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些年来，不少地方、不少学校在教师职称评聘时还
是尽可能做到公正透明。“教师展现的舞台还是挺多的。”
韩周兴说，比如，各级政府的评先评优，各教研室、电教室
组织的活动赛事、课题的申报，等等。

北京市某中学一位历史教师介绍，他所在的学校采
用“积分制”，教师们在各种“评奖”“评优”中获奖会有不
同的加分，班主任、发表论文等也会加分，最后还要对所
有参评教师进行民主评议。

但是，仅有过程公正还不够。
有些教师职称晋级后反而“躺平”了。“都说我家娃这

个班的物理老师特别牛，去年还评上了市里的学科带头

人，但是，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老师已经好几次上课时被
同学问住了，很多孩子怀疑老师根本没备课，不得已，班
里的同学都只能去隔壁班找老师答疑。”北京的一位家长
对记者说。

“职称评审是影响教师工作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
同时也会对教师造成较大的压力。”储朝晖说，“教师职称
评选的标准是什么？不同学校、不同区域的标准能否保
持一致？不同学校的教师获得同一职级后拥有的权利是
否平等、公平？这些都是更深层次的问题。”

此次“职称新政”回应了这些问题，比如，《意见》中提
到要“遵循中小学教职工成长发展规律，创新岗位管理政

策措施，拓宽职业发展通道，激发中小学教职工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还提出要“坚持分类施策、分级管理”“坚持因事设岗、精
简效能，科学规范、评聘结合”“坚持激励和约束并重，发
挥学校在用人上的主体作用，健全完善考核制度，加强聘
后管理，奖优罚劣，树立重师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
的导向，构建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灵活用人机制。”

正因为教师职级岗位结构既涉及教师切身利益，也涉
及城乡之间、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如何平衡的问题，储
朝晖表示，亟须建立更科学、公正、客观的中小学职称专业评
价机制，让教师的职称评定及权利使用都有规可循。

（樊未晨）
据《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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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二级教师，二级满五年之后就可以参加评选一级了。”王赞（化名）是北京一所小学的语文教师，参加工作

时间并不长的她正在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进行着规划。
王赞所说的教师岗位等级就是社会上通常所说的职称评聘。
长期以来职称评聘备受中小学教师的关注。职称的高低不仅跟教师的个人收入相关，更是对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

认定。但是，由于之前的政策对不同教师职级岗位结构比例进行了规定，使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的竞争非常激烈。
近日，随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的印发，不少人期盼“新政”能使困扰中小学教师多年的评职称难的情况得到改善。

孙娅就职于我国北方某城市的一所教师进修学校，
是小学语文学科的教研员。“职称新政”的出台让这个有
着 30年工龄的老教研员异常兴奋。

“这个《意见》出台，对中小学教师最大的影响是将有
更多教师有机会评上高级职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说。

记者对以往的政策进行了梳理：2015 年，国家对中

小教师职称制度进行了改革，改变了原中学和小学教师
相互独立的职称制度体系，统一之后，中小学教师的职称
有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级教师和正高级教
师，其中，正高级教师和高级教师对应高级职称，一级教
师对应中级职称，二级教师和三级教师对应初级职称。

储朝晖认为，此次《意见》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岗位
等级设置划分为高、中、初级，不再在国家层面对高、中、

初级岗位结构比例做统一规定，而是在明确合理配置要
求的基础上，授权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会同教
育行政部门分学段、分类型科学设置教师岗位结构，适当
优化调整中小学岗位结构比例。

按照《意见》规定，今年的“职称新政”施行之后，各省可
以县为单位计算、分配、管理教师的岗位职级。也就是说，初
级、中级、高级教师各自所占的比例、如何分配将由各省按
照本省实际情况制定，同时，“职称新政”对高级职称的数
量给出了一个可以参考的比例：“十四五”期间，正高级教师
岗位数量控制在全国中小学教师岗位总量的千分之五以内。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职称比例的限制就像是一块事
业的天花板，很多年轻人的发展就是卡在那，好多年也动不
了。”孙娅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教师都提到了孙老师所说的这个“天
花板”。“学校里很多年轻教师是二级教师，一级早被老教师
占满了，老教师也干得挺好，但是再往上很难了，所以一环套
一环，很多年轻教师没办法认定一级。”北京市一所不愿意透
露姓名的中学校长说，现在新入职的年轻教师学历都很高，
入职后，很快就能拿到初级职称，向上的职称评定就开始有
难度了，不少学校领导发愁如何激励年轻人的积极性。

限制不仅仅体现在校内。
由于工作出色，早在 2000年左右孙娅就被评为所在城

市的市级骨干教师，几年之后，不少跟自己差不多的骨干教
师已经被评为了“学科带头人”，但孙娅在“骨干”的队伍里一
干就是十几年，“因为我们这里要求‘学科带头人’的一个‘硬

杠杠’，就是必须是正高级职称。”但是学校只有两个高级职
称的名额，孙娅并没有争取上。

因为名额太少，中小学教师评聘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
“怪现象”。在不少一二线城市，教师为评职称托关系找门路
的事情时有发生。

“不少教师并不是打心眼里佩服那些‘带头人’或者‘特
级’。”北京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对记者说，有的人是某位领导
的亲戚，评职称的时候是被“照顾”的；还有的人善于上下打
通关系，甚至有些“学科带头人”就是以人脉广著称。

在一些县乡镇的学校则出现了另外一种现象。
“我们是县直学校，学校在编教师143人，其中中级职称

人数有 64人，由于进城考试的条件之一是需要满五年的教

龄，而乡村学校中级职称空岗数较多，有些乡镇还存在用不
完的现象，所以很多教师都是评到中级职称才考进县城的学
校。”江西省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韩周兴说，学校评上高级职
称的老师已经有6个了，这样，中级职称的教师上不去，中级
职称的名额也没有空出来，学校还有 70多名初级职称的教
师要竞评中级，“所以高级、中级的竞争都非常激烈。”

储朝晖介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部分学校曾经采取“地
方粮票”的方法。所谓“地方粮票”，就是教师在这个学校，学校
会给教师更高一级职称的待遇，但是出了这个学校，这个待遇
就没有了，还是要按照当地教育主管部门认定的职称级别来
对待。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位中学校长期望：“这个‘新政’
能真正落实到位，打破这个限制，让更多年轻人迅速成长。”

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将有机会评上高级职称更多的中小学教师将有机会评上高级职称

更多年轻教师有望突破事业“天花板”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持续激励杜绝“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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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1 日，省招考中心消息：山西省 2023 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
段。根据《山西省 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
报名公告》，山西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
考点共有 28 个，考生要按照相关要求选择报考点，凡未
按照公告要求选择报考点的，报考点不予网上确认。

网上报名时间为 2022 年 10 月 5 日至 10 月 25 日，每
天 9时至 22时。网上预报名时间为 2022年 9月 24日至 9
月 27日，每天 9时至 22时。初试时间为 2022年 12月 24
日至 25 日（每天 8 时 30 分至 11 时 30 分，14 时至 17 时），
考试时间超过 3小时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考试科

目在 12月 26日进行。
考生须在规定时间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按教育部、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报考点以及报考单
位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并按要求填报有关信息；逾期不
再补报，也不得修改报名信息。

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须在教育部规定时间内
登录“全国推荐免试攻读研究生信息公开暨管理服务系
统”填报志愿并参加复试。截至规定日期仍未落实接收
单位的推免生不再保留推免资格。已被招生单位接收的
推免生，不得再报名参加当年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否则
取消其推免录取资格。

我省 2023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全部报考点

均采用网上确认方式。
网上确认时间段为 2022年 10月 31日至 11月 5日（考

生网上确认上传材料时间截至 2022年 11月 5日 12
时），考生须在确认前查看报考点发布的确认
公告要求，提前准备好确认材料，按规定
时间在网上核对并确认其网上报
名信息，逾期不再补办。考生应
当在考前 10天左右，凭网报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
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武佳 李冉然）

据《山西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