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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遥

野教育要革命冶 是毛泽东在著名的 野五窑七指

示冶 中提出来的一个口号袁 这句话曾深深影响了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新中国有关教育改革和人

才培养方面的许多政策和实践袁 也概括性地表达

了毛泽东对当时教育制度和人才培养模式问题的

总的看法遥 一直以来袁对这一问题袁以及相应地对

毛泽东的教育思想的不同看法和争议有很多遥 本

文将尝试通过探寻毛泽东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

考与实践袁梳理野教育要革命冶这一理念所包含的

丰富历史信息袁 揭示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启示意义

和当代价值遥
一尧教育要改革院科技人才的匮乏

与经济建设的需要

众所周知袁新中国成立以前袁整个国家处于战

时的非正常状态袁可谓野一穷二白冶遥就经济建设层

面来说袁 突出表现为工业化程度极其低下遥 建国

前袁中国的工业极其落后袁工业部类不完整袁结构

不合理袁分布极不平衡袁除了一点采掘工业外袁其
他重工业部门几乎一片空白遥 主要工业产品的生

产制造企业不独立袁绝大多数为外资所控制遥民族

资本经营的企业袁主要集中在轻工业袁且多数是技

术简单尧设备简陋的小企业袁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

很低遥总的来说袁几种主要工业品渊煤尧电尧钢尧棉布

等冤 的人均占有量袁野不仅不能与同时期欧美发达

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袁 就是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

落后的俄国和东欧各国相比袁也是远远落后的袁甚
至低于长期是殖民地的印度冶遥 咱员暂渊孕苑冤对这种落后的

程度之甚袁 毛泽东曾经感慨地说院野现在我们能造

什么钥能造桌子椅子袁能造茶碗茶壶袁能种粮食袁还
能磨成面粉袁还能造纸袁但是袁一辆汽车尧一架飞

机尧一辆坦克尧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遥 冶咱2暂渊孕130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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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不发达袁导致当时的科技人才野全无用

武之地冶遥 野科学救国冶尧野实业救国冶理念的应用型

学科知识分子袁本应是国家最为急需的人才袁却迫

于现实无奈转行袁 就算费尽辛苦到国外学习先进

科学技术的也一样袁野文法科以外的学生袁 几乎可

以说是英雄全无用武之地冶遥 咱3暂渊孕150冤野学工的回国后

无厂可办袁学矿的无矿可开袁学林的无林可植冶袁其
结果野只好去教书冶咱4暂渊孕317冤遥 野那培养科学家尧技术

师尧工程师的学校袁移到中国袁只培养了一批一批

的候补官员和教员冶遥 咱5暂渊孕82冤 出现了严重的学无所

用尧学用分离的状况遥 另一方面袁高等教育在专业

设置上偏重于轻工业和维修工业袁 制造业与尖端

专业空缺袁工科大学生占学生总数比例偏低袁更加

剧了科学技术人才的匮乏遥
因此袁科技人才的匮乏袁严重制约着新中国的

工业化进程袁制约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遥而随

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袁 在探索适合中国国

情的尧中国自己的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视野下袁毛泽

东呼吁全党尧 全国要重视经济建设和科学技术袁
野要搞科学袁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冶咱6暂渊孕469冤袁野要在几

十年内袁 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

落后状况袁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冶咱7暂渊孕2冤遥
在这种情况下袁新中国工业化进程的起步袁在

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的最迫切任务袁 就是如何尽快

地培养适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工业化需要的人

才队伍袁尤其是工业科技人才遥
问题在于袁旧中国留下的科技人才队伍袁不仅

数量很少袁结构失衡袁而且这为数不多的科技人才

还有不少迫于客观条件走入野官冶尧野学冶两道袁未能

将所学所长与实际建设需要结合起来遥 摆在新中

国教育面前的任务袁就不仅仅是量的问题袁还有质

的问题曰不仅仅是教育领域内部如何调整尧扩大人

才培养的规模问题袁还有如何变革教育模式袁使得

人才培养能够满足经济建设需要的问题遥 一言以

蔽之院野教育要改革冶遥 应当说袁建国初期向苏联学

习为主的教育改革袁 在解决前一个问题上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遥 然而袁要较好地回答后一个问题袁却
必须跳出野就教育谈教育冶的窠臼袁将教育与产业

发展联系起来袁 这恰恰就是 50 至 60 年代毛泽东

教育思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遥 毛泽东关于人才培

养道路的一些独特思想和举措袁 也正是针对这一

历史任务所提出和实践的遥
二尧教育改革途径院科技工作与生

产实践相结合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经济的大发展袁 需要大

量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袁野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

部袁要有数量足够的尧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冶咱7暂渊孕2冤遥
而毛泽东的独特视角在于袁 他认为仅仅有一支科

技知识分子的专家队伍是不够的袁更为重要的是袁
这支科技知识分子队伍能够摆脱传统社会那种学

术脱离实际的学风袁 改正排斥劳动第一线的工农

群众尧 不善于从他们中汲取科技创新有益经验和

启示的偏差遥因此袁他希望科技知识分子在进行技

术创新及其他学术活动时走群众路线袁 到工农群

众中去袁 将研究与生产劳动中的具体问题结合起

来袁这正是毛泽东所提倡的教育改革的途径遥在毛

泽东看来袁特别是技术革新这样的科学技术工作袁
不可能在书斋和实验室里进行袁 必须而且只能在

群众的生产劳动中获得发展的源泉与动力袁 并在

科技人员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中得到真正的推进遥
群众性的技术革新与技术革命运动袁 是这一

思想的具体实践遥毛泽东于 1956 年知识分子会议

上提出野技术革命冶和野向科学进军冶的号召后袁多
次在不同场合强调党要把工作重心转移到技术革

命和文化革命上去遥经历了 1957 年反右派斗争的

暂时冲击后袁1958 年初袁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作

结论时又再度提出袁工作的野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

命方面冶咱8暂渊孕25冤遥 在将这篇结论补充整理而成的叶工
作方法六十条曳中袁毛泽东重申院野从今年起袁要在

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同时袁 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

去遥 冶咱9暂渊孕51冤

1960 年 1 月 23 日袁 毛泽东看到太原市委关

于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决议时袁 即认

为野可用中央名义转发各省尧市尧区党委及全国所

有中等城市党委袁加以研究袁参照办理冶咱员0暂渊孕17冤遥 此

后袁 他连续转发有关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情

况的报告袁 提出院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

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袁急需总结经验袁加强领

导袁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袁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

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冶咱员1暂渊孕77冤袁 从而推动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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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遥
在农村袁 这场运动主要表现为群众性的农业

科学实验运动遥 其核心内容是院通过干部尧科技人

才和群众相结合袁 在一定面积的田地上实验农业

科学技术袁再以此为示范袁推广先进技术和高产成

果遥 此即 1957 年毛泽东曾倡导过的野种试验田的

经验冶咱员2暂渊孕309冤遥 然而大跃进时期的浮夸作假败坏了

野试验田冶的声誉袁之后毛泽东也不愿再提遥但这种

方式仍受到人们欢迎遥 1964 年袁叶人民日报曳发表

叶积极开展群众性的农业科学实验运动曳 的社论遥
各地农业科研机关开展了以大办样板田为内容的

科学实验活动袁实际上是野种试验田冶的升级版遥有
学者指出院野在端正方向排除那些空洞的政治口号

后袁群众办科技的活动渊而不是运动冤仍在不间断

地进行着遥目前袁活跃在农业生产第一线的 200 多

万农民技术员袁 和遍及全国的科技示范户尧 专业

户袁就是 60 年代出现的群众科学实验小组的继承

和发展遥 冶咱员3暂渊孕102冤

在城市企业生产建设过程中袁 这场运动典型

地表现为野两参一改三结合冶的野鞍钢宪法冶模式遥
野鞍钢宪法冶是毛泽东在批示叶鞍山市委关于技术

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曳 中总结概

括的遥 野两参一改三结合冶袁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袁
工人参加企业管理曰 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曰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实行领导干部尧
技术人员与工人三结合的原则遥 咱员4暂渊孕91冤

历史地看袁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开展袁
是基于落后的生产技术水平不能满足生产发展的

需求而出现的必然要求遥 农以种为先袁50 年代农

业生产中对育种增产的技术革新需求最为迫切袁
野试验田冶等群众性科学实验小组就是首先为育种

选种发展起来的遥野鞍钢宪法冶的形成袁也是类似的

情形遥 时任鞍山市委书记罗定枫回忆道院野作为形

成市委叶报告曳的当事者袁我能鉴证鞍山市委叶关于

工业战线上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

报告曳袁 确实是鞍山市委在党中央和省委领导下袁
对鞍山尧 特别是鞍钢的生产实践进行了大量调查

研究之后形成的遥它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广大干部尧
工人尧科技人员迫切希望加快祖国建设尧尽早赶超

世界先进水平的良好愿望与热情和以主人翁责任

感表现出来的首创精神袁 也如实地反映了他们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袁 为中国的钢铁工业探索出的

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可贵经验遥 冶咱员5暂渊孕28冤

除了现实需求的影响袁 毛泽东最为强调的科

技知识分子要到生产实践中去尧 工农群众参与科

研工作和技术革新等观点袁 强调科技专家与群众

相结合袁极力推崇工人参与管理和技术革新的野鞍
钢宪法冶袁还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袁那就是力图打

破科技知识分子过于固守实验室尧 脱离生产实践

的状况袁从而克服科研工作与生产建设尧产业发展

缺乏应有互动的弊病遥 在生产建设第一线工作的

工农群众袁 最熟悉和了解生产发展对科技工作的

具体要求袁让他们参与科研和技术革新袁也正是同

样的目的遥一句话袁必须培育一种科技工作与生产

实践紧密结合尧良性互动的机制遥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和生产大发展的历

史经验印证了这一点遥 近代自然科学是作为资本

主义的伴生物最先在欧洲诞生和发展起来的袁并
随即被广泛应用于生产领域袁野只有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

务冶咱员6暂渊孕570冤遥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袁十分关注科

技发展袁 并不断投资推动科技进步及其在生产中

的扩大应用袁野科学获得的使命是院 成为生产财富

的手段袁成为致富的手段冶咱员6暂渊孕570冤遥资本主义经济的

发展袁 就是西方科技发展的社会土壤和主要推动

力曰同时袁西方科技发展也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

重要引擎遥因此袁西方近代科技和经济迅速发展的

重要原因袁就是依托资本主义制度袁实现了科技与

生产紧密结合袁科研工作以生产需要为核心袁科技

人才的培育围绕并依托产业发展袁 建立起科技与

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及相应的配置格局遥
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时期袁

新中国也不可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来实现这一目

标遥倡导科技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袁前者参

与生产实践袁后者参与科研工作袁实质上是力图创

造一种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可能途径袁 引导科技

工作围绕生产发展袁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遥从这一

点来看袁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无疑具有十分深远的

现代意义遥
三尧人才培养模式院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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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培养人才尧培养更多知识分子的领域遥
在工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方面袁 教育的基础性作用

不言而喻遥然而袁建国初期的知识分子群体以人文

知识分子为主袁且大多奉行野通才冶模式的教育理

念袁不能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袁尤其是工业化发展

的需要遥
建国初期的院系调整正是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袁 试图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的角度改进知识分

子的人才结构和知识结构袁 尤其是改变中国科技

知识分子规模严重不足的状况遥 通过构建一批工

科类专门院校为主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袁 为培养

工业化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奠定了基础袁 同时也

促进整个教育体系向专才培养方向调整袁 职业教

育也由此得到了长足发展袁 尤其是各种工业建设

稀缺人才和师资队伍袁 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

补充扩大遥 然而这种教育改革方向与不少高校知

识分子的野通才冶模式教育理念存在紧张关系袁遭
到他们的抵制遥从 1950 年 6 月的全国高等教育会

议提出院系调整袁到该年年底拟定叶1952 年全国

工学院调整方案曳并经政务院批准袁却延至 1952
年 4 月才公布袁中间一度搁置数月之久袁可见阻力

之大遥
今天的研究者常常与当时抵制院系调整的高

校知识分子一样袁 将这次调整视为教育领域苏联

模式与欧美模式的对立袁 却都忽略了在工业化刚

刚起步的国家袁教育发展都经历过类似阶段袁不仅

是苏联袁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袁也同样经历过强

调教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尧 注重培养专门人才的

阶段袁持续时间还很长遥 以美国为例袁1862 年美国

国会通过 叶莫雷尔法案 曳 渊Morrill Land -Grant
Act冤袁由联邦政府赠地给各州袁以其土地经营所得

用于开办农学院袁 培养机械及农业科技人员曰至
1963 年袁历经百年发展袁美国的工程院校发展到

247 所袁大大促进了国家现代工农业的发展遥 在此

过程中袁 美国高等教育的特征就是直接为产业服

务院为建设铁路尧公路袁就培养土木工程师曰为开发

矿藏袁就培养采矿工程师曰为设计工具和机械袁就
培养机械工程师等遥 咱17暂渊孕5冤中国的院系调整及职业

技术教育的发展袁正是类似的情形遥
在大力创办工程技术院校尧 改革教育为产业

服务的同时袁 美国还吸取了欧洲一些大学如英国

伦敦大学尧德国洪堡大学尧法国理工学院的办学经

验袁 采取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方针袁 从而形成了

野产尧学尧研冶相结合的模式袁同时推动了教育尧科研

和产业大发展袁 成为促进国家快速发展和经济发

达的重要原因遥
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这段历史经验来

看袁 以院系调整为代表的教育改革还只是在人才

培养的结构调整方面下功夫袁 要推动教育与产业

的融合发展还必须跳出野就教育谈教育冶的窠臼袁
让师生走出课堂和实验室袁 拓宽教学和科研的活

动场域遥由此观之袁这一时期毛泽东对中国教育方

针和教育模式的探索袁其价值突出表现在倡导野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冶的教育理念遥

1957 年 2 月袁毛泽东同志在叶关于正确处理

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曳 的报告中指出院野我们的教

育方针袁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尧智育尧体育几方

面都得到发展袁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遥 冶咱员8暂渊孕226冤 此即 1957 年的教育方针遥 1958
年袁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又概括性地提出野教育必

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袁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遥
劳动人民要知识化袁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冶的教育方

针遥 咱员9暂渊孕11冤在叶工作方法六十条曳中袁毛泽东极其详

尽而具体地列举了各级各类学校实行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的办学模式遥 他认为院野教育这个东西

比较带原则性袁牵涉广大的知识界袁是一个革命遥
几千年来袁都是教育脱离劳动袁现在要教育劳动相

结合袁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遥 大体上有这样几条院一
条是教育劳动相结合袁一条是党的领导袁还有一条

是群众路线遥 群众路线大家懂得袁没有问题了袁党
的领导现在可能问题也不多了袁 中心问题是教育

劳动相结合遥 冶咱20暂渊孕396冤并进一步提出院野书就是一些

观念形态袁 人家写的袁 让这些没有经验的娃娃来

读袁净搞意识形态袁别的东西看不到遥 如果是学校

办工厂袁工厂办学校袁学校有农场袁人民公社办学

校袁勤工俭学袁或者半工半读袁学习和劳动就结合

起来了遥 这是一大改革遥 冶咱20暂渊孕396冤

除了生产劳动本身具有的教育意义袁 毛泽东

更为强调和注重的是教学尧 科研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袁推动经济建设与发展遥 为此袁他不仅鼓励学校

办工厂尧农场袁也倡导地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尧
因事制宜地办学校袁 倡导学校与地方企业和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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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办学遥 因此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袁在实践

中就体现为办学形式多样化遥
1958 年 9 月袁中共中央尧国务院发布叶关于教

育工作的指示曳袁提出院野今后的方向袁是学校办工

厂和农场袁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学校遥学校办工厂

和农场袁可以自己办袁也可以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

社办遥冶野学校办工厂和农场袁要尽可能注意同教学

结合遥 学校也要协助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开办学

校遥 冶咱21暂渊孕6冤工厂和农业合作社办的学校袁野可以训

练工厂和农业合作社自己所需要的人才袁 也应该

为其他工业部门或农业部门训练人才冶咱21暂渊孕6冤遥 以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的教育大革命运动在

全国各地进一步发展起来遥
新中国国家财力有限袁 不可能像美国等资本

主义国家那样袁 主要通过国家大量的财政投入或

资源调拨袁或者由资本家资助办学袁来推动教育融

入产业发展遥 提倡勤工俭学尧半工半读尧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多形式办学袁 就有克服经费和资

源有限方面的考虑袁而在这一过程中袁以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的推广落实而创建起来的野产尧学尧
研冶相结合的模式袁也不失为从中国国情出发促进

经济与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遥
当然袁在野大跃进冶的高潮中袁这场教育革命也

出现了盲目追求速度尧 过快扩大规模等问题袁野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冶 的劳动在某些场合被片面

理解为简单重复的体力劳作袁 师生参加劳动过多

冲击了教学秩序的情况也不少遥后来袁对国民经济

实行野调整尧巩固尧充实尧提高冶袁压缩规模尧精简人

员尧 重新调整和整顿学校秩序就成为教育领域调

整的主题遥 1960 年下半年开始陆续制定的叶教育

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 渊草案冤曳尧叶全日制

中学暂行工作条例 渊草案冤曳尧叶全日制小学暂行工

作条例渊草案冤曳等袁强调野以教学为主冶的原则袁要
求学校必须根据教育部统一规定的教学计划尧教
学大纲和教科书进行教学袁 提倡 野办少些尧 办好

些冶袁要在统一领导下提高教学质量遥 咱22暂渊孕306冤

应当说袁 这些调整在当时纠正偏差是很有必

要的袁 但是并没有解决大规模生产建设对改革教

育模式提出的要求遥 毛泽东对这场教育大革命所

寄予的期望并没有完全实现袁 他在教育领域的探

索也远没有停止遥因此袁对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探

索与实验袁成为他所发动的野文化大革命冶中教育

改革和野教育革命冶的主要内容袁也就不难理解了遥
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的决定曳渊简称野十六条冶冤中第十条野教学改革冶
提出院野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袁 改革旧的教育方针和

方法袁 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其重

要的任务遥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袁必须彻底改变资

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遥 在各类学

校中袁 必须彻底贯彻执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

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尧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

方针袁使受教育者在德育尧智育尧体育几方面都得

到发展袁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遥
学制要缩短曰课程设置要精简曰教材要彻底改革袁
有的首先删繁就简遥学生以学为主袁兼学别样遥也
就是不但要学文袁也要学工尧学农尧学军袁也要随时

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的斗争遥冶咱23暂渊孕67冤这
个条目的最后一段正是出自毛泽东的野五窑七指示冶遥

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院野在耶文化大革命爷十年

中袁耶五七指示爷 对教育领域的影响超过了其他任

何领域遥教育革命中的一切试验和举措中袁几乎都

可以看到它或明或暗尧或大或小的影响遥 冶咱24暂渊孕5-6冤

具体说来袁野五窑七指示冶对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要

求是针对当时两类对象来提的院 其一是广大的人

民群众和军队官兵等各个领域的一线工作者袁主
要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工农群众袁 他们通常具有较

为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袁 但文化水平不高袁 需要

野知识化冶曰其二是接受学校教育的知识分子袁主要

是学生袁他们的文化水平较高袁但因为学习主要在

学校里进行袁较为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袁对实际情况

不很熟悉袁需要野劳动化冶遥 从人才培养角度来说袁
毛泽东强调得更多的是针对上述两类对象各自的

不足袁力图有所弥补袁倡导各个具体行业及其从业

者能在野有主有从冶尧野调配适当冶尧野兼学别样冶的原

则下多样发展袁 借此打破各个行业及其从业者的

发展囿于自身狭隘领域的格局遥就学生来说袁由于

他们处于知识的习得阶段袁主要任务是学习袁但这

种学习不能局限于课堂袁还要同时参加到社会生活

和生产实践中去袁因此要野以学为主袁兼学别样冶遥
不难发现袁 这其中表达的思路与此前毛泽东

在 1957-1958 年时提出的教育改革思想是相通

的遥野十六条冶在该条目中袁不仅收入了毛泽东野五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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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指示冶 中关于 野学冶 的部分的论述袁 而且重提

1957 年的教育方针咱23暂渊孕67冤袁也正说明了二者的内在

共通性遥 同样的思路也表现在此后的野七窑二一指

示冶中遥
从 1957 年的教育方针尧野五窑七指示冶到野七窑

二一指示冶袁一脉相通之处即在于强调教育要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袁因而学生要参加生产实践袁工人也

要参与教尧学遥 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袁这
份调查报告中对学生和工农结合袁 参加生产劳动

的意义袁是从改造世界观的角度来提的袁而毛泽东

修改了这句话袁强调这也是野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

重要途径冶遥 咱25暂渊孕508冤这一修改充分表明袁毛泽东一

直坚持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技术研究必须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的观点遥
四尧未完成的变革院教育尧科研与

生产实践有效结合

改革开放 30 年后的今天袁社会主义建设取得

的成就已远远超过了毛泽东时代袁 科技进步更是

突飞猛进遥社会主义中国从一个不能自主生产野洋
火冶的落后农业国家袁发展为世界上掌握科学技术

最为先进尧全面的大国之一遥站在今天反观毛泽东

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袁 必须承认他的思考和

探索的局限与不足袁 尤其要承认其在实践中导致

的消极后果袁但是同时也要看到袁毛泽东所针对的

问题及其采取的解决思路袁 依然具有鲜明的当代

价值遥
毛泽东关于教育革命和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

思考袁 主要是围绕着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

的人才来展开的袁 这一目标至今仍然未能得到很

好的解决遥众所周知袁中国是一个科技论文产出的

大国袁然而高论文产量却不等于高质的科研成果遥
大量的实验室建设和大规模的经费投入袁 在航天

科技尧重工机械等领域也取得了辉煌的成绩袁然而

从总体上说袁 在科研产出和科技转化方面还是差

强人意袁 科技人才尤其是能够发挥推动社会进步

的科技创新人才依然难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遥
人们总在感慨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自己的野苹果冶
和野微软冶袁野山寨冶大国的帽子略显沉重遥科研论文

大国并不等于科研强国遥
因此袁就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而言袁毛泽东思

考的方向可以说依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袁 那就是

要走出一条产尧学尧研有效结合尧良性互动的发展

道路袁教育改革也有相应的配置机制遥 叶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渊2010要2020 年冤曳中
强调野教育与经济尧社会的结合冶袁倡导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要野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尧行业企业联合培

养人才的新机制冶袁要求高校要野增强社会服务能

力冶等袁也是基于同一思路袁这也应当说已是现代

教育改革的共识遥而具体如何落实这些战略安排袁
还需要切合实际的战术设计和不断实践遥

毛泽东时代曾经借助教育改革和 野教育革

命冶袁 试图构建一种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体系袁尽
管这些努力都带有明显的探索和试验性质袁 其过

程充满了艰辛曲折和剧烈变动袁 结果也不能令人

满意袁但其中一些举措似乎不应一概否定遥例如推

动办学多样化袁鼓励学校办工厂尧农场袁也倡导地

方企业和公社因地制宜尧因事制宜地办学校袁倡导

学校与地方企业和公社合作办学遥
应当说袁他强调野教育要革命冶袁批评教育体制

存在的问题袁提出和推动许多教育改革的举措袁要
求知识分子走出所谓纯学术的窠臼袁 自觉关注社

会需求和生产发展袁实现教育尧科研尧生产三结合袁
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正确政治方向尧 关注社会现

实问题袁又具有良好专业知识和技能袁符合现代化

建设需要的人才队伍袁 然而这些探索和尝试却不

能不受到当时政治生态的影响遥文革期间的野教育

革命冶更是在野两条阶级路线冶的阶级斗争话语体

系中展开袁在实践中频频走向绝对化尧极端化袁甚
至产生了一些人为制造的纯粹为政治斗争张目的

事物袁 不仅使得探索变革人才培养模式的效果大

打折扣袁还造成了相关问题认识上的思想混乱袁消
极影响深远袁以至今天再提到野教育革命冶袁都会使

人联想起那些极野左冶的做法和空洞的政治口号袁
阻碍了对这些探索和试验更进一步的经验总结遥
就如美国学者观察到的那样院野研究与生产相结合

本是个好主意袁 但现在这个好主意因使人联想到

耶文革爷的动乱袁也就变得声名狼藉了遥 冶咱26暂渊孕385 因
此袁对毛泽东的野教育要革命冶的思想及其实践的

认识和评价袁及其对今天教育发展的可能启示袁还
有待在清除极野左冶思潮影响的前提下袁做更多的

辨析和研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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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可以这样说袁就野教育要革命冶所关注和

表达的核心问题来说袁 改革不能适应时代要求的

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袁 是一个至今仍未完成

的任务遥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院野教育是民族振

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遥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袁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袁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尧为人民服务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

本任务袁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遥 冶进一步明确新时期教育的任务袁为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袁为人民服务遥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在提高袁 人民对教育的

期盼和要求也在提高袁在这一教育方针渊野二为冶冤
的指导下袁新时期的教育制度必将迎来更深化尧综
合性的改革遥而毛泽东在这些方面的思考和尝试袁
对今天更好地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尧 坚持贯彻 野二
为冶的教育方针不无启发意义袁其中提出的许多问

题袁尤其是教育尧科研与生产实践如何有效结合起

来袁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袁适应并促进经济发展和

社会进步袁 仍然是今天的教育改革所必须高度重

视的主题遥 作为一场对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的未完成的变革袁野教育要革命冶的当代价值袁或许

也就在这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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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遭泽贼则葬糟贼院 Mao Zedong's theories of education practices in 1950s and 1960s center on his meditations on
and reformations of talent training modes under the guidelines of " revolution in education" . He earnestly
attempted to propel China's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wards focuses of social needs and
production development, to integrate educatio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duction, and train talents with
correct political views, realistic social concerns, proper proficiency and skills that fulfills the needs of
socialist modern construction. In spite of the many flaws in its practices, such thoughts are still inspiring for
our education reform in 21st cent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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