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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中小学设置
正高级教师职称

近日，教育部教师工作司
司长王定华在北京表示，“十三
五”期间，我国现有的181所师
范院校一律不更名、不脱帽，聚
焦教师培养主业，改进教师培
养机制、模式和课程，加强教师
教育体系建设。

近年来，不少师范院校缩
减师范生招生比例或者向综合
性高校转型改名，一些招生规
模较少、办学效益不好的专业
被停招，师范教育面临被“边缘
化”的隐忧。此外，也有人质疑，
师范院校毕业生同样要和综合
大学的毕业生一起考教师资格
证，淡化了师范专业的师范性。

对此，在中国教育学会“教
师专业发展研究中心”成立大
会暨首届全国教师专业发展研
讨会上，王定华强调，要办好一
批师范院校和师范专业，未来
将对师范专业进行专业认证，
认证优良的可以颁发教师资格
证，认证一般的毕业生要参加
资格考试，认证较差的取消举
办师范专业的资格。“要强调教
师的基本功，回到初心，回到基
础，强调教师最基本的看家本
领。”王定华说。

对于教师们普遍关心的职
称改革问题，王定华表示，“十
三五”期间要全面推开中小学
教师职称制度改革，在中小学
设置正高级教师职称。同时，要
改进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克服
唯学历、唯职称、唯论文的倾
向，引导广大教师潜心教书育
人。

师范院校加入“改名热”
非师范专业占60%到70%

目前，我国师范类院校数
量居多，在行业性院校中占比
最大。在山东省内，山东师范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聊城大学、
鲁东大学、临沂大学、青岛大
学、齐鲁师范学院、潍坊学院、
泰山学院在内的9所高校承担
着师范生免费教育的培养任
务。

这些年，在高校“改名热”
的浪潮中，也有不少师范类院
校改了名。比如在山东省内，烟
台师范学院更名鲁东大学；聊
城师范学院更名聊城大学；临
沂师范学院更名临沂大学；泰

安师范学校更名泰山学院；潍
坊高等专科学校和昌潍师范专
科学校并入山东渤海进修学院
教育资源组建而成了潍坊学
院；原青岛大学、青岛医学院、
山东纺织工学院、青岛师范专
科学校合并组建而成青岛大
学。

在省外，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则更名江苏理工学院。还有
师范学校与其他学校合并为综
合性大学，比如西南师范大学
和西南农业大学合并为西南大
学。一些师范学校在学科设置
上达不到综合类大学的要求，
就尽量在校名上“跟上潮流”，
在“后缀”上提升档次。

除了通过更名尝试向综合
类大学转型的，一些著名的师
范类院校缩减了师范生比例，
比如华东师范大学明确，2015
年起逐步缩减师范类本科招
生，学校成立教师教育学院，师
资培养将统一纳入教师教育学
院进行研究生教育。其实，从本
世纪初开始，就已有大量师范
院校纷纷缩减师范生招生比例

或者向综合性高校转型。在这
一过程中，很多师范院校通过
合并、转型、升格，变成了综合
性高校，不再以“师范”命名。如
湖南省，上世纪90年代最多时
有14所师范院校，升格后只剩
下4所师范本科院校，并且也都
向学科综合化发展，非师范专
业数和学生数都超过了师范教
育。

“师范学校，一听好像将
来就是当老师的，好像就业面
就变窄了，即使就读的不是师
范类专业，也容易给人这种错
觉。”2016年，本想报考师范
类院校的小张，在家长的竭力
阻挠下放弃了。事实上，很多
学生和家长，对师范类院校存
在这种误区。而师范类院校不
再统一颁发教师资格证，需要
统一考试，也让将来有意想当
老师的学生，可以选择非师范
类院校。

所以，近几年各师范院校
师范生比例正在下降成为客观
事实。在江苏省，2015年招生，
南 京 师 范 大 学 师 范 生 约 占

20%，江苏师范大学占25%，淮
阴师范学院不足25%，南京晓
庄学院不足20%，盐城师范学
院则不足15%。在湖南省，1958
年就开办师范教育的邵阳学
院，目前正大力发展工科专业，
57个本科专业中，只有2个纯师
范专业，12个师范与非师范兼
招的专业，在校师范生5000人。

根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方
师范院校的非师范专业占学校
全部专业的比例已经达到60%
到70%，非师范专业的在校学
生也已经超过50%。以省内的
山东师范大学为例，据了解，在
山师84个本科专业中，师范类
本科专业22个，仅占所有本科
专业的26%。不过，作为师范院
校的传统优势，师范类本科专
业仍是山师学校本科教育的重
要基础，也是学校本科教育的
优势所在。近年来，师范院校长
期存在的性别比例失衡也构成
师范学校更名的第三大因素。
师范学校阴盛阳衰，快成“女儿
国”。以山东师范大学为例，师
范类专业中，男女比例高达3 :

7，即便是非师范类专业，男生
数量也远远少于女生。

优化评价体系
让各类院校都可办成一流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表示，这一来自教育主
管部门的意见，其实折射出一
个现实，即有部分师范院校并
不安于师范院校的办学定位，
而是想“脱掉”师范这一帽
子。“很显然，如果不解决导
致师范院校不愿意安于师范办
学定位的根源性问题，就是明
确限制师范院校不更名、不脱
帽，学校办学的心思也恐难集
中到办好师范教育、培养一流
的师范人才上。”

熊丙奇分析，师范院校想
脱帽，表面上的原因是师范专
业“不景气”，毕业生就业需
求不旺。据相关调查显示，现
在全国每年毕业的师范生有60
多万，但基础教育的师资需求
只有25万，并且每年新入职的
教师中，有四分之一来自非师
范类院校的综合性大学。因
此，师范院校都在压缩本科招
生规模。

此外，有的师范院校，想
办高水平的大学，而目前社会
评价高水平大学，都看论文、
课题、经费，同时，也把高水
平大学和综合型、研究型大学
简单画上等号。在这种评价体
系中，有些师范院校就认为师
范的“帽子”限制了学校发
展，视其为办综合型大学的障
碍，希望能摆脱师范约束，办
综合性大学。实际上，虽然很
多师范类院校并未更名，但在
学校发展定位上，已经是“综
合性高等师范院校”。

要让学校安于定位、形成
自己的办学特色，熊丙奇认
为，关键在于要推进教育管办
评分离改革，落实和扩大学校
的自主权，取消对学校不合理
的行政评审、行政评价，真正
构建各类教育、各类学校，都
可以办成一流水平的教育环
境。根据教育部日前出台的
2017年工作要点，今年将出台
中国教育现代化2030和加快推
进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意见，旨
在加强改革总体设计，推动
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
得 实 质 性 突 破 。 熊 丙 奇 认
为，提高现代治理能力，以
改革的思路解决教育发展中
存在的问题，应该是我国解决
包括师范教育在内的所有教育
问题的共同原则。

““十十三三五五””118811所所师师范范院院校校不不改改名名
专家：优化评价体系，师范院校也可办成一流

省城一师范院校新生报到现场，满眼是女孩的身影，男生寥寥无几。记者 周青先 摄(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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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教育相关部门表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现有的181所师范院校一律不
更名、不脱帽，聚焦教师培养主业。近年来，随着师范类院校改名者众多，与其招生
人数下降、男女比例失衡、毕业生就业需求不旺有极大关系。专家分析，让师范院
校安于师范定位，要取消对学校不合理的行政评审、行政评价，真正构建各类教
育、各类学校，都可以办成一流水平的教育环境。

本报济南2月5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修国文)

近日，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国集训队第一阶段选
拔赛结束。我省共有7个项
目、7名选手胜出，拿到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集训队第二阶
段集训门票。据了解，这7名
选手将继续参与第44届世界
技能大赛的备战征程。

经过选拔，我省选手在

工业控制项目、CAD机械设
计、烹饪 (西餐 )、电气装
置、瓷砖贴面、抹灰与隔墙
系统、车身修理等7个项目入
围第二阶段集训。“比赛规
定，必须在180分钟内完成三
套西式三道菜，分别为法式
洋葱汤、煎三文鱼柳配宾尼
汁配菜多芬尼土豆和绿芦
笋、童子鸡自选菜，基地提
供统一的设备和食材。”来
自山东城市服务技师学院的

曲笛通过了此次烹饪(西餐)
项目选拔。

据悉，世界技能大赛被
誉 为 “ 世 界 技 能 奥 林 匹
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世
界职业技能领域的最高水
平，迄今为止已举办43届。
我国自2010年10月加入世界
技能组织后，先后参加了三
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获得了
5金、8银、7铜和29个优胜
奖。

我我省省七七名名选选手手继继续续角角逐逐““技技能能世世赛赛””国国队队选选拔拔

电气装置项目第二阶段集训考核在淄博技师学院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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