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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记者 胡浩）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是义务教育法的规定，是事关教育公平的国家战

略。记者19日从教育部了解到，目前，全国已有2767

个县（市、区）通过了国家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督导

评估认定，占比达95.32%。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

督导局局长田祖荫在19日的发布会上介绍，2019年，

海南、辽宁、陕西、黑龙江、重庆、云南、河北7个省份、

69个县（市、区）通过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国家督

导评估认定。截至目前，全国共有23个省份整体通过

了国家认定，占71.9%，累计2767个县（市、区）通过国

家认定。

田祖荫介绍，督查发现，各地对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普遍高度重视，义务教育重中之重的地位切实巩

固，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师补充交流力度切实加大，

特殊群体接受义务教育进一步保障。据不完全统计，

69 个县（市、区）近年累计投入 345 亿元，新建义务教

育学校 307 所，改扩建学校 3919 所，新增学位 39 万

个，新补充教师3万人，其中音、体、美、科学、信息技术

等学科教师6000人。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是动态的，通过国家督导评

估认定不是终点，已经认定的县（市、区），还需要进一

步巩固提高，防止出现反弹。”田祖荫说，国务院教育

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建立了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的

监测复查制度，每年都对所有已经通过认定的县（市、

区）进行监测复查，动态掌握情况，对监测复查发现滑

坡的，通过约谈方式督促整改。

田祖荫表示，就近入学政策会始终强力度推进。

“关于就近入学的问题，教育部的政策没有改变，

始终会强力度地往下推进。”田祖荫说：“至于说不同

的群体、不同的需求，这是正常的。我们现在正在推

进的学校标准化建设、义务教育基本均衡以及优质均

衡，出发点和目的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都均衡

了，都优质了，自然就不择校了，那就是家门口有什么

学校就上什么学校。”

田祖荫说，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其实

就是要把每所学校建合格，让每一个地区的学校都均

衡。要使全面发展的理念更鲜明，标准化建设程度更

高，教师队伍更强，人民群众更满意。

受访者普遍认为，当前，受僵化的评价聘任制度影响，公立单位

只能靠“讲奉献”来激励斗志，必须加快改革。

高级职称职数总量控制，只有下定决心“动存量”，才能解决当

前难题。一位校长指出，公立单位的人员工资都由财政发放，人事

关系在劳动人事部门，要动高级职称者的职级和工资，必须与劳动

人事部门进行协调。

王咏呼吁，扩大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以方便其根据自身情

况制定相应的奖励和惩戒机制，使学校“说话能算数”。

“破除教授终身制，应将教授变成一个有聘期、有考核的岗位，

能否兑现职称的待遇要看贡献。”一位高校教师建议。

还有专家认为，应弱化编制和职称概念，高校和科研院所应发

扬“能者多劳，能者多得”的理念。

全国超95％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

教育部：就近入学政策会始终强力度推进

在中小学，评上高级职称后，有人很快改教副科或转到管理岗位；在高校，评上教授后，有

人10年不写一篇文章……记者调研发现，在部分学校、科研院所，不少人为了评职称拼尽全

力，一旦评上，受种种因素影响，出现种种懈怠情况。 □据《半月谈》

“职称之争就是利益之争。”一位高校教

师说，老师的收入、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的

数额与职称挂钩，职称高低还会影响课题申

请、论文发表等职业生涯的全部环节。

许多教师为了评上职称用尽办法，不仅

学着努力钻营，更用造假蹭奖等方式增加评

上可能性。

南方省份一乡村小学校长反映，前些年

小学最高职称是中级，为了评副高，有的小学

老师以中学老师的名义去申报，有的教着小

课（音美体），却按照教师资格证上的大课（语

数英）老师去申报，“材料造假的情况一直都

存在，就看你愿不愿意去经营、找关系。”

一名师范类高校教师还透露，前些年高

校职称管理很松，一些物理、化学科目的老师

在本专业申请高级职称难，都到相对容易的

教育学专业去申请，以致如今教育学高级职

称的职数被挤占；在某体育学院，一个运动项

目获奖，多个老师沾光，都据此申请高级职

称，以致这所学校体育学院教授多达30人。

评职称难，而评上高级职称后，一些老师

产生“船到码头车到站”的心态。

两年前，黑龙江省东部某市小学一位副

高职称教师转到图书管理室工作，负责图书

管理，偶尔兼任一些不太重要的校本课程。

“她的知识储备、教学经验都很丰富，不站在

讲台上，挺浪费资源的。”该校一名受访年轻

教师说。

记者发现，这种情况在中小学教师中不

是少数。“多年媳妇熬成婆了。”业内人士介

绍，一线教师能评上高级职称非常不容易，基

本上要等二三十年。一旦评上高级职称，他

们往往不久后就会提出不教语数外等主课，

转到其他副科或者管理岗位。学校考虑到这

些教师在一线多年付出和身体健康状况等，

大多同意他们转到二线。

同样情况在高校也多有存在。一些老师

评上教授后就转到行政岗位，享受教授待遇，

却不做教学工作，有的 10 年不发一篇论文；

即使在一线教学岗位，有的人备课逐渐不认

真，甚至多年使用同一套课件，以应付学校和

教育主管部门检查。

如何让老师、科研人员既有事业上的进

步，又能始终保持科研的热情、教学积极性，

成为亟需破解的难题。

哈尔滨市一名长期从事教育的工作人员

说，教师理应通过评职称来追求职业的发展，

这是选拔人才的方式，也是对自身能力的肯

定。至于实际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高级职称教

师缺干劲，年轻人难评上缺冲劲等问题，主要

是配套制度没跟上。

“高级职称职数紧张已是全国各地学校、

科研院所普遍存在的问题。”南方某省省委党

校常务副校长王咏（化名）说。

在海南中小学，副高职称占比 8%，正高

只有50个名额。而评职称主要看教师教龄、

获奖证书、是否担任管理岗位、民主测评等综

合因素。

“反正我也评不上，很多年龄大的老师都

在那等着，一看加分就比不过。”一名80后教师

说，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比不上老教师的教龄。

教授终身制是高级职数紧张，干劲难激

发的主要原因之一。某研究所人事处处长介

绍，科研单位的确在激励高级职称者工作积

极性方面存在无力感，研究员们工作是积极

还是消极，“全凭个人觉悟”。

而且，由于公立单位人员的财务、人事关

系“校长说了不算”，“10 年不写一篇文章也

不能拿他怎么样，想解聘一个人非常难。”王

咏说。

存量动不了，增量条件日益苛刻。“职数

有限，只能增加聘任条件。”上述人事处处长

说。一些年轻老师感到气馁，实行评聘分开

的单位常常“评上了，聘不了”。“以前是评上

了就直接聘，现在光评不聘，工资还按原来的

拿。”一位高校教师反映，学校将仅有的高级

职称的职数留作引进人才，这更加打击了本

校年轻教师的积极性。

评上职称就赋闲？
部分中小学教师评上职称后就转岗

评上职称，相当于“多年媳妇熬成婆”

评上的缺干劲，没评上的缺冲劲

基层呼唤改革激发干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