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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检”改革对教师来说究竟是“添负担”还是“催化剂”？仅凭考试
能否真正提高教师队伍的“硬质量”？相关话题引发热议

教师“年检”冲击波
核
心
提
示

□新华社记者 王晖余 毛一竹 丁静

近日，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的颁
布，教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即将进入“年检”时代。上海出台
的新规明确，中小学教师首次注册后，每5年仍须注册一次。

5年“年检”改革给教育界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对教师来
说，究竟是“添负担”还是“催化剂”？定期注册应该如何考、考
什么？仅凭考试能否真正提高教师队伍的“硬质量”？

记者采访多位家长发现，相比教学能力
的考核，家长更关注教师师德和品行。“教师
资格不再实行终身制是好事。”厦门家长王
芬芳说，“但除了考试，提高老师的师德品行
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更重要。”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还规定，把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资格定期
注册、业绩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
奖励的首要内容，对教师实行师德表现一票
否决制。

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得到广大家长
的支持。“没有好师德的老师，就很难有好品
德的孩子。”海口市民孙妍说。

劳凯声说，提高教师队伍质量是一个
“系统工程”，仅仅依靠“年检”的效果可能有
限，还亟须补齐教师师德、品行、责任心和使
命感等一系列“短板”。

“目前师德问题在教育界确实比较突
出，我们如果不能净化教育界，如何教育下
一代？”劳凯声说，教师做人和做学问应该

“合二为一”。
“师德残缺比知识残缺更为可怕。”储朝

晖说，教师职业具有“传道授业解惑”的特殊

性，会对下一代产生“言传身教”的影响，并
非局限在传授技能和知识。政府部门要采取
一系列措施，打造一支人民放心的教师队伍。

专家认为，教师整体素质能否提高，取
决于每一位教师自身是否积极乐意从事教
师工作，因此要通过改革教育体制提高教师
的主动性和自律性，让教师成为教育工作的

“主人翁”。
储朝晖说，目前我国教师资格考核机制

“行政化”倾向明显，导致教师素质评价、师
德评价标准不清晰不科学，教师“准入”上只
重视个人学历，考核上重视量化指标，不利
于教师队伍的建设。

“教育管理部门要放权。”储朝晖说，要
组建专业的组织、协会充分发挥作用，建立
一套完整的教师自我评价和同行评价机制，
增强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使命感，从而使教
师主动提高教学水平和师德。

专家认为，教师待遇和地位还需进一步
提高。“专业组织增强教师职业认同感，国家
和社会提高教师待遇和地位，双管齐下提高
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才能提升教师
队伍质量。”储朝晖说。

取消教师资格考试终身制，为推动教师
资格考试和定期注册迈出了第一步，但“谁来
考、怎样考、考什么”等一系列问题尚未明确，
令广大教师倍加关注。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院
长劳凯声认为，全国有1000多万名教师，如
果全部教师每5年重新考核，考试、审核的工
作量会增加数倍，操作难度可想而知。

“定期注册制度不应一拥而上‘一刀
切’。”储朝晖说，中西部地区的教师资源原
本就比较匮乏，盲目推行可能会进一步对教
师资源形成“挤压”效应。

在专家看来，“谁来考、怎样考”都是迫
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储朝晖说，关键要制
定科学的教师考核标准，制定标准的主体
应该是专业的教师组织，而不是教育行政
部门等“外行”，否则会侵害教师的权利，极
易让教师疲于应付考核，不利于教师专业
水平的提高。

对于“考什么”才能考出“真本事”，不少

教师认为，除了考查理论知识，还要强调教学
实践。

“如果每次注册考试内容都大同小异，考
试就会流于形式，起不到考查能力的实际作
用。”在广东省中山市一所私立学校担任语文
教师的小吴告诉记者，她今年刚刚取得教师
资格，注册考试的内容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和
试讲。“考试的标准应该与时俱进，每5年形
成一个梯度。”她说。

北京市育民小学教务老师赫颢认为，考
评体系和考试内容要和教师的实际工作紧
密结合，教师是实践岗位，既要对教育理论
进行考试，也要对教学实践和教学成果进行
考查。

针对把师德表现作为资格认定的首要条
件，湖北省黄石二中的甘老师说，应由学校、
教师、学生和家长共同组成考评组，对教师的
爱岗敬业进行评价。教师互相进行的评价、
家长和学生对教师的评价，都应该成为考核
的参考因素。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
见》提出，我国将“全面实施教师资格考试和
定期注册制度”。教育部师范教育司有关负
责人也曾表示，对所有在岗教师进行每5年
一次的定期注册考核。考核内容包括师德、
业务、教学工作量，师德将作为首要条件，实
行一票否决。

随之，上海、北京等地相继传出打破教
师资格终身制的消息。上海市教委规定中
小学教师资格注册从“一考定终身”改为定
期的“5年一考”，只有连续注册5次，即任职
25年以上的教师，才可免去注册。

从“一考定终身”到“5年一考”，新规的
出台给广大教师带来巨大的冲击。“整整一
上午，办公室里的老师都在讨论资格考试的
事。”在广东省中山市一所私立学校担任语
文教师的小吴说。

广州市铁一中学的李老师认为，“5年

一考”将给教师增加额外负担，现行制度里
除了资格考试还有职称考试，教师绩效工资
又与教学成绩挂钩，依靠5年一次的资格考
试提高教师教学能力有些多此一举，“试想
老师们绷紧了弦，去准备自己的资格考试，
哪还有什么精力去带学生？”

然而，也有一些教师对“年检”投“赞成
票”。北京市第二实验小学校长李烈说，时
代发展对教师的知识结构和能力都提出了
新的要求，定期注册制度体现了终身学习的
要求和理念。

“改革的出发点是提高教师队伍质量，
建立新的教师管理机制，改变教师资格‘铁
板一块’的制度。”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说，“目前教师一旦进入岗位即确
定了‘永久身份’，缺乏退出机制，一些在编
的老师不上课照样拿工资，一些在岗的老师
迟迟拿不到编制，影响了教师队伍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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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网资料图片）

教师资格终身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