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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减少师范生“考证”消耗

今年以来，免税购物在国内火了。10多家A股上市公司
公告称，正在申请免税品经营资质，涉及北京、上海、广州和
武汉等地。除了机场（口岸）免税、离岛免税，新进场的企业
纷纷瞄准市内免税店这一业态。有关专家表示，免税蛋糕的
做大有利于消费回流。新华社发 徐骏 作

免税蛋糕

□杨朝清

近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行
政判决书显示，某公司首先向商标
局申请“渣渣辉”商标遭驳回，随后
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再被驳回，
又上诉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
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渣渣”具
有贬低人格的含义，不因和“辉”并
用而不含有贬义，核准注册可能会
产生消极负面影响，故维持原判。
该判决为终审判决。

在一档访谈节目中，香港演员
张家辉介绍了“渣渣辉”的来历：有
次录节目时感冒了，又累得要死，
但还是在导演的催促下念了几句
台词，“舌头都累了”再加上普通话
不够标准，“我是张家辉”听起来很
像“我是渣渣辉”。作为一名努力、
敬业的演员，张家辉用多部作品证
明了自己的实力，而本属于无心之
失的“渣渣辉”，却遭遇娱乐化解构
而迅速走红。

在一个盛行符号互动的时代
里，当“渣渣辉”成为一个火爆的、
流行的符号和一种可以用来利益
变现的文化资本，商家显然不愿意
放弃这块“肥肉”。商家一而再、再
而三地坚持申请“渣渣辉”商标，显
然是想一本万利——申请商标要
不了多少钱，一旦成功，将会带来
丰厚的回报。

不论是申请“渣渣辉”商标，还
是开发“我是渣渣辉”的游戏，善于

“走捷径”的某些商家，并没有取得
张家辉的授权，而是想通过“打擦

边球”的方式，既不支付知识产权
的相关费用，也享受名人效应的相
关红利。“渣渣辉”是演员张家辉的
一种衍生物品，张家辉早在2018年
2月已经终止了与某游戏开发商的
形象代言合作，该公司此后再申请

“渣渣辉”商标不仅不厚道，还涉嫌
侵权违法。

商标不仅要具有区分度和辨识
度，还需要遵循公序良俗。“渣渣辉”
的走红，根源在于迎合了一种自嘲、
恶搞的娱乐文化；商标具有很强的
公开性和象征意义，需要审慎操作，
避免造成消极负面影响。更进一步
说，“渣渣辉”可以用于自娱自乐的
自嘲和恶搞，却不能堂而皇之成为
商标。就像有的学生可以自嘲为

“学渣”，老师却不能给他们贴上“学
渣”的标签一样，“渣渣辉”被驳回体
现了严谨、细致的价值理性。

商标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还具
有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商标审核
一定要慎之又慎。那些可能会产生
负面消极影响的商标，就应该被驳
回。在一个盛行功利与算计的时代
里，一些人为了名利在商标申请上无
所不用其极；钟南山、火神山、雷神
山、雨衣妹妹、渣渣辉……只要有利
可图，这些人习惯见缝插针。在知识
产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的当下，那些
热衷打“擦边球”“钻空子”的投机
行为，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说到底，不能只看到投机行为
所能带来的利益与好处，却忽视了
商标所承载着的公共情感、价值内
核和他人权益。

“渣渣辉”商标申请为何被驳回

□新京

为促进更多师范毕业生就业，在已出
台的“先上岗、再考证”阶段性措施基础
上，近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推
进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考试改
革，由院校考核师范生教学能力的制度。
根据会议要求，国家层面将加快推进允许
教育类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公费师范
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

师范毕业生免试认定教师资格，消息一
出，引发广泛关注。从会议内容看，与之配套
的政策举措，是开展教师教育院校办学质量
审核，而本科师范毕业生的免试认定，也要基
于对教师教育院校的办学质量审核进行。

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制度，教师教育
院校一直有比较强烈的呼声。要求所有
从教者都必须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获得教
师资格证，貌似严把教师准入关，其实却
让师范专业教育颇为尴尬：师范生完成师
范专业学习，获得毕业证与学位证书，可
如果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就不能从教，
这既影响教师教育院校提高办学质量的
积极性，也影响师范专业的吸引力。

实施师范生免试认定制度，把认定权
交给通过办学质量审核的教师教育院校，
也是进一步落实师范院校的办学自主
权。以往，不论办学质量如何，毕业生都
需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也弱化了很多学
校在师范生培养上的功能。而把教师资
格认定还给相关师范类高校，有利于提高
学校的质量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实行师范生免试认定
制度，不是降低对教师的质量要求，而是

改变质量评价体系。教师质量与四方面
因素有关：师范教育质量、教师资格考试
难度、新教师招聘竞争程度、新教师入职
后的继续培训以及管理考核要求。

这其中，师范教育质量、教师招聘把
关、入职培训与管理，比教师资格考试更
重要。在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后，社会公
众就会将眼光转向师范教育质量，以及教
师招聘竞争方面，这对教师教育院校的把
关意识提出了更高要求。

为此，在推进免试认定制度后，还需
加快推进师范类院校专业认证。师范类
学校要抓住这一契机，推进教育教学改
革，办出本校师范专业的特色，提高毕业
生的就业竞争力。教育部门则需要跟踪
师范类专业毕业生毕业后的就业去向与
职业发展，通过大规模的雇主调查，了解
师范生的整体素质情况，既作为对师范专
业办学质量的评价依据，也作为教师教育
院校调整教育教学模式的参考。

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参加教师资格
考试的人数达900万，围绕900万的考生规
模，出现了很大的考试培训市场。

但这样的考试，对于师范专业毕业生的
把关意义并不大，反倒浪费了很多时间。实
行师范生免试认定制度，可让教师资格考试

“瘦身”，也减少围绕考试的无谓消耗。
说到底，新进教师能否胜任工作，成

长为优秀的教师，取决于高校对教师的培
养、管理与考核，只有培养学生的高校本
身，对这名学生的质量才更有话语权。实
行师范生免试认定制度，是将评价权还给
高校，这从根本上有利于促进师范生教育
的活力与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