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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1年下半年中小学教
师资格考试（笔试）在全国大部分省
份开考。不少地方报考人数再创“历
史新高”。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热度持续
走高已经不是新鲜事了。据教育部

公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下半年全
国的考生人数达到了590万，比上半
年的考生人数增加一倍多，全年考试
人数近900万。

不过，到了2020年，突如其来的
疫情给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带来了

诸多不确定的因素。今年，随着“双
减”政策的出台，曾经在就业市场上

“涨势强劲”的中小学校外培训机构
也迎来了调整期，不少机构出现了在
岗教师转岗现象。

不少人会有这样的疑问：今年参

加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为何
依然保持增长？教师这个职业是不
是真的很“吃香”了？教师资格考试
热会给我国教师行业带来怎样的影
响？为此，记者采访了多位考生和专
家。

截至目前，
本轮疫情已波
及至少20个省
份。基因测序
和流调溯源显
示，本轮疫情由
多个不关联的
境外输入源头
引起。

“叠加冬春
季季节因素，防
控形势严峻复
杂。”国务院联
防联控机制日
前对部分地区
疫情走向做出
研判，强调坚持
“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总策略
不动摇，疫情
“发现一起扑灭
一起”，巩固来
之不易的防控
成果。

“双减”之后,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为何依然火爆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做出这些防疫研判

“教资”考试热的背后，其实是整
个社会对高质量教师队伍和高质量
教育的期待。

这些年国家也一直重视教师队
伍的建设以及教师专业能力的提升，
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
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中小
学教师准入和招聘制度，新入职教师
必须取得教师资格；2019年6月中共
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
意见》中，再次强调要严格教师资格
准入制度。

有专家指出，“教资”考试就是
“入口关”，就是从入口端选拔、吸引

更多优秀人才进入到教师队伍中来。
当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参加

了“教资”考试，是否意味着将来会涌
现出越来越多的优秀教师呢？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人数的持续
增长必然会形成优中选优的基本生
态，一定会有助于教师质量的提高。”
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张爽
说。

有专家认为，虽然这几年教师资
格证考试持续升温，但我国有教师资
格证的人依然不足。

“这几年增加的基本在大中城
市，县或县以下的乡村，有教师资格
证的人还是太少，甚至是‘一个萝卜
一个坑’。”储朝晖说，在日本，拥有教

师资格证的人员与在岗教师的比例
为8:1。

专家观点背后的逻辑是：拥有教
师资格的人越多，学校就有了更多的
挑选的空间，教师质量也就有了保
障。

但是，对于教师这个行业来说，
什么样的人才是优秀人才？什么样
的人才能成为好教师呢？

近些年，不少地方中小学抛出了
极具吸引力的高薪，吸引名校毕业生
前来任教，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中
学教师面试一半是博士”的局面。

对于这种现象，记者采访过的几
位专家持肯定的态度。“教师行业值
得最优秀的人才进入，中小学教师职

业不应该有学历天花板。”张爽说，高
学历人才进入中小学并非大材小用，
中小学除了是育人场所，同时也是很
多热点难点问题聚集的地方，需要研
究破解，这是从根本上改变教师队伍
质量的必然路径，越来越多优秀人才
进入到教师队伍，才有可能培养更优
秀的青少年。

不过，也有专家担忧会在教师
招聘中出现“唯学历论”“唯名校
论”。有一点专家是达成共识的：名
校毕业、硕士、博士这些身份都不能
直接与“名师”画等号，要想成为名
师，还需要在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历
练。（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学生均为化
名） （中国青年报）

今年7月，中央出台了“双减”政
策。为了真实有效地减轻中小学生
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整个校
外培训行业迎来了大规模的调整。

不少人认为，调整必将会降低教
师资格考试的热度。

去年，麦可思公司发布的《2020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显示，2019
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比例最大的行业
类是“教育业”，具体来看，增长最快
的是“民办中小学及教辅机构”。记
者也在多次应届毕业生的招聘会上

看到，一些著名校外培训机构的摊位
前总是排起一条“长龙”。

不过，对校外培训行业稍加了解
后，不少大学生的看法变了。

田鑫刚刚毕业于一所985高校，
因为“较高的收入”和“较少的限制”，
田鑫准备到培训机构就业，“不过真
的进入教培机构之后才知道，为了让
自己班学生的成绩更高，我备课的时
候要拼命追求‘更难’，也就‘卷’着学
生们‘提前学’‘超标学’。而为了让
更多的学生续课，在上课时，我还要

时不时在讲台上跳舞或者表演。”田
鑫说，“即使没有政策变化，我觉得教
培行业前景也并不乐观，因为这种做
法本来就违反教育规律，再加上，我
也不喜欢这种教学环境和氛围。”

虽然在“双减”政策的影响下，不
少校外培训机构的教师选择了离职
或者转岗，但是对面临毕业的大学生
的选择影响没有那么大。田鑫是
2021届毕业生，“我这届或下一届的
学生，放弃教师资格考试的人很少。”

“实际上，大学生是否参加教师

资格考试的决定因素还是要看就业
的状况。”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说。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据教育
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届全国普
通高校毕业生总规模为909万人，再
加上还有一些往届的未就业毕业生
也在求职。竞争之下，多持一个证就
意味着多了一条“出路”。

教师行业的稳定性给正处在择业
焦虑期的大学生很大的安定感。不少
大学生会加入“教资”考试的大军中。

“双减”政策会使教师资格考试热降温吗

考证的人多了，好老师就会多吗

据介绍，旅游、婚宴等聚集性活动
是造成本轮疫情大范围扩散的重要因
素。

对此，吴良有表示，对于展会、论坛
等聚集性活动要按照“谁主办谁负责，
谁审批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疫情
防控责任，能线上举办的尽量线上举
办，减少因人员聚集和流动导致的疫情
传播风险。

吴良有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配
合国家的防控措施，疫情期间尽量减少
外出旅行，自觉控制聚餐聚会人数，婚
丧嫁娶等活动尽量减少参加人员，不大
操大办。

“一年多来，我们建立了常态化精
准防控和局部疫情应急处置相结合的
工作机制，发现一起疫情就彻底扑灭一
起疫情。”吴良有说，我们将继续坚持严
格的疫情防控措施，筑牢“外防输入、内
防反弹”的坚实屏障，巩固来之不易的
防控成果。 （据新华社）

根据流调溯源的结果，武汉疫情以来，国内
发生了30余起本土聚集性疫情，均由境外输入
引起。

本轮疫情中，一些陆路口岸城市出现从事跨
境运输的货车司机确诊病例，凸显了口岸城市、
沿边地区防控形势复杂的现状。

据介绍，下一步，联防联控机制将继续加大
对口岸城市的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保
障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同时督促各边境口岸特别
是陆路口岸从严从紧落实各项防控措施。

吴良有表示，要严格入关管理、严防非法入
境、严格人员管理、严格进口货物管理、提高发现
疫情的灵敏度、提高发现扩散风险的灵敏度，推
进疫情防控水平再提高，疫情防线再加固。

“国家移民管理局正针对今冬明春疫情发展
新情况、新特点，精准采取口岸边境防控措施。”
国家移民管理局边防检查管理司司长刘海涛说。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一方面要全力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另一方面要切实保障国际物流供应链
稳定畅通。”交通运输部应急办公室副主任周旻
说。

“黑龙江、河北、河南、江西、四川、重
庆、辽宁大连等地疫情仍在发展中，需要密
切关注疫情走向。”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
副局长吴良有说。

据介绍，从目前情况看，内蒙古、北京、
贵州、山东等省份的社区传播已得到基本
控制；甘肃、青海、宁夏、云南德宏等地疫情
低水平波动，但疫情外溢的风险较低。

当前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变
异传播正在加速，随着天气转冷，呼吸道传
染病进入高发期，这些因素都为国内疫情
防控持续带来压力。

“今冬明春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吴良有表示，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密切关注
相关进展情况，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落
实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持续加强疫情监测，
加强病例和管控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

同时，严格落实风险地区、风险人员的
管控措施，加强医疗机构和集中隔离点的
管理，严防次生疫情风险，推动各项措施及
时落实到位，尽快有效控制疫情。

全球疫情高位流行
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期

陆路口岸防控从严
疫情防线再加固

疫情发现一起扑灭一起
继续坚持严格防控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