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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根据新规，丰台区对
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的教师，聘期结
束后学校可不再续聘，或降低岗位等
级、调整岗位聘用。对于不服从组织安
排或者安排到新岗位后年度考核仍不
合格的，学校可按规定程序解除聘用合
同。

近年来，多地探索教师退出机制，
优化教师队伍。

据公开报道，宁夏在2011年就建
立了教师退出机制。根据相关办法，对
年龄偏大、长期有病且不适应教育教学
要求的教师，由相关部门做好分流工
作；对3年内工作年限满30年，或距退
休年龄不足5年且工作年限满20年
的，可申请提前退休。媒体2019年3
月报道称，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以来，符
合条件、自愿申请的6155名教师提前
办理了退休手续，腾出的编制全部用于

补充年轻教师。
2022年 6月，南京江北新区发布

《南京江北新区关于义务教育学校教师
“区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
见》，明确探索以转变岗位、待岗培训、
解聘为主要途径的教师退出机制。对
不能达到教育教学岗位要求的教师实
行转变工作岗位；对经过多轮竞聘和组
织统筹调剂仍不能上岗的教师实行待
岗培训；对连续两个年度考核不合格的
教师，可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的有关规定解除聘用合同。

2023年2月，贵州贵阳在《贵阳贵
安教育三年攻坚行动方案》中，明确提
出对教师“实行末位退出机制”，即通过

“行政部门统筹、校内末位参加”的方
式，对教师在综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
实行“首次取消目标绩效、再次调离转
岗、三次落聘退出”。

多地探索教师退出机制

教师“铁饭碗”将被打破？

近日，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2024年工作会召开，会上通过的《关于
推进丰台区中小学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的若干措施》提出，2024
年该区将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专家表示，实施教师退出机制，其主要目的是打破教师“铁饭碗”，防止
个别教师躺平，把不负责任的教师淘汰出教师队伍。同时，要注意避免增加
教师的职业倦怠感，以及加剧教师的考核负担等现象。

4.92亿人，这是截至2023
年的我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

而作家层面，中国网络文
学作家数量累计超 2278 万，

“90后”作家已成创作中坚，“00
后”作家成新增主力。

在网络空间的聚光灯之
下，在校生用一年时间实现经
济自由这样“爽文”般的故事，
对于普通的网文作者实际是一
条艰难的路。

徐旺是记者曾采访过的一

位老年网文作者，谈及写网文
的经历，他指出，在尝试与网文
平台签约的两年里，他写下了
近50万字的更新，申请了5次
均被拒绝。据徐旺介绍，成功
与网文平台签约后，不仅有另
一套更高额度的收入体系，也
会有专门的编辑辅助。靠网文
赚取收入的计划只有签约了才
算开了头，但是平台每个月给
出的签约比例在10%-20%，从
竞争中脱颖而出难之又难。

“大学生写网文年入百万”上热搜背后

多数人日更1万字赚20元
脱颖而出难之又难

日前，一名“00后”大四在读生通过写网文年入百万的消息引发
热议，并冲上微博热搜，写网文也再度被推为自由度高、收入可观的
“香饽饽”。

记者注意到，本次热点事件的主人公《玄鉴仙族》作者季越人，
刚刚获得了其所在网文平台的年度“榜样作家十二天王”奖项，本身
已站上在平台和网文圈的头部位置。

相对较低的入行门槛下，市场中涌现了大量网文作者，竞争也
愈发激烈，记者回访了此前报道中曾对话的网文作者，在同质化的
作品中默默无闻甚至走向停更删号，坚持“日更”回报却仅仅是低于
1000元的全勤奖，是行业大部分新人作者的现状。

对于教师退出机制，21世纪教育
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向记者表示，其主要
目的是打破教师“铁饭碗”，防止个别教
师躺平，把不负责任的教师淘汰出教师
队伍。

同时，熊丙奇指出，实施这一退出
机制，要考虑避免增加教师的职业倦怠
感，加剧教师的考核负担，导致基础教
育更为功利。

熊丙奇谈到，针对我国中小学教师
负担沉重的问题，教育部门从2019年
起着力为中小学教师减负，具体措施就
包括，要减少对教师的考核、检查、评
比。如果进一步强化对教师的考核，很
可能会增加教师的负担，教师为通过考
核，就不得不完成上级部门布置的各种
任务，包括非教学任务。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考核

教师时，由行政部门主导，重视学生考
试成绩、升学率等功利指标，其结果必
然会加剧基础教育的功利化、短视化，
这迎合了部分家长的功利教育诉求，但
却不利于构建健康的教育生态，给学生
高质量的教育过程体验。”熊丙奇指出。

“概而言之，要建立教师退出机制，
必须改革对教师的考核评价体系。”熊
丙奇认为，应建立符合教师职业发展
规律的考核评价机制，重视对教师进
行专业同行评价，关注教师的教育教
学能力与教学贡献。具体来说，他建
议学校成立教师委员会、教师专业共
同体，独立于行政部门，负责教师考核
事宜，按照教育标准来评价教师的教
学能力和教学贡献，而非仅对数量指
标进行考核。

（中新）

每月签约比例仅有一二成

徐旺所连载的网文小说，
从2021年起开始更新，有时能
日更近万字，但这部作品没能
走到完结的那天，已经更新超
过50万字的徐旺最终选择了停
更删号。收益问题是让徐旺选
择退场的主要原因，他告诉记
者，“不签约连几百块的全勤奖
都没有，流量分成和偶尔的小
额读者礼物，几十万字写完到
手也就百来块”。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
文作者就收入情况为记者算了
一笔账。读者通过网文平台订
阅1000字需要花费4分钱，平
台给作者2分钱的分成。假设
作者日更1万字，有100人付费
订阅了这些内容，作者的单日
稿费收入就是20元。

对于全勤奖的数额，各个
网文平台各有不同。在目前网
文市场中较为流行的5款平台

里中，每日更新 4000—6000
字，连续更新一个月后，可获得
600—800 元的全勤奖金。不
过，取得奖金还有许多附加要
求。

稿费和全勤奖仅仅是网文
作者收入的一个构成部分。据
网文作者徐梦娜透露，基本稿费
之外，还有网文平台主题活动奖
金、读者打赏、渠道分发等收
益。如果作品综合表现出色，则
有望通过实体书出版、线下主题
活动、衍生品开发，甚至实现IP
化走向影视化、动画化，而网文
作者从中赚取版权收益。

网文行业的薪资分配同样
呈现金字塔结构，在徐梦娜看
来，“年入百万”的行业收入并
不是凭空编造，但只存在于行
业天花板，新人和头部收入差
距非常大，只有极其少数的作
者能拿到丰厚的报酬。

新人和头部收入差距巨大

《2022中国网络文学发展
研究报告》显示，言情、现实为
网文改编主力赛道，悬疑、科幻
和玄幻为IP改编三大潜力赛道
等。“在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中，
要想脱颖而出、被读者认可，关
键在于作品的内容差异化。”网
文编辑张暖指出，网文作者入
行门槛低，但要求高，读者的阅
读口味不断变化，一切都要靠
订阅量来说话。

成为一名成功的网文作者
绝非易事。张暖谈到，不仅需
要作者付出大量时间创作、完

善、打磨作品，还需要与读者保
持沟通，了解他们的需求并对
写作进行调整。

“作品没有‘爽点’‘共情
点’等能和现实构成关联的营
销点，就算平台想帮忙推广也
难入手。”张暖指出，网文平台
本身也是商业化的创作空间，
除了考量作者的创作实力，作
品还需要具有商业化潜质，市
场的流行风向也需要保持关
注，在流行与“猎奇”中找到平
衡，既要结合热门题材又要写
出差异化。 （北京商报）

一切都要靠订阅量来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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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 避免加剧教师考核负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