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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14日电 （记者 白佳丽

胡浩 刘惟真） 不久前，2022年下半年国家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开考。今年的教资考试报

名人数达到1100多万人（次），已超过2022届高校

毕业生总规模。

教资考试持续火爆

10 月 29 日，2022 年下半年

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

试）如期举行。当日仅武汉就有

12.99 万人在 46 个考点参加考

试，考生人数规模排在全国各城

市第一位，创历史新高。考试结

束后不久，“教资”“教资科二”等

词条冲上热搜，也反映出近年来

教资考试热度的持续攀升。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

员储朝晖介绍，作为教师行业的

“敲门砖”，教师资格的报考条件

相对宽松。目前，我国教资考试

一般每年组织两次，分为笔试及

面试，涵盖了从幼儿园到高中

（含中等职业学校）的多层级、多

类别，其中，中小学教资考试的

参与面最广。

不少受访考生都表示，教资

考试难度不是特别高。此前参

加过教资考试的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学生池傲

（化名）告诉记者：“考试对于很

多专业的学生而言都比较友

好。”今年已经31岁的考生严珠

（化名）也表示，自己工作8年后

又复习考试，“难度可以接受。”

记者调研发现，“教资热”也

带火了与之相关的教材教辅、课

程培训等。在某网购平台上，记

者发现排名靠前的教资辅导书

月销量均在 5000 册以上，多数

资料内包括真题、考点详解、面

试题目等，一些商家还打出“非

师范生或零基础考生45天贴心

规划，一战通关”等广告。不少

考生反映，尤其对非师范生来

说，购买相关教材教辅已是考试

“标配”。

教资考试培训市场也在不

断扩大。多名教资考生表示，身

边有同学通过报班或观看网课

进行备考培训。以教资考试为

主要内容的手机 App，下载量、

点击量不断攀升。某考试培训

机构 2021 年财报显示，其教师

序列全年营收超过8亿元，在公

司全部营收中占比11.61%。

热度背后有“三变”

记者近期与多地多所高校

师生交流发现，当前“教资热”背

后发生了三重变化。

——报名人群变广，非师范

类学生占比变高。多位高校教

师观察到，近几年考教资的学生

数量与专业都发生了变化。某

外语院校一位教师表示，语言类

专业、小语种专业学生参加教资

考试的人数有所增长。池傲说，

身边理工科同学参加教资考试

的也越来越多。

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天

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李

剑萍认为，教资考试没有将非师

范生“拒之门外”，这吸引了相当

一部分考生参与其中。“从统计

数据来看，近几年我国报名参加

教资考试的考生中，约三分之二

是非师范生。”

——应考科目变多，已不限

于“一人一证”。“为了提升自身

竞争力、满足部分学校招聘需

求，一些师范生不再满足于只考

取某一科教师资格证。”广西师

范大学科学教育研究所学生周

佳乐告诉记者，班里约一半同学

会报名参加多学科考试，拥有两

门以上科目的教资证。

甘肃兰州一所高校的辅导

员也表示，一人拿多科教资证已

经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学生过

去都是选择擅长的科目考试，但

这几年有些学生产生‘能多考几

个就多考几个’的想法。”据了

解，目前教资考试对所学专业并

无限制。

——拿证目的变多元，提升

自身就业保障。记者发现，随着

教师地位进一步提高，一些考生

把当老师作为就业的重要选择。

还有一些考教资证的学生只是为

了“技多不压身”。“希望找工作时

多一重保障。手里多个证，心里

更有底。”一名考生说。

“教资热”仍需“冷思考”

记者调研发现，“教资热”的

背后是“教师热”。随着我国对

教育越来越重视，政府不断出台

惠师、利师政策，教师职业吸引

力逐步增强。“教资热”对整体教

育质量的提升起到了积极作用，

也有利于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

的良好氛围。

李剑萍等受访专家认为，社

会对教师需求量较高是教资考

试热的主要原因。目前，教师行

业仍是吸纳大学生就业的重要

领域。据中央编办介绍，2019年

以来，各地推动解决城乡之间、

地区之间、学校学段之间人员编

制配备不平衡、编制调整不及

时、人员流动不顺畅等问题，截

至今年6月底，全国省、市、县三

级中小学教职工编制已如期达

到或高于国家基本标准。教育

部数据显示，十年来，我国专任

教师总量增幅达到26%，其中大

多数是中小学、幼儿园教师，都

需要考取教师资格证。

教师待遇、福利保障的提

高，符合当下不少学生的就业预

期。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师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提出，中小学、幼儿园教师

的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应当不低

于或者高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

工资收入水平，并逐步提高。

“教资热”现象也折射出当

前的就业形势与学生就业心

态。储朝晖、李剑萍等认为，一

些年轻人在就业比较紧张的形

势下，更愿意选择比较稳定的行

业，这和高校中出现的“考公热”

“事业编热”等趋势同步。此外，

毕业生规模扩大、就业难度提

升，也让大学生们在激烈的竞争

中选择“多一张证多一条路”。

南开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副部长、学生就业指导中心主任

李军提示，目前教资考试仍面临

“冷热不均”问题。不同地区教

资考试和教师招聘的“热度”不

同，发达地区、大城市更受欢迎，

贫困边远地区则比较冷清。去

年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中西部

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

计划》的通知，要从源头上解决

师资来源问题。“高校在开展就

业观教育的过程中，要鼓励毕业

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同

时，也要进一步提升贫困边远地

区教师待遇和职业发展空间。”

李军说。

受访专家提示，基于“七

普”数据的预测结果表明，未来

十五年我国各学段学龄人口规

模将持续减少，学龄人口结构

将由“两头小、中间大”的纺锤

形结构逐步向“上宽下窄”的倒

金字塔结构转变。这将对教育

资源的供需关系产生显著影

响，教师资源配置也必然受其

影响。大学生要明确自身职业

规划，通过多种渠道了解教师

队伍需求和教师职业对毕业生

的综合素质要求，明确自身能

力、性格、职业倾向和发展规划

是否与教师职业需求匹配，避

免盲目跟风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