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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我国 １９９３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规定实行国家教师资

格制度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教师职业准入门槛不断提高， 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经历了认定考试、 全国统考和国家教师资格考试的不断演变。
目前，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呈现新的发展形态， 高校考核、 全国统考是国家教

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形态的基本表现方式。 这两种考试形态在测评目标、 考试实

施主体、 考试作用、 考试对象、 测评标准、 测评内容与方式方法、 考核学段与可

任教学科范围、 考试组织管理模式以及测评质量保障方面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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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 １９９３ 年颁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以下简称 《教师法》 ）， 规定实行国家教师资

格制度、 开展教师资格考试以来， 随着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 教师职业准入门槛日益提高。 中小

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形态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革， 其内容与形式发生了显著变化， 先后经过

了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组织的面向非师范专业人员的教师资格认定考试 （以下简称 “认定考

试” ）、 全国统一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 （以下简称 “全国统考” ）、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多年来， 教

师资格考试的实践经验和一系列改革发展成果， 为构建新时代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奠定了坚实基

础， 这在教育部 ２０２１ 年公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 》 （以下简称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中有着集中体现。 深入分析探讨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形态的变革历

程、 变革经验与特点， 有利于不断推进教师资格准入考试高质量发展， 有利于更加严格地把握高素

质专业化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入口关。

一、 认定考试与全国统考

认定考试是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最初的实践形态， 为非师范专业人员进入教师队伍开辟了法

制化渠道。 从认定考试到全国统考的发展与变革， 实现了对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的全覆盖考核，
即无论是师范生还是非师范生都必须通过全国统考。

（一） 认定考试

《教师法》 第三条规定： “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员， 承担教书育人， 培养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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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 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十条规定： “国
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国务院 １９９５ 年颁布 《教师资格条例》， 教育部 ２０００ 年发布 《 〈教师资格条

例〉 实施办法》， 这些为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改革与发展奠定了更加具体的法律政策基础， 进一步明确

了教师资格考试的基本条件、 对象、 内容、 作用与程序等。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工作会议， 决定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 教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

员的基本要求， 是中国公民获得教师职位的前提条件。 教师资格制度全面实施后， 只有依法取得教

师资格、 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人， 才能被教育行政部门依法批准举办的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

构聘任为教师。”①会后， 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 陆续开始举办认定考试。 依据相关法规， 师范类

专业毕业生不需要参加认定考试， 他们可以持毕业证书， 向任教学校所在地或户籍所在地教师资格

认定机构申请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报考认定考试的均为非师范类专业人员 （主要是非师范专业在

校生以及已毕业的社会人员， 与师范生相对， 下文统称 “非师范生” ）。 《教师法》 规定， 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人员， 要具备相应的学历。 其中， 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

以上学历； 取得小学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取得初级中学教师、 初

级职业学校文化课及专业课教师资格， 应当具备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者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其以上

学历； 取得高级中学教师资格和中等专业学校、 技工学校、 职业高中文化课与专业课教师资格， 应

当具备高等师范院校本科或者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② 通过认定考试的非师范生， 可以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认定考试的内容主要来自师范院校普遍开设的教育学、 教育心理学相关课程。 教育部人事司和

考试中心组织编写了相应的考试大纲。 其中， 教育学考试大纲十章内容标题为教育与教育学、 教育

与社会的发展、 教育与个人的发展、 教育目的、 学生与教师、 课程、 教学 （上）、 教学 （下）、 德

育、 班级管理。③ 教育心理学考试大纲十五章内容标题为教育心理学概述、 中学生的心理发展与教

育、 学习的基本理论、 学习动机、 学习的迁移、 知识的学习、 技能的形成、 学习策略、 问题解决与

创造性、 态度与品德的形成、 心理健康教育、 教学设计、 课堂管理、 教学测量与评价、 教师心理。④

从这些标题可以明显地看出， 考试大纲内容与师范院校同名课程内容非常相似， 这么做的一个重要

目的是引导非师范生加强修习相关课程。
认定考试进一步拓宽了新教师的来源渠道， 对缓解中小学教师队伍短缺状况起着一定的积极作

用。 由于受到经济社会和教育事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制约， 各地举办的认定考试存在不少问题。 比如，
考试目标的针对性需要明确， 考试内容需要进一步拓展； 各地考试标准和科目存在较大差异， 随意

性大； 考试组织管理需要规范； 考试对象仅限定为非师范生等。⑤

（二） 全国统考

中共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１０ 年印发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 》
提出： “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度， 严把教师入口关。 国家制定教师资格标准， 提高教师任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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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标准和品行要求。” 为此， 教育部决定 ２０１１ 下半年首先在浙江、 湖北两省开展全国统一的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工作， 这是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改革要求的重要举措。
全国统考是评价申请教师资格人员是否具备从事教师职业所需要的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的

考试。 ２０１１ 年之后， 进入全国统考的试点省份逐步增加， 这些省份不再举办认定考试。 ２０２１ 年， 全

国统考全面实施， 全年报考者近千万人。 全国统考进行了多方面开创性探索， 取得了丰硕成果， 对

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有着积极的作用， 为构建新时代国家教师资格制度基本框架积累了宝贵的实践

经验。
全国统考的实践探索与创新经验具有丰富的内容， 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以下四点。 第一， 建立了

国家统一的考试标准与笔试科目。 教育部 ２０１１ 年公布了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试
行） 》， 阐述了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高

级中学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这是教师职业准入的国家标准， 是从事中小学教师职业的基本要求， 是

进行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基本依据。 《中小学和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试行） 》 规定了不同

学段的笔试科目， 其中， 幼儿园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为 《综合素质》 和 《保教知识与能力》 ２ 科，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为 《综合素质》 和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力》 ２ 科， 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科目为 《综合素质》 《教育知识与能力》 及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３ 科。 《学科

知识与教学能力》 科目分为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等。 第二，
考试对象既包括非师范生， 也包括师范生。 所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 必须通过全国统考， 师范

专业毕业生不再享有可以直接认定教师资格的单独通道。 教育部 ２０１３ 年印发的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暂行办法》 第四条规定： “申请幼儿园、 小学、 初级中学、 普通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和中

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须分别参加相应类别的教师资格考试。”① 第三， 考试方法统一

为 “笔试＋面试” 的方式。 全国统考的内容既有知识性、 理论性方面的要求， 也有能力与职业基本素

养方面的要求， 尤其注重实践性、 应用性及理论联系实际， 要求考生能够运用专业知识分析、 评价

和解决中小学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因为单纯的笔试或面试， 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很难充分实现测评目标。 所以， 全国统考采取 “笔试＋面试” 的综合化测评方法， 先笔试后面试， 笔

试合格者才能参加面试。 ２０１４ 年， 教育部考试中心对湖北、 浙江、 上海、 海南、 广西、 河北、 贵州、
安徽、 山东、 山西 １０ 个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地区进行了考试实施情况问卷调查， 调查对象

有考官、 考生、 学科教师与行政部门及考试机构人员， 共发放调查问卷 ２ ２００ 份， 回收 ２ １３４ 份， 回

收率为 ９７％。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 “笔试＋面试” 的综合化测评方法得到了调查对象的广泛赞同。 当

调查 “教师资格国家考试要采取笔试和面试相结合方式” 的问题时， ９８. ２０％的考官认为必要和十分

必要， ９２. ４５％的考生认为必要和十分必要， ９０. ９８％的学科教师、 行政部门和考试机构人员认为必要

和十分必要。② 第四， 考试组织管理实行国家、 省、 地市三级模式。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及考试机构

主要负责制定考试政策、 考试标准、 考试大纲、 命题与题库建设、 组织评卷、 统计分析、 研发考试

技术平台、 监督检查等。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全面负责本地区教师资格考试的管理与指导工作， 省级

教育考试机构主要负责考务管理和安全保密工作。 地市级教育行政部门与考试机构负责报名、 设立

考点、 组织实施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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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的基本要素

《教师法》 第十条规定： “不具备本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 申请获取教师资格， 必须通

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由于教师属于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业务素养要求很高， 实践中不

具备相应学历条件的人员难以胜任相关工作。 所以， 《教师法》 所规定的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实

际上从未举办过， 认定考试、 全国统考均把学历要求作为报考的前置条件， 学历不达标人员不能参

加考试。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沿用了 《教师法》 所确定的国家教师资格考试这一名称， 但赋予

了其新内涵， 明确了申请人员获得教师资格应具备的多方面条件。 比如，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第十五条规定， 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 应当取得相应的

教师资格。 中国公民或者取得中国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 遵守宪法和法律， 热爱教育事业， 思想品

德良好，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具备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身体和心理条件， 具备本法规定的条件，
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经认定合格的， 可以取得教师资格。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重新界定的

国家教师资格要求， 是所有申请人员取得教师资格的法定必备条件。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７ 日， 十四届全国

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已经将 “ 《教师法》 修改” 列为条件比较成熟、 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第一类法

律草案项目。① 新的教师法即将颁布， 预示着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进入了新的法治化发展时期。
从构成要素来看，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主要包括教师职业标准与新教师培养、 资格类别与学历学

位要求、 准入考试、 资格认定等。
（一） 教师职业标准与新教师培养

教师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 新时代的教师是我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第一资源， 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教育

大会上指出：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 承载着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 传播

真理， 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 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②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第一章和第二章对教师职业属性、 职责使命、 权利义务等作出了具体

规定， 充分反映了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的基本标准及职业特点。 教师是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

育机构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 承担着为党育人、 为国育才，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提高民族素质的崇高使命。 教师应当为人师表， 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

操、 有扎实学识、 有仁爱之心， 忠诚于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 教师应依法履行义务， 国家保障其从

事教育教学工作和职业发展的权利， 如从事科学研究与学术交流、 指导学生学习及批评惩戒、 接受

继续教育等； 教师应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 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关心、 爱护每一位学生，
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更新教育观念， 创新教育教学方法， 不断提高教书育人能力等。

我国新教师培养体系经过改革与发展， 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第五

章对构建新教师培养体系以及如何培养新教师作出了规定： 一是国家建立以师范院校为主体、 高水

平非师范院校参与的中国特色教师培养体系， 国家支持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展教师教育； 二是国家建

立师范生公费教育制度， 采取多种措施， 鼓励优秀青年进入师范院校和专业学习； 三是地方政府及

有关部门应鼓励、 支持中小学、 幼儿园为新教师培养提供实习场地、 指导等便利条件， 有关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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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机构应为新教师培养提供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等便利和协助。 这一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师培养

体系， 不仅彰显了高水平师范院校建设的重要意义， 也指明了教师教育机构建设与发展的方向。 有

研究指出， 综合性大学以学科综合优势来支撑教师教育以提高学科专业的学术性， 师范院校强化多

学科优势以支撑高水平教师教育， 二者相辅相成。① 自我国实施教师资格考试以来， 考生群体中的

非师范生一直占多数， 如何才能更好地保障进入教师队伍的非师范生的职业素养水平， 值得探究。
中共中央、 国务院 ２０１８ 年发布的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指出， 要进一

步明确教师教育课程学习和实习要求， 逐步将修习教师教育课程、 参加教育教学实践作为认定教育

教学能力、 取得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 这预示着教师资格考试对报考人员的前置条件要求， 将越来

越清晰、 具体。
（二） 资格类别与学历学位要求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把教师资格分为幼儿园、 中小学 （含小学、 初级中学、 高级中学）、 普

通高等学校、 职业学校专业课 （含中等职业学校、 高等职业学校）、 特殊教育等类别。 与 《教师法》
相比，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主要增加了特殊教育教师资格类别， 取消了成人教育教师资格类别。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２００６ 年九年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普及， 特殊教育

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 ２０１９ 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 ５１. ６％， 进入了普及化阶段。② 教师资格类别的

新划分， 能够更好地适应新时代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 《教师法》 相比，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提升了对各类别教师资格的学历标准， 并增加了

相应的学位要求。 其中， 幼儿园教师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学前教育专业专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专科毕

业及其以上学历； 中小学教师应当具备高等学校师范专业本科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及其以上

学历， 并获得相应学位； 普通高等学校教师应当具备硕士研究生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并获得相应学

位； 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应当具备高等学校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有相应的专业技术技能或者实

践工作经验， 有特殊技能者可放宽至专科毕业学历； 按照特殊教育的学段， 特殊教育教师应当分别

具备特殊教育师范类专业专科、 本科毕业及其以上学历， 并获得相应学位， 或者其他相关专业本科

毕业及其以上学历并获得相应学位； 中等职业学校文化课教师应当取得相应的高级中学教师资格，
高等职业学校基础课、 公共课教师应当取得相应的普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２０１８ 年颁布的 《关于全

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中明确提出， 逐步将幼儿园教师学历提升至专科， 小学教

师学历提升至师范专业专科和非师范专业本科， 初中教师学历提升至本科， 有条件的地方将普通高

中教师学历提升至研究生。
（三） 准入考试

教师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化人员， 必须经过专业化的培养与培训， 接受严格的考核检测。
国内外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实践表明， 准入考试是科学有效、 公平公正的测评方式， 是保障教师

队伍质量的通行手段。 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改革发展对教师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把 《教师法》 第三章 “资格和任用” 修订为 “资格和准入”， 确立了国家教师资格

考试是教师资格准入的法定条件， 所有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必须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凸显了

教师资格准入的统一性与规范性。
根据不同的类别与情况，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实行分级组织实施与管理， 大体上有两种情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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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幼儿园、 中小学、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 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考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

实施； 二是普通高等学校、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资格考试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 省级人民政

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被授权的学校组织实施。
（四） 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属于行政许可事项， 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法组织管理。 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符合相

应条件者， 可按程序自愿申请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认定实行分类分级管理， 其中， 幼儿园、 小

学、 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高级中学、 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资

格由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普通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高等职业学校专业课教

师资格由省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或者其委托的高等学校认定； 特殊教育教师资格， 根据学段，
由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对是否许可教师资格认定， 作出了具体规定。 取

得教师资格者， 除教师资格考试合格外， 申请人的思想品德、 身体和心理健康状况、 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运用能力等应符合从教要求， 并应接受从业信息查询。 从业禁止情形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 因

故意犯罪受到有期徒刑以上刑事处罚的。 第二， 因性侵害、 虐待、 拐卖、 暴力伤害、 猥亵、 吸毒、
卖淫、 嫖娼、 赌博等可能危害学生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受到治安管理处罚或者管制、 拘役等刑

事处罚的。 第三， 有严重酗酒、 精神病史或者滥用精神类药物史等不适宜担任教师情形的。 第四，
有法律、 法规规定的不得从事教师职业的其他情形。 申请人有以上情形之一的， 不能取得教师资格。

三、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的基本形态： 高校考核＋全国统考

考试制度发展形态一般指考试目标、 方式方法、 对象、 内容、 理念、 程序、 作用、 管理模式等

的统一体， 是统一性和多样性的有机融合。 不同时期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形态的差异明显，
如全国统考明显不同于认定考试。 全国统考 ２０１１ 年开始实施改革试点， 在许多环节设置全国统一标

准， 如考试标准、 考试大纲、 命题与题库建设、 方式方法、 报名与考试组织管理、 印卷评卷、 合格

线等。 可以说， 统一性是全国统考发展形态的最鲜明标志， 而认定考试则由各地举办， 具体做法与

要求各不相同， 差异比较大。 教育部 ２０１７ 年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
行） 》， 把专业认证的结果作为师范类专业准入、 质量评价和教师资格认定的重要依据， 这是从源头

上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重大改革举措。 师范类专业认证包括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三类专业。 全国统考的通过率是通过师范类专业认证的基本条件之一。 比如， 中学教育、
小学教育、 学前教育师范专业通过二级认证的指标之一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７５％， 通

过三级认证的指标之一是获得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不低于 ８５％。 通过三级认证的师范类专业毕业生，
不需要再参加全国统考， 通过二级认证的毕业生， 只需要参加全国统考中的笔试， 面试免考。 随着

专业认证政策的实施， 全国统考不再是师范生获得教师资格的唯一通道， 取得教师资格的考核方式

开始走向了分化。
为深化教育领域的 “放管服” 改革， 促进师范生就业， ２０２０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进师范毕

业生教师资格认定改革， 并建立教师教育院校的师范生教学能力考核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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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０ 年教育部印发 《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范生免试

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要建立教育教学能力考核制度， 将教育类研究生和公费师

范生教师资格准入的关口， 前移到培养院校， 让真正乐教、 适教、 善教的优秀人才成为教师队伍的

后备军。 ２０２１ 年起， 部分师范生可通过本校自行统一组织的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与全国统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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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 以下简称 “高校考核” ） 来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参加高校考核的对象为公费师范生和教育类

研究生。 《教师法 （修订草案） 》 第十七条规定： 所有人员 （师范生、 非师范生） 取得教师资格，
应当通过国家教师资格考试， 其中符合条件的师范专业毕业生可免除部分或全部教师资格考试科目。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教育部发布 《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 决定继续在高

等学校师范生中推进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 （以下简称 “免试认定改革” ）， 并根据高等学

校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 公布了免试认定改革的范围和师范类专业名单。 之后， 免试认

定改革的实施范围持续扩大， 师范生除自愿参加全国统考外， 主要通过高校考核来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 对于师范生而言， 这与在认定考试时期毕业即可直接认定教师资格， 并不是一回事， 因为高校

考核有既定标准和严格程序， 并不仅仅是学校课程结业考试。
目前， 高校考核、 全国统考是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形态的基本表现方式。 针对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人员的不同专业背景， 实行分类考试。 师范生通过高校考核， 非师范生通过全国统考， 这

体现了我国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发展的重要特色。 高校考核、 全国统考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都是取得

教师资格的必由之路， 二者相辅相成， 共同承担着把好教师队伍建设入口关的重任。 下文从测评目

标、 考试实施主体、 考试作用等九个方面， 对全国统考、 高校考核作进一步分析。
（一） 测评目标

测评目标是考试项目设计者想要实现的目的。 不同考试项目的测评目标不同， 比如， 研究生考

试的目标不同于高考， 国家司法考试的目标不同于公务员考试。 同一测评目标， 可以通过不同途径

和方式方法达成。 全国统考、 高校考核作为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发展形态的并行方式， 二者设立的初

衷一致， 具有共同的测评目标， 即坚持立德树人， 科学有效地评定出真正乐教、 适教、 善教的优秀

人员， 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后备人才。
（二） 考试实施主体

在认定考试时期， 考试实施主体是各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 他们积累了举办教师资格考试的

宝贵经验。 自 ２０１１ 年全国统考改革试点以来， 各级教育考试机构和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共同承担了组

织实施工作。 其中， 各地笔试的实施主体都是考试机构， 面试的实施主体是考试机构和教师资格认

定机构。 从多年的改革实践来看， 全国统考试点范围不断扩大， ２０２１ 年实现了全面实施。 考试机构、
认定机构顺利完成了各项改革试点任务， 没有出现大面积舞弊、 泄密情况， 考试的权威性、 安全性

获得了社会认可。
与全国统考的实施主体主要是专业考试机构不同， 高校考核的实施主体是符合条件的参加免试

认定改革的师范院校和综合院校。 我国设置师范类专业的高等学校有多种类型及不同层次， 比如，
９８５ 高校、 ２１１ 高校、 “双一流” 高校、 普通本科院校、 大专院校等。 其中， 有些属于部属院校， 有

些属于省属院校， 有些属于地市级院校。 这些学校承担着师范生招生、 培养与考核的一体化任务。
高校考核包括培养过程考核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两个方面， 这对各校如何安全有效地组织实

施考核工作， 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挑战， 其结果直接关系着教师队伍入口把关的效果与社会影响。
（三） 考试作用

考试是新教师培养的重要环节， 具有多方面作用， 如评定、 导向、 诊断、 反馈等。 考试的作用

可以从不同视角进行观察。 对考生来说， 通过高校考核或全国统考， 能够获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

条件， 这是考试最根本的作用。 对培养师范生的高等学校来说， 可充分利用高校考核的诊断、 反馈

等多方面作用， 不断改善和提高新教师培养质量。 高校考核本身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要避免本末倒

置、 为考而教或者走过场、 流于形式等现象出现。 对考试机构来说， 最关键的是要科学、 准确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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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全国统考的评定作用。 此外， 考试机构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专业化优势， 为考生学习与备考提供切

实的服务， 引导和促进他们不断提升职业素养。 概言之， 考试是把双刃剑， 优缺点并存， 无论是高

校考核还是全国统考， 都应该扬长避短。
（四） 考试对象

每个考试项目都有特定的考试对象， 符合一定条件的人员才能报考。 多年来， 教师资格考试报

考者绝大多数是高校在校生。 参加高校考核的只能是本校的在读师范生， 他们所在的学校通过了高

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办学条件和办学质量审核， 属于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

资格改革的范围。 非师范生只能参加全国统考， 不能参加高校考核， 他们的学历学位应符合教师资

格认定的法定要求。 在非师范生考生群体中， 还有一些已经毕业的专业人员， 但无论他们之前所学

的是师范类专业还是非师范类专业， 如果希望取得教师资格， 只能参加全国统考。 此外， 在校师范

生可根据自愿原则， 自行参加全国统考， 通过者可不再参加高校考核。
（五） 测评标准

国家教师资格考试服务教师队伍建设， 政策性强， 测评标准主要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国家关于

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的建设要求。 比如， 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论述、
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法律法规与方针政策等， 这些是高校考核和全国统考必须共同遵循的最高层次

标准。 二是教师专业标准、 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教师资格考试标准、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等，
这些标准是落实最高层次标准的中间标准， 是新教师培养目标及其测评的规定性标准， 体现了高校

考核和全国统考需要落实的共同性要求。 三是教师资格考试大纲 （笔试及面试）， 规定了全国统考的

命题与题库建设的基本内容范围及操作性原则， 高校考核可参考执行。
（六） 测评内容与方式方法

自 ２０１１ 年改革试点以来， 全国统考使用 “笔试＋面试” 的综合化测评方法， 先笔试后面试， 笔

试成绩有效期 ２ 年。① 只有通过所报考学段全部笔试科目的人员， 才能参加面试。 全国统考属于终结

性测评， 未能通过者可以参加下一次考试。 测评内容依据测评标准的要求进行选择、 抽样， 具体体

现在笔试科目的各种试题与面试试题中。 比如： 笔试 《综合素质》 科目中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

科学等方面内容的选择题， 《教育知识与能力》 科目中关于全面发展教育与教师心理等方面内容的辨

析题，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科目中关于学科课程与教学技能等方面内容的案例分析题与教学设计

题； 面试中关于师德认知、 言语表达、 心理素质、 教学实施与评价等方面内容的问答题、 展示题、
试讲题。

高校考核 ２０２１ 年开始实行， 包括培养过程考核和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 其中， 师德践行能

力、 教学实践能力、 综合育人能力和自主发展能力是师范生所应具备的教师职业基本能力②。 与全

国统考相比， 高校考核可根据测评标准自行选择考核内容， 特别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

合。 高校考核中的过程考核贯穿师范生培养全流程， 可借助伴随式数据采集方法建立师范生综合素

质发展档案， 并进行分阶段多次考核。 过程考核内容侧重师范生的思想品德及师德素养、 教师教育

课程学业成绩、 专业能力及技能培训等方面。 高校考核的方式方法多样， 既可以是纸笔形式， 也可

以是计算机化等非纸笔形式， 或者是教育实践活动形式。 比如， 观察、 谈话、 评议、 答辩、 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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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示、 实际操作、 调查、 实验、 社会实践、 教育见习、 教育实习、 教育研习、 微格教学、 参与课题、
支教研修、 档案袋评价等。 高校考核中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测试按照所学专业、 任教学段和任教

学科进行， 由学校统一命题， 着重考核师范生的学科知识掌握情况与教学能力。
（七） 考核学段与可任教学科范围

高校考核、 全国统考进行教师资格认定的相同学段有幼儿园、 小学、 初级中学与高级中学。 此

外， 高校考核还包括特殊教育类别教师资格考试。
全国统考对报考者的专业背景没有明确的限制， 可任教学科以考生自己选择的笔试科目中的

《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 或者面试科目为准 （教师资格证书据此标注）。 在全国统考考核的可任教学

科中， 小学主要有中文与社会、 数学与科学、 英语、 音乐、 体育、 美术等， 初中主要有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音乐、 体育与健康、 美术、 信息技术、 历史与社会

等， 高中主要有语文、 数学、 英语、 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音乐、 体育与健康、
美术、 信息技术、 通用技术等。① 为更好地满足我国中小学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需要， 全国统考应

进一步扩大考核的教师资格学科范围。 比如， 还可以考核心理健康教育、 日语、 俄语、 特殊教育等，
尽可能覆盖中小学教师的全部任教课程。

高校考核涉及的任教学科范围能够覆盖中小学的所有课程。 不同专业的师范生， 应按要求选择

报考对应的任教学段与学科。② 比如， 高校考核的中学学段可任教学科包括语文、 数学、 英语、 道

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 历史、 地理、 物理、 化学、 生物、 音乐、 美术、 体育 （体育与健康）、 信息

技术、 通用技术、 心理健康教育、 科学、 特殊教育等。 各高等学校修习教育学原理、 学科教学 （语
文、 数学、 英语等）、 职业技术教育学、 特殊教育学、 课程与教学论、 比较教育学、 高等教育学、 教

育法学、 心理健康教育、 科学与技术教育、 汉语国际教育、 教育管理、 学生发展与教育、 教育领导

与管理等专业的师范生， 可按照学校要求， 选择报考相应的任教学科。 各校可自行确定考核的任教

学段与学科， 如果师范生申请本校所确定的任教学段和任教学科之外的教师资格， 则需要自行参加

全国统考。
（八） 考试组织管理模式

自 ２０１１ 年实行全国统考改革试点以来， 每年 ２ 次笔试、 ２ 次面试平稳有效运行， 保障了历次考

试工作的顺利实施， 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全国统考的笔试和面试均通过者， 可通过国家教育考

试报名平台自助下载打印成绩合格证明， 该证明是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必备条件之一。
高校考核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 由各学校统一组织管理与实施。 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成立了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工作组， 明确了具体工作机构和责任人， 工作组应及时完成高

校考核信息汇总与报送工作。 各学校成立校、 院领导小组和工作组， 负责研制考试规划、 考核标准

与要求， 还负责命题与题库建设、 报名、 考试实施与评卷、 统计与分析评价等工作。 通过高校考核

者， 可获得校长签发的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 有效期 ３ 年。③ 该证书由教育部统一制定样式， 是

师范生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必备条件之一。 证书内容包含申请者的思想品德及师德修养情况、 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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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和任教科目、 有效期等。
（九） 测评质量保障

高校考核和全国统考由专业化的教育机构或者考试机构依法依规举办， 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理

念， 建立了一系列严格、 严谨的考试实施程序和操作规范， 保证了测评的科学化水平。 从内部来看，
高校考核和全国统考按照严格的程序与专业化操作规范等组织实施， 既能有效测评考生的教育教学

能力素养， 又能防止出现大面积考试舞弊现象。 比如， 高校考核命题由学校统一组织， 命题组专家

不能全部来自本校， 应由校内外教师教育专家、 一线中小学教师和校长等构成， 这为编制高质量试

题提供了保障。 全国统考命题专家来自全国各地， 目前已经建立了具有代表性、 结构合理的高水平

命题专家队伍。 命题专家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开展命题与国家题库建设， 为多年来教师资格考试制度

改革与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 从外部来看， 高校考核和全国统考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和监管下，
依法依规组织实施， 并接受社会监督与实践检验。 例如：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负责指导高等学校严格

按照国家相关标准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和教育教学能力考核， 强化了对师范生培养过程和结果的质量

监测； 对高等学校为不符合条件的学生或不按照规定颁发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证书的， 或在免试认

定改革工作中玩忽职守、 徇私舞弊的， 将严肃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责任， 依法给予党纪

政纪处分，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① 每年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考生近千万， 社会影响很大。
因此， 无论是全国统考还是高校考核， 如果在试题命制、 考务管理、 监考、 评卷等环节出现违规舞弊

行为， 都将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对违规者进行

处罚。
（责任编辑　 王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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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ｔ．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ｔｗｏ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ｂｊｅｃｔ，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ａｄ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ｃｅｒ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Ｔｅａcｈｅｒｓ Ｌａｗ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c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Ｆｅｎｇ Ｊｉａｇｅｎ ｉｓ 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ｆｅｌｌｏｗ ｆｒｏｍ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９４１·

① 教育部关于推进师范生免试认定中小学教师资格改革的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２２⁃０１⁃１４）［２０２３⁃０７⁃０８］．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ｓｒｃｓｉｔｅ ／ Ａ１０ ／ ｓ７０１１ ／ ２０２２０１ ／ ｔ２０２２０１２１＿５９５６０２．ｈｔｍ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