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关于 2020 年中小学正高级教师评审条件的说明 
 

一、严格执行教学工作量的要求。一线专任教师教学工作量

须达到规定课时一半以上且满工作量，方可申报。满教学工作量

的一线专任教师评审时予以优先考虑。正职校级领导每周承担不

少于 2 节课的教学工作量；副职校级领导每周承担不少于 3 课时

的教学工作量；中层干部每周承担不少于 4 节课（中学）、6 节

课（小学）的教学工作量。同时，正、副校级领导和中层干部每

学年要开展听课评课工作。 

二、进一步明确教育教学研究成果要求。明确“国内外重要

学术刊物”暂界定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北京大学出版

社）、《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

价中心）、SCI、EI、ISTP 等收录的有关专业期刊正刊，不包括

增刊、会议论文集、网络版及非正刊的特刊、专辑。明确“经市

教师发展专业工程领导小组认定，或被吸收编入教材、教学参考

书、配套练习等，经审查通过后公开出版并在一定范围的学校正

式使用”是指由市教委列入“上海市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或

由教育部列入“国家课程教学用书目录”的教材、教学参考书、

练习用书等。 

三、落实学科教育专业团队建设和专业影响力要求。申报正

高级的教师近五年须开展具有较高专业影响力的市级及以上公

开课、观摩课、示范课、公开论坛、公益讲座等，且取得良好效

果。在学科教师专业团队建设中取得突出成绩的特级校长、特级

教师，或市级学科教学带头人，或市、区两级双名工程团队负责

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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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严格把握连续申报教师突出贡献。连续申报教师须“在

新的一年在教育教学业绩或成果方面取得突出贡献”。该突出贡

献必须是国家级或省部级教学、科研奖励；或作为项目负责人完

成省部级及以上重点攻关项目或教学实践项目；或独立撰写并公

开出版的专著，且该专著作为申报人代表作参加当年教科研成果

鉴定。 

五、加强教育教学能力考查。根据学科教学规律，开展符合

学科特点的“说一堂课”、“评一堂课”和“设计一单元”等考查

方式，深入考查申报对象的教材分析、教学目标设计、教法学法、

教学过程、教学风格以及基本素养等能力；开展学科专业素养测

试，考查申报教师的教学理念和课堂能力素养等。 

六、激励教师在市级在线课程教学中作贡献。对近年来参与

课程教学资源开发、市级中小学网上教育教学平台建设的教师，

特别是疫情期间积极投入上海市中小学在线教学视频录制、教师

在线教学能力提升培训等方面成绩突出的教师，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推荐。 

七、引导教研员赴基层学校开展教学实践与指导。落实教育

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基础教育教研工作的意见》精神，引

导教研员深入基层学校开展教学实践与指导，对 5 年内赴基层定

点学校开展课堂教学和教研活动，平均每周满 4 课时的教研员，

可作为一线教师申报参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