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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北京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
逐年上涨，去年达到 3万余人，考试通过率约
为 10%。考试改革的消息公布后，很多从事
教师资格培训的机构近期咨询量明显上升。
育德园师是北京市一家专门从事教师资格培
训的教育机构，公司咨询部主管赵慧娟介绍，
近几天前来咨询报名的人数大幅增加，很多
考生都想抓住明年 3月北京最后一次自主命
题的“稻草”，预计明年参加教育学和心理学
考试的人数会增加30%-40%。

“此次北京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影响最大
的将是大一、大二的在校生。”赵慧娟分析，改
革前非师范类学生想拿到教师资格证除了要
参加市教委组织的教育学、心理学统考外，还
需参加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俗称“试讲”），以
及普通话水平测试。按照规定，参加试讲的考
生必须要有学历证书或为当年的应届毕业
生。

此次北京市教委发布的过渡办法中只规
定：持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两门课程合格证书
的考生，可在2015年下半年申请试讲认定。而
大一、大二的学生不符合试讲的认定条件，即
使他们通过了两门笔试，也没有机会再参加
试讲了。因此，对这部分学生，想拿到教师资
格证最好的办法就是参加 2015 年的全国统
考。

中小学教师将打破铁饭碗

教师资格考试门槛将提高

上周，北京市教委宣布，从明年

9月起，北京市正式启动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改革试点，2016年1月1日

起，中小学教师资格实行定期注册，每

五年注册一次。这意味着，教师这个职

业将正式打破“铁饭碗”，教师资格不再成为

终身制，教师资格考试的门槛也将提高。受

政策调整波及，不少有计划当老师的考生已

开始准备，拟在明年统考前抓住最后一次自

主命题考试的机会，预计明年上半年的教师

资格考试人数将出现较大增长。

依据北京市教委印发的《中小学教
师资格定期注册制度实施细则（试行）》，
2016年1月1日起，北京市中小学教师资
格实行5年一周期的定期注册，注册不合
格或逾期不注册的人员，不得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注册条件包括教师资格、受聘
为中小学在编在岗教师、遵守师德规范、

注册有效期内完成不少于北京市、区教
育行政部门规定的360学时培训等。

如出现在注册有效期内未完成市、
区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教师培训学时；
未经所在学校或市、区教育行政部门批
准的进修、培训、学术交流、病休、产假等
情形，中止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工作一

学期以上；一个注册周期内任何一年年
度考核不合格等情况，暂缓注册。

如违反《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
和师德考核评价标准，影响恶劣；一个注
册周期内连续两年以上（含两年）年度考
核不合格；依法被撤销或丧失教师资格
的老师，注册不合格。

新的教师资格考试及注册制度发布
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教师资格证考
试主要包括由北京市教委组织的教育
学、心理学考试，教育教学能力测试以及
普通话水平测试。考虑到改革前已有部
分人员参加了北京市教委组织的申请教
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幼儿教育学）和教育
心理学（幼儿心理学）两门课程考试，并
已通过至少一门课程考核。北京市为这
部分人设计了过渡办法。

北京市教委规定，持有两门课程考
试合格成绩证书，未参加或未通过教师
资格认定教育教学能力测试，在 2015年
下半年仍可按照改革前的认定办法申请
认定。持有一门课程考试合格成绩证书
者，在2015年下半年可补考另一门课程，
补考通过，可按改革前办法认定。

2016年起，过渡办法终止，中小学和
幼儿园教师资格的考试和认定工作一律
按照教育部的改革要求执行。过渡对象

也可以选择参加改革后的考试与认定办
法。自2016年起毕业的本科和专科毕业
生必须参加改革后的教师资格考试。

普通高等学校在校三年级以上学
生，可凭学校出具的证明报考。教师资
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启动前已入学的全
日制普通高等师范类专业学生，可持毕
业证书直接申请认定相应的资格，试点
工作启动后入学的师范类学生，申请中
小学教师资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新政

不按期注册不能当老师

□影响

北京市教委制定过渡办法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是教师职业
准入的前提条件。从 2015年 9月起，北
京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将实行全国统
考，包括笔试和面试两部分。试点启动
后，明年入学的师范生，毕业时不再直接
认定教师资格，如想申请教师资格也须
参加统考。

笔试每年 3 月和 11 月各一次，主要
考查教育理念、职业道德、法律法规知识
等基本能力；教育教学、学生指导和班级
管理的基本知识；拟任教学科领域的基
本知识，教学设计实施评价的知识和方

法，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
实际问题的能力。

由于教师授课学段不同，考试内容
也略有差别。其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
都需要参加综合素质考试（机考），小学
教师要参加教育教学与能力测试（纸笔
考），幼儿园教师要参加保教知识与能力
测试（纸笔考）;中学教师则要考 3门，除
了综合素质测试（机考）外，还要参加教
育知识和能力测试（纸笔考），以及按语
文、数学等13个学科划分，进行学科知识
与教学能力测试。

面试每年 5 月和 12 月各一次，主要
考查职业认知、心理素质、仪表仪态等教
师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
评价等教学基本技能，包括抽题、备课
（活动设计）、回答规定问题、试讲（演
示）、答辩（陈述）、评分等环节。

笔试由教育部考试中心发布统一考
试标准、统一考试大纲。国家将确定笔
试成绩合格线，北京市教委确定面试成
绩合格线。笔试和面试均合格者由教育
部考试中心颁发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证
明，有效期3年。

教师资格考试改全国统考

其实，北京并不是进行教师资格注
册和考试改革的先行者。根据教育部的
统一部署，2011年，湖北和浙江两省率先
进行了教师资格证考试试点工作，2012
年，上海、河北、广西和海南四省市加入
到了试点工作中；2013年扩大到山东、安
徽、山西、贵州四省。预计到2014年下半
年国考省市会扩大到20个。2015年实现
教师资格证国家统一命题考试。之后陆
续在上海、广西等省市启动，截至今年试

点统考的省份已达到15个。
据教育部统计，在 2011年和 2012年

的试点工作中，共组织4次全国性考试，6
省参加考试人数 28.08万人，通过 7.72万
人，通过率 27.5%。而试点前，各试点省
考试通过率一般在70%以上。同时，6个
试点省分别选取 1到 2个地级市开展了
定期注册试点，18.9 万教师申请首次注
册，通过率 99.2%，不予注册或暂缓注册
了一批不合格教师。

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许涛分析，
从前两年的试点来看，由专业化教育考
试机构，按照高考的要求来组织教师资
格考试，改变了过去的考试和认定不分、
组织不够规范的现象，能增强教师资格
考试的社会公信力，改变教师资格证含
金量不高的情况，以提高教师职业准入
门槛。此外，定期注册改革能够帮助教
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摸清教师队伍基数，
规范教师管理，推进持证上岗制度。

试点省份统考通过率不足三成

□分析

大一大二非师范生吃亏

据业内人士介绍，教师资格考试改革后，
考试内容也将发生变化，难度相应提高。以
往北京的资格证笔试主要考查两学：教育学
和教育心理学，而国考的资格证笔试把教育
学和教育心理学统合为一科，并增加了普通
心理学的内容。此外，中小学和幼儿园资格
证笔试还增加了综合素质一科，考查学生的
教育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等，而中学又增
加了第三科：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以往资格证考试多侧重教育理论等知识
的考核，对学生应用性的考查相对缺乏。考
生基本可以通过及格线60分的标准。国考资
格证考试出题则更加灵活，重视学生理论联
系实际的能力。

中学教师的资格考试科目中增加了《学
科知识与教学能力》，其中会涉及到很多初高
中教材的专业知识和教学内容，侧重考查专
业素养，对于非师范生来说难度大大提高。
在部分已经实施统考的省市中，导致部分非
师范生都因为担心考中学老师难度太大而改
为报考小学教师。

（据京华时报）

中学教师考试难度增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