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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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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教育方针。 这些变化，实质上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

能的认识与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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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建国初期教育方针变革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政权的巩固、政
治经济基础的重建、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重塑是紧迫

的任务。 建国初，具有宪法效力的《共同纲领》中明

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

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

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

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

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１］３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将上述指

导思想转述为教育目的：“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

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 ［１］８１９５０
年 ５ 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杂志创

刊号上发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一文，提出：“为
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

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 ［２］

将教育指导思想定位于“为人民服务”、“为工

农服务”、“为建设服务”，此定位与国家政权性质、
执政基础和执政任务是相一致的，具有重大的现实

意义和历史意义。 现实意义在于：为肃清封建的、买
办的、帝国主义文化教育指明了方向；为新中国教育

体制的重建规定了明确的方向。 其历史意义在于：
初步形成了新中国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为人民

服务”、“为建设服务”等思想成为贯穿我国教育方

针实践的重要指南。 比如，“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已

经体现在建国之初的教育方针中了。 因此，有人认

为党的十六大对教育方针的表述，“第一次”提出了

“为人民服务”的说法，欠准确，不符合历史实际。
二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教育方针变革

１９５３ 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１９５６ 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结束，并进入社会主义建

设的历史新阶段。 面对新的历史任务，党和国家对

教育方针作了相应变革。 １９５４ 年新中国第一部正

式宪法，以及政务院公布的《关于改革和发展中学

教育的指示》，都对教育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

求。 从表述上看，最突出的特征是将“全面发展”作
为教育的指导思想。 将“全面发展”作为教育方针

的重要内容，这与 １９５１—１９５７ 年我国教育界所展开

的，新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思想大讨论分不开。
１９５１ 年，《人民教育》从 ６ 月号开辟“问题讨论”专

栏，其宗旨是“凡对于教育工作上带原则性的重大

问题，而在认识上尚有分歧的，就提出公开讨论”。
１９５６ 年《人民教育》１１ 月号，专门编发“全面发展，
因材施教”是否可作为教育方针的讨论文章。 当时

如潘梓年、张凌光等参与了这场大讨论，甚至毛泽东

主席也参与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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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７ 年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教育界关于教育

方针讨论，提出了他对教育方针的意见：“我们的教

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

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 ［３］３８５无疑，毛泽东对教育方针的意见对国家教

育方针的确立与表述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文字表述

看，尽管毛泽东只是对教育的目的、教育内容和途径

等方面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我

国所处的复杂国际国内背景相联系，１９５８ 年《关于

教育工作的指示》将教育方针表述为：“教育为无产

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教育的

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综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教育方针变革，不难看出，

此时段教育方针具有较大的变动性和不稳定性，但
这一时期教育方针不同阶段的表述孕育了我国后来

教育方针的基本指导思想、基本内涵。 如“全面发

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德育、智育、体育”
等范畴。 可以说，这一时期教育方针变革，是我国开

始根据自己的国情，探讨和确立适合自己国情特点

的教育发展指导思想的开端，也是我国教育方针开

始寻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理论探索的起

点。 但是，由于这一历史时期教育方针的歧义性和

不稳定性，为后来“文化大革命”极“左”的教育指导

思想埋下了伏笔，也断送了刚刚起步的教育方针的

理性探讨。
三　 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

“文革”时期的教育方针在表述上虽然坚持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两个必须”的教育方针，但是

在实践上却异化了“两个必须”。 将“必须为无产阶

级服务”在实践上异化为“为阶级斗争服务”；将“必
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实践上异化为简单的体力

劳动，并在实质上将教育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前
后在逻辑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

治服务的历史性要求被泛化为抽象性的普遍要求。
按此逻辑，教育必然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

治的奴婢。 由于教育指导思想与当时国家政治气候

的相互作用，最终导致我国教育事业的大倒退。
四　 改革开放初期和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教育方

针变革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历史

时代。 在“解放思想、事实求是”的前提下，教育方

针也成了反思的对象。 潘益大在《关于教育方针问

题的探讨》中指出：５０ 年代教育方针“带有浓厚的阶

级斗争色彩，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没有反

映教育工作内在的规律，没有反映教育与生产力，与
现代化建设的关系”；“所提出的培养目标没有充分

体现现代化建设对人才要求的鲜明特点” ［４］。 该文

也是 １９８０—１９８２ 年修宪期间最早在报刊上公开发

表的、对 ５０ 年代教育方针提出质疑的文章，并引发

了 ８０ 年代学术界对教育方针探讨的热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对教育方针以及相关教育问题

的探讨，可以说迎来了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学术界的

第一个“百家争鸣”。 整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关于教

育方针的研讨热潮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第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议案中的

意见；第二次始于 １９８３ 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

“三个面向”的题词；第三次始于 １９８４ 年《中共中央

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的酝酿；第四次始

于 １９８８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文件的酝

酿。 除此之外，国家教育科学研究规划也将建国以

来教育方针的理论与实践列入系统的教育科学研

究，如国家教育科学“六五”、“七五”将“我国社会主

义教育方针”的研究列入重点规划课题［５］。
上述学术争鸣和理论探讨，为 ８０ 年代我国教育

方针变革提供了重要基础，并为国家教育方针在新

历史时期的重新确立与表述创造了条件。 ８０ 年代

国家教育方针在表述上有重大变化的是：１９８１ 年

《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

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

结合、 劳 力 劳 动 与 体 力 劳 动 相 结 合 的 教 育 方

针。” ［６］２２１９８２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
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

面发展。” ［１］６７４ 与 ５０ 年代教育方针比较，“两个必

须”代之以“全面发展”为教育目的。 １９８３ 年邓小平

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对

教育界影响深远，在实践中起到了教育方针的作用。
１９８５ 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

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

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我们不

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

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 面向现代化、面
向世界、面向未来，为 ９０ 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

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

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所有这些人才，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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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

义祖国和社会主义，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

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

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从教育方针

的内涵和形式来讲，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 ８０ 年代教

育方针的理论探讨。 从文字表述和实践来看，新的

“两个必须”代替了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两个必须”，
教育的指导思想贯穿了邓小平的有关讲话精神和相

关理论。 这个教育方针被认为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

的又一次变革，教育指导思想的又一次转变。
总之，８０ 年代教育方针变革，在教育发展史上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结束了文革前后我国教育

价值取向在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上所存在的政治化

偏差，实现了新中国教育史上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

上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变”；“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大解

放；开创了教育方针理论和实践为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新时代。” ［７］ 但是

８０ 年代我国教育方针的变革也存在着：“重社会本

位，轻个人本位的偏差没有得到纠正”，“从教育的

经济职能，从教育与经济、社会生产的角度强调教育

为经济服务的重要性和教育的经济价值，而忽视教

育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内在规律”，以及忽视个人与

社会和谐发展等历史失误［８］。
五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教育方针变革

在吸取 ８０ 年代教育方针民主讨论积极成果的

基础上，１９９１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中提出“教
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

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 ［９］３１４０的方针。 这一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对 １９８５
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教育方针表述进行

了重要的修订，表述更加简洁概括，在表述框架和思

路上从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向 ５０ 年代初和毛泽东表

述的回归。 １９９３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作
为对新旧世纪交替时期，我国教育发展蓝图的总体

设想和规划，强调“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执行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方针。 １９９５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教
育法》正式颁布，教育方针也明确写入《教育法》：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以教育最高法的形式将教育

方针固定下来，体现了教育方针的权威性。 ９０ 年代

教育方针，在表述上和实践上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

史时期。 这一时期无论是学术界的探讨还是体现国

家意志的表述，都力求教育方针表述的规范性、严肃

性和科学性。
六　 新教育方针的确立及意义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作为 ２０ 世纪的最后十年，我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 改革开放之初，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所制定的我

国社会经济发展三步战略目标的第一步和第二步战

略目标已基本实现，我国开始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 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

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

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

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

党。 怎样做到既不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不落

后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关键时

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新局面” ［１０］。 ２００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在北京召开

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此做出了深

刻的回答。
此次大会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新阶段的

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大会报告对目前我国教育的

地位、作用、方针、政策，教育的目标、任务等进行了

全面、深刻的论述，提出许多新观点、新思路、新要

求。 无论从内容和形式来讲，都标志着我国教育方

针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报告明确提出：“教育是发

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

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

地。”“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

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新教育方针的表述，继承了建国以来教育方针

变革的积极成果，也是建国以来教育方针理论与实

践的又一次新的总结。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指导思想，是对建国

以来，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功能正反两方面

经验的深刻总结。 关于教育功能的认识，建国以来

历次教育方针的表述都有所反映：从建国初的“为
人民服务”、“为工农服务”、“为建设服务”到 ２０ 世

５９

　 　 蒋　 华　 新中国历次教育方针变革及评论



纪 ５０ 年代后期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文革”
时期的“为阶级斗争服务”再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

“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９０ 年代和新表述中的“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这些表述上的变化，
表面看上去是文字上的字斟句酌，实质上反映了建

国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对教育功能的认识与教育方

针的价值取向。
在教育方针表述史上似曾相识的反复反映了我

国教育方针在教育功能定位和价值取向上的左右摇

摆。 这种不稳定又折射出我国对教育功能缺乏科

学、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 虽然我们可以将建国

初期的“为人民服务”、“为建设服务”到教育方针新

表述中的“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

服务”看作是对教育功能和教育价值取向认识上的

一次辨证否定，但是在文字表述上的辨证否定最终

要通过实践加以检验，这也正是我国新教育方针得

以真正贯彻和落实的关键。 同样，教育方针新表述

中对教育目的、培养途径（如对社会实践的高度重

视），人才素质（美的素质在教育方针表述中的最终

接纳）等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表明在教育促进社会

发展与人的协调发展上取得了新的进展。 但这些认

识上的成果需要丰富的和开创性的实践加以贯彻和

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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