愿意承担公益工作”的情况。

３．２．５　减分项Ｅ
Ｅ 为减分项，计算公式如下

Ｅ＝∑Ｅ１＋∑Ｅ２＋∑Ｅ３＋∑Ｅ４＋∑Ｅ５ （１４）

其中，Ｅ１为出现教学事故和教学差错扣除的业绩点；

Ｅ２为无故不承担上级安排的与教学相关的工作任务

所扣除的业绩点；Ｅ３为无故不参加集体活动扣除的业

绩点；Ｅ４为实验室卫生不合格、实验仪器设备维护不

当扣除的业绩点；Ｅ５为考核弄虚作假扣除的业绩点。

３．３　考核评价的应用

实验技术人员的量化考核结果与教学奖励、绩效津

贴、岗位（技术职务）聘任、年终奖励和处罚等方面挂钩，
同时用于学校的年度考核和岗位聘期考核。考核过程

和考核结果与人员的使用、奖惩、岗位调整、职称晋升相

一致，充分体现贡献与效益的统一，责、权、利的统一。

４　近３年应用情况分析

我院针对实验技术人员的新的年度量化考核评价

体系于２０１２年底修订完成，并由学院教师代表大会审

议通过，于２０１３年１月１日起正式实施。
表１、表２、表３列举了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该示范中心

个人总业绩点排序前１０名的实验技术人员业绩明细

情况。

表１　２０１３年总业绩点排序前１０名实验人员业绩明细

教职工 Ａ１　 Ａ２　 Ｂ　 Ｃ　 Ｄ 总业绩

２０１３０１　 ３５．９７　 ４．８　 ０　 ２５．９　 １１．４　 ７８．０７
２０１３０２　 ３４．２４　 ４　 ０　 １２．５５　 ６．２５　 ５７．０４
２０１３０３　 ３８．９２　 ７．２５　 ６．８９　 １．３　 １．２５　 ５５．６１
２０１３０４　 ２３．６　 ０　 １１．４３　 ８．８　 ７．８８　 ５１．７１
２０１３０５　 １８．５３　 ５　 ０　 ２１．９　 ５　 ５０．４３
２０１３０６　 ２５．２８　 ０　 ２３．３６　 ０　 ０．７５　 ４９．３９
２０１３０７　 ３６．４５　 ２　 ０　 ２．４　 ５．６３　 ４６．４８
２０１３０８　 ３２．０９　 ０　 ０　 ５．４　 ６．８８　 ４４．３７
２０１３０９　 ２８．７　 ５．９８　 ０　 ０　 ５　 ３９．６８
２０１３１０　 ２９．５３　 １　 ０　 ２．９　 ４．７６　 ３８．１９

表２　２０１４年总业绩点排序前１０名实验人员业绩明细

教职工 Ａ１　 Ａ２　 Ｂ　 Ｃ　 Ｄ 总业绩

２０１４０１　 ３３．９５　 １４．８３　 １４．７　 １４　 ４．２５　 ８１．７３

２０１４０２　 ３２．５８　 ６．７８　 ３．２　 ２１．３４　 ３．２５　 ６７．１５

２０１４０３　 ３２．０２　 ２．５８　 １．５５　 １７．８２　 １１．７５　 ６５．７２

２０１４０４　 ２１．６３　 ２．３１　 １６．６７　 １３．７１　 ４．２５　 ５８．５７

２０１４０５　 ３７．３１　 １．０５　 ５．２１　 ９．９１　 ３．７５　 ５７．２３

２０１４０６　 ２４．６７　 ３．６５　 １９．２　 ０　 ６　 ５３．５２

２０１４０７　 ４０．４　 ５．１９　 ５．８９　 ０　 １．７５　 ５３．２３

２０１４０８　 ２１．５　 ３．６４　 ０．９６　 １４．９３　 １１．７５　 ５２．７８

２０１４０９　 ３３．７７　 ８．７５　 ４．２５　 ０．７　 ４．５６　 ５２．０３

２０１４１０　 ３４．３５　 ７．３　 ４．８　 ０　 ４　 ５０．４５

表３　２０１５年总业绩点排序前１０名实验人员业绩明细

教职工 Ａ１　 Ａ２　 Ｂ　 Ｃ　 Ｄ 总业绩

２０１５０１　 ３１．４５　 ２．５　 １５．２　 ３５．２９　 １２．５　 ９６．９４

２０１５０２　 ３６．９４　 １２．２４　 １５．３３　 １０．１２　 １３．２６　 ８７．８９

２０１５０３　 ２９．９３　 １．４９　 １５．５　 ２６．３４　 １３．１３　 ８６．３９

２０１５０４　 ３７．２８　 １７．１３　 ７．９５　 ６．５４　 １４．５　 ８３．４

２０１５０５　 ３８．７５　 １２．７５　 ７．６３　 ２　 １５．１３　 ７６．２６

２０１５０６　 ３７．９６　 １１．１８　 ５．８３　 ０　 １３．６３　 ６８．６

２０１５０７　 ２６．３６　 ７．９８　 １０．６５　 ５．４　 １６．１３　 ６６．５２

２０１５０８　 ３３．１９　 １．２５　 １０．２　 ０　 １５．１３　 ５９．７７

２０１５０９　 ３０．７９　 ３．５　 ３．２　 １０．０２　 １１．５　 ５９．０１

２０１５１０　 １５．２６　 ０．８８　 １６．４　 ２．２５　 ２４．１　 ５８．８９

　　根据该考核评价体系在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应用情

况，可以看出在新的考核评价体系的激励和调动下，实
验技术人员能够在做好实验教学的前提下，逐年提升

个人总业绩点。表４为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 个 人 平 均 业 绩

点对比数据。显而易见，随着新的考核评价体系逐年

实施和推进，Ｂ项（教学研究与素质提升工作量）和Ｄ
项（参加集体和公益活动工作量）业绩点显著增加。实

验技术人员尤其是年轻的实验技术人员重视教学改革

研究、教学论文和教材撰写，在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公

益活动等多方面的发挥了优势和潜能。

表４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个人平均业绩点对比数据

教职工 Ａ１　 Ａ２　 Ｂ　 Ｃ　 Ｄ 总业绩

２０１３年平均业绩点 ３０．３　 ３　 ４．１６８　８．１１５　５．４８　 ５１．０９７

２０１４年平均业绩点 ３１．２　 ５．６　７．６４３　９．２４１　５．５３　 ５９．２４１

２０１５年平均业绩点 ３１．８　 ７．１　１０．７９　９．７９６　１４．９　 ７４．３６７

５　结语

本文针对国内高校实验技术队伍在新的人事制度

改革背景下［１２－１３］，人事代理人员居多，优秀硕士、博士

（下转第２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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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在大型仪器设备提交有偿服务申请时，同时提交

收费建议标准及其制定依据，收费标准经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审核、校收费管理小组批准后执行，报省物价

局备案。现实行灵活多样的有偿服务机制，如按样品

量计费、按工作时间计费、按次数计费、校内收费标准

和校外收费标准等。实行合理的资金分配制度，通过

大型仪器设备有偿服务获得的收入均为学校收入，全

部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集中核算，其目的在于维持

运行成本。但是，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主要由财政经费

立项、专款专用，缺少或没有相关的使用和维护配套经

费，而大型仪器设备运行和维修费用通常都较高，即使

有合理收费，但仍缺口很大，无法满足大型仪器设备维

护保养、故障维修需要。为确保大型仪器设备正常运

转，不少高校成立维修基金。我校很早就设立相关大

型仪器设备维修基金，补助开展有偿服务大型仪器设

备的维修，保障了仪器设备的高效利用和良好运转。

４　结语

大型仪器设备共享平台是服务学校科研工作及人

才培养的重要支撑，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任重道远，需
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完善制度、系统升级、保持创新

活力，提高仪器设备使用效益，更好地促进学校科研水

平的提升，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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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与老龄化实验技术人员同在的现状，提出了新

的量化考核指标，建立了一套符合现阶段实验技术人

员的量化考核评价体系。在体系中强调实验教学质量

和效果，既注重对年轻实验人员的激励和鼓励作用，让
他们在积极良好的氛围中积极投身教学改革与探索、
注重个人素质提升和参与公益活动等；同时又注意发

挥年龄大实验人员的技术和经验优势，重视实验技术

和实践经验的传承发扬，将不同层次和水平的实验技

术人员的全面工作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公式以业绩点的

形式表现出来。
该定量考核评价体系自２０１３年实施以来，取得了

积极的效果。实验技术人员在做好实验教学本职工作

的同时，能够突破瓶颈、释放活力、发挥优势，在实验改

革与创新、实验室建设与管理、出版实验教材、发表高

水平教改论文、参与指导科技竞赛、研发实验教学设备

等方面都有突出成效，实验室队伍建设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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