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今年3月中小学教师资格笔试开考以来，“教资”考试多次登
上热搜。这两天，“教资热”话题再次登上热搜。教育部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2021年，教师资格考试报名人数达1144.2万人次。教师资
格证考试为何持续升温？记者进行了调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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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10年来，我国
专任教师总量从2012年的
1462.9万人增长到2021年
的 1844.4 万人，增幅达到
26%。同时，教师资格考试
报名人数也由最初的 17.2
万人次跃升至 2021 年的
1144.2 万人次。记者从南
京市教育局了解到，南京
市报名参加全国教师资格
证书考试的笔试人数也在
逐年上升，2020 年报考人
数为 8.7 万人，2021 年为
10.5万人。

研究生毕业、今年刚
工作的陈思佳老师告诉记
者，她本科是湖南师范大
学汉语言文学专业，2019
年和2020年她分别获得了

高中语文老师的教师资格
证和高中英语老师的教师
资格证。陈思佳清晰地记
得，当时报名的时候，她掐
着秒坐在电脑前到点就点
进去报名，抢到了在本校
综合楼参加笔试的机会。
面试的时候，陈思佳没有
抢到本校的考点，被分到
很远的地方参加面试，“当
时附近的房间全都订满
了，我只好凌晨5点从学校
打车过去。”

近两年来教资考试持
续升温，就连不少名校的
非师范生也报名考试。陈
思佳说，在图书馆准备教
师资格证考试时，曾看到
自动化专业、机电工程专

业的同学也捧着教资考试
的书在看。

“近几年来，明显感
觉到教资考试越来越热
了，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
的时候，身边有很多学弟
学妹来咨询教师资格证
考试的问题。”今年刚工
作的新教师王楠表示，她
本科是济南大学师范类
专业，大三的时候就已经
考了教师资格证，“教资
考试不同学段不同专业，
考试的难度和竞争激烈
程度不一样。有了高中
教师资格证，可以去小学
初中教书，但是有小学初
中教师资格证，不能去高
中教书。”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
教授吕林海表示，首先，

“教资考试热”体现了教师
这个职业的地位逐渐提
升，近年来我们国家出台
了一系列提高教师地位、
改善教师待遇的文件，教
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不断
提升，老百姓对教师这个
职业的认同也越来越高；
其次，教师这个职业具有
延续性、内生性发展的特
点，年龄大的教师具有更
丰富的教学经验，可以不
断地进行自我提升、延续
发展。

与此同时，吕教授也
提醒广大报考者，选择教
师职业也要理性。“教师对
个人的付出和努力要求很
高，选择教师职业意味着
要有奉献精神，需要燃烧
自己，照亮别人。因此，每
个人在选择从事教师这个
职业之前，要对自己人生
的定位和未来发展有一个
整体判断，而不是盲目地
追逐。”

吕教授告诉记者，近
年来，国家对教育越来越
重视，越来越多的综合性
大学例如北京大学、南京

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都
开设了教育学相关专业。
教资考试热的背后折射出
教师这个职业的意义和价
值，也折射出了国家对教
育的重视程度。“教资考试
只是教师人才选拔的一个
环节，却对创造高质量的教
育和未来有着无比重要的
战略意义。教师报考人数
为教师选拔提供了分母，分
母的基数越大，越有可能选
拔出纯粹的、高质量的分
子，分母分子共同决定了我
们国家教育的未来。”

(据新华社)

教资考试为何持续升温？
专家：折射出教师地位不断提升，但仍需理性报考

教资考试报考人数逐年增加
名校非师范生也加入考证行列

■专家分析

“考试热”折射出教师地位不断提升
报考仍需理性

“反向旅游”兴起
年轻人的口味为啥变了

据媒体报道，今年国庆，不少年轻人在社交
平台上晒出自己的“反向旅游”行程。与传统的
旅游人群不同，他们中的不少人通过选择冷门目
的地、打卡非旅游城市、“宅”式度假的方式，让自
己的假期更加舒适。

非著名旅游小城，反而成了热门的旅游目的
地？从一些在线旅游平台提供的数据看，“反向
旅游”确实正在成为年轻群体中的新趋势，像河
北衡水、黑龙江鹤岗、山东日照、四川乐山、陕西
汉中等多个非传统旅游城市，国庆期间都迎来了
旅游订单的显著增长。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扎堆前往热门旅游
城市，而是选择“反向旅游”，其实也不奇怪。那
些热门的旅游城市、景点，在节假日期间，往往都
是人山人海。一方面，游客太多容易降低旅游体
验，比如长时间排队、堵到走不动路等；另一方
面，随着需求暴涨，餐饮、住宿、机票等费用水涨
船高，去热门旅游城市“浅”玩一下，可能就要花
掉一个月的工资。

与此同时，现在的互联网十分发达，各种种
草平台一传十、十传百，一些值得游玩的小众城
市、景点同样能够成功出圈。可以说是“酒香不
怕巷子深”，冷门旅游目的地的能见度在不断提
升。

对很多年轻人来说，与其花大价钱去热门目
的地“添堵”，不如到这些小众地区，不仅成本更
低，还更清净休闲，更惬意。而且没有过度开发、
过度商业化的状态，能让游客从其中体验到原生
态的味道。

所以，年轻人告别扎堆，带动“反向旅游”兴
起，并不是坏事。至少，它意味着人们的旅游选
择更多元化了，可以有一条更有性价比的旅游路
径选择。这种多元化、性价比，其实能为旅游消
费市场撬动更多的增量。

更重要的是，“反向旅游”对一些热门旅游
目的地的分流，还能够倒逼其提升景区的服务
水平和运营能力，而不是躺在自然资源上坐地
收钱。

比如不少网友就提到，一些传统的热门景
区，被过度地商业开发，并且基本上被开发得
千篇一律，尤其是像各地的一些“古镇”，卖的
都是同样的美食小吃、同样的文创产品，缺少
本地特色。

反倒是那些冷门景点，保留着足够多的本地
风貌和特色，没有被过度商业化，没有如出一辙
的美食小吃，没有贵到离谱的物价，它们能给游
客带来更加良好的旅游体验。

可以这样说，“反向旅游”代表的旅游市场
的新变化，意味着互联网种草时代，年轻人不
再盲目从众扎堆，而是对旅游体验、游玩品质，
有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旅游市场也应该加快
优质产品的供给，尤其是一些传统的热门景
区，应该将服务和体验不断升级。仗着旅游资
源丰富、唯一便不思进取，迟早会被游客慢慢
抛弃。

(据《郑州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