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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教师资格证管理并形成良性退出机制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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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中小学教师资格制度是教师专业发展、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基础。论文通过对教师资格认定和教师资

格定期注册政策的梳理及对上海市相关工作开展的分析，发现目前相关工作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教师资

格证书的有效管理。提出关于加强教师资格证管理并形成良性退出机制的建议，增强教师资格证管理的科学性、系

统性和成效性。通过规范教师资格证管理，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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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teachers in China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The paper summarizes the policies for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nd regular registration, and analyzes the relevant work in Shanghai. It is found that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in related work is the lack of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Propos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and forming a sound exit mechanism 
to enhance the scientific,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By standardizing the 
management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es, we can promot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Keywords: teacher qualification system; teacher qualification certification; regular registration of teacher qualifications

1 引言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教育大计，教师为本。”教师

专业化发展、教师队伍建设是落实教育公平、办好高质量教

育的重要途径。2023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

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健全中国特色教师教育

体系，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

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立健全教师资格制

度是教师专业化发展、教师队伍建设的必然要求。中国中小

学教师资格制度包括教师资格证书制度、考试制度、认证制度、

定期注册制度等一系列内容。从建立中小学教师考核合格证

书制度，到建立了面向广大学历合格的非师范生和社会人员

申请者的教师资格考试制度，再到逐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中

小学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推动和引导教师教育改革。

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逐步落实教师资格制度。于

1986 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明确规

定：“国家建立教师资格考核制度，对合格教师颁发资格证

书。”1993 年 10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标志

着中国教师资格制度成为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1995

年，国务院颁布《教师资格条例》，对教师资格的分类与管 

理、教师资格的认定标准和实施程序作出规定。中国教师资

格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以往师范院校毕业生才能进入教师行

业的限制，使得越来越多的非师范类院校毕业生及社会人员

进入教师行列。2000 年，《〈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对教师资格认定与管理的组织、指导、监督和实施提出了具

体指导性要求，教师资格制度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

教师管理体制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外部保障，其顺

畅与否决定了教师专业发展活力的强弱。中小学教师资格制

度是严把教师专业能力的第一关，对于加强教师管理、保障

教师队伍质量、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具有重要意义。但随着教

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对优质教育需求的不断提高，现有

的教师资格制度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教师资

格认定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两个方面。

2 教师资格认定

2.1 政策背景
教师资格认定是确认和判定教师专业水平的主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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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教师获得职业准入资格的必备环节。中国中小学教师资

格认定已经逐步改革，目前主要有国家统一考试认定、根据

师范类专业认证结果认定和免试直接认定三种方式。论文仅

讨论国家统一考试认定这一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

师法》《教师资格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以

及《上海市〈教师资格条例〉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上海

市于 1996 年、1997 年和 2001 年分别完成在职教师的资格

认定工作，向符合认定条件的在职教师颁发教师资格证。自

2002 年 3 月起，教师资格认定正式面向社会开放。相关政

策对教师资格认定条件、认定机构和认定程序进行了规定。

其中，高级中学、中等职业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和

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由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负责认定；幼儿园、

小学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由各区教育局负责认定。

2.2 社会背景
第一，近年来教师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新冠疫情防

控背景下，报考教师资格证的人数不断增加。外省市生源落

户政策的加分吸引，使得越来越多的应届生也将教师作为择

业的优先选择。

第二，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会同有关部门起草的《个

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于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正

式实施，其中第八条规定：“纳税人接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

继续教育、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继续教育的支出，在取得

相关证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专业技术人员

职业资格包括：教师资格证等。

第三，上海市教师资格认定及面试费用于 2006 年起由

市财政统一专项拨款。对于个人而言，在上海参加教师资格

面试和认定均免费（全国仅上海免费）。因此，上海市报考

教师资格证的人数不断增加。

2.3 主要问题
第一，财政支出居高追涨。上海市教师资格面试及认

定费用均由市财政统一专项拨款。近年来，有部分申请人在

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合格有效期内，参加多个

学科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在取得多张不同学科

的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合格证明后，又在有效期内申请

认定多本教师资格证书，将教师资格相关政策和个税抵扣政

策用到穷尽，导致教师资格认定人数年年创新高，财政支出

居高追涨。以上海市部分认定机构中小学发证情况为例（数

据统计不含高等学校教师资格，仅针对社会申请人），2002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认定发证 127 本、杨浦区教育局认定发

证 75 本；2023 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认定发证 8980 本、杨

浦区教育局认定发证 576 本，2023 年较 2002 年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认定发证同比增长率为 690.71%、杨浦区教育局认定

发证同比增长率为 600.68%。

第二，个税抵扣降低了财政税收收入，出现财政资金

为个别人反复买单的不良现象。根据《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

扣除暂行办法》，教师资格证属于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

在取得证书的当年，按照 3600 元定额扣除。因此，取得教

师资格证书可享受个税抵扣，进一步降低了财政税收收入，

给财政带来负担。

3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3.1 政策背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2）》

第十七章提出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第五十五条健全教师管

理制度中提出建立教师资格证书定期登记制度。教育部于

2012 年出台《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

注册制度试点工作的通知》（教师厅〔2011〕3 号），其主

要目的为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健全教师管理机制，建设高

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2013 年，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

扩大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与定期注册制度改革试点的通知》

（教师函〔2013〕2 号）并颁布《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

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对定期注册

的对象、条件、程序等进行了规定。公办普通中小学、中等

职业学校和幼儿园在编在岗教师的教师资格实行 5 年一周期

的定期注册，不符合定期注册制度合格标准者暂缓或不予

注册。

《办法》颁布后，上海市出台《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资

格注册制度扩大试点实施方案》并于 2014 年在普陀区试点

基础上扩大试点区，新增杨浦区、原静安区和嘉定区进行教

师资格定期注册试点。2015 年起，上海市 17 个区县（2015

年上海有 17 个区县）全面开展第一轮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试

点工作。

3.2 主要问题
定期注册中小学教师资格实际上是对教师队伍整体进

行阶段性考核和定期检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教师队伍

的整体质量，有利于完善教师资格制度。但目前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工作在现实中仍有一个关键问题需要关注，即多本教

师资格证的有效性问题。上海市经过两轮大规模、全范围的

注册试点，关于在职教师资格证管理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一人

持有多本教师资格证的情况。根据教师资格定期注册要求，

一人持有多本教师资格证，在参加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时，只

能选择注册一本教师资格证书，且应尽量保持该本教师资格

证注册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那么，其余的教师资格证对于教

师本人而言就是多余的、无效的。但对于此类情况，目前

并无政策明确规定如何判定未进行注册的教师资格证的有

效性。

4 关于加强教师资格证管理的建议

中国中小学教师资格是教师作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国家

资格证书制度，教师资格证书作为教师资格制度的核心。其

对于教师资格认定和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等工作的有效规范

开展具有关键作用。通过以上对上海市中小学教师资格认定

和定期注册的制度梳理和实际分析，可以发现目前相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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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在于缺乏对教师资格证的有效管理。

应加强并规范对教师资格证的管理，促进教师资格认定、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等工作的顺利开展，进一步完善教师资格

制度。

4.1 正确引导申请人不应盲目重复考证
随着近年来教师待遇和地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报

考教师资格证书，其中不少申请者对教师资格证书的认识不

清，存在盲目重复考证的情况。根据《教师资格条例》第五条：

取得教师资格的公民，可以在本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学校

和其他教育机构担任教师。如申请人取得高中教师资格证

书，就可以在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任教。在与部分申

请人沟通中了解到，申请人对政策了解不深，为了扩大自己

的择业面，反复申请多本教师资格证。甚至有些申请人误以

为取得教师资格证的多少与其教育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高低

直接挂钩，将其视为应聘择业的自身优势。实际上，教师资

格证仅为教师岗位的准入证书，重复考证对申请人在应聘教

师岗位的过程中并不能发挥优势，更没有任何决定性作用。

建议加大对《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等政策的宣传，引

导申请人不盲目重复考证，从源头上减少持有多本教师资格

证带来的相应管理问题。

4.2 对确需报考第二本及以上教师资格证的申请人

适当收取面试费、认定费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申请认定

教师资格者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缴纳费用。但由于上海市教师

资格面试及认定费用由市财政统一专项拨款，上海市不断增

加的报考人数给财政造成一定压力。建议对确需报考第二本

及以上教师资格证的申请人适当收取面试费、认定费，以防

财政资金为个别人反复买单，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

效力。

4.3 建立健全教师资格证退出机制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规定，“教师资格罚则有丧失

和撤销两种情形，应完善教师资格取消制度。”教师资格制

度的重点在于教师资格的有效性，目前中国中小学教师资格

证制度“只进不出”，尚未形成合理闭环，缺乏对多重教师

资格的合理规范。应当引起重视和思考，探究解决教师资

格证的实际有效性问题，建立健全中小学教师资格证退出

机制。

第一，由于中小学教师资格证书流失率较高导致财政

负担加重、财政支出使用效力降低，建议增加对教师资格证

书时效性的规定。例如，申请人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 5 年内，

如未从事教育教学工作、未参加教师专业培训，则该教师资

格证书自动失效。

第二，《教师资格条例》规定取得相应学段教师资格

证的公民可以在本级及其以下等级的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

机构担任教师。建议对持有同学科不同学段的多本教师资格

证书的情形进行规定。例如，申请人自取得高学段同学科教

师资格证书时，原低学段教师资格证书自动失效。

第三，针对教师定期注册制度下多本教师资格证书的

问题，《办法》中仅规定了首次申请注册的教师应具有与任

教岗位相应的教师资格，并未对其他多余的教师资格证书进

行规定，建议增加对未经注册的教师资格证书的有效性的规

定。例如，一人持有多本教师资格证书，在参加教师资格定

期注册后，仅注册有效期内的教师资格证书有效，其余教师

资格证书自动失效。

通过增加上述规定，建立健全教师资格证书的退出机

制，使教师资格证管理更具科学性、系统性和成效性，有效

清退教师资格证书中的“僵尸证”“无效证”，全面推进

落实《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有关规定，“让

教师资格证管理形成闭环。教师资格证制度作为专业技术人

员标准的管理制度，在扩大教师供给、提升教师质量、加强

教师实践能力和推进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教育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对于中国教育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因此，通过教师资格证的规范管理推动教师专业发

展和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促进中国教育事业朝着更高水平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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