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量非师范生入场
稳定成最大吸引力

？考试为何升温

5月 20日，在河南信阳读师
范专业的田帆点赞了一条微博
——“我宣布：你与教师资格证锁
定成功，钥匙我扔海里了”。

教资的三门笔试，田帆一次
通过。在面试试讲环节，她抽到
了《归园田居》，刚出考场，她感觉
还行，到家一刷微博超话，越想越
慌，“不敢保证一定能通过”。

2011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国
家统一考试在浙江、湖北两省首
开试点，此后逐步在各省份推广
实行，时至今日，要想取得教师资
格证，师范生需要和非师范生“同
场竞技”。

“对大多数师范生来说，当老
师是早就选定的路，没有教师资
格证，就没有参加各级各类学校
教师招聘的资格。这个证太重要
了，这是门槛。”田帆说。

“这个证太重要”这句话，赵
鑫听父母从大一念叨到了大四。

赵鑫(化名)本科学的是广播
电视编导专业，父母觉得媒体工
作意味着奔波，而教师行业稳定，
万一找不到心仪的工作，回家做
老师是最好选择。无奈之下，赵
鑫从所有学科里选了自己最拿手
的初中地理，准备考试。

交流时，赵鑫发现，身边不少
同学、朋友都在备考这个证书。

“学金融、会计、新闻的，大家都觉
得教师是个很稳定的职业，不是
第一选择，却是多一个选择。”

据官方数据，2019年下半年
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590
万考生中，非师范生占比 74%。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看来，稳定是教师行业吸引
年轻人的显著特点之一，今年全
年的就业总量压力比较大，教师
行业的稳定优势会更加凸显。

另一方面，近年来，教师的待
遇保障越来越受重视。2018年

初，《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
伍建设改革的意见》颁布，提出完
善中小学教师待遇保障机制，“确
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
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
资收入水平”。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于发友此前曾表示，随
着《意见》的落实，教师职业吸引
力明显增强。义务教育教师工资
待遇得到切实保障，乡村教师工
资收入持续增加。新教师岗位竞
争明显加大，有的地区数十人竞
争一个岗位常态化。

综合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已
在公益行业从业 5 年的李爽决
定备考2021年下半年的高中语
文教师资格。她不确定自己什
么时候会转行去做语文老师，教
资证书是她留给自己的退路。

“先把证书考下来，多个证书多
条路。”

随着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一
同火热的，还有相关的教培产
业。各种备考材料、培训课程无
不让人眼花缭乱。

手机应用商店里，光是名称
写明“教资”或“教师”的备考应
用，李爽就搜出了10多个，这还
不包括那些藏在“考试”“公考”应
用大分类下的备考资源。她让考
过的朋友推荐了一个，又网购了
一套备考材料，包括知识点、真
题、预测卷，共12本，“目前花了
不到200元，但种类繁多的资料
又一次让我感受到教资考试的热
度。”

而在培训机构方面，根据国
际调研机构弗若斯特沙利文的报
告，我国教师招录考试培训市场
从2013年的82亿元增长至2017
年的157亿元，年复合增长率为
17.63%；自2017年至2022年，教

师招录考试培训的总收入预计将
以15.31%的年复合增长率增长，
其中，培训时间和客单价也将不
断增加。

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针对
笔试、面试的不同阶段，各种机构
开设了基础班、精品班、冲刺班、
一对一等不同课程，其中还细分
为线上课和线下课，价格从几十
元到几千元不等。

记者以考生身份咨询了北京
某教育培训机构，负责教资培训
招生的工作人员表示，中小学教
师资格属于国家统一考试，没有
官方教材，只有考试大纲，每年的
考试中还有来源于最新时政信息
的超纲内容。

之后的几天，该工作人员多
次催促记者尽快报班：“你也知
道，现在考这个证的越来越多，而
且是师范生、非师范生一起参加

考试，给你个我们机构内部的数
据，师范生报班的占20%，非师范
生占80%。”

而该工作人员推荐的课程，
包括一名随时可以答疑的老师、
11本备考材料和上百节网络课
程，课程价格将近3000元。

“备考教资要花这么多钱
吗？”重庆一所中学的初中英语老
师陈瑶表示不解。2016年，正在
上研究生二年级的陈瑶和全寝室
同学一起跨专业备考教师资格，
每人花了一元从备考网站上领了
笔试知识点的小册子，背完知识
点，又练了些真题，一次性通过了
笔试。

“细心总结要求、吃透解题思
路，通过教资考试其实并不难。”
陈瑶认为，报不报班、买多少资料
是个人选择，但考试难度其实是
由备考态度决定的。

有人只花费一元钱
有课程报价近三千

？备考成本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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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非师范生进入中小学教师资
格考试的赛道，也让一些人担心，未经历过师
范专业教育的持证教师是否能胜任教师工
作？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
示，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要求肯定是要低
于师范生大学四年所获知识和能力的要求，
但这并不意味着非师范生自身具备的能力更
低或者未来职业发展的可塑性更低。“教师资
格是一个长期检验发展的过程，新教师会在
入职5年左右出现分化，一部分非师范背景
的教师会脱颖而出。”

在储朝晖看来，越来越多的非师范院校
学生、毕业生以及其他行业优秀人才参加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获得教师资格，加入教师
预备队伍之中，对整个行业的发展释放着积
极信号，有利于教师队伍根据需要择优选聘
教师，有助于促进教育系统人员的合理流动。

“但我们也要看到，很多参加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的人最终并不会从事教师职业，或
者真正补充流动到那些最需要教师的地方，
这也反映出目前行业发展存在的问题。”21
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说。

据熊丙奇介绍，现阶段我国教师数量总
体超编，但结构性缺编，即出现结构性不平
衡，比如音、体、美等学科教师短缺，贫困和偏
远地区教师短缺。“这说明不同学科、不同地
区之间教师的待遇保障还存在较大差距，有
的学校岗位引发名校硕博竞争，有的学校却
很难招到一个新老师。”

2006 年，《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下发，中央财
政设立专项资金，用于特设岗位教师的工资
性支出。2021 年，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
84330名。

“‘特岗计划’让乡村地区的孩子享受到
更优质的教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岗
位竞争的区域失衡。”熊丙奇说，“但要想吸引
并留住更多考取教师资格的人才，就必须保
障提升教师待遇，增强教师的职业荣誉感和
成就感。” （新京）

岗位有更多人才选择
也要想办法留住人才

·专家观点·

昨日，2021上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面试成绩开放查询，“教

资”话题又一次登上热搜。

实际上，自从面试结束，关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讨论已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持续升温。在阅读量1.7亿、帖子4.3万的“教

资面试”微博超话里，考友们不停地交换面试资料、分享面试经

历。

2011年，中小学教师资格国家统一考试在浙江、湖北首开试

点，2.8万余人参加了首场笔试。而根据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

2019年，全国有近900万人报名参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相比

2018年增长38.5%。另有教育机构预测，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实际参考人数或将突破1000万人。

越来越多的人站上了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赛道。

又一次登上热搜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何这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