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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前教育是影响人一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学前教师是影响学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

我国学前教师的师资质量不高，尤其在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方面还存在教师资格证 书 终 身 制、入 职 门 槛

偏低、教师无资格证上岗、教师资格准入认定内容缺失等问题，都要亟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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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表明，学前教育是影响人一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学前教师是影响学前教育发展

的重要因素。２０１０年温家宝总理在北京市西城区两所幼儿园调研时说：“学前教育是孩子成长的重要

阶段，影响孩子的一生”；“儿童是国家和人类的未来，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幼儿教师是孩子们接触的第

一位老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出：“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 强 师”。笔 者 认 为，强 师 必 先 强 学 前 教

师，学前教师是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关键。因此，完善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提升学前教师整体素

质、提高学前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提出：“完善并严格实施教师准入制

度，严把教师入口关”。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对学前教师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是国家

对专门从事学前教育教学人员的最基本的要求，是公民获得学前教师工作岗位的法定前提条件。我国

教师只有依法取得教师资格证书，才能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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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资格者不能从事教师职业。目前，我国学前教师的师资质量不高，尤其在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方面

还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一、我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实施依据

世界上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最早源于１７８２年美国的佛蒙特州。国家希望培养什么样的教师？希望

教师具有哪些方面的专业素养？希望教师成为什么样的教育者？这些均可借助教师职业资格准入制度

与科学的认定程序来实现。
我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实施依据是《教育法》、《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及《〈教师资格条例〉实

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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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在第三条规定：“教师是履行教育教学职责的专业人

员，承担教书育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提高民族素质的使命。教师应当忠诚于人民的

教育事业。”第十条规定：“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度。中国公民凡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育事业，具有

良好的思想品德，具备本法规定的学历或者经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合格，有教育教学能力，经认定合格的，
可以取得教师资格”。在《教师法》的第十一、十二、十三、十四条对教师资格标准和条件、申请认定程序、
教师资格考试、在职教师资格过渡、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并授权国务院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制定实施

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第四十条规定：“各级各类学校，是指实施学前教育、普通初等教育、普通

中等教育、职业教育、普通高等教育以及特殊教育、成人教育的学校；中小学教师，是指幼儿园、特殊教育

机构、普通中小学、成人初等中等教育机构、职业中学以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教师。”

１９９５年，我国颁布《教育法》，第 三 十 四 条 规 定：“国 家 实 行 教 师 资 格 制 度、职 务、聘 任 制 度，通 过 考

核、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１９９５年，我国颁布《教师资格条例》，第四条规定：“教师资格分为七类：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

资格；初级中学教师资格；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

格；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２０００年，教育部颁布《〈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对教师资格认定办法进行了更加明确和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规定。《〈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是对实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中的具体问题作出的补充规

定。至此，我国教师资格制度的法律体系基本形成。

２００１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师资格实施工作会议，标志着我国教师资格制度进入全面实施

阶段。

二、我国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实行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对教师队伍管理法制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也是教师职业走向专业

化的重要制度保障。但 是，在 学 前 教 师 资 格 准 入 制 度 的 制 定 与 实 施 过 程 中，还 存 在 诸 多 亟 待 解 决 的

问题。

（一）终身制资格证书削弱其激励与监督作用

我国教师资格制度的特点是终身制，凡是一次性通过教师资格认定的，只要不触及《教师法》第十四

条、第三十七条和《教师资格条例》第十九条中规定的，即“弄虚作假、骗取教师资格的；品行不良、侮辱学

生，影响恶劣的”教师，其教师资格证书就终身有效。理论研究表明，我国现行的学前教师资格制度终身

性与教师专业化发展理论是相悖的。教师专业化理论认为，教师是从事教学的专业人员，在其专业成长

过程中要经历一个由不成熟到相对成熟的发展过程，是一个连续的、动态的、不断学习发展的过程。教

师资格制度的终身性不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不利于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再提升。实践表明，教师资格终

身制不利于激励教师终身学习，不利于形成有竞争力的职业氛围，终身制也使教师资格证书失去对教师

的约束力和对教学质量的监督作用。

（二）入职门槛偏低导致师资水平滞后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如日本、英国、美国的学前教师的学历起点都是在本科以上。１９９８年至１９９９
年期间，在美国公立幼儿园的教师中，有１０　９００位教师拥有本科学历，占幼儿教师的６１％，有５　７００位

教师拥有硕士学历，占幼儿教师的３２％，而拥有博士学历和教育专门技能的教师有１　２００位，占７％［１］。
我国《教师法》第十一条规定了取得教师资格应当具备的相应学历：“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应当具备幼

儿师范学校毕业及其以上学历”。目前，随着全国高等院校本科生扩招和部分省份的幼儿师范学校的取

消与合并，培养幼儿师范生的学历起点已经升为大专或本科，社会上的许多幼儿园招聘学前教师的起点

也提升到大专学历以上，一些幼儿园还聘用已经取得幼儿园教师资格证书的高等师范院校和非师范院

校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任学前教师。因此，我国学前教师资格准入的学历起点仍停留在中专水平就偏

低了，这种较低的入职起点使人才培养从开始就表现出了师资水平上的滞后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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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师无资格证上岗影响教育质量

学前教师获得教师资格证书意味着学前教育阶段经过认定和考核合格，依法有资格聘任教师。根

据《中国教育年鉴》和《中国教育统计年鉴》，２００７年对我国东、中、西部学前教师任职资格证书的调查显

示，持有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较低，详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０７年我国东、中、西部拥有学前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　　（％）

地区 教师资格证书

东部 ５４．２

中部 ４３．９

西部 ３３．７

　　资料来源：根据袁振国主编的《中国学前教育发展战略研究》

从表中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的情况比较严重，获得学前教师资格证书的比例占到总数的１／３。说明

在一些地区，我国学前教师中还存在大量的没有经过认定和考核的不合格教师在做教师工作，这必然会

影响学前教育的质量。因此，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应加强责任感，定期对学前教师资格进行审核，对不合

格者进行依法认定或者撤离教师岗位。

（四）教师资格准入认定内容缺失致使教师素养偏离

我国教师资格认定中对申请者的身份、学历、认定机构、申请材料、考试、面试等方面一一做了规定。

但是还存在着认定内容笼统、宽泛，不易操作、不完整的弊端。认定内容偏重申请者学历和专业知识的

考试，忽视教师教学能力、心理健康的测试，对申请者是否具有教育教学的能力、对职业的专业情感、专

业道德等态度、价值观、伦理观等方面的内容如何来认定，在教师资格条例中没有详细的规定，带来学前

教师准入制度对教师能力、道德等方面的忽视。实践证明，作为教师不仅应该具备专业知识、专业技能，

更为重要的是要有专业道德和健康的心理素质。尤其是学前教师职业的特殊性，特殊性源于教育对象

是学龄前儿童，学前教师对职业的认同感、保持健康的心理等对学龄前儿童有着直接的重要影响，甚至

影响儿童的一生发展。因此，要修订我国学前教师准入制度，细化并完善认定内容，对提升教师的素养

有其重要的意义。

三、完善我国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建议

教师队伍素质由教师职前教育入口标准、职前培养和出口标准（教师资格认定标准）决定的［２］。完

善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是确保教师职业的专业性，促进学前教师来源多样化，加强学前教师队伍建设

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重要前提。根据目前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的缺失，提出以下改进建议：

（一）逐步取消教师资格证书终身制，实行定期审核认定制度

１．以教师资格的时效性替代终身性

“时效性”即教师资格的有效期限。教师资格在多长期限内是有效的？是终身有效还是经过一定期

限后需要重新认定？实践表明，教师资格终身制弊大于利，不符合国际教师教育的发展趋势，也不符合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要求。因此，实施教师资格“时效性”认定很有必要。世界上许多国家只设少量的终

身制教师职位，大多数教师其资格是非终身性的。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州已取消了永久性教师资格证

书，规定每年重新接受教师能力测试，以突显教师资格证书时效性的优势。目前，美国至少有３２个州要

求教师通过在职学习大学课程或参加在职培训来限定教师资格的终身性，以此提升教师的质量。我国

教师资格制度中没有教师资格的“时效性”规定，因而，重构学前教师资格认定期限和认定标准迫在眉

睫。在学前教师资格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方面应简便易行，科学有效。

２．将教师资格认证制度与在职培训制度衔接

国际上一般把教师资格证书的重新认定与教师职后培训挂钩。在美国，以学分制的形式要求促进

教师资格证书更新。半数州要求每五年修满６个学分，北卡罗来纳州要求每五年修满１５学分，罗德岛

·５４１·



州要求每五年修满９个学分，然后才能更新教师资格证书［３］。如果一定期限后教师资格证书不更新，便
会自动失效。

学前教师的在职培训应注重教师的学历与非学历教育，培训内容需要包括专业道德、专业知识、专

业能力等方面。在专业知识方面要注重知识的及时更新，以最新的专业理论、教学研究法、现代教育信

息技术丰富教师的知识结构。同时，通过教师资格制度与培训制度的衔接，吸收更多的有志者从事学前

教育工作，拓宽优秀教师的来源，提升在职教师的竞争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二）注重学前专业师范生教学实践能力的培养，提升其职业信念

１．增加实践课的学分，制定实践课的评定标准

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院校应加强师范生实践课程的建设，增加见习、实习等实践课程的学分，制定

实践课的导师制和评价标准，引领学生深入幼儿园，获得实践经验，增强教育教学能力。学前教师资格

审核是由申请者的身份、思想品德、学历和教育教学能力等多方面素质构成的，其中作为学前教师最重

要的是教育教学能力素质和能力标准。学前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教育实习是形成其教学能力的重要场域

和时段，如果强化这一实践环节，建立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实习评鉴标准，将促进学前教师资格制度的

完善，提升学前教师的质量。以往，我国学前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测试标准是由各省来确定的，对于申请

者是否参与一定时段的教育实践实习没有系统的评鉴标准，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实践环节对培养学

前教师的积极作用。
在强化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实践环节方面，日本的经验是可以借鉴的。日本注重加强教育实习，注重

现场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日本“爱知教育大学”１９９９年制定的新“教学计划”，该计划提出了“四

年实习制度”，即从１９９９年开始，由原来的在第三年进行为期五周的教育实习，改为在四年教学期间每

一年都有内容不同的教育实习，以期增加学生的教育实践能力及在实践中运用理论的指导能力，提高教

师专业化水平。四年内 的 实 习 任 务 是：第 一 年 为“体 验 实 习”，参 加 中 小 学 的 各 种“学 术 仪 式 和 课 外 活

动”；第二年为“基础实习”，参加实际的教学活动，主要是以听课为主；第三年为“教育实习”，独立在讲坛

上教学、指导学生；第四年为“研究实习”，在实习学校的帮助下，自己拟定研究题目并进行实验研究，完

成毕业论文［４］。我国的师范院校可以借鉴日本教师教育的有益经验，尽快制定学前教育实习评价标准，
以便有效考查学生的实际教学能力。

２．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从教的职业道德信念

学前专业的学生在报考师范院校时，多数学生对学前教师的职业充满了向往和热爱，将自己定位为

未来的人民教师，也有一部分学生的从教信仰不坚定。在大学期间，学校应该开展多种形式的“爱师重

教”、“教育爱”、“与名师对话”、“感恩师情”等活动，通过邀请专家作报告，请幼儿园一线的优秀教师介绍

工作经验、深入实践基地观摩教学等方式，利用执教生涯中的感人事迹激发他们从教的信念，使他们在

思想上、行为上、情感上更加接近学前教师的标准。例如，东北师范大学对学前专业学生注重加强职业

信仰教育，邀请幼儿园实习基地的特级教师、骨干教师来到学生身边，现身说法，与学生们畅谈古今中外

儿童的教育、提升做学前教师的幸福感等等。名师们真挚的情感、感人的经历、由衷的话语，使学前专业

的学生不断加深了对学前教师职业的领悟与理解，坚定了终身从教的信念。

（三）完善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增加面试和职业测评环节

１．增加教师准入的面试环节

教师职业准入是当前国际教师教育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为了提高学前教育的质量，各级政府主管

教师资格认定的机构，在认定时，要组成专家认定小组，小组成员应有来自认定机关、任用单位、高等院

校专家和社区的工作人员。在认定程序中要加强面试环节和试讲环节，以使学前教师的资格认定更加

直观和准确。在这方面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美国爱达荷州（ＩＳＵ）大学对教师资格准入标准的制定尤

其具有代表性。ＩＳＵ教师职业准入有严格的程序，包括申请材料的提供和准入面试。每学年，申请人在

达到规定课程学习分数的基础上才有资格提交申请材料，在申请材料中不仅要提供个人传记，还要陈述

教育信念，更要提交儿童案例研究分析报告。通过对每个案例的分析，申请人会针对一些问题准备书面

回答。同时还要参加口头交流评估、态度评估、职业技能评估、思维能力评估以及解决问题能力评估等

方面的面试，以充分反映及考核申请者的教育实践能力［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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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增加教师准入的心理测评环节

从我国教师资格准入制度现状来看，在教育领域内引入职业测评机制是教师职业准入制度发展的

必然要求和趋势。实施教师职业测评机制对于教师教育、学校和教师本身的发展均有积极的意义。在

教师职业测评中要注重教师心理健康水平的测试，包括职业兴趣、职业人格测评和能力倾向测评等。学

前教师的教育对象是处于身心发展关键期的学龄前儿童，教师的职业兴趣、职业人格和能力倾向直接影

响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和学前教育的质量。目前，我国的许多师范院校，已经开始注重学生健康心理能

力的培养。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开设了师范生心理素质训练课程，为提高学前教师的心理素质自我调节

能力奠定基础。

（四）教育行政部门加大教师资格认定和监管力度，依法规范准入制度

１．建立“国标省考县聘”的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依法规范管理

“国标省考县聘”是指，国家制定教师资格考试标准，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教师资格考试和

教师资格认证，县一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教师公开招聘。按照《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的要求，完善教师资格制度，各级政府教育主管部门需要明确职责范围，规范教师资

格认定工作，对于不符合标准的教师应及时给予解聘或者重新考聘。

２．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依法落实教师资格准入制度

美国《１９９９年法案：向所有儿童提供优质教育》中对优质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学前教师既有对所

教学科的深刻理解，受过有效的专业训练，还要懂得如何教学高标准的学生，知道如何向学生进行生动有

趣的教学。而我国对学前教育还没有国家法律方面的系统规定，尽快出台“学前教育法”，从法律的角度保

障学前教师的专业地位和权益显得十分紧迫。依法规范学前教师资格准入制度，在社会中可以吸引更多

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学前教师行列，从而保障学前教育质量的提高和学前教育事业的顺利发展。
我国政府对学前教育日益重视，已经把学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中，将学前教育作为独立的章节提出发展任务和意义，
这是政府重视学前教育的重要标志。近年来，随着人们经济生活、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对教

育的需求越来越高，尤其对优质学前教育的需求日益增长。因此，尽快完善学前教师准入制度，无论对

社会、对教育和教师本人都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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