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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从最基本、最重要的知识点入手，涵盖了教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教师与学生、课堂教
学等全部考点，并且适当设置了核心要点提示，深入浅出地向考生讲解各知识点，使考生复习时能够
针对自身的薄弱环节，有的放矢。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学>>

作者简介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专用系列教材》编委会是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华图教师培训研究中心和我国
十几所著名师范大学的二十几名教授与行业教育专家组成，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最具权威性、最具
影响力的教师资格认定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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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一、概述　　教师资格是国家对专门从事教育教学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是公民获得教
师职位、从事教师工作的前提条件。
教师资格制度是继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资格制度之后，国家实行的一种法定的职业许可制度
。
　　我国于1993年颁布《教师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ldquo;国家实行教师资格制
度&rdquo;。
为了贯彻落实《教师法》，原国家教委根据《教师法》授权，于1995年12月28日颁布了《教师资格认
定的过渡办法》，并部署了教师资格认定的过渡工作。
1996年1月至1997年底，全国基本完成了1993年12月31日之前在各级各类学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具有
教师职务并连续两年考核合格人员的教师资格认定工作。
为了积极稳妥地推行教师资格制度，1998年，教育部在上海、江苏、湖北、广西、四川、云南等六个
省（区、市）的部分市进行教师资格认定试点工作。
在总结教师资格认定过渡工作和面向社会认定教师资格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教育部于2000年9月23
日颁布了《〈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
2001年1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关于全面实施教师资格制度的工作会议，在全国范围内正式启动了实
施教师资格制度工作。
　　根据《教师资格条例》及相关文件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任何符合条件的公民，包括社会人
员、高校毕业生均可申请教师资格。
国家鼓励非师范类高等学校毕业生到中小学或职业学校任教。
因此，只要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通过教育、培训和自学具备了教师的基本素质，达到了教师认证的标
准，都可以取得教师资格。
不具备《教师法》规定的教师资格学历的公民申请获得教师资格，应当通过国家举办的或者认可的教
师资格考试。
　　根据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精神，国家将开展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改革试点，试点将重点围绕建立国
家考试标准，省级统一组织，改进考试内容，强化考试管理，统筹考试与认定关系等。
按照教育部的有关要求，浙江省、湖北省作为改革试点省份，从2011年下半年开始，参加全国统一组
织的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由教育部制定统一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和考试方式。
全国统考和原省组织的教师资格考试内容和程序也将相应发生重大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考试科目不同。
原来各省组织的考试只开设教育学、心理学两个科目，全国统考将原来在认定环节组织的面试（教育
教学能力测试）纳入考试环节。
二是考试方式不同。
原省组织的考试采用纸笔方式，全国统考采用纸笔和机考两种方式。
三是报名流程不同。
全国统考考生必须进行现场确认才算完成报名工作。
　　二、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条件和要求　　（一）总体要求　　教师资格制度是国家实行的教师职
业许可制度。
《教育法》和《教师法》明确规定，凡在各级各类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中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员，
必须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没有相应的教师资格的人员不能被聘为教师。
教师资格法定凭证为《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和教师资格证书, 在全国范围内适用。
　　取得教师资格的人员可在本级及以下等级学校和机构任教；取得中等职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
员只能在中专、技校、职高或初级职业学校担任实习指导教师。
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与中等职校教师资格相互通用。
使用假教师资格证者，一经查出，五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
　　市教委认定高级中学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和高等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学>>

学校教师资格，各区、县教委（教育局）认定幼儿园教师资格、小学教师资格和初级中学教师资格。
　　（二）具体报考条件　　1.思想品德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者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热爱教
育事业，履行《教师法》规定的义务，遵守教师职业道德，并经申请人员单位或户籍所在地的乡（镇
）或街道办事处思想品德鉴定合格；应届毕业生，由所在学校进行思想品德鉴定。
　　2.学历条件　　申请认定教师资格应当具备《教师法》规定的相应学历。
　　申请教师资格种类应当具备的学历条件幼儿园教师资格幼儿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小学教师资
格中等师范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初中教师资格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或其他大学专科毕业及以上学历高中
、中等职业学校教师资格高等师范本科学校或其他大学本科毕业及以上学历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
师资格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及以上学历，并具有相当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中级以上工人技
术等级高等学校教师资格研究生或者大学本科毕业学历成人教育教师资格高等、中等学校毕业及以上
学历　　3.教育教学能力要求　　（1）具备承担教育教学工作所必需的基本素质和能力。
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人员需参加教育学、心理学补修、测试和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并成绩合格。
　　（2）普通话水平应当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颁布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标准》二级乙
等以上标准，并取得相应等级的《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
　　（3）具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无传染性疾病，无精神病史，适应教育教学工作的需要
，在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
　　4.免考条件　　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特许条件的人员，即普通院校师范类毕业生修学教育学、心理
学课程成绩合格的，教育学、心理学考试可免，毕业教学实习成绩合格的普通院校师范类毕业生可免
教育教学能力测试。
　　三、教师资格认定考试报名时间及考试内容　　（一）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报名、考试时间　
　1.报名时间　　申请教师资格认定人员须到户籍或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所在地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报
名参加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
　　全国各省、市的报名时间各有差异。
大部分地区一年组织两次考试，报名时间多在上半年的1-3月份和下半年的11-12月份。
各地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报名的时间。
　　2.考试时间　　全国各省、市的考试时间也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考试的时间和报名的时间大概间隔1-2个月。
　　（二）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的内容　　1.基础教育理论考试　　教师资格认定考试主要考教育学和
教育心理学两门课程。
有些省份还需要考教师职业道德、教育政策法规、学科专业素质、教育方法、教育教学基本素质和能
力、教学法。
以下是2011年各地教师资格认定考试科目的汇总，可供考生参考，但具体考试内容考生还需查阅相关
公告简章。
　　（1）山西省：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师职业道德；　　（2）广西：教育学、心理学、学科教
学论；　　（3）上海市：教育学、心理学、教育方法；　　（4）黑龙江省：教育学、心理学、教育
教学基本素质和能力；　　（5）重庆市：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法律法规、教师职业道德、学
科专业素质和综合实践能力；　　（6）陕西省：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政策法规、教师职业道
德；　　（7）吉林省：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学法；　　（8）河南省：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
师职业道德、教育法律法规。
　　2.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取得教育学、教育心理学考试合格证书的申请人员还要参加市、县（市
、区）教师资格认定机构组织的教育教学能力测评。
　　四、教师资格证认定程序　　取得教育学、教育心理学合格证书且教育教学能力测评合格的申请
人员和符合教师资格认定特许条件的申请人员，由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按《&times;&times;省教师资格认
定体检标准及操作规程》组织体格检查。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员填写《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提供身份证件、学历证明、教育学与教育心
理学合格证书、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times;&times;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体格检查表》及《申
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向户籍或工作单位、就读学校所在地的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提出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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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时需要提供的资料包括：　　1.由本人填写的《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式两份）。
　　2.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户籍原件、复印件和工作单位证明（或所在乡镇、街道证明）。
　　3.学历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4.教师资格认定机构指定的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times;&times;省申请教师资格人员
体格检查表》。
　　5.普通话水平测试等级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由申请人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或街道办事处提供的《申请人思想品德鉴定表
》。
　　7.非师范教育类专业毕业的申请人员，需提供《&times;&times;省教师资格认定教育学心理学合格
证》及教育教学能力测评成绩证明。
　　8.申请认定中等职业学校实习指导教师资格的人员还需提供专业技术资格证书或工人技术等级证
书原件和复印件。
　　9.近期二寸免冠半身正面相片两张。
　　教师资格认定机构受理申请后在30个工作日内作出认定结论，认定合格者颁发《教师资格证书》
，按要求将文字材料归档保存，并使用&ldquo;全国网络版教师资格认定信息管理系统&rdquo;录入认
定数据信息。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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