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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日前拉开帷幕。近年来，这一考试
报名人数明显增加，热度持续攀升，甚
至有网友认为，教资证已经和学位证
一起，成为大学生毕业的标配。“教资
热”到底是虚火还是真热？它背后的
原因是就业“内卷”加剧，还是职业吸
引力提升？

“教资热”一定程度反映出
教师职业吸引力增强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2021年发布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落实第三方评估报告显
示，报考教师资格证书考试人数2019
年比2018年增长38.5%。高考成绩前
30%的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由
2018 年 的 18.3% 提 高 到 2019 年 的
33.4%。新教师岗位竞争明显加大，个
别地区数十人竞争一个岗位常态化。

待遇、编制、职称等有了保障，教
师日益成为“最受社会尊重的职业”和

“让人羡慕的职业”。
统计显示，2019年参加教师资格

考试的人数达900万。“十三五”期间，
我国年平均认定教师资格人数160万
以上。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四级调研员
陈汉光介绍，从湖南省报考教师资格考
试的情况来看，数量在逐年递增，一定
程度上展现出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增强。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非学历考试部
部长赵鹏认为，“教资热”与教师待遇
提升、毕业生就业求稳心态等都有关
系。另外，教育部近年来对考试难度
有所调整，通过率较低，存在“积压”重
考的人数累积现象。

“多个证书多条路”心态
助推“教资热”

在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技多
不压身”“多个证书多条路”的心态也
是不少报考者选择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的原因。

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小学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参加教师
资格考试合格是教师职业准入的前提
条件。

“取得教师资格证，并不意味着就能
真正成为教师。”湖南省教科院副院长赵
雄辉说，从获得资格证，到真正站上三尺
讲台，通常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

“不管出于什么初衷，要当好人类
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有相应的知识
储备和能力，更要有立德树人的理想
和对这份职业的热爱。”赵雄辉说。

理性看待“教资热”
培养更多“四有”好教师

虽然教资考试持续升温，年平均认
定教师资格人数逐年递增，但我国教师
队伍建设仍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部分偏远地区尤其是乡村教师
数量仍存在很大缺口，教师队伍不够
稳定。同时，教师队伍结构性缺失也

是问题。”赵雄辉说，如数学、物理、化
学、生物等学科，不是报考热，反而是

“遇冷”，尤其在广大乡村学校更是少
之又少。

“要引导更多理化生基础好的大
学毕业生来考试、从教。即使他们没
有接受过师范教育，但他们有好的专
业基础。”赵雄辉认为，教资考试只是
教师准入门槛，考证门槛并不高。要
培养更多“四有”好教师，还需用好“教
资热”，严把“进口关”。要防范出现考
试“虚火”，尤其不能只是单纯考证，更
应重视教师专业素养考察，提高“考
过”门槛，宽报严过，维护教师职业专
业性、严肃性。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心主任
李广平建议，准备投身教师职业的非
师范生，应辅修师范专业的课程和参
加教育实习，这对于提高教师资格证
的含金量更有帮助。此外，应进一步
完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提升教师的
综合育人能力，强化职业理想信念，切
实让“考证热情”转化为“职业热爱”。

日前，教育部公布了“基础教育精
品课”名单。通过教师自主申报、学校
推荐、县级初选、市省遴选等程序，共
推荐精品课14799节，覆盖9158所中
小学校。在此基础上，教育部组织专
家对各省推荐的精品课进行评审，并
对评审结果予以公示，最终确定了
2422节部级精品课。其中，重庆112
节精品课入选。

根据公布的名单，重庆入选的精
品课中，小学有56节入选，初中有29

节入选，高中有27节入选。
下一步，教育部将在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上线所有部级精品课，
并持续开展“基础教育精品课”遴选工
作，引领更多教师投身课程教材内容
研究，提高课堂教学水平；汇聚更多优
质教学资源，服务学生教师使用；促进
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使用，加快提升农
村教育质量；大力推进优质课程教学
资源应用，服务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
量发展。 （本报综合）

近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
绍三年来贯彻落实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精神工作进展成效。教
育部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指出，通
过信息化手段去整体提升思政课的教
学效果，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由之路。

徐青森介绍，教育部推进建设以
教师网络集体备课平台和大学生自主
学习平台为核心的全国高校思政课教
研系统，建设覆盖每门思政课，服务一
线教师的问题库、案例库、素材库和在
线示范课程库等资源库，研制开发精
品课件。

集体备课平台已经成为全国高校
思政课教师备课时的一个重要资源汇
集地。教育部组织全国8个分课程建
设的教学创新中心与各个教指委合
作，分课程、分专题地开发建设教学案
例库、素材库和问题库，为“中央厨房”
提供有力支撑。

徐青森表示，下一步还会继续推
进思政课的虚拟仿真中心建设。去
年，已有首批5家虚拟仿真中心建成。

“下一步，我们将会指导这些中心加大
课程软件的开发力度，为全国的虚拟
仿真教学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通讯员 代凤娟）“乘太
空电梯，上九天揽月，中国载人航天梦
想成真，真是太酷了。”近日，一场别开
生面的《中国的探月工程和嫦娥五号
样品研究进展》的科普讲座在万州高
级中学举行。台上，该校96级校友夏
小平讲得深入浅出；台下，师生们听得
津津有味，并不时举手提问，气氛热
烈。这是万州区厚植科普沃土，培育

“双减”与青少年科技创新“并蒂莲”的
一个缩影。

“未知的世界，我总是充满了好
奇，科技的魅力，真是说不完，道不
尽。”荣获第36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青少年项目一等奖的方欣语
这样说道。

方欣语创作的灵感来源于对生活
的细致观察。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在
医院观察到，输液过程中病人睡着或
无人看护，输液袋中的药液输完后不
能及时处理，就有可能造成回血现象
或其他危险。她便想：“能不能用一个
什么设备，当检测到输液完成时，就自
动按下呼叫器呢？”

没过多久，方欣语在一次学校科
普实践活动中受到启发，经过数十次
实验，发明了由单片机最小系统、复位
电路、液量测量电路、按键电路、液晶
显示电路、异常报警电路组成的《智慧
医院——压力感应式输液自动呼叫护
士站装置》。

当一颗颗讲科学、爱科学、学科
学、用科学的种子悄悄播撒在孩子们
的心田时，科技的枝丫挂满的是累累
硕果。为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用
多姿多彩的科普活动助力青少年茁壮
成长，万州区科协持续高质量开展青
少年科技创新进校园、流动科技馆巡
展等青少年科普活动，通过院士专家
讲坛、科普作品展示、示范和讲解、学
生体验等多种方式传播科技创新知
识，厚植科普沃土，提升青少年的科学
素质，营造浓厚的爱科学、学科学的氛
围。在做好“增”的文章的同时，启迪
孩子们扬帆起航的科技梦想，激发青
少年创新、创造意识和科学探索精神，
培育“双减”与青少年科技创新的“并
蒂莲”。

日前，重庆市沙坪坝区科学城小学
校首届科技嘉年华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900 余名小学生在老师和科技志愿者

的带领下进行趣味科学实验，探索科学
的奥秘。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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