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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将拓展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空间，提升中小学教师的
社会地位，激发教师队伍内在积极性，也能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
从事中小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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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多年来中小学教师职称比其他学段教师
职称“矮一截”的状态或有望在全国范围内打破，更多
一线中小学教师将能享受到“教授”“研究员”等正高级
职务的荣誉和待遇。

将可比肩大学教授

在试点6年之后，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做
出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
开。会议决定，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
列统一为初、中、高级。

我国现行的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建立于 1986
年。2009年，中国在山东潍坊、吉林松原和陕西宝鸡
首次启动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试点。2011年改革试点
范围逐步扩大，包括广州、深圳、佛山在内的一些城市
也开展了试点工作。

据记者了解，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的最大亮点是，
“建立统一的中小学教师职务（职称）系列，在中小学设
置正高级教师职务（职称）”。

这意味着，即使是一个小学老师也可以通过努力
工作钻研教学，获得最高正高级，也就是与大学教授相
当水平的荣誉和待遇。

而在此前，中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为副高级，小
学教师职称最高等级仅为中级。不少中小学教师
在评上限定的最高职称后，会产生“船到码头车到
站”的惰性思想，职业发展空间受限，进取心和积极
性不高。

贵州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一名工作人员表示，此
举将拓展中小学教师职业发展空间，提升中小学教师
的社会地位，激发教师队伍内在积极性，也能吸引更多

高层次人才从事中小学教育。

“评聘分开”未被采纳

国务院常务会议还指出，坚持职称评审与岗位聘
用相结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或许意味着，
过去一些地方曾经进行的“评聘分开”的试点不被有关
部门采纳。

据记者了解，以最早进行中小学教师职称改革
试点的山东潍坊市为例，在 1998 年以前，该市实行
的是评聘结合，即评审通过就兑现相关待遇。但
1998 年以后，潍坊开始试点评聘分开，即不再进行
职称指标管理，只要符合评审条件，只评审资格，
如果单位没有空岗或不聘任，就无法兑现工资待
遇。

有研究者对此项制度的研究发现，两种制度都存
在着一些瑕疵。评聘分开不利于教师的均衡分布，
因为这样的话，那些因为岗位少而无法评上高级职
称的中小学教师就不会选择到农村学校或者城镇的
薄弱学校去任教，而是选择在城镇少数重点学校“守
株待兔”。

这样一来，又由于岗位限制，同样职称的老师，
却无法享受同样的待遇，就会导致教师群体产生矛
盾。

因此，仍旧有不少地方在试点过程中选择评聘
结合的制度。但专家分析认为，这种制度的问题在
于，教师一旦评上某一职称，则终身拥有。存在一
些教师评上高级职称后，就不愿教学，而选择搞管理
的现象。

（南都）

中小学教师也能当“教授”“研究员”
职称系列将统一为初、中、高级，评上职称即保证岗位

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

中小学教师评定将重师德轻论文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将改

8月2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认为，深化中小学教师职
称制度改革，对于优化配置资源、加强基础教育师资保障，
具有重要意义。经过几年来的大面积试点，全面实施改革
时机已成熟。会议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
国全面推开。

为此，下一步要将分设的中学、小学教师职称（职务）
系列统一为初、中、高级。

同时要修订评价标准，注重师德、实绩和实践经历，改
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倾向，并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教师倾
斜。

另外，要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并
公示结果、接受监督，还要坚持职称评审与岗位聘用相结
合，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对此，北京大学中国职业教育所副所长李杰指出，这
样的改革很有必要。他认为，过去中小学教育职称评审，
很多范围与其专业关系不大。现在新的改革要求，更加强
调了教育专业能力的发挥。“比如过去教古文的教师要获
得职称还要考外语，其实外语的意义不大。像已故的北京
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就没上过大学，作为书法家如果考外
语，那也获得不了职称。”

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试点从2009年已经开始，
2011年起试点范围开始扩大。其改革重点，是将原来中学
教师职务系列与小学教师职务系列统一并入新设置的中
小学教师职称（职务）系列。

此前各地设置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级别复杂，有
的分好多级别，同时考试内容也非常复杂。

比如根据此前某省《中、小学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
（试行）》规定，申报中学一级教师、中学高级教师（小中高）
应掌握一门外语（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师应掌握第二外
语），并参加国家或全省统一组织的职称外语考试，其应用
水平应符合实际工作需要。

评审小学高级教师资格，需要在公开刊物上独立或作
为第一作者发表过教育教学研究论文；或撰写的教育教学
论文在县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学会组织的学术会
议上书面交流并获奖等。

中部某省一个拥有高级职称的中学教师告诉记者，很
多教师发论文都是靠交钱买版面，一般发一个核心期刊的
论文，花三四千元可以找人代笔。但是很多考试，比如外
语和计算机，很多人不一定过得了。

由同行专家评审

对中小学教师职称实施由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
价机制，并公示结果、接受监督，意味着原先教育系统的简
政放权改革加快。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下一步以同行
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能否发挥作用，核心在于不是
行政主导，而是真正交给了同行进行评价，也就是说，同行
评价要取消与行政部门的关系。

事实上，教师职称评定的权限在高校早已松动。
比如在浙江，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权已经下

放。而在一些重点高校，比如985、211大学，教授等职称的
评选，可以不由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而是由教授委员
会或学术委员会负责，但这些委员会是否由学校校领导担
任主席等，不同的学校有差异。

熊丙奇认为，本次教育改革，提出坚持职称评审与岗
位聘用相结合，更加强调了职务的重要性。

目前中国体制内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和待遇与职称挂
钩，而国外教师收入主要是与职务挂钩，采取年薪制，这除
了考虑工作年限外，也考虑职务。

“所以说更应该强调职务的重要性，很多教师没有了
职务岗位，职称意义也不大。”熊丙奇说。

所谓职称，其实是指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
能力以及成就的等级称号，它具有学衔的性质；而职务是
指具体的工种。

一名中学教师告诉记者，其实市场化的私立中小学就
是改革的方向。很多私立学校教师没有职称，没有高级、
中级的说法，只要能教学质量高，工资给得高，就有人来。

记者获悉，中小学教师职称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
业内评价机制，包括说课讲课、面试答辩、专家评议等多种
评价方式，目前已经有试点。李杰指出，具体最后怎么评
定，还待最后的细则，但是同行评定，应该是一个类别的，
比如语文教师职称需要教语文的同行来评，而不能是教其
他的同行，比如数学教师来评审。

“与过去千篇一律地考外语、计算机等相比，用一个考
核杠杆评定职称要专业得多。”李杰说。

（晚宗）

8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全面推开中小学教师职称制
度改革，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基础的评价机制，并公示结果、接受监督。

会议决定，将中小学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为此，要建立以同行专家评审为
基础的评价机制，并公示结果、接受监督，改变过分强调论文、学历倾向，对农村和边远地区教
师倾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