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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目的和背景

提升教学质量

通过总结过去一年的教学工作，发现

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改进措施，

以进一步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

质量。

促进学术交流

分享教研室在学术研究、教学方法等

方面的经验和成果，促进教师之间的

学术交流和合作，推动学科发展。

展示工作成果

向学校领导和相关部门展示教研室在

过去一年中所取得的工作成果，为争

取更多的支持和资源打下基础。



汇报范围

包括课程设置、教学计

划、教材建设、教学方

法改进等方面的工作。

包括科研项目、学术论

文、学术著作、学术交

流等方面的工作。

包括学科方向凝练、学

科队伍建设、学科平台

建设等方面的工作。

包括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学生学术科技创新、

学生实践能力培养等方

面的工作。

教学工作 科研工作 学科建设 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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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研室工作成果



成功申报并开设多门新课程，如
《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导读》、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等，丰富
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体系。

课程建设
积极推行案例教学、小组讨论等互
动式教学方法，提高了学生的课堂
参与度和学习效果。

教学方法改革

组织教师编写《中国古代文学史》、
《现代汉语》等教材，为专业教学
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教材编写

教学研究



科研项目

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
人文社科基金等纵向课题20余项
，实现了科研项目的多元化和高

级别化。

学术论文

教研室成员在《文学评论》、
《语言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
学术论文30余篇，提升了学术影

响力。

学术著作

出版《中国古代文学流派研究》
、《现代汉语虚词研究》等学术
著作10余部，展示了教研室的学

术积累和研究成果。

科研成果



组织或参加国际、国内学
术会议10余次，加强了与
国内外同行的学术交流与
合作。

学术会议 合作项目 访问学者

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研究
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开展科研项目和人才培养
等工作。

邀请国内外著名学者来校
访问交流，为师生提供了
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资
源。

030201

学术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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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建设



老中青三代教师比例合理，
形成梯队，有利于教学和
科研的持续发展。

年龄结构

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比
例逐年提高，硕士学位教
师也占据一定比例，整体
学历层次较高。

学历结构

教授、副教授、讲师等各
级职称教师比例协调，高
级职称教师占比较高，提
升了教研室的整体实力。

职称结构

师资结构



03

学术交流

鼓励并支持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和研讨活动，拓宽学术视

野，提高学术声誉。

01

培养计划

制定并实施青年教师培养计划，通过参加学术会议、访问学者、

攻读博士学位等方式提升青年教师的学术水平。

02

引进政策

加大高层次人才引进力度，通过提供优厚待遇、安排配偶工作、

解决子女入学等措施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

师资培养与引进



考核制度

建立科学、公正的考核制度，从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多个方
面对教师进行全面评价。

奖惩机制

设立教学、科研成果奖，对表现优秀的教师进行表彰和奖励；对
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进行约谈和帮扶。

晋升渠道

畅通教师晋升渠道，鼓励优秀教师脱颖而出，形成良性竞争氛围。

师资考核与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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