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朝军

“教资热”一年胜似一年，从一定程度上

验证了教师职业在社会认可度方面的显著提

升，让人们对教师队伍建设的前景充满信

心。但我们也要看到，目前“教资热”形势大

好的背后，存在着一些隐忧。

超过千万人的报考大军，折射了教师资

格证的受欢迎程度很高，但年轻人光有“考证

热情”还远远不够。从实际来看，有不少人是

迫于现实种种，抱着“先考一个再说”的心态

来考证，因此不能只单纯看考证人数的多

少。要去除“教资热”虚火，更应提高“考过”

门槛，尤其要重视对教师专业素养等方面的

考查。

高校可面向学生开展专业化的教育素养

培养和从教理想锻造活动，提前一步入手激

励，早先一步干预引导，帮助热爱教育的有为

青年学子尤其是非师范类高校学子夯实专业

基础，让矢志从教的理想信念和为民族教育

事业奉献的决心、信心早早根植于他们的心

中，以更好地投身教育事业。

随着持有教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理

应加强教师资格证管理，对不足之处作出相

应的改革，比如加大对报考者专业素养的考

查力度，从源头做好教师从业者的把关工

作；再比如对教师资格证实行持证资格注册

制度和动态培训学分监管制等，加强持证人

的继续教育学习环节，出台教师资格证退出

机制，对出现违法违规、继续教育不合格等

现象的持证人加以警告、吊销资格证等处

理，于“教资热”而言，这些举措都不失为一

种匡正与纠偏。

让“教资热”真正成为“从教热”而不是

“证书热”，这才是教育改革发展之福、教师队

伍建设之福。

教师队伍高质量发展
指日可待

□戴先任

“教资热”的背后，是“教师热”。随着

教师这一职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教资

热”近年来才会持续升温。

不仅出现“教资热”，师范院校近年来

也受到越来越多高考生的青睐。在一些地

方，一些 985 知名高校投档分数甚至低于

211 师范院校。“师范院校热”“教资热”与

“教师热”是水涨船高的关系，都是基础教

育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反过来，师范院

校报考、教师职业“越来越火”，又能吸引更

多优秀人才投身于教育事业，促进教育事

业的“良性循环”，有利于提升教育质量，有

助于推进教育事业长足发展。

要让“教资热”“教师热”能够持续

“热”下去，还要切实保障中小学教师待

遇，提升教师职业吸引力。在广大农村地

区、欠发达地区，仍然存在教师招不来、留

不住等问题。有鉴于此，就要继续加大对

乡村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强化农村教师

待遇保障。

既要保障教师待遇，还要提高中小学

教师入职门槛。现在教师职业吸引力上来

了，想加入教师队伍的人越来越多，这就具

备了优中选优的条件，更应该严格把关，避

免滥竽充数。

“教资热”不能止于对优秀人才的吸

引，还要借“教资热”烧起一把净化、“提纯”

教师队伍的“火”，锻造教师队伍，让更多真

正热爱教育事业的优秀人才能够投身教育

事业，让教师队伍能够更好地“优胜劣汰”，

从而推动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教师职业更有吸引力了，理应带来教

师队伍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一种水涨船

高的关系。只有这样，“教资热”“教师热”

也才能更为持久，才会“越来越热”。

“教资热”是虚火过旺吗？
乐见“教资热”升温

□李 平

10年下来，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翻了66

倍，教师资格证俨然已是当下“最热门”的职

业证书之一。教师资格证是教师准入门槛。

“教资热”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目光聚

焦于教师行业并有了准入资格。这是个好现

象，有利于教师队伍整体素养的提升，以及教

师队伍的优化。

其一，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日益庞大，高素

质人才源源不断地加入，为教师整体水平的提

升提供了可能。在不少综合性大学，毕业生拿

“两证”成了“标配”，这“两证”就是学位证和教师

资格证。而热衷于考取教师资格证、有意向投

身教育事业的研究生数量也相当可观。这些都

让教师队伍优秀人才选拔的“分母”增大了。

其二，“教资热”会进一步发挥“鲇鱼效

应”，激活教师队伍“一池春水”。随着报考教

师资格证的人越来越多，教师职业竞争越来

越激烈，“教师岗位是铁饭碗”的固有观念将

会被打破，教师职业将面临大洗牌，为教师队

伍的“良币驱逐劣币”奠定了基础。

有网友提到，这么多人报考教师资格证，

教师岂不是要过剩了？其实这样的担心大可

不必。截至2020年年底，全国已认定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人员近3700万人次，但全国专任

教师总数近1800万人，也就是说，超过一半

的教师资格证书持有者目前的职业不是教

师。教师资格证只是个敲门砖，获得这本证

书并不意味着一定能走上教师岗位。年轻人

一旦选择了教育行业，需要不断提高综合能

力，精进专业能力，尤其准备投身教师职业的

非师范生，还应辅修师范专业的课程、参加教

育实习，才有可能站稳讲台。

光有“考证热情”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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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考研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考研热”的
带动下，各类高价培训班纷纷上线。一些机构推出
所谓的“协议班”，收费动辄三五万甚至六七万，声称
考不上可退费。然而，“过来人”发现，退费远比想象
中要困难。考研培训机构以“协议班”和“保过班”来
逐利，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刺激“应试考研”，背离教
育改革与发展方向。面对天价考研班，考生当慎重
选择，有关部门应及时“亮剑”，加强监管。

（王 铎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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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儿子不肯好好上学，父亲带他体验了在工

地搬钢筋的生活，不到两天儿子就后悔了。在

广东深圳打工的杨先生这样教育9岁的儿子，

在网上引发热议。

父亲带“厌学”儿子到工地体验搬钢筋，既

是体验式劳动教育，也属于家庭教育行为。透

过父亲“儿子哭着跟他说要回去继续读书”的

描述，此次家教似乎收到了预期效果。不过，

这种以劳动之苦与累治孩子“厌学”毛病的做

法，存在不妥，值得商榷。

从杨先生上传至网上的一段视频可以看到，

儿子哭着对他说砸到脚了，杨先生则说“上工地谁

不砸脚”“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面对“厌学”儿

子，杨先生显得心急而又粗暴：对于孩子的“砸脚”

哭诉，他缺乏及时的安抚与提醒；话里话外都流露

出鄙薄和不耐烦。很显然，他是要用这种苦累式的

惩罚性体验，把“厌学”孩子“逼”回学校。专家给予

其“恐吓式教育”的定性，无疑击中其实质。

社会劳动虽有“脑力”与“体力”之分，但这

种区分只是基于社会分工的不同需要，其本质

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都是在实现劳动者

自身价值和为社会创造财富，都是不可或缺、

无上光荣和值得尊重的。那种只热衷于做“白

领”却不屑于为“蓝领”，只重视脑力劳动却轻

视体力劳动的认知，既有失客观公正，更是不

正确和不健康的错误观念。杨先生的所为，显

然有悖劳动教育的本义。

至于说到矫治“厌学”，有人更是给予此举

“治标不治本”的评价。热爱是最好的老师，也

是最根本的学习驱动力。“望子成龙”的朴素希

冀可以理解并值得尊重，但矫治孩子“厌学”却

需要找准病根、对症下药。以劳动之苦与累的

“恐吓”可以把孩子“逼”回学校，但未必能够把

孩子的“心”拴到学习上。不从根本上引导孩

子明确学习目的、掌握学习方法，就很难真正

调动孩子的读书热情。

一些网友为杨先生的行为点赞，是基于对

体验式劳动教育的肯定。但劳动教育不能只

是让孩子体验劳动艰辛和挣钱的不易，更当培

养孩子尊重劳动、尊重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

观。“觉得劳动苦就要好好学习”，这样的教育

会扭曲孩子的劳动价值观。

面对“厌学”孩子，家长的正确做法是多陪伴

孩子，尊重、理解孩子，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家庭

的学习氛围浓了，父母的“榜样”力量足了，才能更

好地感染、熏陶孩子，才是给予孩子的最好家教。

以“搬钢筋”治“厌学”是糟糕的一课

●要在线上和线下严防所谓的“名校父母”

输出“鸡娃”理念，更要在全社会重塑健康科学的

“教育成功论”。

“鸡娃营销”早该管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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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海建

“揭秘！清华父母如何培养孩

子上清华？”“北大妈妈教你这样教

育下一代！”“斯坦福妈妈强烈推荐

这几本课外读物！”……近年来，一

些顶着名校头衔的自媒体靠着晒

育儿观、育儿方法和育儿好物走红

网络。不少父母在关注这些账号

后，很容易陷入“名校父母”有意无

意营造出来的一种教育焦虑而无

法自拔。

近日，教育部就全国政协委员

提出的《关于严防“名校父母”输出

“鸡娃”理念抵消“双减”工作成效

的提案》答复称，将继续认真贯彻

落实中央关于“双减”工作重要决

策部署，联合中央网信办等部门继

续开展线上巡查，集中治理蹭炒教

育热点、编造虚假信息、渲染升学

焦虑等恶意炒作行为，坚持露头就

打、重拳出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所谓“鸡娃”，其实就是“虎妈”

“狼爸”给孩子打鸡血，一切向成绩

看，一切向名校看。“鸡娃”当然只

是套路，贩卖焦虑才是生意。在这

个逻辑里，那些著名的娃和家长，

不过是放大教育焦虑的道具，而此

后发起的交易，才是目的所在。

事实上，网络上不少宣称自己

是“名校父母”的自媒体博主，可能

孩子并不在名校，自己也是个“南

郭先生”，却以“名校父母”身份名

正言顺地评说教育热点、分析教育

政策、“分享”教育理念。如果再任

由他们带领一众家长进入“鸡娃”

“内卷”怪圈，确实很容易消解“双

减”成效。

更何况，“名校父母”的“育娃

经”真的值得奉为圭臬吗？非也。

一则，“名校父母”本来就不等于

“教育专家”。孩子的成长成才具

有规律性，也有偶然性，成功的孩

子背后未必有成功的父母。原生

家庭对“神童”的影响，并不具有决

定性。二则，如果“名校父母”恒等

于“成功教育家”，那么，教育的进

化论显然就失效了。家庭教育固

然重要，但迷信“龙生龙，凤生凤”

的所谓绝对经验，却是忽略了孩子

个体差异以及学校、社会教育的重

要性。此外，辩证地看，“名校父

母”的好做法，对自家孩子也只是

具有学习借鉴意义，生搬硬抄，无

异于刻舟求剑。

道理人人懂，架不住很多人

“耳根子软”。炒作多了，谎言也

就成了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

有必要狠刹“名校父母鸡娃”之

风。2022年 6月，国家互联网信

息办公室发布《互联网用户账号

信息管理规定》，明确要求“申请

注册从事经济、教育、医疗卫生、

司法等领域信息内容生产的账

号，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应当

要求其提供服务资质、职业资格、

专业背景等相关材料，予以核验

并在账号信息中加注专门标

识”。此外，规定还进一步明确了

利用名校炒作获取利润相关行为

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见，治理

假冒“名校父母”的“鸡娃号”并不

难，只要平台方落实好前置审查

的义务即可。如此一来，不少在

网络上口若悬河的所谓“名校父

母”，恐怕都会就地现出原形来。

立德树人，教育之本。名校与

普校，不能用“成功学”的市侩标准

来区分。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

的，每段人生都是值得珍视的。教

育的成功与父母的成功，当有更温

暖、更长远的“度量衡”。我们要在

线上和线下严防所谓的“名校父

母”输出“鸡娃”理念，更要在全社

会重塑健康科学的“教育成功

论”。为孩子减负这件事，说到底，

涉及的每个部门每个人都不能“走

火入魔”。

●除了专业课，也要有一些更切近生活真实的

课程，来滋补学生求知欲拉满的心灵。

贴地而行的选修课，可以再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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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振伟

据媒体报道，此前已经有包括

武汉大学在内的多所知名大学开

设了“爱情心理学”之类的课程，颇

受学生欢迎。一项调查也显示，近

九成大学生支持开设“恋爱课”。

还有高校尝试把课程内容放在网

上，报名的学生也很多。看得出

来，对于大学生来说，“恋爱教育”

是刚需。

大学课堂里俗称的“恋爱课”，

并非什么鸡汤课，而是有着相关的

学术背景。“恋爱课”成为网红课，

也因其贴近大学生生活，“有一定

的实用性、指导性”。在辅导员需

要花相当时间对学生恋爱做疏导

的当下，通过课堂授课的方式让学

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婚姻观，肯

定有必要。而事实上，教育部在答

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也鼓励高

校加强恋爱心理教育、家庭伦理教

育，提升学生表达、沟通和交往能

力，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爱情观、

婚恋观、家庭观。

“恋爱课”让人憧憬，“生死课”

却来得严肃。最近几年，广州大学

开设的“生死学”选修课每年都会

在网上引起热议。课程中关于生

死的客观、理性讲述，吸引学生蜂

拥报名。面对一群朝气蓬勃的大

学生，教师大谈生死，还要求学生

撰写墓志铭和遗嘱，参观殡仪馆，

到安宁疗护病房做义工，甚至分享

自己离死亡最近的特殊经历。

“恋爱课”“生死课”成为网红

课，屡屡上新闻，而且社会普遍报

以肯定态度，说明大学课程体系在

选题上还是可以有弹性的。“恋爱

课”“生死课”“游戏课”“美食课”

等，皆可登大雅之堂。

大学思政课中，有一门“思想

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如果思政

课教师在相关领域“吃”得更透，完

全可以在更细化的分支上深耕。

像思想道德修养课，切不可照本宣

科，更不能只是围着理论转，这样

只会把课上死了。利用好选修课，

开一些学生感兴趣、与真实生活紧

密相关，对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生

活观有益的“不那么传统”的课程，

反而能让学生“身体和精神都留在

课堂”。眼下，大学正在大力推进

课程思政，各学科专业教师都有自

己的绝活，笔者倒更乐见不同专业

背景的教师共上另类选修课，那该

碰撞出多么美丽的火花啊。

所谓立德树人，教学生树立正

确的价值观、人生观至关重要。因

此，除了专业课，也要有一些更切

近生活真实的课程，来滋补学生求

知欲拉满的心灵。就拿大学开设

“生死课”来说，一则要有勇气，二

则要有合适的师资。如今的学生，

受过的挫折、吃过的苦，没法和父

辈祖辈相比，要树立起“敬畏生死，

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的观念，何其

难也。这也是社会上所有人必须

面临的共同命题。“生死课”用沉浸

式方式，让学生认识到“生命是独

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引导学生走

出小我，更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

探知生死的奥秘。

大学课堂，既要有“高大上”，

也要有“贴地而行”。生命教育、

生活教育、体育美育，都是让人成

为完整的人的必要滋养。“不那么

正经”“没那么传统”的选修课，背

后或有大文章，学生已经用实际

行动表明其作为“刚需”的一面，

大学的育人课程体系里，理应为

之留下位置。

新闻回顾 9月伊始，全国31个省份启动2022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笔试）的报名工作，笔试将于10月29日举行。9月6日教育部公布的最

新数据显示，我国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已由最初的 17.2 万人次跃升至了

1144.2万人次。

▲

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求智论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