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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铁饭碗”避免出现“躺平”

全国多地探索教师退出机制
1月7日召开的北京

丰台教育理事会2024年
工作会透露，丰台区将探
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打
破教师“铁饭碗”观念。

除丰台外，宁波、贵
阳等多地教育主管部门，
都曾表示要进行教师退
出机制的相关尝试。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
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教
师退出机制的初衷是端
正老师的教学态度，避免
出现“躺平”，但在实际执
行过程中，制定更为合理
的考评机制才更为重要，
否则一味强调退出机制，
只能造成更严重的“内
卷”，恶化整体的教育
生态。

打破“铁饭碗”
丰台探索教师退出机制

《关于推进丰台区中小学
教师“区管校聘”管理改革工作
的若干措施》（以下简称《措
施》）指出，学校加强对教师的
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对
于教师聘期内年度考核不合格
的，聘期结束后学校可不再续
聘，或降低岗位等级、调整岗位
聘用。对于不服从组织安排或
者安排到新岗位后年度考核仍
不合格的，学校可按规定程序
解除聘用合同，而对教师资格
定期注册不合格或逾期不注册
的人员，不得再从事教学工作
岗位。

此外，针对部分教师在获
评高级职称后“躺平”的现象，
《措施》提出全面落实中小学教
师聘用合同管理。学校依法依

规做好聘用合同的签订、履行。
全面推行竞聘上岗制度，建立
竞争择优、能上能下的校内岗
位竞聘机制。符合延迟退休政
策的55岁女教师，每周课时需
达到满课时量，并服从学校教
育教学岗位安排，如未达到上
述标准，将降低一级或两级岗
位聘用。

对此，部分网友表示，探索
这样的机制，确实有利于激发
教师的积极性，避免编制教师、
特别是已有中高级职称教师

“躺平”。也有网友表示，自己
就是义务教育阶段的一线教
师。“现在的老师已经很‘卷’
了，很难出现‘躺平’的情况，如
果再给老师增加这类压力，只
会让老师更‘卷’。”

观察 多地实施相对宽松
几乎没有教师被“退出”

此前曾有多地出台文件，表
示将进行教师退出机制的探索。

2022年11月，宁波市教育局
曾发文指出，拟对考核不合格、
违反师德或因其他原因等不能
胜任（坚持）教学岗位工作的教
师，予以退出。教师退出渠道包
括待岗、转岗、离岗退养、解聘。

宁波市教育局人事处工作
人员称，在编教师只要正常教
学，自身师德师风不存在问题，
是不会“退出”的。至于网传的

“末位淘汰”考核机制，工作人员
给予了否认。

2023年2月，贵阳市教育局
发布相关方案提到，对教师在综
合考核中排名末位的，实行“首
次取消目标绩效、再次调离转
岗、三次落聘退出”的机制。

贵阳市教育局一位工作人
员称，如果教师考核不通过，确
有被辞退的可能。但具体的一
些考核细则还没有规定，暂时没
有被辞退的教师，未来具体的考

核内容也需要结合各个学校的
规定。

2022年，济南市平阴县印发
实施方案提出，建立“老教师”柔
性退出制度，男教师年满55周
岁、女教师年满53周岁，经本人
申请和相关部门审核，保留现专
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福利待遇
不变，在教育系统或全县范围内
安排适宜的辅助性岗位。建立
不合格教师刚性退出制度。对
于在年度考核等方面存在问题
的教师，由主管部门组织能力提
升培训，培训后仍不能适应岗位
要求的予以转岗，存在违反政策
法规要求的予以解聘辞聘。

平阴市教育局一名工作人
员称，只要是师德师风不存在问
题，教学活动正常开展，教师的
综合素质达标，不会出现辞退。
此外，该工作人员还表示，现在
全县学校快退休的“老”教师居
多，但是年轻教师依然是核心
力量。

分析 现实操作难度比较大
“内卷”严重“躺平”很难

“80后”的赵老师在山
东一所公办初中工作已有
十多年。

赵老师称，教师退出
机制的初衷是好的，但是
仅以他所在的学校为例，
一些“躺平”状态的教师都
有中高级职称或者是学校
管理者，如果要让这部分
人退出，现实操作肯定存
在比较大的难度。

赵老师所在学校的一
线教师中，“90后”是一线
教学的主力，“他们一周有
20至30课时的课程，职称
是二级教师，而‘70后’的
很多老师都具有副高职
称，他们的课时一般在10
课时左右，但收入上，副高
级职称的教师会比二级教
师多一倍，在1万元左右。”
赵老师说，对于刚参加工
作的中小学教师来说，除
非是自己不想要这份工作
了，否则“躺平”是很难的。

“学校的考核是比较‘内
卷’的，除了日常教课以
外，还有很多课外活动需
要老师参与，另外还有各
种总结、汇报、职称晋级准
备等。”

不过，一些具有副高
及以上职称的老师，本身
不会被安排特别多的课
时，但这部分老师多数还
会兢兢业业上课。另外一
些是学校领导及管理人

员，他们有学校的编制，为
了评职称或者评优，会在
学校“混课时”，教社会实
践、书法等“小课”，以达到
评职称或者评优的标准。

赵老师说，在他参加
工作的十多年中，确实有
老师被学校开除或者辞
退，但都是因为违反师德
等问题。

在辽宁大连一所私立
小学的郑老师对记者表
示，从她3年前进入这所私
立小学后便一直要面对

“退出机制”的压力。“私立
学校的教师考核非常数据
化，一个班期末增加了几
个不及格的学生，老师都
是要被扣钱的，如果你带
的班级或者你教的课程成
绩上不去，直接辞退也都
是可能的。除非在这所学
校工作了很多年，才有可
能签长期聘用合同。”

郑老师说，相比于公
立学校，私立学校的教师
没有编制作为“保险”，但
是收入普遍会比公立学校
的教师要高。“大家也接受
学校的要求，毕竟在签合
同的时候都是会有‘任务’
规定的。这种机制的好处
是可以让老师都尽最大的
努力去提高成绩，但是也
有不好的方面，比如私立
学校老师的归属感比较
差，人员流动性也很强。”

专家 退出机制一定要客观公正
末位淘汰更要谨慎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储朝晖告诉记者，

“教师退出机制”跟教师编
制的管理体系是相对应
的，没有“退出机制”的管
理体系肯定是不完善的，
教师整体的管理体系需要
这一机制的存在。

但储朝晖强调，丰台
区此次探索建立“教师退
出机制”也仅局限在区内，
很难改变整体的体系。而
且现在很多“退出”也只局
限在转岗等措施，并不意
味着就是退出编制体系。

“很多教师可能会担
心，最后是由于人际关系，
或是其它非能力的因素导
致自己被退出了。”他指
出，“退出”一定要求以“客
观公正、公开透明”的评价
体系为依据，否则可能会
使整体的教育生态恶化。
此外，“退出”不能仅仅根
据地区编制多少来决定，
而是应该根据整体的教学
工作生态来决定。

至于一些网传的“末

位淘汰机制”，储朝晖强调
要谨慎。

“如果末位淘汰机制
只考虑学业成绩，是不合
适的。”他说，这对于一些
偏远地区的教师不公平，
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偏远
地区整体的教学水平，如
果没有客观公正、有公信
力的评价体系，只搞“末位
淘汰”非常有可能造成比

“教师退出机制”更严重的
问题。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
长熊丙奇表示，教师的考
核标准，不能是单一的，需
要专业的评价体系，这也
需要破除“唯分数、唯升
学、唯论文”等评价机制。

“从长远看，提高教师队伍
的整体素质，重要的不是
强化外部考核，而是要激
发教师活力，促进其职业
化、专业化发展。对教师
的管理与评价，要回归育
人本位。”

据《成都商报》

尝试

日本松下子公司
承认数据造假
波及全球约400家公司

本报综合消息 据央视新闻1月
14日报道，1月12日，日本制造业知名
品牌松下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承认，
在申请产品品质认证时存在数据造假
等违规行为，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上
世纪80年代。

12日，松下集团旗下从事电子零
部件业务的松下工业公司负责人在记
者会上鞠躬道歉，承认在向第三方机
构申请产品品质认证的过程中，存在
篡改测试数据等违规行为。

松下工业称，当时为了获得相关
认证，对用于汽车、家电等产品的电子
零部件材料，在阻燃性也就是材料的
抗燃烧特性等方面进行了数据造假。
此外，该公司还长期生产并销售着与
获得认证时材料成分不同的产品，这
一做法同样违规。

据报道，部分违规行为最早开始
于上世纪80年代，共涉及该公司位于
日本国内外的7家工厂，违规产品种类
多达52种，客户公司在全球累计达到
约400家，不过是否涉及中国市场目前
仍在确认中。

松下工业公司称，相关产品还没
有发现故障，目前既不会停止出货，也
不会进行召回，如果客户企业提出的
话，将提供替代产品。此次造假行为
被曝出后，松下集团旗下各公司将对
产品是否存在相同问题进行自查。此
外，今后将由外部律师等组成的第三
方调查委员会，对本次曝出的违规行
为展开调查。

不久前，日本丰田汽车旗下全资
子公司大发工业承认造假长达30多
年。这一次又轮到知名品牌松下的子
公司，接二连三的丑闻让日本大企业
的品牌形象受到严重冲击。

美“游隼”月球着陆器
或将在地球大气层烧毁

新华社洛杉矶1月13日电 美国
私企航天机器人技术公司13日表示，
该公司的“游隼”月球着陆器在飞行中
因故障出现燃料泄漏，已无法实现原
计划的月球“软着陆”。“游隼”目前正
飞向地球，并可能在大气层中烧毁。

这家公司当天在社交媒体平台X
上说，团队目前正在评估各种选择，最
新评估显示“游隼”正朝着地球飞行。
原计划2月23日在月球表面“软着陆”
的“游隼”已在太空中停留5天多，目前
距地球约39万公里。

美国东部时间1月8日凌晨，“游
隼”由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研发的

“火神半人马座”火箭搭载，从佛罗里
达州卡纳维拉尔角太空军基地发射升
空。随后，“游隼”的推进系统出现故
障，使其无法稳定地面向太阳。这是
50多年来美国首次执行的登月探测任
务，并首次由私企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