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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B8_88_E8_B5_84_E6_c38_55297.htm 从中国首届教师资格制度

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传出消息，我国教师资格将定期进行认证

。有人认为，新的教师资格制度有利于提高整个教师队伍的

水平。对此，笔者要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这只能是一种

美好愿望。先说两种状况。北京的教师资格认证已经经历了

数轮，不少社会人员通过学习、考试获得了证书。但这些证

书他们只能压在箱底，因为北京的教师队伍几近饱和，剩下

的空缺只对高端人才开放。 4月中旬，笔者在河北邱县看到

了一所“家庭学校”，这所学校一共有3名教师，其中校长是

“自封”的。她当年在村里一所小学当民办教师，后来干脆

自己在家里办学。按照政策，这所“家庭学校”的校长已经

不能称为教师。 上述两种极端状态说明一个问题，能不能当

教师最终是由市场供需说了算的。在北京，资格证不是一块

有分量的敲门砖。在邱县，因为师资短缺，资格认证成为一

种多余的手段。 因此，教师资格认证存在的基础应该是拿证

书的教师总量大于教师需求的总量，而我国相当广的地区并

不具备这个基础条件。北京有这样的基础，但北京许多在岗

教师取得了证书，却“懒”得到认证机构领取。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教师的流动还被学校的围墙困住。人事制度改革滞

后，教师资格证对现状形不成实质性的冲击。 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教师资格证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屈从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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