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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市第七中学学术委员会章程（草案） 

成立泉州市第七中学学术委员会，是学校在新时期课程改革背景下，有效发挥学术引领

作用，增强教师科研意识，引导教师基于实践创新开展研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学校构建现代管理体系、提高管理能力、提升教育质量和落实育人方式变革的战略布局。

学术委员会可以充分发挥优秀教师团队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和教风、学风建设

等事项上的重要作用，逐步实现学校教育教学及教学科研工作民主化、科学化管理。学校将

为学术委员会的正常开展工作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机构性质 

学校依照一贯的办学理念和发展目标，在校长的直接领导下，设立学术委员会。学术委

员会是学校学术研究指导、实施和评价的最高权威机构。对学校的教育教学和教育科研实行

宏观指导和微观带动，是以主题任务的形式召集，提供教科研成果的第三方鉴定评价参考的

机构。 

第二条 机构宗旨 

学术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和科学决策，引导教师专业化发展，参与学术研究，让名优教

师成为学校管理的参谋，为学校科学、高速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第三条 基本原则 

学术委员会在参与学校管理过程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切实将国家教育改革

和发展要求与学校实际结合起来。遵循学术规律，尊重学术自由、学术平等，鼓励学术创新，

促进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提高学术质量；应当公平、公正、公开地履行职责，保障教师在

教学、科研和学术事务管理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促进学校科学发展。 

第四条 工作目标 

树立学校教师的科学思想观念。建立多级的学术骨干队伍，服务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事

业，促进学科学术特色建设。统筹行使学术事务的决策、审议、评定和咨询等职权。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五条 任职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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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优秀的思想政治素质，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事业心和责任感，能服从学校

工作安排，有全局意识。 

（二）教学造诣高，教科研能力强，在本学科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知名度和影响力，

有公认的学术成果，具有指导示范带动能力。 

（三）关心学校建设和发展，有参与学术议事的意愿和能力，能够正常履行职责。 

（四）学术委员会在组织上应充分体现学术上的权威性。成员原则上为学校特级教师、

各级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名优教师、教学教研成果突出者。 

第六条 产生办法 

学术委员会委员产生实行个人自愿申报和学科教研组民主推荐制度，由校务会研究认定，

由校长聘任。 

第七条 人员设置 

（一）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设主任委员一名，副主任委员两名、秘书长一名、各学科

常务委员各一人。主任委员可由校长或校长提名的学校骨干教师担任，经委员会委员选举产

生。 

（二）各学科设学术委员（研究员），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人数上限各 10 人，综合科

人数上限各 6 人，其它学科人数上限各 4 人）。 

（三）学术委员会实行专家库制度。根据工作性质和需要，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提议，

可以召开部分委员会议，或成立学术专题工作组。 

（四）学校可以根据需要聘请校外专家及有关方面代表，担任专门学术事项的特邀列席

委员，但列席专家、列席代表没有表决权。 

（五）学术委员会委员实行任期制，任期 3 年，可连选连任。原则上担任学校行政职务

的委员，不超过委员总人数的 1/3。 

（六）学术委员会委员在任职期间如遇到某种特殊原因不能履职，需提出书面申请终止

学术委员资格，由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表决，并决定是否递补，报校务会批准。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八条 宏观学术咨询 

对学校课程体系、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和教育科研等提出宏观咨询建议，规划研究学校

发展的前瞻性、趋势性问题和实施情报分析。 

第九条 师资建设和教师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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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学校的具体工作需要，由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发起，组成学术专题工作组完成学校

学术量化评审和学术指导任务。 

（一）学术量化专题评审认定 

新教师选聘任；教师职务评聘；骨干教师考核；教师业务能力、学术技能、成果评比鉴

定和奖励；名优教师评议推荐；优秀教研组、优秀备课组评审、认定等。 

（二）学术专题指导 

新教师培养、以老带新；教师个人成长规划审定和辅导；学科教研组学术特色发展建设；

学科基地建设；实施名师、骨干教师培养工程，建立各级名师工作室；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培

育和成果推广；课题、论文、公开课指导；教师技能竞赛指导；指导教师专业阅读，开展学

术沙龙、讲坛活动；教师专业校本培训研修；对外学术交流、辅射帮扶活动；学科奥赛竞赛

队伍建设等。 

第十条 服务一线教学 

常态化创造性地组织完成服务学校一线教学的学术辅助工作。如：组织各年段试卷命题

组；教师教学成绩测评；组织审定编制校本课程、信息化教学资源、教辅材料、校本作业、

导学案等；资讯收集研究和使用：如课改资讯、高考动态信息、试卷收集甄别编制、习题有

效性筛选；组织辅优补差的系统工作。 

 

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第十一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享有权利 

（一）在有关学术会议上有发言权、辩论权、表决权、投票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二）对学校学术事务及学术委员会工作提出建议、实施监督。 

（三）自愿参加，有退出学术委员会的自由。 

（四）享有外出学习、进修优先权。 

第十二条  学术委员会委员应自觉履行义务 

（一）勤勉尽职，积极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及有关活动，不得无故缺席。 

（二）遵守国家宪法、法律和法规，遵守学术规范、恪守学术道德，捍卫学术委员会的

声誉。 

（三）对学术委员会会议上讨论的保密事项及委员们的发言严格保密。 

（四）遵守学术委员会章程，坚守学术专业判断，公正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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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管理规程 

第十三条 学术委员会常规会议由主任委员召集，实行例会制专题会议制。专题会议根据

工作需要举行，可以吸收委员外与会议有关的教师参与。 

  第十四条 议事规则采用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扬学术民主。由学术委员会提出的咨询意见、

评审结论和建议，一般需由参加会议委员过半数同意为通过，重大事项需由参加会议委员三

分之二同意为通过。 

第十五条 学术委员会应做好文档工作，合理地制定实施学术计划，记录并保存工作过程

中的相关资料，任期结束时应向学校档案室提交完整的工作档案。 

第十六条 学术委员会对学校教育教学、科研工作提出的各种建议和意见，一旦形成决议，

由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实施。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七条 修改和增补本《章程》，须经学术委员会常务会议同意，并经学术委员会三分

之二委员通过，报学校校务会审议通过。 

第十八条 本章程自校务会通过之日起施行，并由校务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