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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广州市天河区的几十所中小学和幼儿园，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非编教师招聘。其实，暑假以来，广州的非编教师招聘
跟广州的天气一样火热，黄埔区招聘非编教师 1000多人，海珠
区、南沙区也分别招聘200多名非编教师。

学生多、编制少、老师缺，使得不少学校通过招聘非编教师补
充师资力量。但是，由于编制教师和非编教师之间存在待遇差
别，不少学校也面临非编教师流动大、教师队伍不稳定的情况。
对此，记者进行了深入采访。

8 月 15 日当天，广州天
河区至少 25所中小学（幼儿
园）发布了编外聘用制教师
招聘、面试、体检等的安排公
告。招聘量较大的学校有近
30 名编外教师的需求，如广
州市第八十九中学招聘 29
人，龙口西小学招聘28人。

而就在此前的8月 5日，
天河区教育局发布了“公办中
小学（幼儿园）公开招聘编外
教职员300+人”的公告，承诺
区财政全额保障人员经费，正
式拉开“争抢”师资的大幕。

事实上，天河区此次招
聘已稍显滞后。8月 3日，黄
埔区教育局1030名雇佣制教
师的招聘已进入尾声：共有
14714 人成功报考，10838 人
完 成 线 上 笔 试 ，到 考 率 超
73%；2318人完成线上面试，
到考率超90%。

7 月 14 日，海珠区招聘
206 名编外聘用专任教师。
该区教育局负责人介绍，本

次招聘共涉及 63个单位，其
中18所中学、30所小学、1所
九年一贯制学校、13 所幼儿
园、1 个教育支撑机构，招聘
中学教师78名，小学教师88
名，幼儿园教师40名。

6 月 15 日，南沙区发布
“公开招聘编外聘用制教师
（含幼儿园）公告”，公开招聘
编外聘用制教师223名，包括
语文、数学、英语、音乐、美
术、体育等各个科目的教师。

初步统计以上四区集中
公布的非编教师招聘人数已
超1759人。其他区不少中小
学（幼儿园）也有零散公布非
编教师招聘需求，业内专家
预计，仅今年暑假广州中小
学非编教师招聘人数就超过
2000人。

广州的中小学长期存在
三种教师聘用形式：编内、编
外聘用制（雇员制）、临聘（代
课）。后两者属于非编教师，
与编制教师相比，待遇、福利
各有不同。

多位校长和区教育局负
责人解释，有编制的老师属
于国家事业编，根据级别、职
称不同待遇不同，高级教师
年收入可达 40 万元。此外，
编内老师基本是“铁饭碗”不
能辞退，退休后也有相应待
遇保障。

编外聘用制教师签订合
同，待遇取决于区财政实力，
按人核定年收入。例如，海珠

区编外聘用制专任教
师首次签定劳动

合同不超过

一年，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
签订三年劳动合同，区教育局
按每年每人15万元的待遇核
拨到用人单位。黄埔区的编
外聘用制教师，则按人均每年
不低于 17.5 万 元 的 标 准 拨
款。有些财政“吃紧”的区，
编外聘用制教师的年收入只
有13.5万元，甚至更低。

临聘代课老师，只能签约
一年，且大多由学校经费负
担，主要补缺怀孕或病假老
师，年收入基本不足10万元。

多位中小学校长表示，聘
用制教师在教学水平和业务
能力等方面，与编内教师并
无区别，甚至工作态度更为
积极主动。

海珠实验小学校长陈健
介绍，一些聘用制老师非常
优秀。例如，该校一位六年
级老师，在区抽测中获得一

等奖。有的老师所教班级成
绩超过区平均成绩15分。

但由于编制教师和编外
教师，在待遇、退休保障方面
存在差别，每年各校都有老
师因考上编制，或应聘其他
区待遇更高的非编教师岗位
而离开。因此，学校非编教
师管理的最大困难，就是流
动性高，教师队伍不稳定。

黄埔区怡园小学去年流
失约15名聘用制教师。另有
一位中学校长表示，该校一
年内有40多位非编制老师相
继离开，“培养几年，好的非
编教师考走了，又要招聘新
人重新培训。”

“女儿小学 5 年级，换过
四任班主任，语数英老师都
换过，因为老师没编制，能考
走的都走了。”番禺区一小学
家长说。

如何解决编制不足、非
编教师待遇低流动性大的问
题？近年来，荔湾区探索创
办新样态公办学校，着力砍
掉教师成长与发展的体制、
机制障碍。

广东实验中学荔湾学
校 ，由区教育局根据师 生
比核准教师人数并根据区
内公办中小学教师平均年
薪拨款 给学校 ，学校自 行
聘用教师，并自行制定合理
的分配制度。这种机制确
保了公立学校性质，办学经
费由政府财政拨款，但是教

师实行聘任制管理，不纳入
编制。

“学校真正拥有了用人
自主权，也更能激发教师队
伍活力。”校长丁之境介绍，
学校根据办学需求自主招聘
教师，而非通过教育局招聘
再分配给学校；聘任制管理
建立了退出机制，让教师有
适度的压力，工作状态极大
提升，有效消除了职业倦怠；
根据“多劳多得，优劳优得”
的原则制定的薪酬激励方
案，没了“大锅饭”极大地激
发了教师队伍活力。

17 日，广东省教育厅发布
《广东省中小学有偿补课和教师
违规收受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
治实施方案》，本次专项整治主
要围绕中小学教师“课上不讲课
下讲”“组织开办校外培训班”

“到校外培训机构兼职”“同家长
搞利益交换”以及“违规收受礼
品礼金”等问题展开。

《方案》提出，本次专项整治
从 2021 年 7 月开始至 2022 年 3
月结束，分五个阶段进行。2021
年 8月底前为全面部署、宣传发
动阶段。各地市、县（市、区）教
育局和中小学校要迅速动员部
署，通过召开会议、业务学习、橱
窗展板、广播网络等形式，组织
中小学教师深入学习有关文件
精神。各地市、县（市、区）教育
局要结合实际，制定专项整治实
施方案，落实工作责任，设立公
开的投诉意见箱，向社会公布举

报电话和邮箱。
第二阶段为自查自纠、立行

立改阶段。2021年 8月前，各地
市、县（市、区）教育局和中小学
校要采取多种方式，全面开展问
题自查工作，认真查找本地本校
是否存在有偿补课和收受礼品
礼金的问题，建立工作台账。要
抓好群众举报调查核实，对于实
名举报的，要及时反馈调查核实
结果。对于查实的有违规行为
的教师，要根据教师违规事实的
情节、影响及认识态度等情况，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阶段为案例通报、警示
教育阶段。《方案》提出，各地市、
县（市、区）教育局和中小学校要
根据自查自纠情况，结合问题调
查和处置工作，梳理本地本校查
处的问题典型案例，建立典型案
例库，对案例进一步梳理分析，采
取内外结合的方式，在一定范围

内通报。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
职责的，依据有关规定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严肃问责所在学
校负责人。此外，各中小学校要
组织教师召开师德警示教育大
会，以教育部网站公开曝光的违
反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相关典
型案例和本地本校查处的相关案
例为反面教材，分析违规问题和
处理结果，引导教师以案为鉴等。

2021年 9月—2022年 3月，
为第四阶段。省教育厅将组建
专项整治工作抽查检查组，对各
地市、县（市、区）的专项整治工
作情况开展督促、指导、检查；选
取部分地市、县（市、区）进行重
点检查和随机抽查，并对检查抽
查情况进行反馈和通报。同时，
各地市、县（市、区）教育局要组
建本地工作检查组，通过明察暗
访、召开座谈会、走访群众、问卷
调查等方式了解所辖县（市、区）

和中小学校的专项整治工作开
展情况、教师从事有偿补课和收
受礼品礼金情况以及本地本校
长效机制建立情况。

针对第五阶段的总结提高、
巩固成果，《方案》强调，各地市、
县（市、区）教育局和中小学校要
对这次专项整治开展情况、取得
成效和不足之处进行认真总结，
针对发现的问题，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要探索建立师德师风问题
线索处置、违规问题查处、典型
问题通报等制度，补齐工作短
板，坚决杜绝抬头反弹现象发
生，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

同时，各地市、县（市、区）教
育局和中小学校要撰写提交工
作报告，内容包括专项整治工作
总体情况、自查整改情况、违规
案例情况、处理通报情况、警示
教育开展情况及工作成效、改进
措施等。

记者梳理发现，非编老师
的招聘岗位，囊括了所有学
科，且学历等方面要求较高。
例如，清华附中湾区学校招聘
语文、数学、计算机教师各 2
人，物理、英语、政治、历史、生
物实验教师、劳技教师各 1
人。政治及历史老师要求硕
士研究生及以上，其他岗位本
科及以上。广州市执信中学
招聘语文、数学、英语、历史、
美术、体育、综合实践、通用技
术等学科教师，均要求全日制
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及以上学
历，学士及以上学位。

据了解，无论是名校还是
普校，幼儿园、中小学等各个
阶段几乎所有学校对非编教
师都有需求。这个暑假，招聘
编外或雇员制教职员工的省

市属学校就有华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广州市执信中学、
广州市六中长风中学等。区
属龙头学校中，广州市第五中
学（含五中附属初级中学）招
聘编外聘用制专任老师16人。

今年 9 月首次招生开学
的新学校，更是非编教师需求

“大户“。清华附中湾区学校
招聘编外教师 12 人，华南师
范大学附属黄埔实验学校招
聘 34 名雇员制教师，广州实
验中学39名教师中19名为雇
员制。某拥有4000学生的小
学，共有约 220 名教师，其中
在编 153 人，雇员制教师 50
多人，还有十多名临聘教师。

“有的区非编教师比例达
到四分之一。”一位校长告诉
记者。

教培公司转型带来行业人才招聘新变化

教培行业职位需求减三成
行政人力成教务转岗首选

羊城晚报记者 周聪

“双减”政策落地，众多教培公司开始积极
转型。业务的调整带来人才招聘的变化，当前
的表现是整体招聘规模小幅收缩。近日，智联
招聘发布《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
显示，教培行业7月发布的招聘职位数，比政
策发布前的3月减少32.4%；目前过半教培行
业求职人员处于离职待业状态。

一线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
高且教育消费意愿强，一直都是
教培行业的重点布局之地。随
着“双减”政策的落地，一线城市
教培行业首当其冲。数据显示，
今年7月，全国各地教培行业发
布职位数，比政策发布前的3月
减少32.4%。其中，一线城市发
布的职位数减少了38.2%，北京
降幅达49.3%，居全国首位。

岗位结构方面，报告重点观
察教培行业7月发布职位数前
十的核心岗位。销售、产品运
营、人力、财务等岗位较3月的
收缩幅度较大，降幅分别为
42%、37.2%、35.9%、34.9%。整
体业务的收缩首先会冲击销售、
人力等通用型人才，此次政策重
点规范的线上教育板块则对产
品运营人才需求有一定影响。

数据显示，7 月进行求
职 的 原 教 培 从 业 者 中 ，
51.4% 已 为离职状态，这一
比例高于全平台活跃求职者
的平均水平（44.7%）。教培
从业者本身流动性较强，加
之近期业内机 构 进 行 业 务
调整，人员变动大，加剧了
整体流动性。

从性别来看，女性求职者
的数量明显多于男性，比例分
别为 74.6%和 25.4%，这与教
培行业属性相关，教师群体的
女性比例一贯较高。

从年龄和从业经验结构
看，教培从业者的整体年龄
结构偏年轻，36.9%为 25 岁
及以下的 95 后群体，30 岁以
下群体占到七成多；27.2%的
求 职 者 仅 从 业 不 到 一 年 ，

35.3%从业 1-3年。
从岗位结构看，从事“教

师/教务”岗的求职人群占总
体的 70%，且这一比例比 3
月提高 6 个百分点。教师作
为行业的核心群体，对政策
及行业形势的变动更为敏
感，更多的人开始求职或者
看机会。

报告提到，虽然一线城
市招聘需求收缩幅度最大，
但是从教培行业求职者中已
离职人员比例来看，低线城
市要高于一线城市。五线城
市教培行业求职者中已离职
人员比例为 58.3%，四线城市
培行业求职者中已离职人员
比例为 57%，而一线城市培
行业求职者中已离职人员比
例为46.3%。

数据显示，7 月，原教培
行业求职者中，61.6%的求职
者依然期望从事教培行业。
智联招聘相关负责人分析表
示，政策实施初期，很多业内
人士仍处于观望阶段，且对
下一步择业规划较为迷茫，
保持在自身较为熟悉的原行

业，继续观望行业走势和同
伴选择是更为可靠的应对措
施；同时，素质教育、职业教
育等潜力赛道让业内人士对
教培行业依然保有信心。

具体岗位上，期望从事教
师/教务岗位的人数比例明显
降低，而期望从事行政、人力

岗位的比例扩张。7月求职的
教培从业者中，70%原来从事
教师/教务岗位，但期望再从
事这一岗位的比例为 48%。
期望从事行政和人力资源岗
位的人群则比当前从事这两
个职业的比例分别提高 6 个
和3.3个百分点。

广东明确分五个阶段
专项整治中小学有偿补课 羊城晚报记者 孙唯

过半教培求职人员
处于离职待业状态

超六成求职者期望继续从事教培行业

多区“争抢”非编教师 招聘需求涵盖各个学科观
现
状

“学生增多、编制少、缺
老师，因此需要招聘非编教
师。”这是记者针对大量招聘
非编教师采访时，从所有校
长和区教育局负责人处得到
的答复。

近年来，由于人口流入、
二孩潮等原因，中小学（幼儿
园）学生人数增加，广州全市
每年新增几十所新学校，老
学校不断扩班。2016 年至
2018 年、2020 年至 2022 年，
是广州中小学“三年提升计

划”及“三年提升计划收尾工
作方案”执行期，截至 2020
年，广州新增公办中小学学
位约16.54万个，到2022年预
计新增学位约19万个。

学生多了，教师也得相应
增加，编制却是个大难题。
今年年初召开的广州市两会
上，九三学社广州市委员会
集体提案指出，2012 年至
2019 年，广州市中小学在校
生数由 137 万人增长到 163
万人，由于教师编制总数严

控，导致人口流入地中小学
教师编制严重不足，在编教
师数并未跟随学生数的上涨
而同比上升。例如，人口流
入区的黄埔区，每年新增学
位上万个，教师编制缺口达
2000个以上。

华东师范大学知名教授、
海珠区第二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总校长刘良华表示：“财政
紧张，非编教师的待遇比正式
编制教师低，可以节省教育经
费，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教师编制总数严控 不能匹配学位需求

新
探
索

随着“双减”政策落地，
学校课后服务时间延长内
容增多，对教师工作提出了
更高要求。一些学校希望
实行小班化教学，尽可能关
照到每 个学生需求 ，真 正
做到因 材施教 ，但受制 于
教师不足而难以实现。因
此，一些校长呼吁增加财政
对教育投入，进一步壮大师

资队伍。
“首要问题是增加教育

经费，但前提是当地政府有
良好的经济基础。如果地方
政府有财政困难，增加教育
经费就很难落实。”刘良华
认为，解决师资缺乏问题，
应该按照师生比例确定相
应的教师编制，按照教师编
制发放相应的教育经费。

保障编制同时增加教育投入

尝试打破只吃“大锅饭”问题

谈
问
题

非编教师流动性大 教师队伍难以稳定

销售运营人才
需求明显减少

羊城晚报记者 蒋隽

“双减”落
地

编制“
破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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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因编制内外待遇有差、各区福利有别，非编教师存在流动性大等问题

ABC
从今年7月
至明年3月

学生多、编制少、老师缺
这个暑假广州非编教师招聘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