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教师资格制度作为教师队伍建设中基本的法律

制度，它的制定和施行，应当有明确的理论根据、法

律依据以及这项法律制度的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都明确规定：国

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教师法》对取得各种教师资

格的基本条件、教师资格的分类、教师资格认定权

限、教师资格认定程序、教师资格的作用、法律责任

等作出了原则规定，并授权国务院制定教师资格考

试等方面的具体办法，授权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制

定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办法。四川省从!""#年起全

面实施这一制度。依法制定了《四川省教师资格制度

实施细则》、《四川省教师资格专家审查委员会组织

章程》、《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体检办法》、

《四川省申请认定教师资格人员教育教学基本素质

和能力测试办法》等一系列配套文件。要认真执行好

这些办法，则必须建立好教师的培养制度。

$ 教师资格制度的实施意义

$%$ 内涵

$%$%$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一种职业资

格制度，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也不是地方政府实行

的。教师资格是由国家对符合相应教师资格条件并

提出申请的人员认定的资格，属于国家资格性质。教

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从事教育教学的工作人员的基

本要求，是公民获得教师职位、从事教师工作的前提

条件。

$%$%! 实行教师资格制度是法律规定的，必须

依法实施。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原则规定体现在《教

师法》中，其他的操作性的具体规定体现在《教师法》

授权由国务院制定的《教师资格条例》、由国务院教

育行政部门制定的《〈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等一

系列法规中。教师资格作为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一

经取得，在全国范围内不受地域限制，具有普遍适用

的效力；教师资格的丧失和撤销，必须依照法律规定

办理。

$%$%& 教师资格是教师职业许可，就是说自实

行教师资格制度之日起，凡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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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事教育

教学工作的教师，必须具有依法取得的相应教师资

格。没有相应教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聘为教师；同时，

具备教师资格者，只有在被某个学校依法聘任后，方

能成为教师，享有国家规定的教师权力，履行相应义

务。教师资格是国家对准备进入教师队伍、从事教育

教学的人员的基本要求。

$%!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意义

世界上一些建立国家法定职业资格制度的历史

过程证明，任何一项国家资格制度的建立，都具有重

大的意义和作用，都会对这项国家资格制度所涉及

的职业产生重大的社会影响，吸引人们去申请相应

的国家资格，争取从事相应的职业。教师资格制度作

为一种国家职业资格制度，对教师队伍建设的作用，

对教育事业的作用，对提高人的素质等的作用是多

方面的：

$%!%$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有利于政府的有关部

门依法管理教师队伍，严把教师队伍的“入口关”，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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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上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

教师资格制度为教师队伍的法制化、规范化管

理奠定了基础。通过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严格教师资

格条件和法律规定的认定程序，限制不符合教师资

格条件的人员进入教师队伍，保障教师素质，提高教

育质量。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后，只有依法取得教师资

格的人员，才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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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

不具备教师资格者，将被调整出教师队伍。

!"#"#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形成多渠道培养和

聘任教师的重要环节和制度保障，有利于吸引优秀

人才从教，为社会人员从教开辟一条渠道；有利于形

成高质量的教师储备队伍，为真正实施教师聘任制，

优化教师队伍奠定基础。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后，

无论是师范教育类毕业生还是非师范教育类毕业

生，应届毕业生还是已经工作的其他人员，凡是有志

于从事教师工作的人，都可以通过申请认定教师资

格，再按照法定的教师聘任办法进入教师队伍。

教师资格制度为面向社会招聘教师奠定了基

础。实施教师资格制，有利于根据教师队伍建设的各

种需要择优选聘教师。随着《教育法》、《教师法》的贯

彻实施，教师地位的提高、待遇的逐步改善，社会上

愿意从教而且符合教师资格条件的人比过去大大增

加。同时，由于社会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在年龄、所学

专业、特长等方面各不相同，能够满足不同学校、不

同地区对不同学科、不同年龄段教师的选择，从而有

利于改善教师队伍学历、年龄、学科和地区分布等方

面的结构，提高教师队伍整体质量。

!"#"$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推动教育人事改

革，调整优化教师队伍的制度性措施，是使教师任用

走上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的重要保证，有利

于解决不合格教师问题，优化教师队伍。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没有国家的教师资格制度，

在相当长的时期甚至没有明确的教师资格条件，形

成至今仍然存在的教师队伍成分复杂、素质参差不

齐的局面，给教师队伍管理、提高教师素质、改善教

师待遇等增加了难度。教师资格制度实施后，不能取

得相应教师资格的在职教师，或者已经取得教师资

格又丧失教师资格或被撤销教师资格的在职教师将

调整出教师队伍，进而达到优化教师队伍的目的。

实施教师资格制度，是社会尊师重教的标志，有

利于体现教师的职业特点，有利于全社会充分认识

教育事业和教师职业的重要性，提高教师社会地位

和待遇，使教师地位、教师队伍素质和教育质量形成

良性循环。

教师资格作为一种国家法定的职业资格具有很

高的权威性。世界上的多数发达国家，一般都是对少

数几种社会影响大、素质要求高、责任重大的职业实

行国家职业资格制度。教师职业作为一种专业性强，

职业道德要求高，对社会发展影响重大的职业，从业

人员的劳动对象是活生生的各具个性的千变万化的

人，因此要求教师要针对具有不同素质、不同特点、

不同个性的学生因材实施，使用不同的教育方法，使

他们的特长和潜力得到充分发挥，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能够满足社会不同需要的有用的人

才。从这个意义上说，教师的劳动是科学的创造性的

劳动。教师的这种职业性质决定了并不是有知识的

人就能当教师，只有通过专门培养、训练和严格选拔

的人，才能担任教师工作。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

体现了教师职业的专业性质和它的严格性，为教师

的任用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的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只有人员素质的高要求，才能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的高水平。而只有高质量的教育教学，才能使教师的

劳动成果获得社会的承认，享有高报酬、高待遇。实

施教师资格制度，有利于全社会积极参与、关心和支

持教育事业，有利于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制定与教

师地位、素质、待遇相当的法律法规，提高教师地位。

# 完善教师培养制度

#"! 教师道德素质的提高

#"!"! 激励教师的幸福感。爱岗敬业，是教师对

待本职工作的基本素养。而这种素养源于教师对自

身职业所特有的幸福感。孟子曰：“君子有三乐”，“父

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

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将“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与“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的天伦之

乐、“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的德性生活之乐相并

列，而称之谓“三乐”，标明孟子作为人师对自己职业

重要性的充分肯定；同时，这一肯定中也明显含有对

教育劳动的精神审美的意蕴。

人们对教师的敬重，激励着教师要从精神境界

上提高自己。就像泰戈尔所说的：花的事业是甜密

的，果的事业是珍贵的，让我们干叶的事业吧，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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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总是谦逊地垂着她的绿荫的。在教师岗位上，没有

令人羡慕的地位和权力，没有显赫一时的声名和财

富，没有悠闲自在的舒适和安逸，难有严格的时空界

限，难有准确的量化监督，但人才的涌出，人类文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正是教师幸福取之不竭的源

泉。

!"#"! 增进教师的责任感。“师者”所以传道授

业解惑也”，这是韩愈对为师者的职责做出的最好概

括。应该说，教书育人是对教师职业提出的基本要

求，是教师的基本道德义务。概括起来，教师是指向

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发展学生的智能，即

所谓“授业解惑”；育人是教师通过教育和教学活动

以及自己的行业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和道德教育，

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即所谓“传道”。而“传道”与

“授业解惑”是不可分割的统一过程。教书必然育人，

育人要通过教师，教书是为了育人，育人离不开教

书，二者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相辅相成。教书是手

段，育人是目的。

!"#"$ 提高教师钻研业务的紧迫感。教师的业

务水平对于教书育人有着重要意义。叶圣陶更明确

地指出：“教师对自己从事的教学工作抱什么态度，

对掌握业务专门知识抱什么态度，这也是师德问题”

业务知识、业务技能本身，并不属于道德的范畴，不

能把业务水平的高低同道德水平的高低简单地等同

起来；但是，对待业务知识和技能的态度，包括愿不

愿学习、肯不肯于钻研、有没有进取精神等等，则是

一个人道德面貌的体现。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是一位

教师对待工作的重要的道德素养。因此，要抓紧时间

学习，不断提高自己。

!"#"% 大力倡导宽以待人的道德感在教师集体

中，同样适用于这样一条有利于团结合作的黄金法

则，即你怎样看别人，别人怎样看你；你怎样对待别

人，别人怎样对待你。待人处事的方式最值得记取的

有两点。第一是要善于包容别人。“壁立千仞，无欲

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包容量最大的当属海

洋，而比海洋还宽广的，是人的胸怀。敞开自己的胸

怀吧，去包容各种各样的事，去接纳各种各样的人。

第二是不以自己的标准取舍别人。

!"! 加强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

!"!"# 尽快建立科学、准确的教师知识结构体

系，以使教师了解自己的知识结构现状，从而有针对

性地参加培训。

!"!"! 加强教师的职后教育，建立教师进修保

障制度。一方面从制度上保障教师进修的时间和机

会；另一方面，广大教师对继续教育有一个正确的态

度，参加继续教育决不仅仅是“混个学分完事”，应从

思想上、行动上认识到继续教育的重要意义。

!"!"$ 改革师范教育的课程设置，更新继续教

育的内容，增强进修内容的实效性。

!"!"% 提高教师的自我完善能力，也是更新教

师知识结构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提高教师的反思能

力，在反思过程中能发现知识上的不足，加快教师结

构的丰富和完善。具体说，教师反思的过程可以分为

以下几步：（#）教师敏感地意识到教育、教学问题，收

集关于这一问题的资料、信息。（!）教师可以分析收

集来的资料，初步形成对问题的认识，以逐步了解这

个问题。教师可以在已有的知识中搜寻与当前问题

相似或相关的信息，如果无法解决，可以去请教其他

教师或查阅专业书籍来获取信息，这样有助于教师

形成新的、创造性的解决办法。（$）一旦对问题情景

有了明确认识、教师就开始建立假设的解释情境并

用以指导自己的行动，并在内心对行动的短期和长

期效果加以考虑。（%）考虑了可能的短期、长期效果

后，就开始设计行动计划。（&）实施行动计划。并观

察和分析行动，这样就开始了新一轮循环。

!"$ 努力提高教师的专业能力

现代教师的专业能力是教师顺利地从事教育教

学的专业工作的一种效能特点，它是一个复杂、丰

富、动态的结构体系，主要包括教育能力、教学能力、

反思能力、科研能力四种。其中，教师的反思能力（体

现在教学中就是教师教学监控能力）是培养和提高

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基础，科研能力

是以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为基础，同时，科研能力

的增强是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最有效途径。教

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基本成分，反

思能力、科研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高级成分，教师

专业能力的提高、发生“质”的飞跃的关键要素也是

反思、科研能力的增强。

具体说，教育能力是教师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

和心理教育的一种基本能力，一般包括教育活动的

组织与管理能力、思想品德教育能力和心理健康教

育能力。教学能力是为了更好地使学生掌握知识的

能力，包括教学认知能力（分析教材的能力，了解学

生认知水平的能力，分析教学方法与教学策略的能

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 #’ 卷#%(· ·



力等等）、教学设计能力（教学目标设计、整合教学内

容的能力等）、教学操作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课堂组

织管理能力、使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等）、教学监

控能力。教育与教学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两个重

要方面，这两者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教学能力

是具体实施教学活动的能力的总和，是教师传授知

识的具体方法、策略和技巧，它直接关系到学科知识

教学的有效性。教育能力是侧重于思想品德教育的

一种能力的总和，它直接关系到教育的目标和方向。

教学能力是实现教育文化传递功能的前提条件，为

教育能力发挥提供了保障；教育能力是在教学能力

的基础上，确保学生的发展方向和培养目标。

教师的反思能力是以敏感地意识到教育、教学

问题为前提，通过采取一定的研究方法，寻找解决问

题的最佳方案的能力。反思能力体现在教学中，就是

教师的教学监控能力。

教师的科研能力不同于研究人员的科研能力，

它是在解决个体所面临的、需要迫切解决的教育、教

学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能力。

随着社会和教育自身的不断发展，对教师的专

业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一是教师应具备心理健康教育能力，这是教师教

书育人必不可少的一种能力。二是教师对现代教育

技术的应用能力，随着计算机技术和网络应用的普

及，教师在这方面的教育能力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

注。三是教师的反思能力，新时代要求教师不能仅仅

是“教书匠”，而应是学者型教师，要求教师能将经验

上升到理论，有效地调控教育、教学。四教师的科研

能力，参加教育科学研究才能真正使教师由“经验

型”转变为“科研型”、“学者型”的教师。

! 教师资格制度与教师培养制度的关系

教师资格虽然是一种国家资格，但它只是一种

对个人是否适合担任某种教师工作在基本素质、能

力水平上的认定。具有教师资格只是具备了担任教

师工作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为第一，教

师职业是一种综合素质要求较高的职业。第二，教师

是由国家财政供养的国家公职人员，其正式聘用和

解聘都需要有法定的条件和程序。第三，聘任教师还

要受学校编制、教师队伍年龄结构、学科结构等方面

的限制。因此，教师资格制度作为教师队伍法制建设

的重要环节，它的实施必须与其他的教师管理制度

相衔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

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各级各类学校在教师培养

制度的建设方面，要根据《教师法》和《教师聘任办

法》制定适合于自身特点的培养制度；各师范院校要

改进目前教育学、心理学类课程所占的比重低，课程

内容理论知识多，与教育、教学实践比较脱节，教学

方法上，偏重书本讲授，不注重运用理论解决教育、

教学实践问题。

只有教师具有丰富的、合理的知识结构以及教

师的教学能力的提高，教师资格制度的建立才能落

到实处，我们的教育事业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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