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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回顾与展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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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为思想源泉，吸收一切世界文明成果和教育经验，深入实际开展研究，逐步建设成完整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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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教育走过
了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到社会主义教育的整个历
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逐渐建立起了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人把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指导着新
民主主义革命所取得的胜利。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
过新民主主义的发展到社会主义的改造，进入了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建
设、改革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毫无例外，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建设，也离不开马克
思主义的指导。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
题，就是教育的性质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
论传入中国之前，人们都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本
质和作用。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
独秀第一次正确地揭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正确地阐述了教育的性质。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
义的观点，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阐明

教育的本质，指出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的发

展，教育具有历史性和阶级性的特点。马克思主

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所

制约，同时又反过来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

济。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 “一定的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

映。”“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

治和新 经 济 的 东 西，是 替 新 政 治 新 经 济 服 务

的。”①教育是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是一定社会

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反过来，教

育要为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在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代，中国的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是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经过几年恢复时

期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1958 年 9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

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我国已经开始进入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新时期。同年 9 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

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

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

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教育方针奠定了社会主

义教育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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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的过程中，曾经走过一
些弯路，受到“左”的思想的干扰，片面地强调为
当时的政治斗争服务，忽视了人的本体的培养，偏
离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教育自身的规律，阻碍我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主持工作，指出建设

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 力”的 主 张，强 调 要 尊 重 知 识，尊 重 人 才。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
应，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
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新拨正了中国教育发展
的航向。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中明确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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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明确了教
育与社会的关系，阐明了教育的根本性质。

今天，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教育
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习近平站在时代的高
度，针对当前的国际形势，结合我国的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提出“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
底是人才竞争，人才越来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
展的战略性资源，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
地位和作用更加突显。”①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要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和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服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关于
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求得
人的解放。但是在人类社会中，人不是一个抽象
物，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
哈的提纲》一文中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
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
系的总和。”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时候，

揭示了人在生产中的地位。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
生产由于资本主义的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同时大工业生产又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工业生产
的必然要求; 个人的全面发展是指的脑力和体力

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 因而提出，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是改造社会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也是培养人的全面发展唯一途径。个人的全面发

展是通过生产劳动同教育的结合来实现的。
邓小平在 1978 年的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非常重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这是改造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在无产阶

级取得政权以后，就是培养理论与实际结合、学用

一致、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根本途径，是逐步消灭脑

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重要措施。”③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奠定了我国教育理论

发展的基础，指导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以
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为思想源泉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是中华民

族几千年来实践创造的文明成果，蕴含着丰富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教育就是在中国文化

这块沃土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教育理论建设离不

开中国文化教育传统。中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有

以下一些特征:

第一，重视教育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把

教育作为立国立民之本。古代的重要教育著作
《学记》论述了教育的重要作用，说: “建国君民，

教育为先”。从国家来讲，可以兴国安民，从个人

来讲，可以成为有道德的君子，提出: “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把教育摆在立国的首位。
所以，中国远古时代就有学校，即家有塾、党有庠、
术有序、国有学，成为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

第二，为国为民的教育价值观。中国古代教

育开始就与社会国家联系在一起。教育就是为了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矢志爱国，是中华

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华民族美德的重要

内容。中国古代思想家深刻的忧国忧民思想哺育

着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为国为民的教育价

值 观 始 终 是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教 育 理 论 的 思

①

②
③

习近平 2014 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座谈会上 讲 话，新 华 网，http / /politics people． com． cn /n /2014 /0910 /c70731 －
25629093－3．html。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8 年版。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10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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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源泉。
第三，“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有教无

类”，是孔子最早提出来的，指的是，人在于教育，

没有种类之分。虽然当时孔子主要是指统治阶级

内部“有教无类”，但后来大家把“有教无类”作为

教育公平的代名词。促进公平，使每个儿童享受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永远是中国教育理论需要

研究和实践的问题。
第四，道德为先的教育思想。中国传统教育

始终把德育放在第一位，培养圣人也好，培养君子

也好，都是教育学生做人，做一个人格高尚的人。
陶行知说:“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

真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强调自律，自我修养，

从心情上陶冶情操，同时还重视向他人学习，见贤

思齐，以他人为鉴。
第五，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因材施教”也

是孔子最早提出的。《学记》中说: “使人不由其

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学记》还强调，教育要及时，错过了时间，即使勤

奋也难有成就，“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难成”。
同时又指出，教育也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

更不能拔苗助长。所谓“不陵节而施为孙”，“学

不蠟地”。这都是中国教育理论需要继承和发

展的。
第六，学思结合的教育方法。孔子说:“学而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还说: “博学而笃志，

切闻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孔子还提出启发式的

教学方法，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温故而

知新”等。虽然后来封建科举考试以“六经注我，

我注六经”的经院主义教育方法盛行，但学思结

合却是中国优秀的教育传统。
第七，教学相长的原则和师生关系。尊师重

教是中国教育的优秀传统。重教必先尊傅。韩愈
《师说》中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教

师既是经师，更是人师。同时，教师也需要向学生

学习。教师可以从学生的质疑中提高自己的学识

和教学技能。《学记》写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

后是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知困，然后能自

强也。故曰: 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说明了教

与学的辩证关系。

中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理论建设的思想源泉，需要深入挖掘和研

究，继承和发扬。在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要

正确对待中国文化教育传统，继承和发扬中国文

化的优秀传统，批判和摒弃陈旧落后的思想观念。

三、吸收世界优秀文明成果，

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理论

中国现代教育是从西方引进的，中国的教育

理论开始的时候也是来自西方，是从日本转手过

来的。第一部教育学是王国维翻译的日本教习立

花铣三郎的《教育学》。西方教育理论输入中国

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清末民初。日本明治维新以

后，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从日本引进了许多西方

教育理论。从上述的《教育学》以外，还翻译了江

口辰太郎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讲义《教育学泛论》、
波多野 贞 之 助 的《教 育 学 讲 义》等，据 统 计，自
1896 年至 1911 年，中国翻译出版的教育书籍达
76 种。① 这些译自日本的教育学著作，主要也是

介绍德国赫尔巴特教育学派的理论。
第二个阶段是五四运动前后至 1949 年全国

解放以前。这一时期有两种思潮影响着中国教

育。一是以美国为主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二是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
1919 年 5 月 1 日杜威应北京大学、江苏教育

学会等五个学术团体的联合邀请来华讲学，到
1921 年 7 月 11 日离开中国，在中国逗留了两年

十个月零 10 天。其足迹遍及奉天、直隶、山西，江

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等 11 个省。在各

地作了许多演讲，宣传他的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

思想。他的演讲先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又编辑

成册。著名的有《杜威五大讲演》( 在北京的讲

演) 、《杜威三大讲演》( 在南京的讲演) 、《平民主

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对中国当时的教育

产生巨大影响。与杜威在中国讲学的同时，其他

欧美学者也纷纷来到中国介绍和宣传他们的教育

思想。如英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罗素、美国哥伦

① 周谷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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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大学孟禄等。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毛泽东说: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
主义。”①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介绍俄国十月
革命的同时，也介绍了苏俄 的 教 育 理 论。1921
年，《新青年》8 卷 2 号、4 号和 5 号的“俄罗斯研
究”专栏里，刊登了《苏维埃的平民教育》《苏维埃
的教育》《俄罗斯的教育现状》《革命的俄罗斯底
学校和学生》《俄罗斯社会教育》等文章，介绍十
月革命后俄罗斯的教育改革。② 早年马克思主义
教育家杨贤江、钱亦石等人在介绍苏联教育、宣传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起了重要的作用。杨贤江的
著作《教 育 史 ABC》( 1929) 、《新 教 育 大 纲》
( 1930) 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著作，对中
国 马 克 思 主 义 教 育 理 论 的 发 展 产 生 了 重 大 的
影响。

早期马克思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传播，不仅影
响了中国教育理论建设，而且在中国革命根据地
得到实践，从而形成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
主主义教育。

第三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的初期。以苏联为
师，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1949 年 10 月 5 日，刘
少奇在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
人民的建国经验。”“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所没有的
完全新的科学知识，我们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
些科学知识。例如: 经济学、银行学、财政学、商业
学、教育学等等。”③学习苏联的主要渠道，一是翻
译出版苏联的教育理论著作，二是聘请苏联专家
来华讲学和指导。代表苏联教育理论的主要著作
是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自 1949 年 11 月开始
翻译出版，到 1953 年出版发行共 16 次，其发行量
之大是惊人的，几乎做到中国教师人手一册，对中
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起了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凯洛夫教育理论强调以下几点: ( 1) 教育是
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阶级社会的教育具
有历史性、阶级性，苏维埃教育学要为无产阶级事
业服务。( 2) 强调系统的知识传授。苏联在 20
世纪 30 年代曾经批判过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

想，认为它不能让学生学习到系统的科学知识。
从而要求较早的实行分科教学，强调系统的知识

讲授。这一条对中国教育影响甚深，我们长期强

调基本知识基本训练，不能不说受到苏联教育的

影响。( 3) 强调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的刚性作用。
( 4) 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

第四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改革开放使我

国教育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引下，打开国门，向

世界学习，努力吸纳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新理念，

新经验。
最早引进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1972 年发

表的教育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

天》。该报告指出，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

引起的社会变革，人类开始进入了学习化社会，终

身教育成为人们生存的必需。随后，各种教育思

潮相继涌入。有苏联赞可夫的发展性教育理论、
苏霍姆林斯基的“和谐教育”理论、美国布鲁纳的

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德国

的范式教学理论等。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也

得到了重新评价。
同时，教育界介绍了各国教育改革和课程改

革的经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是教育改革最

活跃的年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

各国教育改革的热潮。特别是由于苏联第一颗人

造卫星上天，美国“国防教育法”的出台，引起了

教育现代化的变革。
各种教育理念和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为我

国教育理论建设增添了许多教育资源。同时，在

吸收世界教育成果和总结我国教育实践的基础

上，我们重新恢复了教育哲学、比较教育等学科，

新建了高等教育学、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
育人类学、教育管理学等新兴交叉学科。

四、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教育理论建设打开了新思路

改革开放，迎来教育科学发展的春天。1979

①
②
③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71 页。
参见顾明远:《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13 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1982)》，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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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经邓小平批准，成立了中国教育学会，同

时，教育部成立了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规划教

育科学的研究。至今已经过了 8 个五年规划时

期，完成了以万计的科研课题。40 多年来，中国

教育理论界经过了几次教育大论争，逐步厘清了

发展思路，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迈出了新步

伐。主要教育论争是:

( 一) 教育本质的大讨论。1978 年，时任中国

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于光远提出，教育这种现象

中，虽然有上层建筑的东西，但不能说教育就是上

层建筑。这个讲话引起了教育界的大讨论，长达

十年之久。虽然没有统一的结论，但对教育的本

质有了深入的认识。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教育要为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服务，同时要重视

人的发展和超越; 教育的功能性和本体性是统一

的，只有个体的发展才能促进社会整体的发展。
( 二) 学生主体性教育的讨论。1980 年，有学

者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

体”的观点，引起了一场大讨论。学生在教育中

的地位，是教育理论界长期争论的问题。赫尔巴

特主张教师为中心，杜威主张以儿童为中心。这

场讨论的实质是教育观念转变的问题。经过漫长

的讨论，大家认识到学生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
学生的主体性不同于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而是

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自主性、主动性，同时教

师仍然要起引领指导的作用。
( 三) 教育产业化的讨论。20 世纪 90 年代，

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教育

产业化、教育市场化的思潮开始兴起。经过讨论，

大家认为，在教育领域内有产业化的成分，但教育

不能产业化，更不能市场化。教育是社会公益事

业，特别是义务教育阶段，应该由国家来承担责

任。但是可以吸收民间资金，鼓励民间办学。
( 四) 素质教育的讨论。上个世纪 80 年代，

在批判应试教育的同时，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一

时引起了教育界的争议。有学者认为，素质教育

的提法缺乏理论依据，素质一般指人的生理、心理

的遗传素养，难以在后天培养。2006 年教育部会

同中宣部、人事部、社科院、团中央等部门开展了

一年多的系统调查，提交了一份《素质教育系统

调研总报告》，对素质教育作出了新的界定: “一

般说来，素质即人所具有的维持生存、促进发展的

基本要素。它是以人的先天禀赋为基础，在后天

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内在的、
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结构及其质量水平，主要包

括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 社 会 文 化 素 质 等。”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2020) 》明确指出:“坚持与人为本，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于是，素质教

育成为教育理论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 五) 教育现代化的讨论。20 世纪 90 年代

初，在率先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沿海主要城市，提

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议题。在珠江三角洲和长

江三角洲开展了多次的讨论。较为普遍的认为，

教育现代化就是为适应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充分

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新成果来改变教育制度、教
育内容和方法，促进人的现代化的过程。教育的

现代化包括教育观念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的现代

化、教育内容的现代化、教育手段的现代化。最终

是培养现代化的人。②
改革开放 40 年来，教育科学研究蓬勃开展。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教育科研走出了大学的书斋，

走进基层学校。科研兴教、科研兴校成为广大教

育工作者的共识。经过教育科研 8 个五年规划，

教育科研硕果累累，教育科学已经从一本教育学

发展成教育科学群体; 许多引入的教育理论逐渐

完成了本土化; 我国教育工作者创造许多自己的

教育理论和经验。。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理论建设迈向了新征程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党

的十九大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历史地位，提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确定了新的目标，做出

了新的部署。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不仅

是指导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方针，也为中

①
②

素质教育调研组编著:《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系统调研》，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 页。
以上均参见顾明远著:《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第十章，太原: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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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教育工作发表了

一系列重要讲话，他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上的

讲话，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教

育改革和发展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深刻地论述

了新时代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问题和实践

问题，提出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一系列新理念、新
思想、新观念。总结为“九个坚持”，即坚持党对

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

任务，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发展教育，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新，坚持把服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教育的重要使命，坚持把

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① 全面论述了教育

的本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任务和培养目标。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建设奠定了理论

基础。
习近平提出“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决

定着人类未来”的论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教育是传承文化、培养人才的社会活动，教育要面

向未来，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做贡献。这就是教育

的本质特征。
习近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实现自身解

放的思想，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他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说: “建设构造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发展位置，深化教

育改革，加 快 教 育 现 代 化，办 好 人 民 满 意 的 教

育”。他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 “教育是民族振

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的德政工程，……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以人

民为中心”，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

核心。从这个观点出发，深入研究中国教育的本

质和任务。
习近平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要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

班人。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对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论述得既全面又具体，具

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为新时代的教育方

针充实了许多新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理论研究指明了方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建设，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

习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认真领会其精神

实质，同时深入中国教育的实际，理论和实际相结

合，总结教育实践中的鲜活经验; 同时吸收世界教

育改革的经验，把世界经验与中国教育实际相结

合，实现教育的本土化。逐步建立完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

Seventy Years’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Gu Mingyuan
(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086，China)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guided by Marxism
and President Xi’s theory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It has roots in Chinese
excellent cultural tradition，and absorbs the achievements of diverse civilizations and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from the whole world． What is more，it bases itself on the in-depth researches about Chinese own educational
practices． Now the comprehensive system of socialist educational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eing
gradually establ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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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国教育报》2009 年 9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