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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7日从教育部新闻发布
会获悉，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高
校思政课专兼职教师超过12.7万
人，较 2012 年增加 7.4 万人，比
2018年增加5万多人，队伍配备总
体达到师生比1:350的要求。

“近年来，我们大力推动各地
各校配齐建强教师队伍，专职思政
课教师年轻化成为队伍发展的新
态势，49岁以下教师占到77.7%，
具有高级职称的占35%。”教育部
社会科学司司长徐青森说。

据介绍，教育部还多次对辅
导员队伍配备未达标的省份和部
属高校进行“一对一”专项督办。
截至目前，全国高校专兼职辅导
员达24.08万人，比2019年增加
了约5.2万人，31个省（区、市）辅
导员配备实现整体达标。

为主动适应信息技术的迭代

升级，教育部不断加大平台建设
力度，推动思政课形式不断创
新。“直播、短视频、H5等新媒体
技术被广泛运用于思政课堂，形
成了网上‘思政大课’新样态。”徐
青森说。

据悉，下一步教育部还将制
定实施关于全面推进“大思政课”
建设的工作方案。改革创新课堂
教学，推动高校严格落实思政课
实践教学学时学分。用好社会大
课堂，围绕抗击疫情、乡村振兴等
主题，会同有关部门联合设立一
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

“我们也将继续创新工作机
制，建设覆盖每门思政课、服务一
线教学的问题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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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青森说。

（新华社电）

我国高校思政课
专兼职教师超12.7万人

近期我国疫情多发频发。面
对复杂严峻的形势和挑战，教育
部接连作出部署，强调毫不放松
加强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并就考
研复试录取工作、线上教育平台
建设和应用等作出安排。

结合当前疫情情况和教育
系统疫情防控重点，教育部召开
全国教育系统疫情防控工作视
频会议提出，“要毫不动摇地坚
持行之有效的既定防控政策措
施”，强调要严格落实校门管理，
加强健康教育，加强师生员工及
其共同生活居住人员健康状况
监测，健全完善疫情应急处置预
案，进一步健全完善家校协同防
控机制等。

在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

施的同时，教育部强调，关心关注
师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加强
人文关怀，确保防疫信息通畅、后
勤服务保障有力、心理援助及时。

如何在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
的同时，确保学生的学业、考试不
受影响，是不少学生和家长关心
的问题。

为支撑疫情期间“停课不停
学”，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教
育部紧急开发建设了“国家中小
学网络云平台”，至今累计浏览
次数达69亿。日前，教育部将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升级
为“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
进一步丰富了原有的专题教育
和课程教学资源，新增课后服
务、教师研修、家庭教育、教改实

践经验等4类资源，并将不断扩
充更多优质资源。近日，教育部
部署各地充分利用“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资源，开展好“停
课不停学”工作。

此外，针对2022年全国硕士
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等工作，教
育部召开视频工作会议，强调要
统筹做好复试组织和疫情防控工
作。各招生单位要切实落实考试
招生主体责任，在省级高校招生
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考虑
当地疫情防控要求和学校实际情
况，切实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因地因校
制宜，自主确定复试时间、复试方
式和复试办法。

（新华社电）

疫情防控和教学考试能否兼顾？

教育部强调落实应对举措加强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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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电）

理性看待“教资热”，培养
更多“四有”好教师

“虚火”还是“真爱”？
——教师资格考试持续高温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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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虽然高考时我没有选择师范类院校或专业，但这些年越来
越感觉到，教师是很不错的职业。”刚刚报名了教师资格考试的
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大三学生任岩松说，教师的职业待遇地位
越来越高，而且足够稳定。

“我国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增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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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士参加考试，也
反映了社会就业压力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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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同时分析认为，随着师范生免试政策的出台，未来一两年
后，“教资热”的情况会出现较大改变。

“教资热”一定程度反映出教师职业
吸引力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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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考一个再说。”北京某综合性大学大四学
生张可欣告诉记者，自己已经取得教师资格证，

“不管将来有没有用，总没什么坏处”。
陈汉光介绍，教师资格考试笔试通过率通常

在30%左右，湖南的面试通过率在75%到80%之
间，最终综合通过率约超过两成。“实际上，很多
考生考教资只是备用，为就业多留一条路，很多
人考了教资证也并没有真正从事教育事业。”陈
汉光说。

拿到教师资格证是从事教职的最基本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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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个证书多条路”心态
助推“教资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