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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法学院文件
鲁政院〔2021〕46 号

关于印发《山东政法学院

研究生课时工作量计算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单位：

《山东政法学院研究生课时工作量计算办法》已经第 202 次

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山东政法学院

2021 年3 月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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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政法学院

研究生课时工作量计算办法

为促进我校研究生教育工作顺利开展，充分调动我校教师与

校外实务专家参与研究生培养工作积极性，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根据我校研究生培养工作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在校内外举行的与我校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 密

切相关的教育教学活动。

二、工作量的构成

（一）工作量指校内教师开展的课程教学、命题、学术讲座、

导师指导、开题与答辩、学位论文评审、实习实践指导等工作的课

时量化。其中，课程教学、命题、开题与答辩、实习实践指导等工

作量为 A 类课时，计入教师教学工作量与职称评审工作量。学术

讲座、导师指导、学位论文评审等工作量为 B 类课时。

（二）课程教学工作中包含的编写教学大纲、备课、讲授、

辅导答疑、批改作业、阅卷等工作是课程教学的应有内容，不单独

计算课时。

（三）校外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发生的劳务性支出按《山东

政法学院劳务性费用支付管理办法》执行。

三、工作量计算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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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程教学工作量

课程教学工作量=计划学时×课程性质系数[法律硕士（法学）

专业必修课，专题课、双语课、特色实践课程系数均为 2.0，其他

课程为 1.8]。

（二）试题命制工作量

凡以试卷形式进行考核的课程均须命制 2 套试题，每套试题

按 5 课时计算工作量。

（三）学术讲座工作量

为研究生主讲的学术讲座按 10 课时计算工作量。

（四）导师指导工作量

指导教师学年工作量=指导研究生人数×30 课时。

（五）学位论文评审工作量

学位论文评审工作量=评审论文篇数×5 课时。

（六）开题与答辩工作量

工作量=开题或答辩人数×1 课时。

（七）实习实践指导工作量

专业实践期间，理论导师赴研究生实习单位与研究生、实践

导师进行交流、座谈，每次计 4 课时。每考核一名学生 0.2 课时。

四、统计要求

（一）工作量的统计按研究生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执行，本

办法未涉及的事项确需用课时计算工作量，须报请研究生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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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院长办公会讨论通过后执行。

（二）研究生休学或保留学籍期间不计导师指导工作量；研

究生推迟或延期毕业，其推迟或延期期间不计工作量；研究生退

学，其退学当学期不计工作量。

（三）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指导教师如发生变更，按实际指导

时间计算工作量。

（四）所有工作量由二级学院组织填报，经二级学院审核后，

于每学期末报研究生处汇总备案。

五、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文件

《山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量计算办法》（鲁政院

〔2012〕126 号）同时废止。

（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政法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3月 15日印发

校对：孙学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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