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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新闻观察员 洛谭

【新闻背景】教师节当天两则关于教师
的新闻联系在一起阅读令人感慨颇多。因
职业预期、找对象等原因，我市教师队伍中
的男教师数量不多，小学男教师占比最多一
成，初中高中不过三四成。（见本报昨日
A08版报道）上海市教委传来消息，从今年
开始，上海中小学教师资格在首次注册后将
不再是终身制。据了解，今后北京教师资格
也将不再享有“终身制”，取而代之的或是5
年时限。（9月10日《新京报》）

现在看来，打破教师终身制已是大势所
趋，除上海已经出台具体举措外，北京、甘
肃、广西等地也有类似动作。定期注册考核
的内容包括师德、业务考核等。问题是，业
务考核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或者，如何评判
教师业务能力的高低？

毋庸讳言，在当下很多行业的业务考核
中，都在沿用“论文+职称”的模式，由此不
仅使得弄虚作假事件丛生，而且其不尽合理
的评判标准也饱受诟病。倘若不幸落入这
样的窠臼，教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能否取得
预期效果值得怀疑。

考证模式流弊已久，倘若定期注册制度
只是逼迫教师每5年考取一个证书，这样的
改革又能有多少实际意义？实际上，不少男
教师逃离中小学的原因正是因为对应试教
育环境的不认同，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据
此表示：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
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
的套路。如果定期注册强化了男教师的这
种感受，可能会加速他们的逃离。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
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
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
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
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更
令人难堪的是，如果一个老教师与世隔绝
多年之后，突然因定期注册被拒之门外，他
究竟还能做些什么？倘若如此，从开始就
打定主意逃离，也许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与其他行业相比，教师的业务能力更加
难以量化考核，一个优秀的教师，其贡献不
在于撰写了多少论文、获得了怎样的职称，
而在于给孩子提供了怎样的学习环境，是否
有针对性地培养了每个孩子宝贵的创造
性。关于这些，新的教师资格业务考核是否
能够充分体现？

教育问题备受关注，但教师充其量只是
一线的具体执行者，而非各类教育乱象的制
造者，很大程度上来说，他们其实也是应试
教育环境的受害者。如果大的教育环境无
法有效改善，不尽合理的人才评价机制将成
为教师无法承受之重。

打破“终身制”
恐加速男教师逃离 （上接A02版）

野田政府对外宣称其“国有化”的
一大理由是“为继续平稳安定地维持
管理”。谁来管理？管理什么？日本
政府凭什么“管理”中国的神圣领土？
这样的“管理”又怎么可能“平稳安
定”？实际上，日本政府是企图借此强
化对钓鱼岛的控制权，单方面背弃了
40 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搁置争
议”的共识。

野田政府的又一个理由是，它无
力阻止东京都，而由中央政府“购岛”
强于地方政府出头，希望中国政府理
解。这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论调貌
似诚恳，实为托辞。一个现代发达国
家的中央政府，对地方长官完全没有
影响力，任凭国家外交政策和对外关
系受一个地方政客随便摆布，其理由
怎么听都无法让人信服。

追溯风波缘起，今年4月16日，东
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一个智
库研讨会上首次扬言要“购买”钓鱼
岛。不到24小时，日本内阁官房长官
藤村修便公开表示，中央政府可能在必
要时出手“购岛”。几个月来的事态发
展表明，日本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严重
误判形势，依仗日美军事同盟，与东京
都一唱一和，成为“购岛”闹剧的主要推
手。而石原等极右翼政客，客观上为日
本中央政府积极充当了烧火棍的角色。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经济越是萎
靡，越需要防范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
绪抬头，越需要加强地区和全球合作
以共克时艰。身为当政者，本应以国
家利益和地区安宁为重，保持理性、克
制，避免挑起事端和煽动民意对抗。
遗憾的是，不论野田还是石原，在钓鱼
岛问题上的主要着眼点既不是日本的

国家利益，也不是中日友好大局，而是
丑陋的党派政治争斗。

世人有目共睹，与钓鱼岛危机的
发酵同步并相交织的，是日本执政的
民主党和最大在野的自民党之间及两
党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石原慎太郎
之子石原伸晃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对
党首大位虎视眈眈，去年就扬言要在
钓鱼岛建军事基地。野田面对低迷人
气和国会选举的巨大压力，为保上位
费尽心机。他们对萎靡的日本经济无
可措手，便不约而同把钓鱼岛当成选
举的政治筹码，拿两国关系进行一场
危险的赌博。

但是，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严重
低估了事态的严重性和中国的“保钓”
决心，赌博的结果必输无疑。其今日
之行为有多恶劣，日后之代价便有多
苦涩。领土主权事关民族尊严和国家
核心利益，对日本非法“购岛”之举，中
方坚决反对，将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
国家的领土主权。

中日钓鱼岛争端，不止于单纯的
领土归属问题。钓鱼岛是日本在侵略
中国的甲午海战中窃据的，日本二战
战败投降时同意放弃先前以武力或贪
欲所攫取的全部土地，钓鱼岛理所当
然是其中一部分。因此，这一领土争
端直接关系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当年横
遭日本铁蹄蹂躏的悲情，直接关系到
日本能否反省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扩
张罪行，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
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结局。如
果听任缺乏战争负罪感的日本右翼势
力继续膨胀，听任日本安然“管理”它
侵略得来的他国领土，未来日本军国
主义仍有可能死灰复燃，对地区和世
界和平构成严重威胁。

日本政府在进行一场危险的赌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