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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推拿理疗师和小儿推拿师，要求20~45周岁，善
良，积极，阳光向上，学习能力强，亲和力强，有经验者优先。

地址：锦绣天地底商 电话：18730726672刘店长

“我现在是二级教师，二级
满五年之后就可以参加评选一
级了。”王赞（化名）是北京一所
小学的语文教师，参加工作时间
并不长的她正在为自己的职业
生涯进行规划。

王赞所说的教师岗位等级
就是社会上通常所说的职称评
聘。

职称评聘长期以来备受中
小学教师的关注。职称的高低不
仅跟教师的个人收入相关，更是
对教师自身专业能力的认定。但
是，由于之前的政策对不同教师
职级岗位结构比例进行了规定，
使得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的竞
争非常激烈。

近日，随着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完
善中小学岗位设置管理的指导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印
发，不少人期盼“新政”能使困扰
中小学教师多年的评职称难的
情况得到改善。

更多中小学教师
有机会评上高级职称

孙娅就职于我国北方某城
市的一所教师进修学校，是小学
语文学科的教研员。“职称新政”
的出台让这个有着 30年工龄的
老教研员异常兴奋。

“这个《意见》出台，对中小
学教师最大的影响是将有更多
教师有机会评上高级职称了。”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说。

记者对以往的政策进行了
梳理：2015 年，国家对中小学

教师职称制度进行了改革，改
变了原中学和小学教师相互
独立的职称制度体系。统一之
后，中小学教师的职称有三级
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高
级教师和正高级教师。其中，
正高级教师和高级教师对应
高级职称，一级教师对应中级
职称，二级教师和三级教师对
应初级职称。

储朝晖认为，此次《意见》
明确提出，中小学教师岗位等
级设置划分为高、中、初级，不
再在国家层面对高、中、初级岗
位结构比例做统一规定，而是
在明确合理配置要求的基础
上，授权省级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门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分
学段、分类型科学设置教师岗
位结构，适当优化调整中小学
岗位结构比例。

按照《意见》规定，今年的
“职称新政”施行之后，各省可以
县为单位计算、分配、管理教师
的岗位职级。也就是说，初级、中

级、高级教师各自所占的比例、
如何分配将由各省按照本省实
际情况制定。同时，“职称新政”
对高级职称的数量给出了一个
可以参考的比例：“十四五”期
间，正高级教师岗位数量控制在
全国中小学教师岗位总量的千
分之五以内。

更多年轻教师
有望突破事业“天花板”

“对于中小学教师来说，职
称比例的限制就像是一块事业
的天花板，很多年轻人的发展就
是卡在那，好多年也动不了。”孙
娅说。

接受记者采访的教师都提
到了孙老师所说的这个“天花
板”。

“学校里很多年轻教师是二
级教师，一级早被老教师占满
了，老教师也干得挺好，但是再
往上就很难了，所以一环套一

环，很多年轻教师没办法认定一
级。”北京市一所不愿意透露姓
名的中学校长说，现在新入职的
年轻教师学历都很高，入职后，
很快就能拿到初级职称，再向上
的职称评定就开始有难度了，不
少学校领导发愁如何激励年轻
人的积极性。

由于工作出色，早在 2000
年左右孙娅就被评为所在城市
的市级骨干教师，几年之后，不
少跟自己差不多的骨干教师已
经被评为了“学科带头人”，但孙
娅在“骨干”的队伍里一干就是
十几年，“因为我们这里要求‘学
科带头人’的一个‘硬杠杠’，就
是必须是正高级职称。”但是学
校只有两个高级职称的名额，孙
娅并没有争取上。

在一些县的乡镇学校则出
现了另外一种现象。

“我们是县直学校，学校在
编教师 143人，其中中级职称人
数有 64人，由于进城考试的条
件之一是需要满五年的教龄，
而乡村学校中级职称空岗数较
多，有些乡镇还存在用不完的
现象，所以很多教师都是评到
中级职称才考进县城的学校。”
江西省兴国县思源实验中学韩
周兴说，学校评上高级职称的
老师已经有 6个了，这样，中级
职称的教师上不去，中级职称
的名额也没有空出来，学校还
有 70多名初级职称的教师要竞
评中级，所以高级、中级的竞争
都非常激烈。

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这位中
学校长期望：“这个‘新政’能真
正落实到位，打破这个限制，让
更多年轻人迅速成长。”

“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持续激励杜绝“躺平”

有些教师职称晋级后反而
“躺平”了。“都说我家娃这个班
的物理老师特别牛，去年还评上
了市里的“学科带头人”，但是，
开学还不到一个月，老师已经好
几次上课时被同学问住了。很多
孩子怀疑老师根本没备课。不得
已，班里的同学都只能去隔壁班
找老师答疑。”北京的一位家长
对记者说。

“职称评审是影响教师工作
积极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
会对教师造成较大的压力。”储
朝晖说，“教师职称评选的标准
是什么？不同学校、不同区域的
标准能否保持一致？不同学校的
教师获得同一职级后拥有的权
利是否平等、公平？这些都是更
深层次的问题。”

此次“职称新政”回应了这些
问题，比如，《意见》中提到要“遵
循中小学教职工成长发展规律，
创新岗位管理政策措施，拓宽职
业发展通道，激发中小学教职工
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进一
步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还
提出要“坚持分类施策、分级管
理”“坚持因事设岗、精简效能，科
学规范、评聘结合”“坚持激励和
约束并重，发挥学校在用人上的
主体作用，健全完善考核制度，加
强聘后管理，奖优罚劣，树立重师
德、重能力、重业绩、重贡献的导
向，构建人员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的灵活用人机制。”

据《北京青年报》

持续激励 杜绝“躺平”

中小学教师“职称新政”突破了啥

网络上各种文学层出不穷，
最近流行的“括号文学”是一种
把重点放在括号里的说话艺术，
被网友玩出花来。诸如身材一般
般（也就八块腹肌吧）；（此刻）睡
不着，希望能有个人说说话（谁
都行，聊不来的人除外）……应
用自如的网友将其作为通行的
社交语言，认为可以缓解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避免不必要的麻
烦，但也有网友认为，这种加注
释的“独白式”网络文学会给人
带来焦虑感。

重点在括号里，
“括号文学”成热门社
交语言

括号文学，网友定义为括号
里的内容才是重点的一种文学。
最初是凡尔赛括号文学，即把想
炫耀的内容放在正文后面的括
号中。表面上装作不在乎，实际
上在炫耀关键信息。当然，括号
中的内容也不仅限于是炫耀，可
以是描述客观事实，也可以描述
当下的心理活动，总之万物皆可
以放括号里。

来看看网友的各种例句，比
如“哪有啊（害羞地捂小脸脸跺
脚脚）”“唔……早上好（微微沙
哑的嗓音，两只手蜷曲成小粉拳

状揉眼睛）”“在吗（28℃的大晴
天在图书馆被热晕过去醒来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等等，熟悉
这种表达方式的网友秒懂含义，
不明白的感觉莫名其妙。

还有诸如成绩马马虎虎（毕
业于 TOP5 高校）；英语还算可
以（雅思裸考 8.5）；身材一般般
（也就八块腹肌吧）等等。其实括
号文学把话语重点放在括号里，
括号里的内容，可以是对事实的
陈述，或文学化描述，有的萌萌
哒，也可以是一种自我夸耀，适
合朋友之间交流情感的个性化
互动方式。

网友用“括号文
学”表达真实想法，缓
解尴尬

采访中，熟练运用此种表达
方式的网友告诉记者：“有时候
括号一下，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
麻烦。”在写文章或者日常交流
中，为了使他人更容易了解内容
以及情况，往往需要对一些词语
或一些事情做些必要的解释和
说明。比如，失眠的时候发条朋
友圈，“（此刻）睡不着，希望能有
个人说说话（谁都行，聊不来的
人除外）。”这不属于正文的注释
部分，但又很重要，多用括号来

表示。
有人总结，在人与人交往的

过程中，难免会与人发生矛盾。
而括号文学能舒缓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以合适恰当的方式表达
出彼此之间的想法，缓解尴尬。

还有人调侃说：“括号里用
来解释说明的文字，竟然也是一
种文学吗？”其实随着年龄的增
长，有时为了塑造一个更好的形
象，为了照顾他人的感受，需要
隐藏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但又
很想把它告诉别人。这时，括号
可以让我们进行多重对话以及
多种感情的表达，展现更加真实
的自己。

如同说出“弦外
之音”，“讨好型人格”
别焦虑

喜欢“括号文学”的网友认
为，如果当你遇到社交恐惧时，
或许一个小小的括号，就能解决
棘手的社交问题，括号文学既守
护敏感的真心，也表达了自我。
但也有网友对此表示“拒绝”，觉
得说话拐弯抹角，希望戒掉“括
号文学”。

为何“括号文学”会风行？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京交通技
师学院教师韩宁表示，生活中很
多人讲话直白，成为别人口中直
爽的人。但是直爽的人往往会给
别人留下“心直口快没有心眼”的
认知印象。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
就学会了“模糊表态”。所谓“模糊
表态”，主要的目的是讲话留余地
的同时，又能够表达自己的想法。
而我们大脑的语言控制中枢和书
写控制中枢，是两个独立的部分。
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除了要表述
的文字内容，说话时的语气、声
调，甚至我们的肢体动作，都会辅
助表达。而在网络上交流时，经常
只剩下文字，有网友就会选择用
表情和括号来辅助表达，说出“话
中有话”的弦外之音。

韩宁表示，觉得自己用括号
来表达真实想法，有一种不安或
者悔恨，这说明是“讨好型人
格”，希望为人处世能够留有余
地，因为自身性格特点让自己没
能够正确表述，所以内心会有一
丝焦躁。

如何避免这样的焦躁呢？其
实也很简单，韩宁认为：“在我们
带着情绪给对方发文字信息的
时候，编辑好内容后，不要第一
时间发出去，不妨稍微等一下，
缓和一下自己的情绪。想一下自
己这么表达是否符合真实本意，
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更改后再
发。” 据《扬子晚报》

“括号文学”成热门社交语言
表达重点在括号里，如同说出“弦外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