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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教办函〔2021〕132 号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1年中小学 
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工作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教育局、人力社保局： 

根据《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

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浙江省教育

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深化浙江省中等职业学

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的通知》等文件精神，2020 年中小学

校职称自主评聘改革平稳有序，成效显著，激发了中小学校办学

活力和教师工作积极性。为进一步扩大中小学校用人自主权，探

索建立更加科学的教师评价指标体系，经研究，决定继续扩大高

级教师及以下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范围。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2020 年自主评聘改革的基本情况 

根据《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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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0 年中小学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工作

的通知》，全省 494 所学校自主评聘高级教师 1470 名、一级教师

2437 名。各级教育和人社部门特别是中小学校和教师对改革的

思想认识更加统一，自主评聘工作更加科学，程序更加公开。教

师对评聘结果的认可度越来越高，全省没有因改革引起教师队伍

不稳定，改革的氛围越来越好。 

（一）教师参与改革的意识更加主动。改革学校自主评聘方

案都充分征求教职工的意见建议并提交教代会讨论通过，教师参

与改革和学校治理的意识和能力明显提升，职称评聘逐步从学校

单向管理向教师共同治理发展，教师的主体地位日益凸显，助推

了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湖州第四中学自主评聘标准充分征求全校

教师意见 20 余次，教代会上全票通过。 

（二）教师评聘标准和导向更加科学合理。试点学校坚持正

确用人导向，更加突出思想政治和师德师风，克服“重科研、轻

教学，重教书轻育人”等现象，把一线学生工作和实际贡献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湖州市艺术与设计学校加大了班主任工作考核

权重，更加突出德育工作和学生管理工作。衢州市第一中学加大

校级评价权重，淡化荣誉称号，引导教师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日常

教育教学工作。 

（三）职称对教师发展的引领作用更加明显。改革学校结合

评价标准，更加突出岗位管理和合同管理，与通过自主评聘的教

师签订岗位聘任合同，明确岗位职责。对没有通过自主评聘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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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学校及时做好思想沟通，反馈存在的短板，帮助教师针对性

提升，使评聘工作更有温度。绍兴市率先突破岗位“能上能下”

瓶颈，2 名教师从副高七级岗位聘任到中级八级岗位，1 名教师

从副高六级岗位聘任到中级八级岗位，盘活了高级岗位资源。 

（四）教师需要提供的评审材料更加精简。169 所学校依托

全国教师信息系统开展自主评聘，符合条件的教师登录系统后，

职称评审表格“一键生成”，自行打印带有防伪标识的申报表，不

用再提供学历（学位）证、教学业绩、培训学分、论文课题、荣

誉称号等原件、复印件及佐证材料，减少了教师提供材料的数量，

减轻了教师参加职称评审负担。 

二、2021 年自主评聘改革任务 

（一）继续扩大改革覆盖面。2021 年新增 156 所中等职业

学校纳入高级讲师及以下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范围，自主评聘结果

由学校发文公布，并从取得资格之日起聘任到相应专业技术岗

位，按规定兑现工资待遇。主管部门不再发文公布自主评聘单位

的自主评聘结果。今后跨校流动的，由流入学校按程序予以重新

评聘或认定。2018 年至 2020 年已经纳入自主评聘改革范围的学

校仍按原计划实施。各地应继续扩大一级教师及以下职称自主评

聘改革范围。 

暂不具备自主评聘条件的中小学校，各地要及时总结已纳入

自主评聘改革学校的经验和做法，积极探索自主评聘改革路径，

为下一步扩大自主评聘改革覆盖面做好工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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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强职称评审信息化建设工作。根据《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1 年度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精神，今年高级教师及以下的职称申报与评聘工作均在“浙江省

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申报与评审管理服务平台”上进行，实现

职称申报、受理、审核、评审、公布和发证等全流程在线、一网

通办。各自主评聘改革学校要抓紧完善全国教师信息管理系统中

的教师业绩信息，在自主评聘中不得再让教师提供学校已经掌握

信息的原件、复印件和佐证材料，切实减轻教师的非教学负担。

附件：1.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方

案（试行）

2.2021 年新增自主评聘单位名单

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1 年 7 月 26 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抄送：浙江师范大学，省教研室，杭州外国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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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自主评聘 
改革试点方案（试行） 

 

为进一步落实中等职业学校用人自主权，更好发挥职称评聘

的激励导向作用，调动广大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根

据《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中共浙江省委人

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

革的实施方案>的通知》和《浙江省教育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关于深化浙江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精神，特制定本改革试点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充分落实中等职业学校用人自主权为目标，以推动中等职

业学校教师职称评聘权限下放为重点，在进一步优化中等职业学

校岗位管理的基础上，开展中等职业学校高级讲师（高级实习指

导教师）及以下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试点，探索建立分类评价、

分级管理、学校自主评聘和政府宏观监督管理的中等职业学校教

师评价体系，推动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审与岗位管理、竞聘

上岗、聘期考核和绩效分配等人事改革的深度融合，打破聘任终

身制，逐步形成评价科学、导向正确、竞争择优、能上能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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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人才脱颖而出的用人机制，进一步调动和激发中等职学校教师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管人才，确保政治方向。 

（二）坚持按需设岗、竞聘上岗、按岗评聘、合同管理。 

（三）坚持体现教师岗位特点，突出教学地位。 

（四）坚持公平公正，确保竞争择优。 

（五）坚持“放管服”相结合，确保改革平稳。 

三、实施范围 

纳入职称自主评聘改革范围的中等职业学校。 

四、主要内容 

（一）编制年度评聘计划。主管部门要科学核定试点学校的

岗位设置方案，试点学校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总量和结构比例

内，根据本校教师队伍建设规划，充分考虑岗位的统筹使用和可

持续发展，编制年度职称自主评聘计划，主要内容应包括科学设

岗计划、空缺岗位情况、年度评聘数量、评聘办法、评聘组织、

评聘程序等。完成年度职称自主评聘计划编制后，应将计划报设

区市教育和人力社保部门核准同意后方可实施。 

（二）科学制定评聘标准。坚持符合中等职业学校特点的评

价导向，根据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岗位类型和岗位特征，在全省

标准上制定能体现教师岗位特点的评聘标准。评聘标准要体现重

师德、重业绩、重能力的政策导向，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和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实绩，突出工作能力和业绩考核，更加注重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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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和工学结合的教学改革实绩，更加注重行业企业实践经

历，注重市场认可和企业的实际贡献。不再将论文、课题等作为

职称评审的前置条件，可将教研报告、发明专利、技术突破、工

艺流程、标准开发、成果转化、参与学校专业建设、参与实训基

地建设、指导学生实习成果、指导职业技能竞赛、参与教学竞赛

成绩、参与企业技术革新、开展企业员工培训等作为评价条件，

尊重和认可团队所有参与者的实际贡献，允许所教专业与所学专

业或教师资格证标注的专业不一致的教师参与所教专业的职称

评审，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对于少数特别优秀、具有特殊贡献

的教师，符合规定破格条件的可破格参加评审。对于长期在农村

中等职业学校工作的教师以及既承担文化课、专业课教学任务，

又承担实习教学任务的教师，评审中予以适当倾斜。对于公开招

聘的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专科以上学历的教师，可

按原职称认定相应职称；无职称的教师在首次评审时可参考其在

企业的工作经历和业绩成果评定相应职称。 

 （三）建立评聘机构。试点学校要建立健全本校教师职称自

主评聘机构，一般应包括学科评议组和评聘委员会，组成人员应

当具有权威性、代表性、公正性，负责对参加职称评聘教师开展

综合考评。学科评议组由同行专家组成，一般不少于 7 人，由学

校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负责对参加职称评聘教师的教育教学能

力和学术水平进行专业评议，提出评议意见，评议结果作为评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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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的重要参考。评聘委员会由学校领导、教务、政教等教育

教学管理部门负责人、专家和教师代表组成，人数一般不少于

17 人，设主任委员 1 名、副主任委员 1—2 名。可视情况聘请部

分校外专家参加。自主评聘结果经评聘委员会 2/3 及以上通过方

为有效。 

（四）完善评聘程序。自主评聘一般按照公布岗位信息、个

人竞聘、学科组评议、评聘委员会评审表决、公示拟聘人选、评

聘结果报备、签订聘任合同等程序进行，坚持全过程公开、公平、

公正的原则，要提前公开实施方案，公开评聘程序，公开岗位任

职条件，充分征求本校教职工的意见建议并提交教代会讨论通

过，及时做好参加评聘教师的材料公示和拟聘人选公示，接受校

内教职工的监督。自主评聘的聘期要与教师“县管校聘”管理改革

工作合理衔接。完成自主评聘工作后，自主评聘结果由学校发文

公布，并从取得资格之日起聘任到相应专业技术岗位，按规定兑

现工资待遇。主管部门不再发文公布自主评聘单位的自主评聘结

果。今后跨校流动的，由流入学校按程序予以重新评聘或认定。

学校要对自主评聘工作进行总结，并按职称管理权限将自主评聘

结果报同级教育和人力社保部门备案。 

（五）推动职称评聘与岗位竞聘相结合。学校要切实承担起

用人主体的责任，淡化资格、强化聘任，在核定的专业技术岗位

总量和结构比例内，进一步优化岗位设置，高级讲师（高级实习

指导教师）、讲师（一级实习指导教师）职称评价标准应当与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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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七级、十级岗位的晋升条件相互衔接，实现职称评聘与岗位竞

聘相结合。在落实专技岗位逐级晋升原则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优

秀教师未满下一级岗位聘期或越岗位等级竞聘的条件和规则，既

发挥好岗位等级的阶梯作用，又鼓励优秀教师一鸣惊人、脱颖而

出。人力社保和教育部门应当健全专技岗位结构比例动态调控机

制，试点学校的专业技术中、高级岗位结构比例应当与评聘标准、

评聘质量紧密挂钩。 

（六）加强教师聘后管理。学校要建立健全对教师的日常考

核、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办法，强化考核结果在续聘、晋升、低

聘或解聘以及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对于部分严重超岗的学校，要

通过科学设岗、聘后考核和竞聘上岗等措施，逐步解决历史遗留

问题，给年轻的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对同时聘任在管理

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的“双肩挑”人员，要从严把握，实行“双岗

双考”，不承担具体教学任务的管理人员不再“双肩挑”。对于低

聘或转聘岗位的教师，按照“以岗定薪、岗变薪变”的原则，以新

聘岗位按规定确定工资待遇。 

对于在竞聘或聘期考核中，确因业务工作实绩不符合原聘专

业技术岗位任职条件而低聘，且退休前仍在低聘专业技术岗位的

教师，若其在原聘岗位聘满两个及以上聘期，且现聘岗位年度考

核和聘期考核均符合要求，学校可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前一

个月将其重新聘任到原聘岗位，并在其到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按规

定办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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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工作要求 

（一）各级教育和人力社保部门要加强对试点学校的业务指

导，及时研究改革中遇到的共性问题，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及时

总结改革经验，妥善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 

（二）试点学校要成立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领导小组，制

定本校教师职称自主评聘改革工作方案，按步骤精心组织好自主

评聘改革工作。 

（三）不具备自主评聘条件的系列或专业，可委托省、市相

关评委会对拟聘人选进行评议，通过人员由学校按自主评聘程序

做好聘任工作。 

（四）严肃自主评聘改革纪律，对在改革中存在违规行为的

学校和个人，将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政策规定处理，并视情况收回

自主评聘权限。 



 - 11 - 

附件 2 

 2021年新增自主评聘单位名单 
 

杭州市（30 所） 

杭州市建设职业学校 

杭州市服装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创意艺术学校（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西湖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萧山区第一中等职业学校 

杭州市萧山区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杭州市萧山区第三中等职业学校 

杭州市萧山区第四中等职业学校 

杭州市临平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乔司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塘栖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良渚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闲林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富阳区职业教育中心 

杭州市富阳区职业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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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临安区职业教育中心 

杭州市临安区昌化职业高级中学 

桐庐县职业技术学校 

淳安县教师进修学院（电大） 

千岛湖中等职业学校 

淳安县育才学校 

建德市新安江职业学校 

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 

杭州市旅游职业学校 

杭州市电子信息职业学校 

杭州市交通职业高级中学 

杭州市开元商贸职业学校 

杭州市美术职业学校 

杭州市财经职业学校 

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 

宁波市（25 所） 

宁波市甬江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经贸学校 

宁波外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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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宁波市鄞州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宁波市鄞州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东钱湖旅游学校（宁波东钱湖护理学校） 

宁波市古林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市四明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市镇海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宁波市北仑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市奉化区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宁波市奉化区工贸旅游学校 

慈溪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行知中等职业学校 

慈溪市锦堂高级职业中学 

慈溪市周巷职业高级中学 

余姚市职业技术学校 

余姚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余姚市第四职业技术学校 

余姚市第五职业技术学校 

宁海县第一职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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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海县高级职业技术中心学校 

宁波建设工程学校（象山县职业高级中学） 

宁波海洋职业技术学校 

温州市（27 所） 

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温州市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温州市华侨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温州市中等幼儿师范学校 

温州市财税会计学校 

温州护士学校 

温州市轻工职业学校 

温州市龙湾区职业技术学校 

温州市瓯海职业中专集团学校 

乐清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乐清市虹桥职业技术学校 

乐清市柳市职业技术学校 

乐清市雁荡山旅游学校 

瑞安市职业中等专业教育集团学校 

瑞安市塘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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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安市农业技术学校 

永嘉县职业中学 

永嘉县第二职业学校 

永嘉县职业教育中心 

文成县职业高级中学 

平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 

泰顺县职业教育中心 

苍南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苍南县第二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苍南县金乡职业学校 

龙港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湖州市（5 所） 

湖州市现代农业技术学校 

浙江省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德清县新市职业高级中学 

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 

安吉艺术高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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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2 所） 

平湖市职业中学 

海宁市职业高级中学 

绍兴市（5 所） 

诸暨市职业教育中心 

诸暨市工业职业技术学校 

绍兴市上虞区职业教育中心 

嵊州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嵊州市职业教育中心 

金华市（25 所） 

浙江商贸学校 

金华市树人职业技术学校 

金华市稼实职业技术学校 

金华市成功学校 

金华艺术学校 

金华市婺城区九峰职业学校 

浙江省永康卫生学校 

金华市职工中等卫生学校 

武义县职业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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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义县继续教育中心 

武义县成人教育中心 

磐安县职业教育中心 

兰溪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兰溪市华丰学校 

兰溪市教师进修学校 

兰溪市江南职业技术学校 

浦江县职业技术学校 

义乌市城镇职业技术学校 

东阳市教师进修学校 

东阳市花园职业技术学校 

东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东阳市技术学校 

东阳市海峡艺术学校 

永康市教师进修学校 

永康市蓓蕾学校 

衢州市（8 所） 

衢州中等专业学校 

衢州市工程技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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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衢州理工学校 

衢州工商学校 

衢州交通学校 

衢州第二中等职业学校 

浙江省衢州数字工业学校 

衢州旅游学校 

舟山市（4 所） 

舟山职业技术学校 

舟山旅游商贸学校 

岱山县职业技术学校 

浙江省嵊泗县职业技术教育培训中心 

台州市（11 所） 

台州市椒江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台州市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台州市黄岩区第二职业技术学校 

台州市路桥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临海市高级职业中学 

温岭市职业技术学校 

温岭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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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岭市教师教育学院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玉环市东方中学 

仙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丽水市（14 所） 

丽水中等专业学校 

丽水职工中等卫生学校（护士学校） 

丽水市职业高级中学 

松阳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青田县职业技术学校 

青田县船寮高级中学 

青田县温溪高级中学 

景宁畲族自治县职业高级中学 

云和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龙泉市中等职业学校 

遂昌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缙云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缙云县工艺美校 

庆元县职业高级中学（濛洲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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