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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小学教师资格考
试报名人数明显增加，热度持续
攀升，甚至有网友认为，教资证
已经和学位证一起，成为大学生
毕业的标配。

“教资热”到底是虚火还是
真热？它背后的原因是就业“内
卷”加剧，还是职业吸引力提升？
记者进行了采访调查。

“教资热”一定程
度反映出教师职业吸
引力增强

“虽然高考时我没有选择师
范类院校或专业，但这些年越来
越感觉到，教师是很不错的职
业。”刚刚报名了教师资格考试
的长春理工大学文学院大三学
生任岩松说，教师的职业待遇地
位越来越高，而且足够稳定。

“我国教师职业吸引力明显
增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2021 年发布《关于全面深化新
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落实第三方评估报告显示，报考
教师资格证书考试人数 2019年
比2018年增长38.5%。高考成绩
前 30%的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
比例由 2018年的 18.3%提高到
2019年的 33.4%。新教师岗位竞
争明显加大，个别地区数十人竞

争一个岗位常态化。
待遇、编制、职称等有了保

障，教师日益成为“最受社会尊
重的职业”和“让人羡慕的职
业”。

统计显示，2019 年参加教
师资格考试的人数达 900 万。

“十三五”期间，我国年平均认定
教师资格人数160万以上。

湖南省教育厅教师处四级
调研员陈汉光介绍，从湖南省报
考教师资格考试的情况来看，数
量在逐年递增，一定程度上展现
出教师职业吸引力的增强。越来
越多的社会人士参加考试，也反
映了社会就业压力比较大。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非学历
考试部部长赵鹏认为，“教资热”
与教师待遇提升、毕业生就业求
稳心态等都有关系。另外，教育

部近年来对考试难度有所调整，
通过率较低，存在“积压”重考的
人数累积现象。

他同时分析认为，随着师范
生免试政策的出台，未来一两年
后，“教资热”的情况会出现较大
改变。

“多个证书多条
路”心态助推“教资热”

在就业压力较大的背景下，
“技多不压身”“多个证书多条
路”的心态也是不少报考者选择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原因。

“先考一个再说。”北京某综
合性大学大四学生张可欣告诉
记者，自己已经取得教师资格
证，“不管将来有没有用，总没什

么坏处”。
陈汉光介绍，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通过率通常在30%左右，湖
南的面试通过率在 75%到 80%
之间，最终综合通过率约超过两
成。“实际上，很多考生考教资只
是备用，为就业多留一条路，很
多人考了教资证也并没有真正
从事教育事业。”陈汉光说。

拿到教师资格证是从事教
职的最基本门槛。

教育部印发的《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暂行办法》和《中小学
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明
确规定，参加教师资格考试合格
是教师职业准入的前提条件。

“取得教师资格证，并不意
味着就能真正成为教师。”湖南
省教科院副院长赵雄辉说，从获
得资格证，到真正站上三尺讲
台，通常还要经历严格的筛选。

“不管出于什么初衷，要当
好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仅要有
相应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更要有
立德树人的理想和对这份职业
的热爱。”赵雄辉说。

理性看待“教资
热”，培养更多“四有”
好教师

虽然教资考试持续升温，年

平均认定教师资格人数逐年递
增，但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仍存在
一些结构性问题。

“部分偏远地区尤其是乡村
教师数量仍存在很大缺口，教师
队伍不够稳定。同时，教师队伍
结构性缺失也是问题。”赵雄辉
说，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
学科，不是报考热，反而是“遇
冷”，尤其在广大乡村学校更是
少之又少。

“要引导更多理化生基础好
的大学毕业生来考试、从教。即
使他们没有接受过师范教育，但
他们有好的专业基础。”赵雄辉
认为，教资考试只是教师准入门
槛，考证门槛并不高。要培养更
多“四有”好教师，还需用好“教
资热”，严把“进口关”。要防范出
现考试“虚火”，尤其不能只是单
纯考证，更应重视教师专业素养
考察，提高“考过”门槛，宽报严
过，维护教师职业专业性、严肃
性。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研究中
心主任李广平建议，准备投身教
师职业的非师范生，应辅修师范
专业的课程和参加教育实习，这
对于提高教师资格证的含金量
更有帮助。此外，应进一步完善
教师资格考试制度，提升教师的
综合育人能力，强化职业理想信
念，切实让“考证热情”转化为

“职业热爱”。 据新华社

“虚火”还是“真爱”？
——教师资格考试持续高温透视

今后，如果有医美机构拿出
一个不是Ⅲ类医疗器械的商品
当成水光针推销给你，那这家机
构可以直接拉黑了。记者了解
到，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关于调
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部分内
容”的公告，水光针明确按照Ⅲ
类医疗器械监管。

水光针市场
“鱼龙混杂”

“打一支水光针相当于敷
1000 张面膜”“大妈变少女，中
间只隔着一支混合型水光注射”

“一针解决补水保湿、收缩毛孔、
淡化细纹、美白祛斑等 N 种问
题 ”“ 午 餐 美 容 ，微 创 不 动
刀”……

水光针的补水护肤效果被
各路网红带火，成为了非手术类

“轻医美”市场的热销项目，吸引
万千女性为之痴迷。水光针的注
射操作十分便捷，全程仅需 1小
时至 2小时，看上去是一种“高
效安全”的入门级医美项目。小
红书上，与“水光针”“水光针医
美”相关的种草笔记高达 10万
多篇。

所谓水光针，是利用负压针
向皮肤真皮层注入玻尿酸(透明
质酸)、胶原蛋白等物质，使皮肤
变得紧致而富有弹性。国家药监
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方面
曾表示，水光针就是一种将以透
明质酸钠为主要成分的溶液注
射至面部真皮浅层以改善皮肤
状态的疗法。作为破皮类注射项

目，水光针类产品应该先通过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Ⅲ类医疗
器械认证，才可以生产销售。

目前市面上，一剂水光针的
价格从几百元到几千元，甚至上
万元不等。天风证券指出，从分
类来看，我国非手术类医美规模
快速扩大，占比维持在 70%左
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预计
2023年轻医美行业规模超 2000
亿元。

如此巨大的市场，却非常混
乱。据《2020年中国医疗美容行
业洞察白皮书》数据显示，目前
医美市场上流通的针剂正品率
仅为 33.3%，即每三支针剂当
中，就有两支是水货、假货等非
法针剂。

医用敷料、化妆品
纷纷上场

记者查询部分医美平台发
现，平台上使用的水光针针剂的
种类，远比查询到的已经获批为

“Ⅲ类医疗器械”的“注射用透明
质酸钠”还要多。不仅如此，记者
还注意到，一些拥有“Ⅲ类医疗
器械”身份的产品，其获批适应
证却风马牛不相及。

如一款名为“术唯可”的水
光针，产品名称为“医用透明质
酸钠凝胶”，也获得了“Ⅲ类医疗
器械”的级别，但是其注册的适
用范围却是“辅助用于预防和减
少腹(盆)腔手术的术后粘连”。

而更多水光针的“真实身
份”其实是医用敷料，不能用于

注射的那种，有的甚至只有化妆
品的备案号。

记者注意到，一款名为“可
丽金”类人胶原蛋白生物修复敷
料为Ⅱ类医疗器械，获批受损创
面愈合的产品，却在部分医美机
构被用作水光针注射。“伊肤泉”
水光胶原的产品名为酵母重组
胶原蛋白液体敷料，也是Ⅱ类医
疗器械，获批用于“皮肤屏障功
能受损引起的皮肤疾病的辅助
治疗，改善皮炎、湿疹等引起的
皮肤瘙痒”等，也未获批用于注

射。2020年9月，有报道称，一岳
阳女子打水光针遭毁容，机构给
其注射了“菲曼德青春精华液加
强型”和“左旋VC”。其中“菲曼
德”属于化妆品，而“左旋VC”的
包装盒上没有任何中文标识。

不仅如此，在一些电商平台
上，打着水光针身份其实是精
华、面霜、面膜的化妆品有数百
种。但是，作为医疗美容项目，水
光针三个字无法通过化妆品备
案。业内人士称，称呼化妆品为
水光针无非是商家为了提升销

售制造的一种噱头。

明确水光针身份
清除“擦边球”行为

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了
“关于调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部分内容”的公告，对于 27类医
疗器械分类目录有了重新调整。
其中，特别是对部分医疗美容用
品目录作出了重大调整。《目录》
明确，作为“水光针”主要成分的
注射用透明质酸钠溶液，用于注
射到真皮层，主要通过所含透明
质酸钠等材料的保湿、补水等作
用，改善皮肤状态，按照Ⅲ类医
疗器械监管。

此前，2021 年 11 月 9 日国
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疗器械标
准管理中心曾发布了关于征求

《医疗器械分类目录》调整意见
的通知，其中进一步明确把水光
针分类为Ⅲ类器械来监管。

分析人士认为，此次对于调
整《医疗器械分类目录》部分内
容，将对医美行业产生显著影
响，最明显的就是严管机构不合
规产品使用。而通过进行医疗器
械分类，逐渐清除市场上有关

“擦边球”行为。
据《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

例》规定，对从事Ⅲ类医疗器械
经营的企业，实行经营许可管
理，经营单位需持有《医疗器械
经营备案证》或《医疗器械经营
许可证》，生产工艺、无菌保存等
要求，也会远高于Ⅰ类和Ⅱ类医
疗器械。 据《北京青年报》

医疗美容市场的水光针，每三支中就有两支是水货和假货

水光针的“擦边球”，还打得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