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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返校后本科教学工作实施方案 

 

本科教学事故认定办法 

 

  为进一步规范教学管理，维护良好教学秩序，增强教书

育人责任感，树立良好校风教风，让管理严起来、教师实起

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教高〔2019〕6号），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教学事故的分类 

（一）教学事故是指因过失或故意违反教学管理规定，

对教学活动产生不良影响、引起教学秩序混乱、违反国家法

律法规的行为或事件。 

（二）教学事故根据影响程度分为轻微教学事故、一般

教学事故和严重教学事故三个类别。 

（三）一年内累计三次轻微教学事故视同一次一般教学

事故；一年内累计两次一般教学事故视同一次严重教学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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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学事故的界定 

（一）轻微教学事故 

1．任课教师未履行规定手续，擅自调整上课时间或请人

代课。 

2．任课教师无正当理由上课迟到、中途离开或提前下课。 

3．任课教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使用手机或其他移动通讯

工具从事与教学无关的活动。 

4．监考教师未履行规定手续私自请人代替监考或无正当

理由迟到、中途离场、提前离开。 

5．任课教师在规定时间内未录入学生成绩，影响正常教

学安排。 

6．指导教师未认真指导学生完成毕业设计（论文），造

成不良影响。 

7．实践教学任课教师未按规程进行操作或未尽到安全指

导责任，造成轻微事故。 

8．其他构成轻微教学事故的情形。 

（二）一般教学事故 

1．任课教师无正当理由拒绝承担已经安排的教学任务或

监考任务，导致教学秩序混乱。 

2．任课教师未履行规定手续，擅自停课、缺课，引起学

生不满和投诉。 

3．任课教师未认真设计教学或教学中背离教学大纲，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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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影响教学质量，学生反映强烈。 

4．任课教师考试命题有严重错误，导致考试延误或失效。 

5．任课教师考前故意泄露试题或透露试题答案，引起不

良后果。 

6．监考教师未到场或未认真履行监考职责，导致考试延

误或考试秩序混乱。 

7．监考教师在监考过程中对作弊行为不制止、不上报，

导致不良后果或学生投诉。 

8．监考教师未及时清点考卷或考卷保管不善，导致学生

考卷丢失。 

9．任课教师未认真阅卷，随意给学生试卷加减分，引起

不良反映或学生投诉。 

10．其他构成一般教学事故的情形。 

（三）严重教学事故 

1．任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散布违反党的基本路线和国家

法律法规、违背教师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良俗的言论，造成

不良影响。 

2．任课教师在课程教学或教材选用或试题命题等方面存

在意识形态严重偏差，导致不良社会反映。 

3．任课教师使用欺瞒手段申请调停课、提供虚假证明材

料修改成绩、参与学生考试舞弊等违背师德师风的情形，造

成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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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实践教学任课教师因未按规程进行操作或未尽到安全

指导责任，造成严重事故。 

5．其他构成严重教学事故的情形。 

三、教学事故的认定 

（一）教务处对教学事故进行调查核实并形成书面报告，

经分管处领导审核、分管教学校领导审定后，将《教学事故

告知书》发至教学事故责任人。 

（二）教学事故责任人对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在收到

《教学事故告知书》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教学事故申诉

处理小组提出书面申诉，逾期视为无异议。 

（三）教学事故申诉处理小组在收到申诉之日起 30 个工

作日内作出裁定，裁定结果及时反馈责任人。 

四、其他 

（一）轻微教学事故由学院领导对责任人进行提醒谈话；

一般教学事故由教务处进行通报；严重教学事故送教师工作

部处理。 

（二）学校成立教学事故申诉处理小组，成员由教务处、

教师工作部、人事处、教代会和纪检监察室等相关部门负责

人组成。 

（三）本办法适用于本科教学活动全过程。正当理由指

法律中指定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等不可抗力因素。 

（四）本办法自 2020 年 9 月 1 日起实行，其他有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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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若与上级文件不一

致的，则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教  务  处 

2020 年 5 月 2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