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农业大学文件  

 
 

校人发〔2011〕293号 
 

 

关于印发《南京农业大学青年教师 

学术能力培训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学院、各单位： 

为促进我校青年教师成长，建设一流的师资队伍，加快推进

世界一流农业大学建设进程，学校研究制定了《南京农业大学青

年教师学术能力培训暂行办法》，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二○一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主题词：人事 青年教师 学术能力 办法 

 

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11年 9月 26日印发 



 

 

南京农业大学青年教师学术能力培训暂行办法 

为加快我校青年教师培养，积极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青年教师队

伍素质和能力的全面提升，现就青年教师学术能力培训工作制订本办法。 

一、培训目的 

以一流师资队伍建设为目标，重点围绕提高青年教师外语应用能力，开

展有针对性的培训，促进青年教师教学、科研能力及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

拓展教师职业发展空间、推进教育国际化进程，为早日把我校建成世界一流

农业大学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培训对象和要求 

（一）培训对象 
2009 年以来学校公开招聘的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学科研和实验技术岗位

人员。 
（二）总体要求 
所有在规定年限内正式招聘或录用的教学科研和实验技术岗位上的青

年教师须全部参加培训并通过课程考核。培训考核合格证将作为青年教师晋

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必备条件。 

三、培训内容 

（一）教学能力和素质。提高教学能力，培养优良的师德师风。 
（二）科研能力和素质。提高科学研究相关能力，规范学术行为，培养

优良的学术道德。 



 

 

（三）外语能力。重点培养外语应用和交流能力，了解涉外礼仪及文化

等相关知识。 
（四）素质拓展。通过实地考察、现场交流等多种形式，拓展个人综合

素质。 

四、课程设置 

培训课程总学时数为 100 学时。按照培训内容分为四个培训模块，设置

相应的课程。具体教学目标及学时分布如下： 
（一）教学能力培训模块。聘请教学名师进行教学法、师德等方面的教

学。约 3 个时间单元（每个时间单元为 3 学时，下同）。 
（二）科研能力培训模块。聘请管理专家和著名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思

维和方法、科研发展形势、科研项目申报、科研成果与知识产权、学术研究

规范等方面的教学。约 4 个时间单元。 
（三）外语能力培训模块。主要开展英语口语、英语写作、国外礼仪和

文化、科技英语应用实例等方面的教学。约 21 个时间单元。除课堂教学外，

由外国语学院选派 10 位青年英语教师，分组开展英语交流实训，并建立长

期交流、巩固和提高的机制。 
（四）素质拓展培训模块。通过讲座、考察、访问、互动交流等形式，

增进了解、提高认识、拓展视野、增强实践能力。约 5-6 个时间单元。 

五、考核考勤 

（一）考核 
1.全部课程结束后，所有学员均需参加学校组织的考核，取得合格证。 
2.考核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外语交流能力考核（占 50%），学员需

按照要求进行 20 分钟左右的全英文授课或演讲，由考核小组进行评分；二

是英文写作能力考核（占 40%），学员需按照要求提交一篇英文综述，由考



 

 

核专家进行评分；三是平时考核（占 10%），包括考勤、平时表现、作业完

成情况等。前两项成绩均应达到基本要求，且综合考核成绩合格者，方能获

得合格证。 
3.对于外语水平较好的青年教师，经本人申请，所在学院和人事处审核

同意，可不参加外语能力培训模块的课程，但仍需参加其它课程及考核并取

得合格证书。 
（二）考勤 
对每位学员的到课情况进行全程考勤。除预先申请并获得许可的青年教

师外，所有应参加培训的教师均需按要求参加上课和有关活动。参加培训时

间不足总学时数 80%者，考核不能合格。 

六、管理和保障 

（一）学校成立青年教师学术能力培训领导小组，负责培训工作的领导

和协调。领导小组由分管校领导任组长，组织部、人事处、教务处、科技处、

研究生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国际教育学院）和外国语学院等部门各有一

名负责同志作为小组成员。 
（二）教务处、研究生院负责教学能力培训模块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教师

落实，并协助解决授课场地及教学设施等相关问题。 
（三）科技处负责科研能力培训模块的课程设置和授课教师落实。 
（四）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国际教育学院）和外国语学院负责外语能力

培训模块的课程设置和教师落实，提供英语教学场所，并负责参训教师的考

核方案设计和考核专家的落实等。 
（五）人事处负责本项培训的整体组织和协调，包括授课计划的制定和

落实，负责素质拓展方面的课程设置及教师落实工作，以及参训教师的考勤、

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等。 
（六）各教学科研单位应积极支持青年教师的学术能力培训，做好参训

教师的工作安排，避免与培训时间冲突，并尽可能创造良好的条件，保证培



 

 

训取得预期效果。 

七、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八、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