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分制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1. 为提高教师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关

于开展教师培训学分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和《浙江省中小学教师专

业发展培训若干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精神，制

定本办法。 

2. 本办法所称中小学教师，是指全日制幼儿园、普通中小学校、

特殊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含民办，以下简称中小学校）的在职

专任教师和校（园）长。 

3. 教师参加经条件审核通过的教师培训机构举办的培训、中小学

校组织开展的校本研修取得的学分，及相应教育行政部门认定的学历

提升教育、教科研活动、承担教师培养培训和支教工作等转换的学分，

纳入本办法管理范围。教师参加未经条件审核的优质专业培训机构的

培训,也可纳入本办法管理范围,但须事先报经所在学校同意。 

第二章 学分的数量要求 

4. 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每 5 年为一个周期，周期内累计取得

的培训学分不得少于 360 学分。教师可自主安排学习进度，但每年

取得的培训学分不得少于 24 学分。 

新录用的教师，试用期内须参加不少于 180 学分的新任教师培

训，其中实践培训不少于 80 学分。新任教师培训学分不列入教师周

期培训管理学分。 



新任校(园)长须参加不少于 300 学分的任职资格培训，其中集中

培训不少于 90 学分。新任校(园)长任职资格培训学分可按 50%计入

教师周期培训管理学分。 

5.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分可通过四种途径获得：自主选课、指令

性培训、校本研修、其他形式转换等。其中自主选课为教师通过“浙

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管理平台”（以下简称“培训管理平台”）自主

选择的培训；指令性培训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指定教师必须参加的特

定项目培训；校本研修为中小学校按照要求和自身教师队伍发展需要，

组织实施的培训活动；其他形式转换为教师学历提升、参加教科研活

动、承担教师培养培训和支教工作等，以及教师事先报学校同意自主

选择参加未经条件审核的优质特色专业培训机构的培训。 

第三章 学分的结构要求 

6. 依据教育部《中小学幼儿园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及教师专

业成长规律，中小学教师类别分为：幼儿园教师、小学教师、中学教

师、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培训层次分为：初级培

训、中级培训和高级培训；培训维度分为：专业理念与师德、专业知

识、专业能力。 

7. 一个周期内，教师参加各类自主选课与指令性培训不少于 240

学分，其中自主选课一般不得少于 190 学分；至少要参加一次基础

学分为 90 以上的集中培训；校本研修一般为 120 学分；其他形式转

换中，教科研活动转换学分一般纳入校本研修学分管理范围,学历提

升、参加一个学期及以上县域外支教工作、特级和正高职称教师参与



教师培养培训工作转换的学分，可纳入校本研修学分管理范围，也可

纳入自主选课范围（必修要求学分除外）；经审核认定的学分纳入自

主选课范围。 

8. 《幼儿园教师分层培训学分结构指南》、《小学教师分层培训

学分结构指南》、《中学教师分层培训学分结构指南》（具体见附件，

以下简称《学分结构指南》）为各类中小学教师周期内参加培训规定

了指导性要求，教师一般应根据所属层次、类别及从教学科，按照《学

分结构指南》建议的培训维度和领域学分要求，在学校幼儿园统筹规

划指导下，选择参加培训。参加培训的教师若选择跨层次、类别、学

科及培训维度、领域项目培训，须事先报经所在学校同意。 

9. 教师培训按修读方式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三类。必

修学分为周期内教师根据有关规定必须修读的课程（项目）取得的学

分；限定选修学分为教师根据自身专业发展阶段、类别和任教学科，

选修限定领域内课程（项目）取得的学分；任意选修学分为教师根据

自身专业发展需要自主选择领域和课程（项目）取得的学分。 

10. 《学分结构指南》为一定时期内对教师培训学分结构的具

体规定，一般每 5 年修订一次，但期间可根据教育和教师队伍建设的

需求进行微调。 

第四章 学分计算办法 

11. 培训学分是教师参加培训的学习质量和数量的综合计量单

位： 

培训学分=计时学分✕课程（项目）系数✕考核成绩系数。 



计时学分=基础学分-请假折算学分 

计时学分根据培训时间折算，课程（项目）系数和考核成绩系数

根据课程（项目）性质及教师参训考核成绩的不同给予不同赋值。 

12. 基础学分与请假折算学分的确定，根据培训课程（项目）

实施时间确定基础学分，一般每 1 学时计 1 学分，每天培训不超过 8

学时。请假折算学分一般每 1 学时计 1 学分，教师参加培训请假的

有关规定按《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质量管理规程（试行）》执行。 

13. 课程（项目）系数的确定，不同层次和性质的课程（项目）

系数，参照表 1 建议并报相应培训管理部门批准执行。本表中未尽类

别，由各地自行规定。 

表 1 不同层次和性质课程（项目）的系数规定 

课程（项目）类别 建议课程（项目）系数 

层级类别 

省级及以上骨干教师指令性培训 1.0-1.3 

设区市骨干教师指令性培训 1.0-1.2 

县（市、区）骨干教师指令性培训 1.0-1.1 

性质类别 

一般自主选课类 1.0 

教师道德与法规类 1.2 

《学分结构指南》中“其他”领域类课程 0.5-0.8 

网络培训 0.35 



企业实践 0.35 

 

14. 考核成绩系数的确定。教师培训考核分优秀、合格、不合

格三挡，对应的考核成绩系数分别为 1.2、1.0、0.0。 

15. 课程（项目）系数实施分级认定制度。培训课程（项目）

限定在本行政区域范围内的，由所在地教育行政部门负责组织认定；

跨县（市、区）的，由设区市教育局负责；跨设区市的，由省教育厅

负责。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在审核教师培训课程（项目）时，须首先认

定培训学时和课程（项目）系数（或基础学分），并在教师选课时公

布。 

16. 教师参与各类培训及转换学分采用最高限制计入办法，自

主选课和指令性培训按实计入，但一个项目最多计 180 学分；网络

培训最高计入 50 学分；到企业实践最高计入 120 学分；参加“其他”

类领域课程（项目）学习最多计入 30 学分。校本研修一般最高计入

120 学分，学校自我培训质量高，经教育行政部门审核批准最高可计

入 150 学分，同时相应减少自主选课或指令性培训学分要求。特级

和正高职称教师、省级名师工作室主持人等承担的教师培养培训任务

转换的学分，每年最多计 36 学分；参加学历提升教育取得学历文凭

后，最多可计 180 学分（不可跨周期）。具体认定细则由各地自行

制定。 



17. 教师参加一个学期及以上县域外支教工作的，按每年 120

学分的标准折算计入，此学分不影响教师回原单位后参加培训的权益，

支教后教师可自主选择是否参加其他培训。 

第五章 培训考核与质量控制 

18. 各类培训课程（项目）和活动，都要建立细化的考核标准

和可操作的实施办法，将参与度、培训纪律、作业完成、实际取得的

培训成效等情况纳入考核标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考查与考试相结

合，投入时间与实际成效相结合，真实反映受训教师的学习态度、能

力达标状况和实际提升效果。 

19. 按照“谁组织、谁负责”的原则组织和实施考核。自主选

课与指令性培训，由实施培训的机构或部门负责；校本研修由教师所

在学校负责；教科研活动由教科研部门或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学校（园）

配合；到企业实践由学校和企业共同负责。承担教师培养培训和支教

工作等，由组织相关工作的部门、机构和学校共同负责。 

20. 考核分为优秀、合格和不合格，其中优秀比例不超过 25%。 

21. 参训教师完成培训学习任务、考核合格后方可获得培训学

分。 

22. 中小学教师每年度及周期内取得的培训学分及结构达到本

办法之规定，相应教师培训考核视为合格。 

第六章 学分的登记与确定 

23. 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采取信息化管理方式，通过“培训管

理平台”，对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进行登记、确定与管理。 



24. 教师培训学分登记与确定,实施分级分类管理制度。 

各类培训机构实施的培训课程（项目），在课程（项目）完成

10 个工作日内，由培训机构负责将参训教师培训学时及考核成绩录

入培训管理平台。 

自主选课、指令性培训等，仅需培训机构、中小学校及相关部门

将参训教师的实际参训学时和考核成绩录入培训管理平台，平台自动

按事先教育行政部门审核认定的课程（项目）系数和考核成绩系数转

换为教师的培训学分，按最高学分限制计入周期培训学分。 

校本研修、其他形式转换的学分，由教师所在中小学校负责录入

培训管理平台，县级及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核确定；参加教育行政部

门特别指派的工作转换的学分，由相应教育行政部门负责录入培训管

理平台。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依职权对其所辖教师培训机构对辖区内中小

学教师培训学分登记、审核确定等工作进行具体管理。学分登记时间

为每年 8 月 31 日前。 

第七章 组织与管理 

25. 省教育厅负责全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制管理政策制定、

指导监督及省级培训的管理与实施工作，市、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负责辖区内中小学教师培训学分制管理的具体实施工作，中小学

负责对本校教师的选课指导、校本研修的实施与管理，以及涉及本校

教师学分转换类培训、活动的管理。各类教师培训机构，要研究中小



学教师专业成长规律，按照教师的类别、学段和培训层次、维度、领

域，系统开发递进式培训课程。 

26. 建立教师培训工作分级考核制度。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将

教师专业发展培训情况列入相关工作的考核指标，将学校开展教师专

业发展培训情况列入学校发展性评价考核指标。学校要将教师参加培

训情况列入教师年度绩效考核指标，并将考核结果作为教师聘用、聘

任、晋级、评优、奖励及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等的必要条件。 

27. 本办法主要为对中小学教师专业发展培训学分要求的规定，

其他未尽的管理要求，按《若干规定》和《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质

量管理规程（试行）》执行。各地要根据本办法制定相关实施操作细

则。 

第八章 附 则 

28. 各类中小学校校（园）长、特殊教育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

教师培训学分结构要求指南另行制定，学分制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各类中小学教研员、教师培训机构的在职专任教师培训学分制管

理办法可参照本办法执行，具体管理细则另行制定。 

29. 本办法由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负责解释。 

30. 本办法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 

  

附件：1.幼儿园教师分层培训学分结构指南 

2.小学教师分层培训学分结构指南 

3.中学教师分层培训学分结构指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