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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的半工（农）半读制度
———以河南省新乡专区为例

李 海 红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４５３００７）

摘　要：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我国存在大批学生升学和就业难的问题。根据马列主义的相关理论和我国的现

实国情，党和政府实施了半工（农）半读制度。其内涵 是 教 育 要 与 生 产 劳 动 相 结 合，学 生 一 边 读 书，一 边 劳 动，亦 工

亦农，毕业生“社来社去”。在党和政府的号召下，半工（农）半读制度在河南省新乡专区顺利实施，在原有教育资源

的基础上，创办了大量的半工（农）半读学校，学校进工厂、农村，学生边学习边劳动。这样的教育形式，在解决国家

财政困难、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等方面取得了 良 好 的 效 果。受 当 时 历 史 条 件 的 局 限，该 制 度 也 存 在 诸 多 问 题，

但仍为我们进一步探索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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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面对大量学生升学难和就业难的问题，如何建立起适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和教

育相结合的制度，新政府对此做出了积极探索，试行了半工（农）半读制度。对于这个制度的研究，学术界侧

重于从宏观上对该制度的解读以及从职业教育方面分析其必要性等，缺乏从微观和具体的方面分析其实施

情况及效果。本文在深入挖掘档案资料的基础上，以河南省新乡专区为中心，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探究。
一、半工（农）半读制度的实施背景

半工（农）半读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马列主义相关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具体实际而提出的

一种教育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
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１８４８年，马克思和恩

格斯初步提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对所有的儿童应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义务性教育［１］４９０。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少年儿童接受教育时，是需要进行适当劳动的。对此，马克思认为，应该根据少年儿童的不同年

龄阶段，合理安排他们的劳动时间，并做好各种安全保护措施。在这种条件下，早期的生产劳动与教育相互

结合，则将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一种“最强有力的手段”［２］２４。马克思还认为，学习和劳动相结合可以使劳逸

结合，对儿童的成长和发展有利。一半时间劳动和另一半时间接受教育，使劳动与教育互相交换，“这种制

度，比之在工作与教育之中，继续不断作其中的一项，是与儿童更适合得多的”［３］５９０。由于条件的限制，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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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和恩格斯没有进一步做具体的阐述，当时也没有践行的空间。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如果不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有机结合，未来理想的社会则不

容易实现。他还于１８９７年提出，教育、教学如果脱离相关的生产劳动，或者在生产劳动时没有相关的教育、
教学，二者都达不到现代科学技术“所要求的高度”［４］４６１。１９１９年，列宁为俄共（布）八大起草了《俄共（布）党

纲草案》，其中明确规定：“（１）对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儿童实行免费的普遍义务综合技术教育（在理论上和实践

上熟悉一切主要生产部门）。（２）把教学工作和社会生产劳动密切结合起来。”［５］７４６但是，由于列宁去世过早，
以及苏维埃政权早期千头万绪，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没有具体施行。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引起了我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谈及半工（农）半读时，经常引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对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认为半工（农）半读就是该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实践。１９４９年，毛泽东曾建议学生

要“一面学习，一面生产”［６］６９。１９５７年４月，针对当时出现的学生升学和就业难问题，刘少奇提出除了依靠

全日制学校外，还要通过集体办学的方式办中小学，也可以通过组织自学小组或办补习班等形式，学习生产

知识，“为日后参加生产劳动或升学准备条件”［７］２７９。这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提出半工（农）半读的开端。１９５７
年１１月，《参考资料》刊登了美国大学生半工半读的报道，刘少奇认为有借鉴价值，特指示团中央研究在中国

个别单位试办的可能性［８］２１１。１９５８年１月，毛泽东提出“两条腿走路”，在坚持全日制教学的同时，主张实行

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３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认为专门读书会导致学生脱离现实和四体不勤，要求学

生不能完全把时间用在读书上，必须是“又读又劳动”［９］１９３。８月，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讲：“学校是工厂，工

厂也是学校，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要好好办。”［６］２９２９月，他在考察武汉大学时又提出，应该积极支持与鼓励

学生提出的半工半读要求，这是学校大办工厂的发展方向［１０］２８。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促进了半工（农）半读的

发展。１９６４年２月，毛泽东就教育问题发表“春节谈话”，提出了“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可以砍掉一半”、“旧

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等论断［１１］２２～２３。毛泽东的“春节谈话”，使试办半工（农）半读有了明确的方向。
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支持半工（农）半读的意见。１９５８年５月，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到：“同我谈过的同

志都赞成我的意见，并愿意在个别单位中先进行实验。”［１２］９９１

半工（农）半读制度还是现实选择的结果。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曾经在根据地试行学校开

设劳动课、师生参与生产劳动、办学形式多样化的办学方式［１３］１８６。１９４９年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即强调

“教育必须为工农开门”。国民经济恢复期间，新生的人民政府需要安排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类人员就业，同
时众多失业人员和毕业生也要进入工作岗位，这就导致就业的压力很大。对此，刘少奇明确指出：“如果只能

进来，不能出去，这会把人胀死的。”［１４］３８１同时，劳动用工制度很不合理，只有固定工，不用临时工，“国家给工

资，工作只有那么多”［７］４７０。在这种“铁饭碗”的用工制度下，采用灵活的用工制度，逐步用合同工、临时工代

替固定工是十分必要的。这一时期，教育制度也面临一些问题，所有旧的高等学校培养的毕业生几乎都缺少

实际技能的训练。而且，随着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大部分学生毕业后不能进一步学习，他们需要走上工作岗

位。据统计，１９５７年春，“高小毕业生有４／５不能升初中，初中毕业生有２／３不能升高中和中等专业学校，高
中毕业生有１／３不能升大学”［１５］３２０。这表明，一方面广大学生不能继续升学；另一方面，全日制学校只注重

课堂教学，脱离生产劳动和实践。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积极发展教育事业，并改革教育和劳动制度。但是，
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十分困难，“办那么多学校，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７］３２３。

在上述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认为半工（农）半读可以解决体脑劳动的差别，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和官僚主义。刘少奇指出，从长远来讲，实行半工（农）半读，使教育和生产劳动有机结合，能够逐渐消除脑力

和体力两种劳动之间的界限，“脑力劳动跟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是没有多大了，开始消灭了”［７］４６８，这样，劳动

生产率将大大提高。另外，受当时“左”倾思想的支配，一些领导人认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国家有发生

资本主义复辟的可能性，“我们办半工半读学校也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１６］３７７。同时，半工半读还可以解决

工厂、机关里的官僚主义。“如果有个厂长是官僚主义，工人中有许多大学生，他们会叫他下台，因为许多工

人都可以而且也有能力当厂长。要搞贪污也有困难了。工人中有大学生会算账”［１７］。这样，我们的国家就

会兴旺起来。
半工（农）半读既是一种教育制度，又是一种劳动制度，是劳动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体，“在农村里

面办半农半读的学校，在工厂里面办半工半读的学校”［７］４６５。半工（农）半读还包含有“亦工亦农”的意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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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制度也不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要打破铁饭碗的就业思想。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在农闲时

可以到工厂、企业里做工，农忙时再干农活；工人也应该到农村种地，企业可以裁撤多余的工人，也可以引进

有用的人才。这种新型的制度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也可以减轻工厂的负担，对于工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半工（农）半读的实质，就是在财政经济十分困难、国家不可能包办教育的情况下，提倡多方面办学，以求普及

教育、拓宽升学和就业门路，培养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大批工农业技术人员和有文化的劳动者。
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动下，１９５８年１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要求在可能

的条件下，所有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都要试办工厂或农场，在办学经费上尽量做到自给或半自给［１８］３６０。
其学生在学习文化课的同时，要参加生产劳动，实行半工（农）半读。１９５８年，《红旗》杂志第７期刊登《教育

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一贯的教育方针。１９６５年１１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

展半工（农）半读教育制度问题的批示》，认为这个制度“代表了我们今后教育的发展方向”［１９］４６８。其间，《人

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相继发表社论，宣传半工（农）半读的优越性。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提

倡和推动下，半工（农）半读制度在全国各地普遍兴办起来。在此，我们谨以河南省新乡专区为个案，探讨半

工（农）半读在地方上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效果。
二、半工（农）半读制度在河南省新乡专区的实践

从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３年，半工（农）半读属于试办的阶段。党中央与国务院于１９５８年９月颁布《关于教育

工作的指示》，要求采用“半工（农）半读学校来普及教育”。根据这一要求，１９５８年，新乡专区积极试办半工

（农）半读式的新型学校———耕读小学、农业中学及城市职业中学，初步形成了与全日制学校相辅相成的两种

教育制度。在全面“大跃进”的形势下，汲县师范将教学搬到建厂工地，生物课搬到试验田，化学课搬到水泥

厂、炼铁厂、熬硝厂，教育课搬到民办中学，社会主义教育搬到整风会场和劳动工地，物理课搬到机械厂、电工

厂［２０］。一些学校开始试办工厂，因陋就简，白手起家。如安阳二师建立了水泥、机械、冶金、肥料等工厂，将

课堂教学搬到工厂与车间，师生结合轮流参加管理，轮流参加劳动［２０］。此后，在大炼钢铁的日子里，新乡专

区的许多学校实行工地上课，炉边教学，提倡炼钢时要带课本、带黑板、带作业、带凳子。同时，各地学校特别

是农村学校还参加了深翻土地、养猪积肥和支援水利建设的劳动。１９５８年，新专第二教育干校不仅自己开

垦盐碱荒地１０亩，均深翻２－３尺，全年收粮３５００斤，而且积极参加当地人民公社的生产劳动。据不完全统

计，“全年给公社割麦９００余亩，插稻秧３４２亩，深翻土地３６亩，修公路３２００公尺，挖河４００公尺。全年全校

教职员工每人做劳动日４０－６０个”［２１］。
在“大跃进”形势下，各种“大办”一哄而上，学校大办工厂、农场。截至１９５９年１０月，新乡专区２１７所中

等学校共办各种工厂１６２２个，农场１６０５个，耕地１８５２８亩。据年底该专区１９个市县学校统计，各地学校所

办各种工厂就达到５４００个，农场土地达到１２０００亩［２２］。同 时，各 级 各 类 学 校 师 生 参 加 的 各 种 劳 动 越 来 越

多，时间越来越长，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学生的文化培养。“有的学校则远出数十里，起火包工，一连十数天，
白天整日劳动，早晚学习四节”［２３］。由于劳动过多，教学质量明显下降。１９６０年初，由于经济特别困难，中央

大规模调整半工（农）半读的学校。从１９６１起，河南省新乡专区也对半工（农）半读学校进行大量压缩。
从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６６年，半工（农）半读又逐步恢复和发展。１９６３年以后我国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１９６４

年中央重新提出试办半工（农）半读的主张。新乡专区积极恢复和试办农耕小学、农业中学和城市职业中学。
为了加强对半工（农）半读教育的领导，１９６５年２月，新乡专员公署半工（农）半读教育委员会成立，专区教育

局设半工（农）半读教育科［２４］。县教育科设２－３人专管耕读教育，大部分公社建立了委员会或领导小组，责
成文教助理员专抓此项工作，有的大队也成立半工（耕）半读学校管理委员会，部分县还出版教育简报，及时

总结经验进行指导［２５］，如武陟县、新乡县、辉县、汲县、延津县等各有教育简报出版［２６］。随后，新乡专员公署

教育局召开会议，积极试办耕读中小学。
新乡专区实施半农半读制度，一般是结合农业生产举办不同形式的学校，学习方式比较灵活，如农闲全

日学、隔日学、半日学，半班、午班、晚班、送学上门等。教学设备讲求勤俭办学和因陋就简，学校的教室大部

是占用公办小学的剩余房屋、大队办公室和群众的房子；桌椅和办公用具一般是群众支援的旧用具和公办小

学挤出来的，个别比较富裕的社队是大队出钱置买的；其办公经费多数是大队负责解决或公办小学支援，个

别学校是采用勤工俭学解决的。如孟县朴庄民中三班１６２人，通过植树、育苗、砍柳椽、摘棉花等各种方式，
共收入１２４６．５４元，基本上解决了半年的经费问题［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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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设置方面，农村耕读小学一般设语文（毛笔字、庄户字、新百家姓、新三字经）、算术和唱歌等，有的

小学只学识字，不教拼音。农业中学有政治（主要讲党在农村中的各项政策和阶级斗争知识、国内外时事等

课程）、语文（主要是应用文）、算术课（珠算、会计记账），学以致用。林县苏门民中改为耕读学校后，“砍掉了

不必要的课程、章节，如删去古典文学，增加了农村应用文、珠算、会计常识和农业知识”［２５］。其每年的教学

时间一般为６至７个月，刚入学的七、八岁儿童上课时间适当多一些，农业中学学生的劳动时间则稍长一些。
劳动和教学时间的分配，本着小忙少学、大忙不学、农闲多学的精神安排。有些学校则根据实际情况安排具

体时间，如“汲县师范是半日上课半日劳动，汲中是每天二小时劳动，汲一初中是将所有班次打乱，分为城关

班与农村班，城关半日上课半日劳动，农村一周四天上课，三天返乡参加生产”［２７］。
在选派农村耕读学校的教师方面，要求家庭成分好、思想好、劳动好、热心耕读教育事业。耕读小学的教

师一般由大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提名、公社批准、到县教育局（科）备案；中学教师由公社和大队结合提名，
经县教育局（科）批准。教师工资的解决办法有以下几种：（１）全部记工分：全日教学的每月记２０－２５个工

（也有记３０个工的），半日教学的以换工补工的原则适当记工；（２）付钱：这种办法多数是公社或几个大队联

办的耕读中学，每月付给教师２５－３０元；（３）工分加补助：其工分和钱的多少，按生产队的农副业收入情况而

定；（４）谁上学谁拿钱，一般是公社和几个大队联办，学生来源面较大的学校；（５）换工：即学生集体到教师所

属生产队劳动，将教师每月所误的工补起来；（６）教育行政部门补助一些，如汲县每月对耕读教师补助３－５
元［２５］。教师的补助问题，一 般 规 定 每 人 每 月 平 均 按３元 补 助，专 区 往 县 里 发 放９个 月。学 杂 费 约２－４
角［２８］。对耕读教师的管理，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强调参加集体劳动，实行半农半教”［２９］。

新乡专区半工半读学校的形式，主要有工厂办学校、学校办工厂、厂校挂钩等几种形式。（１）工厂办学

校：１９６５年１０月，红旗电机厂招收一批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主要培养电机所需的技术工人［３０］。
这所学校的学生一周参加劳动、一周学习文化课程和电机方面的理论与技术。在劳动中先学电工、钳工的基

本操作，然后到车间参加实际劳动。课程设置方面，文化课主要有政治、语文、数学，还有电学原理、电工学

等，三年学习之后，主要做农机、电力技术修理工作，毕业生大都能够达到二级工 的 水 平［３１］。（２）学 校 办 工

厂：以新乡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为例，该学校实行隔周劳动、隔周学习的制度。校长即厂长，教导主任即车间

主任，教学与生产两手抓，教师既教学又搞生产，又是技术人员，学生则既学习又劳动。在教学上，以相关全

日制中专的教材为依据，结合本校的生产活动，精简、删除或合并教材。学校（或工厂）对学生实行“三包四固

定”，即包思想、包技术、包生活；定教员、定机器、定工种、定任务。（３）厂校挂钩：如新乡市某技工学校和新乡

市棉麻厂直接挂钩，学习时间为三年。教师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劳动，并负责教学任务。在工厂劳动时，学

生定工种、定师傅、定车床，并且跟随师傅实际操作。任课教师的劳动时间为一个月６至８天［３２］。
在时间安排上，工读学校学生一般为６天时间劳动和６天时间上课，星期日休息一天，少数为１４天劳动

和１４天上课，也有个别学校实行半天时间学习半天时间劳动。根据“一专多能、不固定工种”的原则，学工的

工种可以转换。劳动时，尽量安排学工做与所学专业对口的工作。在教材设置方面，基础课以全日制中专课

本为主，专业技术课则根据需要删除、合并、精简，节省的时间用于实际生产劳动。学生的劳动：第一学年，学
工先在工厂里做简单的工作；第二学年，根据所学专业轮换生产工种，熟悉工艺流程；第三学年，工厂和车间

量才使用学工。半工半读学校的课程教育是：政治思想课程大都由厂党委领导人负责；技术基础课根据“能

者为师”的原则，由本厂的工程人员和老技术工人担任；文化课教师大都选拔本厂文化水平较高的职工，有时

也请外单位的人兼职，少部分教师为教育局选派。

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的特殊历史时期，半工（农）半读被横加罪名，说这是资产阶级的“双轨制”，因而遭到

批判并全部砍光。这种新型的制度还没有来得及“五年试验，十年推广”便被扼杀了。
三、半工（农）半读制度在河南新乡专区的实施成效及问题

在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的过程中，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办学热情都比较高。武陟县宁郭公社郭村大队

干部“听到群众对孩子趴在砖墩上写字有意见，就设法筹划了五块木料，老支书亲自动手，做了五条长板作课

桌”。副大队长李树才“看到学生在祠堂上课太冷，主动给学校盘炉、生火”［３３］。有的群众主动腾出自己的房

子当教室，搬出自己的木板作桌子，有的人还挨家扫锅灰制作黑板等。“武陟县谢旗营公社刘官滩大队贫农

社员刘正君主动 地 腾 出 自 己 的 房 子 作 教 室。刘 庆 瑞 搬 出 自 家 的 木 板 架 桌 子，刘 正 松 挨 家 扫 锅 底 灰 泥 黑

板”［３４］。不但基层干部和群众的办学积极性较高，很多教师也能够积极参与办学。武陟县高西大队张兰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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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农出身）担任耕读小学教师后，“将饲养室搬家挪槽腾教室，撑船运转垒石墩，泥黑板解决具体困难。没有

办公地方就坐在砖块上曲膝办公”。博爱县北石间大队耕读小学教师李小菊在教学中耐心负责，“县里发给

小菊５元奖金，她一分不用全部买成石板、粉笔发给学生”［２５］。由于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参与，国家节省了大

量办学经费，减轻了国家的财政支出。
半工（农）半读学校对于普及教育、扫除文盲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半工（农）半读学校使长期上不起学的

贫困农民子女获得了上学机会，有利于解决扫盲问题。自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河南省教育会议后，新乡专区许多从

来没有办过学的偏僻村庄也办起了学校。另外，在半工（农）半读学校中，女学生的入学比例增大。据武陟县

宁郭公社统计，“女生入学率由２９％提高到４１．３％”［２８］。同时，对普及城市的基础教育也起了很大作用，在城

市办的半工半读学校，“使当年的高小毕业生全部升了学”［３５］，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生升学的愿望。
在教学课程和方法上，半工（农）半读学校采取“少而精”的方法，学以致用，不耽误生产，符合农村的习惯

和工厂的生产需要。农村耕读小学办到家门口，学生能够就近入学，既能帮助家庭做一些辅助劳动，又能学

习文化知识，还不误农时，这些方面都受到群众的欢迎。很多群众反映：“耕读小学真正好，贫下中农上得了，
生产学习两不误，毛主席想的真周到。”［３３］半工半读学校的学生到工厂里劳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决人手不

足问题，对工厂也是有利的，“工厂很欢迎，而且愿意吸收学生”［３５］。和全日制中专毕业的学生相比，半工半

读学校毕业的学生，学以致用结合得比较好，动手能力比较强。在进入半工半读学校前，很多学生不知道电

工的基本常识，不会使用基本的工具，不会安装常用的电线，通过专业劳动的实践后，“毕业生可以独自爬上

１５米高的电线杆作业，能够按照图纸安装比较复杂的电机”。通过半工半读学习后的学生掌握新设备、学习

新工艺比较快，老工人对此反映良好，说“这些娃娃能够一点就透”［２８］。
在半工（农）半读学校中，教学是一个薄弱环节，能否巩固耕读教育，关键在于提高教学质量，对此，有关

部门认识到“提高教学的关键，主要在于提高教师水平”［２８］。为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每县搞一个耕读教

师训练班，公社大都建立辅导站，学区成立耕读教师教学研究组。每星期抽出一定时间学习，或聘请全日制

业务比较熟的教师集中讲授一些语文、算术基本知识。有的搞假期短训，或者以公社、学区为单位举行观摩

教学，县进修学校搞巡回教学。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耕读学校在教学中强调分组教学，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

和接受能力，一个班分２－３组。在上级的鼓励下，很多教师表现积极，努力提高教学技能。武陟县侯圪垱耕

读教师张富荣，“开始办学没有教室，她就带领学生在太阳地上课。上午带学生到西墙跟上课，下午带学生到

东墙跟上课，毫无一点怨言”［２９］。耕读教师申方梅为了教好课，“以厕所墙当黑板，以玉米杆当学生，黑夜进

行试教”［３６］。由于学校和教师的认真对待，很多学生的学习成绩较好。林县西半里大队社员勾祥斌说：“我

的孩子上午学习，下午劳动，只月把时间就会记工分，认票面了。”［２５］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新乡专区半工半读

毕业的学生很多达到了三级技术工人的水平，相当一部分学生能够完成较高水平的技术任务。如设计科的

学生王财、陈明两人根据在半工半读学校学习的设计原理，写出各种产品设计规划书，使设计工作规范化，该
科主任高兴地说：“还是半工半读效果好，这样的规划书，就是一般的五、六级工估计也写不出来。”［２８］

在试办半工（农）半读学校 时，党 中 央 要 求“所 有 半 工（农）半 读 学 校，都 应 切 实 贯 彻 执 行 勤 俭 办 学 的 方

针”。在创办耕读学校过程中，新乡专区各地大都没有伸手向国家要钱，不向群众摊派，而是本着因陋就简、
勤俭办学的原则创办学校。城市的半工半读学校大都利用原有的劳动基地，或者采取和厂（场）挂钩的办法

办学。农村的半农半读学校一般不新建房屋，也不购置设备，这些做法很适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在办学时，
新乡专区政府十分关注群众的生活水平，提倡开展勤俭办学，“逐步达到学生上学不拿钱”［３７］。在当时条件

下，由于家庭贫困，很多孩子上不起全日制的学校，贫农高保岭说：“咋上得起呢？一期一个学生就得七、八、
十来元，咱家还缺粮。”但在半工（农）半读学校，学生上学花钱很少，“俺娃上学的学费是他平时卖家里的破烂

攒的钱”［２９］。半工（耕）半读学校对学生还免收学杂费和住宿费，在工厂劳动的学生还有一些补助：“一、二年

级供给伙食，到三、四年级时，除了供给伙食外，每月还另给少量（如二元左右）的零用钱。”［３８］对农业企业（包

括农场、林场、水产养殖场）自办的学校，学生劳动的收入则归个人所有。这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学生的家庭

经济困难，有的家长说：“上农中不花钱，能学文化，又会劳动，这样的学校就是好。”［３９］

半工（农）半读学校还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发展和身体健康。和全日制学校的学生相比，半工（农）半读学

校的毕业生大都能安心劳动，群众反映，“一般农中学生都比全日制中学强”。起初，学生不知道爱护劳动果

实，有的学生偷偷倒掉吃不完的饭，通过参加生产劳动，学生们养成了珍惜劳动果实、爱护公共财物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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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他们的身体素质也有所增强。原阳县韩董庄公社农业中学二年级的１７名同学中，“初入校时有五人患

慢性病，经过一年多的劳动，现在都好了。和二中的学生比，一般都比全日制学生的身体强壮”［３９］。
然而，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半工（农）半读处于我国特殊的经济困难时期，经济基础差，教育普遍落

后，加上当时“左”倾思想占主导地位等，试办半工（农）半读的实践有一些局限性。在第一阶段，由于“大跃

进”的推动，新乡专区各种“大办”一哄而上，学校大办工厂、农场，许多学校忽视了正常的智育教育，劳教结合

的理念被歪曲，占用学生过多的学习时间参加劳动，常常整月、整周地停课。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２４日，新
乡专区教育行政干校全体师生员工共１４６人，参加滑县声势浩大的抗旱种麦、兴修水利活动。“帮助群众抗

旱种麦２２９５３．９亩，挖支渠３１２１１．８丈，打土井３８８眼”［４０］，很难开展正常教学。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广

大师生分批到工矿、农村参加劳动，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教学秩序与规律被打乱。安阳市初级半

工半读学校的学生“每天劳动８小时，再加上会议和往返跑路就长达１１小时。新乡市挂钩的１２个工厂中有

５个厂上夜班”［３５］。这就冲击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有的学校则误解勤工俭学，总是在经济收入上打圈子，他

们不惜花费时间东奔西跑，到处打听，哪个门路收入大就去干那一行，汲县一中初三（４）班规定，“凡在外收一

条被子手续费五分。引起班与班、同学与同学间挑活、争活干，互相闹意见”［２３］。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占主导地位，在政治上强调“红”，以出身论归属，对资本家和地主富农立足

于批判，神话工人和贫下中农。如选拔教师的标准被严重扭曲，新乡专区特别要求教师的家庭出身，忽视其

品德、学识和实际技能。据辉县、获嘉、修武三个县４２６名耕读小学教师统计，“出身于贫下中农的３２７人，占
４２６名的７６．７％；中农出身的９６名，占４２６名的２２．５％，地富出身的仅有１人”［２５］。同时，学校对地富子女也

强烈歧视，有的学校干脆“把出身于地富家庭的学生班干部撤换掉”。教育讲阶级路线，非工农出身之学生的

受教育权利受到影响。另外，这也导致学生服从政治和上级的要求，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半工（农）半读学校的教师水平普遍偏低，缺乏教学经验，“特别是有些山区和灾区，认字人少，抓一个十

三、四岁的高小毕业生当教师，既没教学经验，又组织不好学生”［２５］。有的教师经常教错字、念错拼音。有些

耕读小学缺少教室，教材杂乱，办学条件较差，“有些学校的经费和教师工资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３４］。这

在不同程度上会影响教学质量。在智育方面，半工（农）半读学生的文化基础普遍较差，原阳县一个农业中

学，其学生中“没考上全日制学校而来上农中的１２７人，占７７％”［３９］。有的学校对农业技术只是要求达到一

般的农活水平，如学生学会扬场、扶耧、割麦等就算学会了农业技术，对新的农业科学技术注意不够。尽管上

述情况有的不是半工（农）半读本身的问题，但明显地影响了这类学校的办学质量。
四、结语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试办的半工（读）半读教育，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制度改革的尝试，是全日制教育

的有益补充，有利于走向多元化办学，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青年学生升学和学习的要求，并在一些方面取

得了有价值的经验，如学用结合、多层次办学、教学内容贴近当地生产实际的需要、因材施教等，对提高青年

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培养其创业能力有积极作用。同时，有利于克服学生轻视生产劳动和劳动人民的思

想，养成热爱劳动的观念和习惯，树立吃苦耐劳的作风，并能够从实际锻炼中巩固所学知识，提高理论水平，
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

半工（农）半读制度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当时我国的经济基础非常差，在没有解决吃饭穿衣问

题的前提下，希望通过半工（农）半读使“教育大众化”，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发展水平。而且这种模式受政治和

国家政策的影响很大，政府支持时一哄而起，反对时则悄然退场。过分重视劳动而砍掉很多必要的文化课

程，割裂了知识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一定程度上违背了教学规律。其中诸多问题，值得人们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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