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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5/2021_2022__E6_95_99_E

5_B8_88_E8_B5_84_E6_c67_275218.htm 昨天是2007年南京市面

向非应届生认定教师资格和相关证书考试报名的最后一天，

咨询、报名的人流依然络绎不绝。据南京市自考办一位负责

人介绍，由于去年停考了一年，今年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数

大大增加，3天一共报了1100多人。 据了解，面向社会认定教

师资格从2002年开始，几年来，全市每年的报名人数始终不

减，且报名者的年龄有逐年下降的趋势。最初的一两年，来

报名的很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经过几年的认证，这批人

多数已经通过考试，拿到了证书。近几年，报名认证的大多

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或刚工作了一两年的年轻人。 多张证书多

条择业路 非应届生多为在职人员，他们报考教师资格证，大

多数是为了多条就业路，增加一种职业可能，同时也是考虑

了教师这份职业的相对稳定性。当天现场报名的多是这种心

态。 从南师大毕业的张娟，大学专业是机电，毕业后在江宁

某企业工作。她说自己现在的工作强度较大，比较向往老师

这一“相对轻松稳定且有双休日”的工作。她从前年开始报

考相关科目，已经通过了“教育学”考试，今年报名参加“

教育心理学”考试。张娟的心愿是能够留在南京的职业技术

学校或者在初中教书，她身边已有很多同学报考了教师资格

证，“形势如火如荼”。和张同学有相似经历的人有很多，

想当教师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早有打算。在一家私企工

作的小黄已经第二次报名参加“教育心理学”考试，按照有

关规定，如果今年再通不过，三年前考的“教育学”成绩就



要作废。“去年听说不能报名了，我很着急。今年从年初就

开始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等到恢复报名，再也不能失去机

会了！”她说。 不少报名人员是由于不能适应高压力、强透

支的工作，于是纷纷把目光投向学校。他们普遍觉得老师这

一职位社会地位相对较高，而且比较轻松。 代课教师渴望获

编制 在报名地点，还有许多在职教师。有的在学校代课，没

有取得“正式身份”，不得不靠考教师资格证争取编制；还

有的教师需要转岗，从幼儿园跳到小学或从小学跳到中学，

想在新的岗位上获得新的挑战。 体育教师小孙从苏州大学体

育系毕业后，进入某中学任教已有五年，教学成绩一直不错

，只因为没有编制，无法获得职称，工资也一直无法增加。

他说：“代课教师已经不是个别现象。”特别是近几年有些

学校扩招得很厉害，在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只有招代课教师。

而代课教师想转正是比较难的，不仅要获得教师资格证书，

还要等学校有老教师退休，把编制空出来。这几年教育部门

已经清退了一批代课教师，可宁愿苦等编制的代课教师还是

大有人在。 报名者当中，还有不少是社会培训机构的在职人

员。至于为什么前来报考教师资格证，大多数人的回答是：

工作压力大，想在自己的岗位上稳住脚。 南京某艺术培训学

校的许老师说自己一毕业就到学校教钢琴，但是一直没有考

教师资格证，眼看着“后起之秀”越来越多，进校老师的学

历日益提高，便前来报名考试，为证明自己的能力增加一个

筹码。 有证书未必能当教师 要拿到教师资格证可不容易。南

京市教育局人事处调研员曹德如告诉记者：除了相应的学历

，还要取得一定等级的普通话水平测试证书，要通过省教育

考试院组织的教育学、心理学考试。 据了解，每年约有30％



的人能通过教育学、心理学考试。此后还要当场说课、上课

、面试，到最后拿到资格证的社会人员基本上只有15％。曹

德如说：“拿到了教师资格证，意味着可进入教育系统任教

，但从近几年的就业情况看，非师范毕业的社会人员具备教

师资格后也并非一定能够找到工作。”现在教育岗位不缺人

手，南京最近比较重视的是高层教师人才的引进，而一般性

的高校或者民办院校人员已经饱和甚至超标。 专家认为，拿

到资格证不一定就寻到了救星，个人实际教学能力的高低才

是关键。除了个人能力，招聘过程中也很看重应聘者是否毕

业于名牌院校。对于成人自考的考生，专家认为应招的可能

性不大，甚至无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