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网友 123 的猫十分郁闷。 他们学校

今年分配了一个中教一级指标， 职称还没开

评， 指标就被上级领导指定给了某位女教师。

正值建党 90 周年， 学校临时追加了一条评分

标准：党员加 10 分。 理由很堂皇：为了表示对

党的热爱。 要晋升的教师，其余条件都差不多，

只有那位女教师是党员，这 10 分之差，别的老

师只有望洋兴叹、自认倒霉的份。

“去年重分数，今年重证书；明年看职务，

后年拼教龄……什么时候，才能真正在讲台上

以能力论英雄？ ”123的猫愤慨地说。

在不少学校，评职称成为了老师们的一块

心病。 有人为此大打出手，有人为此头发尽白，

有人甚至在得知自己又一次无缘职称晋升时，

当场晕倒，醒后嚷着要跳楼……一位从事多年

农村教育的教师告诉记者，评职称给他们带来

了有形的经济压力和无形的精神压力。 农村师

资紧缺，教师们起早贪黑超负荷工作，几乎没

有时间进行规定的普通话、计算机、继续教育

等公共科目的培训。 评职称的花费更让老师们

心痛，各种费用林林总总加起来，一次至少上

千元。 这对没有外快、没有灰色收入的农村教

师来说，无疑是一笔很大的开支。

虽然评职称让人身心俱疲，但每年到了职

称评定时，老师们依旧趋之若鹜。 原因是职称

可以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 它的回报率很高，

时效也很长。 初级职称对比高级职称，教师基

础工资每月相差 500 元—1000 元；每节课时费

相差 3元—5元； 只有高级教师有一定数额的

科研经费。

“其实穷一点倒也罢了，最让老师们放不

下的，还是这份荣誉。 ”采访中，一位老教师表

示，如果教了若干年还只是一个初级，教了几

十年还只是一个中级，会让老师们感觉在别人

面前都抬不起头。 为了赢得尊重，他们才一次

又一次，踏上职称评定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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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甜苦辣话职称

职称评定是事关教师的一

个敏感话题。

这项制度曾激发了无数教

师为教学工作努力奋斗， 然而

随着社会发展， 它的诸多弊端

也日益彰显。近日，网友善哉尖

锐指出， 教师职称评定是对参

评教师身心健康的摧残。“它恶

化了教师之间的关系， 使论文

造假成风、抄袭成风，不少老师

只为评职称而努力， 形成了一

个职称越高离讲台越远的怪

圈。 ”

善哉的发帖引起了不少网

友的共鸣， 他们纷纷倾吐其中

的酸甜苦辣。

精神和经济双重压力

职称越高，离讲台越远

除了给教师带来精神和经济的双重压

力， 职称评定也让教育陷入了职称越高，离

讲台越远的怪圈。

“有人对我省 1996 年、1999 年评选的

270 名特级教师进行统计，结果发现，担任

教育局正副局长、正副校长、书记、教研室主

任、工会主席等行政职务的有 135 人，占总

人数的 50%。有些会计、出纳等后勤人员，还

有一些乡镇中心学校的管理人员，长期没有

教课， 被老师称为脱产干部或甩手掌柜，却

评上了中学高级教师或小学高级教师。 相

反，那些真正站讲台的教师，却未能评上或

者极难评上。”网友哈牛认为，职称的劣根性

在于有升无降，且是终身制。 在职称的评定

过程中，教龄、学历、著作是参考的主要因

素，就算职称评审方案上有要求参评者提供

一个学年的教案的规定，对许多人来说也不

过就忙一阵子，加班加点地抄写。 而到了评

审时，评委往往时间仓促，无法落实，这样甩

手掌柜们很容易便钻了空子。

网友小小指出，教师职称评审文件太偏

重于荣誉证书硬件指标，而较少涉及教学实

绩、师德水平等软性因素；对发表的教学论

文、鉴定的成果等赋分太高，对业务部门评

定的教学能手、优质课等赋分太低，这都对

广大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造成了误导，

以至于他们将教学抛在一边，不顾一切代价

发表论文，甚至进行剽窃。“我们并不反对教

师撰写论文，也不反对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获

取荣誉证书，但如果多数一线教师为了评职

称而把主要精力用在爬格子、 找门子上面，

教育还有希望吗？ ”

值得关注的是， 如今不少学校却存在着

“评前热、聘后冷”的现象。一些刚过不惑之年

的“老高级”职称到手后就马放南山、刀枪入

库，有的甚至还成了学校教研活动的拦路虎。

郴州市北湖区某中学的刘校长告诉记者，按

照工作进度， 他们学校放假前要抽出一周的

时间，请两名高级教师编写一套培训教材，给

其他教师充电。可是事到临头，这两名最受器

重的教师竟根本不理会学校的安排。 刘校长

说，在职称评定之前，这两名教师起早摸黑，

总跟学生泡在一起，既勤奋，能力又强，真称

得上是甘于燃烧自我、照亮别人的蜡烛！现在

评上了高级职称， 老师们似乎感觉革命到头

了，劲头也跟着到头了。 他只能自我安慰，学

校条件不好， 能够拥有两名高级教师很不容

易。 只要他们待在学校，不要跳槽就好。

为了改变职称越高， 离讲台越远的现状，

浙江大学教学最高岗位———求是特聘教学岗

日前特地聘用 6 位长期从事本科基础教学的

低级职称教师，让他们享受与国家长江学者相

同的待遇， 试图通过这一举措把教师拉回讲

台。但这一做法显然不适合资金紧缺的广大中

小学校，改革职称评定标准依然刻不容缓。

那么，人们眼中科学、规范、透明的职称评定

是怎样的呢？ 网友蓝天飞恋认为，应该让参加职

评的教师实际上课， 评委进课堂现场分析评估。

“虽然上一堂课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一个长

期站在教学一线的老师对知识的把握和对课堂

的掌控与甩手掌柜肯定是不一样的。 ”

网友靳万勋说：“既然职称不一定代表能

力，我们不妨打破职称评定的终身制，根据教

师的能力、表现实时评定，让职称浮动起来，可

升可降。 这样才能有效避免老师评了职称后出

现的倦怠情绪。 ”

网友马玉顺主张将教师职称评审权下移

到学校。 因为长期以来，教师职称评定都是由

人事部门来掌管。 某些地方人事部门在制定教

师职称评定文件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到教师的

职业特点和实际情况，制定的评审办法无法准

确、全面地反映教师的实际教学业绩和工作能

力，也就不能起到良好的激励导向作用。 但如

果教师职称评审权能够下移到学校，则有利于

反映教师的实绩，激励先进、弘扬正气。“作为

学校，最看重的是教师的实际工作能力和工作

业绩， 毕竟教育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重

视业务技能才能扎扎实实地搞好教育教学工

作。 如此一来，长期以来形成的教学论文、各种

证书占主导的倾向将有所改观。 ”

有人也许会担心职称评审权下放会造成

学校内部的矛盾，马玉顺认为，只要建立起教

师、学生、家长、社会多维互动的教师职称评定

模式，实行公开、公正、公平的操作程序，这种

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期盼合理的评定机制

城乡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农村教师队

伍建设存在的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比如教师整体素质不高、结构不合理、专业化

水平及创新能力有待加强等。 各种问题环环

相扣，直接制约了农村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称

评定也是问题链上的重要一环。 作为提高教

师积极性最直观有效的激励机制， 职称评定

已经为大多数教师所接受， 并成为他们努力

奋斗的目标之一。

然而， 如今某些农村学校存在着操作定

胜负的情况， 这种现象导致了教师队伍的分

层流动： 一部分认真负责却评选无望的普通

教师，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损害，以“做一天

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态度来应付教学；另一

部分（其中大多数是中青年骨干教师）则拼命

想办法调入城区学校， 使得农村学校本来就

匮乏的师资更是雪上加霜；而那些评选“关系

户”的工作则既无压力也无动力。 这都使教学

质量直线下滑， 形成农村基础教育低水平恶

性循环的怪圈。

再者，名额配给制以及操作中的明争暗

夺， 不可避免地使教师间本来和谐的关系

产生危机。 管理的有章不循、对违规的惩处

不严，加剧了农村教师队伍的不稳定性。

其三， 农村学校基础设施薄弱、 信息闭

塞、师资缺乏。 教师超负荷完成教学任务后，

难以有过多的精力和条件去参加各种培训，

农村教师显然难以达到当前评职称的一些条

件和要求。

从政策层面看，笔者建议，首先应在素质

教育的大背景下，改进职称评定标准，将注重

论文与资历转向注重教学能力与师德修养。

以德服人，以能服人，形成一个良好的竞争局

面。 其次，从组织管理层面看，投入专项资金，

加大对农村教师的业务培训力度， 提高他们

的教学与科研能力， 缩小与城区教师的综合

素质差距。 第三，保证评定工作的公开、公正、

择优而选，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管理，实行评

定透明化。 这样，被评上的教师有成就感，未

被评上的也不丧失方向与信心。 只有让教师

的主观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 促进农村基础

教育持续健康发展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

让职称评定发挥正向效用

怀化学院 杨子潞

■你说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