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苏区（闽西）学校教育的历史经验及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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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1.龙岩学院师范教育学院袁福建 龙岩 364012曰 2.华侨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袁福建 厦门 361021曰
3.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纪念馆袁广西 桂林 541001冤

摘 要院 中央苏区 渊闽西冤 的学校教育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袁 在经济条件艰苦尧 政治环境严峻
的情况下开展的袁 具有教育目标明确尧 办学形式灵活尧 教员选拔制度严格尧 教育制度规范等鲜明特点遥 苏维
埃政府始终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要位置袁 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袁 注重学生的自我
管理遥 时至今日袁 这些做法对于今天的学校教育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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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 3 月至 6 月袁郭滴人尧邓子恢尧朱积
垒尧张鼎丞等人在龙岩后田尧平和长乐尧上杭蛟洋尧
永定湖雷尧溪南尧金丰等地先后策划尧开展游击运
动袁领导农民暴动袁建立地方武装遥当年的 7月 15
日袁中共闽西特委和闽西暴动委员会成立袁标志着
闽西红色政权的建立遥 1930年 3月 18日袁闽西第
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袁 大会选举了邓
子恢尧张鼎丞尧郭滴人等 35人为闽西苏维埃政府
执行委员会委员袁邓子恢为主席袁闽西苏维埃政府
成立遥1929年 3月要6月袁在毛泽东尧朱德尧陈毅的
领导下袁红四军三次入闽袁先后解放的县城包括长
汀尧连城尧上杭尧龙岩和永定等地袁各县的苏维埃政
府陆续成立遥 随着苏维埃政府的成立袁 中央苏区
渊闽西冤各地的新式教育活动陆续开展起来遥

中央苏区渊闽西冤袁起始时间为 1928年红色政
权的建立袁直至 1934年 10月红军长征开始遥所讲
的中央苏区渊闽西冤教育渊以下简称野苏区教育冶冤袁

侧重于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袁再进一步讲袁则主
要指小学渊含高小冤教育遥 干部教育渊如红军学校冤
和社会教育渊如夜校冤等其他教育形式袁不在本文
讨论的范围之内遥
一尧鲜明的教育主张
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要位置袁 是中国共产

党办教育的一贯主张袁 是苏维埃政府教育政策的
鲜明特征遥

一是鲜明的教育方针遥 野共产主义的教育袁目
前实际斗争的教育袁两者要密切联系起来遥 冶咱1暂渊P94冤

苏区自成立之初袁 便明确自己的教育性质是共产
主义的袁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为之奋斗的最终目标遥
这一远大目标的定位袁 为苏区教育的发展指明了
前进的方向遥纵观闽西苏区整个教育史袁尽管面临
重重困难袁但野实施的教育同共产主义教育紧密结
合这一主张冶自办学之初就是明确的袁而且自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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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都是一致的遥
二是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遥 封建社会的

统治阶级鄙视劳动袁 将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对立
起来遥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与此相反袁野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冶 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主
要论断遥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劳动创造了人
本身袁 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必经之路遥从现实的角度看袁将劳动教育纳入学校
教育袁能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劳动能力袁是学生
野社会化冶的重要途径遥 1930年 7月 23日袁闽西苏
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计划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

议袁 提出了明确的施教主张院野以养成智力和劳力
作均衡之发展的原则袁 并与劳动统一的教育之前
途遥 冶咱1暂渊P97冤1930年 8月 2日袁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
会第八次会议召开袁 决定将各地小学的名称改为
劳动小学渊后又改名为列宁小学冤袁凸显劳动在学
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遥 1934年 4月袁教育人民委
员部修正了叶教育行政纲要曳袁明确指出野消灭过去
把政治斗争和教育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冶野消灭过
去生产工作和教育工作对立起来的错误院 在农忙
的时候袁要有计划的有定期的休业袁使儿童参加生
产曰除规定参加生产时间外袁不得借口儿童无时间
求学而缺课遥 冶咱1暂渊P103冤

三是坚决反对旧式教育遥 历史上的封建思想
长期存在袁加之国民党的教育干扰袁使得旧式教育
在经济落后的闽西人民头脑中短时间内还不能去

除掉遥 一方面袁表明了反对封建教育的鲜明态度遥
苏维埃政府针对部分地区维护封建教育的状况袁
给予了通报批评袁 对于开办学校教育较好的地区
则给予通报表彰遥 叶红色中华曳第 86期曾通报袁汀
州市内使用旧教材的私塾有 31所袁涉及学生 273
人遥相比之下袁列宁小学只有 1所袁学生仅有 3人遥
叶红色中华曳第 131期则赞扬了宁化县淮阳区淮阳
乡列宁小学的办学成绩袁称它是野一所值得学习的
模范学校冶袁上杭才溪区还组织了学生到该校参观
和交流遥 另一方面袁切实采取行动袁对旧式教育予
以取缔遥1931年 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
国工农兵代表大会规定 野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
建的尧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遥 冶咱2暂渊P27冤

旧塾学的叶四书曳叶五经曳等内容在新式学校里全部
废止遥苏维埃政府的教育主张和实际行动袁减少了
旧式教育长期以来对苏区的不利影响袁 客观上宣

传了共产党的教育主张遥
二尧保障学生的入学权利
闽西苏区受历史尧地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袁经

济尧教育尧文化水平落后遥长期以来袁绝大多数的农
民子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遥 中央苏区全盛时期
(1930年 8月要1931年底)拥有 250万人口袁面积
约 5 万平方公里袁 闽西的文盲竟达总人口的
90%遥 咱3暂红色政权确立后袁苏维埃政府至少从三个
方面保障了穷苦大众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遥

一是法律和制度保障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大纲明确规定院野在进行革命战争许可的范围
内袁应开始实行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袁首先应在青
年劳动群众中实行袁 应该保障青年劳动群众的一
切权利遥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训令
渊第十七号冤规定院野在可能的范围内袁必须实施普
及义务教育的免费与小学教育的优待袁 至少需要
做到由政府供给小学学生的书籍与文具费用袁和
小学教员的伙食冶遥 1930年袁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
表大会宣言及决议案规定院野招收男女学生读书袁
免除学杂费及书籍费冶野六岁以上及十四岁以下之
男女应入学校读书袁 父母不得阻止遥 冶咱1暂渊P89冤1930
年袁 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计划委员会召开
第二次会议袁 会议提出 野采取强迫性的教育袁凡
6要11岁的儿童有受小学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冶遥苏
维埃政府和教育人民委员会还出台了系列教育法

规和训令袁保障了适龄儿童受教育的权利遥主要有
叶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建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决议案曳
渊1930年 8月冤袁叶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工作大
纲曳渊1930年 11月冤袁叶闽西各县尧区文委联席会议
议案曳渊1931年 7月冤遥 此外袁各区尧县也出台了相
关议案袁包括叶上杭县政府第二届工农兵代表大会
决议案曳渊1930年 9月冤袁叶永定县第二次工农代表
大会决议案曳渊1930年 2月冤袁叶龙岩县第二次工农
兵代表大会关于文化教育问题的决议曳渊1930年 2
月冤等遥

二是经费上的保障遥 尽管闽西苏区绝大多数
地区经济落后袁财政较为困难袁但在对教育的投入
上袁苏维埃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遥 1930年 3月袁闽
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对教育经费问题作出了

野各县教育经费至少要占全县收入的 20%冶 的规
定遥 7月袁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化部教育委员会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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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经费问题也作出要求院野要照闽西工农兵代表
会将土地税收入的 20%充教育经费的决议案执
行遥 冶咱4暂渊P17冤事实上袁大部分县均将收入的 20%作为
教育经费袁个别县还超出了这一比例遥 可见袁各县
苏维埃政权对苏区教育的支持力度遥 在保证经费
到位的情况下袁苏区政府还规定野文化教育目前大
多数劳苦权重最迫切的要求袁 各级政府不得将这
笔经费随便拿作别用遥 冶咱1暂渊P87冤

三是对特殊群体主要是红军子弟的照顾遥
1932年 2月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会训令
渊第九号冤规定院野凡设立学校的地方袁红军子女有
免费入学的权利遥 冶咱1暂渊P5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
央政府优待条例规定院野红军在服务期间袁 子弟读
书袁免纳一切用费冶袁野凡红军死亡或残废者其家属
优待办法如下院一尧子女弟妹幼小的由国家设立革
命纪念学校专门教育他们袁并由国家维持其生活袁
直到年满十八岁袁由国家介绍职业为止遥 冶咱1暂渊P12冤对
入学的红军子女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袁野凡是在服
务期间的红军子弟入校读书的袁 由乡优待红军家
属委员会于优待红军家属的基金中抽取一部分袁
作为津贴纸张尧笔墨尧书籍等费袁每名每学期津贴
大洋二角五分到三角遥 冶咱5暂同时袁苏区开展野优待红
军家属礼拜六冶活动袁从中央到乡政府乡支部袁全
体人员必须全部参加袁 将优待红军家属作为一项
经常性的群众活动遥
三尧 丰富的教育内容和灵活的办

学方式

苏区学校根据当时尧当地的实际情况袁遵循教
育规律袁丰富教育内容袁采取灵活的办学方式袁保
障了教育活动的蓬勃开展遥一是教学内容丰富袁贴
近生活实际遥 闽西苏区小学课程共有 14门袁分别
为 叶国语曳叶算术曳叶体育曳叶常识曳叶音乐曳叶美工曳叶自
然曳叶园艺曳渊或 叶商店曳冤叶地理曳叶社会进化史曳叶政
治曳叶共产主义浅说曳叶生理卫生曳叶速记术曳遥 尽管
看起来科目繁多袁但分析后可以发现袁所开设的课
程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遥淤理论知识与劳动渊生活
实践冤相结合遥 所学内容既有叶国语曳叶算术曳袁也有
叶美工曳叶园艺曳渊或叶商店曳冤曰于城乡学校课程并不
完全一致袁 部分课程因年级的不同略有差别遥 如
叶算术曳课程袁在高小三年级下学期加野珠算冶内容遥
农村小学课程为叶园艺曳袁城镇小学课程为叶商店曳袁

充分考虑到了县城和乡村学校学生认知能力的不

同曰 盂课程的编排体现了知识体系的系统性和学
生学习的循序渐进袁如同样是叶自然曳课袁高小一年
的叶自然曳为野植物冶袁高小二年级为野动物冶曰高小三
年级上学期为叶物理曳袁高小三年级下学期为叶化
学曳曰榆增加了革命思想的启蒙教育袁开设有叶政
治曳和叶共产主义浅说曳等课程遥苏维埃政府还组织
人员限期编写部分新教材袁如郭滴人曾于 1930年
亲自负责编写叶共产主义浅说曳袁教材内容突出革
命性袁 读起来朗朗上口袁 浅显易记袁 很适合儿童
学习遥

二是教学形式灵活多样遥 一方面体现为学期
设置的灵活性遥 1931年 7月袁苏维埃政府常委会
通过叶闽西各县尧区文委联席会议议案曳袁对学期设
置进行了调整遥叶议案曳按照农村的实际情况袁将一
年分为三个学期袁从春耕到夏收到冬收袁每个农忙
时段放假 2-4周不等袁类似于多年前北方部分学
校的野农忙假冶袁当然这一假日并非法定遥闽西苏区
学校的这种做法既保证了学生的学习袁 也照顾到
了农业生产的实际遥 另一方面体现为学校设置的
灵活性遥 闽西地区多为山区袁 人口居住分散遥 闽
西苏区文化教育委员会本着因地制宜的原则袁依
据在学儿童的数量尧 离校的远近和经济状况等因
素袁将学校重新编制袁给教学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
便遥 咱5暂

三是注重实践课程和全面评价遥 一方面鼓励
学生结合日常生活开展教学互动袁反对野死读书冶遥
闽西各县尧 区文委联会规定院野教授学生绝不是死
板的认几个字袁而要多用启发式尧表演式袁使学生
易于了解遥 有的课程袁 不一定在教室里讲授袁 应
实地教学袁 如讲植物等可以带学生到田边去观
察冶遥 咱6暂另一方面袁在评定成绩时袁综合考虑学生的
月评分数尧学期得分尧劳作实习和社会工作情况袁
体现了全方位考核的教育理念遥
四尧多项举措保证教学质量
教学活动的顺利开展及教学质量的保障袁既

需要一支能落实中国共产党教育方针的教师队

伍袁同时也离不开教育行政部门的巡视和督查遥
苏维埃政府注重教员的质量遥 一是注重遴选

知识分子进入教师队伍遥 首先袁尊重知识分子袁积
极吸纳他们进入教师队伍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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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人民委员会训令渊第 17号冤规定院野必须利用一
部分愿意积极地为苏维埃服务的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专门家来参加教育工作遥 冶咱1暂渊P7冤对于广大知识分
子袁苏维埃政府表现出极大的欢迎和鼓励的态度遥
野知识分子若要参加革命袁 工农阶级均可收容他
们袁 依照他们的才干的大小袁 分派他们相当的工
作遥 冶咱1暂渊P10冤其次袁坚持原则袁保证教师队伍思想上
的先进性遥闽西苏区受条件所限袁符合教员资格的
人选不多袁 但苏维埃政府文教部门对教员的选拔
并非盲目袁而是有着一套严格的规范遥苏维埃政府
坚决排除野社会民主党冶袁即便师资紧缺袁仍旧选拔
野工农分子比较识字的来充当冶遥 在开办教员培训
班时野要阶级成分好的来训练冶遥 1930年 8月袁中
共闽西特委制定关于宣传问题的草案袁 明确提出
文化部的教育方针袁其中之一就包括野彻底肃清封
建思想冶袁最主要的是保证教员思想的先进袁对有
封建思想的教员进行淘汰遥 这就在学校教育的源
头上杜绝了封建思想的传播袁 也为共产党的革命
思想和理论的传播提供了可能遥这些做法袁保证了
教师队伍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遥再次袁共产党部分领
导人带头垂范到小学执教遥 闽西苏区教育史上曾
经出现过令人振奋的情景院 如毛泽东曾经在上杭
县古蛟地区的苏家坡指导地方干部办了一所平民

小学遥毛泽东在上杭大洋坝养病期间袁贺子珍曾在
乡里的列宁小学当教员遥 这些做法极大地鼓舞了
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袁 也鼓舞了闽西苏区办学的热
情遥

二是保障教员的待遇遥 苏维埃政府对教员极
为优待袁 甚至把他们的生活待遇提高到苏维埃政
府工作人员的水平遥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
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渊第九号冤要要要小学教员优待

条例曳详细规定教员受照顾的类型院淤小学教员的
生活费要依照当地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活费曰 于注
重生活保障袁对于乡村小学教员袁乡苏维埃应发动
群众帮助小学教员耕田袁 城市没有分到田的小学
教员袁 市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帮助教员家属工作
或给予其他物质帮助曰盂特殊情况袁如疾病或任课
期间教员有疾病袁 享受同苏维埃工作人员一样的
待遇曰榆给予适当的奖励袁按照儿童的入学率尧教
学质量尧学生参加斗争工作等标准予以评奖遥这些
做法切实可行袁成效明显袁调动了广大教员的积极
性袁解决了教员们的后顾之忧袁在社会上树立了尊

重教师的良好形象遥
三是建立巡视制度遥巡视制度的建立袁旨在掌

握各地教育的实际袁提高教育质量袁保证党的教育
方针和苏维埃政府教育措施的落地遥首先袁健全巡
视法规遥 1934年 4月袁教育人民委员部修正的叶教
育行政纲要曳 中对巡视与报告的办法单独设了一
章袁详细规定了巡视的目的尧巡视的具体方法尧报
告方法袁对乡教育委员尧区教育部尧县教育部尧省教
育部的巡视与报告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遥其次袁派
专人巡视遥 早在 1930年 6月袁闽西苏维埃政府文
委会派出工作人员到各县进行巡视袁 对各县的教
育情况有了整体的把握遥再次袁培训专门的巡视工
作人员遥 1930年 9月 7日袁闽西总行委发出开办
巡视员训练班的通知袁首期训练班共 20人遥 9月
15日袁 龙岩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召开第八次会
议袁派谢啸秋尧苏子尤等到各区巡视教育工作遥 巡
视的任务包括审查教员程度尧 调查学校设备状况
等 15个项目袁巡视目的明确袁内容详尽遥

这些工作的顺利开展袁 得益于闽西苏区成立
之初就组建了较为健全的教育行政机构遥 闽西苏
区教育行政机构共分三级袁 第一级为闽西苏维埃
政府文化委员会袁下设文化部曰第二级为县级苏维
埃政府文化委员会袁 下设文化科和区级苏维埃政
府文化委员联席会曰 第三级为乡苏维埃政府文化
委员遥各级文委会职责明确袁保证了苏区教育政策
在各地的推行遥
五尧闽西苏区学校教育的启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 闽西苏区的学校教

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袁各地区普遍建立了小学袁受
教育的人数大大增加袁 这是闽西苏区教育取得的
最大成效之一遥叶苏区教育的发展曳指出袁据不完全
统计袁 到 1934年 3月止袁 在中央苏区的江西尧福
建尧粤赣尧瑞金等地袁开办了列宁小学 3199所袁学
生约达 10 万人遥 补习学校 4562 所袁 学生约达
88000人遥 咱7暂具体到闽西苏区袁适龄儿童入学率达
到了 60%左右袁有些乡村在群众中的扫盲率高达
90%遥 如到 1934年 1月袁上杭县通贤区 7248人袁
有约 4800人扫除了文盲遥才溪全区 8782人袁除小
孩外的 6400余人中扫盲率达 90%遥 咱3暂 更重要的
是袁 闽西苏区学校为苏区培养了大批具有马列主
义信仰的新型知识分子遥苏区学校的做法和经验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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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当前的教育工作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

义遥
渊一冤思想政治教育要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
苏区学校教育始终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

在重要位置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袁坚持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方针袁 为红色政权培养了一
大批人才袁保障了红色政权的发展和壮大遥我们今
天的学校教育仍旧要把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放在

首要位置遥 教育的目的性是任何时期都要强调和
突出的袁我们办的是社会主义的学校袁社会主义学
校教育始终离不开 野为谁培养人袁 培养什么样的
人冶 这一根本问题遥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袁 这是社会主
义学校的办学宗旨和原则遥当前袁随着全球化进程
的加快袁社会上弥漫着各种社会思潮袁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广大青年学生遥 加之目前国家实行较为开
放的办学方针袁 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和深化袁 国外
学校的办学理念尧方针和政策对我国学校的教育尧
管理工作提供了借鉴遥 交流越是频繁和深入袁 就
越要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 越要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尧正确的野三观冶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养成教育遥 尤其是在高校中袁野要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袁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
育教学全过程袁实现全程育人尧全方位育人遥 冶咱8暂

渊二冤注重办学方式的灵活性
苏区各县经济状况尧 武装斗争开展的情况不

同袁分别采取了适合当地发展的教育形式遥尤其是
学校的修业年限袁各地不尽相同袁有的地区小学分
为初级阶段渊三年冤和高级阶段渊三年冤袁有的地区
将小学分为三个阶段袁即野二二二制冶遥 总体来说袁
修业年限的长短适合了当时当地的劳动生产和社

会发展的需要遥 这种做法为我国当前的学校教育
提供了发展思路袁即学校办学的模式不能搞野一刀
切冶遥且不论我国东西部尧南北方的差异较大袁即便
是具体到一个省尧一个市袁仍存在沿海和内陆尧经
济发展快与慢的差异遥 当前袁 在学校的办学过程
中袁必须理论联系实际袁因地制宜袁注重办学方式
的灵活性遥 这一点对我国当前的新建本科高校启
示颇多院在学科设置上袁既要顾及学校相关学科的
历史渊源袁 又要考虑当地经济发展对这些学科的
需要曰在人才培养模式上袁既要考虑学生的专业成
长袁又要考虑学生的创新创业曰在课程设置上袁既

要保证教学目标的实现袁 又要考虑与实际生活的
密切关联曰在教师的选聘上袁既要保证校内教师的
稳定袁又要积极选聘一批校外指导教师遥这样的办
学方式袁既落实了国家的教育方针袁又彰显了学校
自身的办学特色袁 还照顾到了地方的实际袁 这一
切袁最终在培养的学生上予以集中体现遥

渊三冤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
学生具备一定的自治能力袁从学生自身来说袁

有利于个体成长曰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袁便于学校
顺利开展各项活动曰从教育目标来看袁有利于培养
公民的民主意识遥 闽西苏维埃政府文委会出于民
主和锻炼学生自治能力的考虑出发袁 注重学生的
自我管理袁 在小学成立学生会袁 后来改称学生公
社遥龙岩县龙池区的区尧乡小学是闽西苏区最早成
立学生会的小学遥 叶小学管理法大纲曳渊1934年 4
月冤指出院野苏维埃的小学管理法袁主要的目的是发
展儿童的自治能力袁 养成学生自觉地遵守团体纪
律的习惯袁确立整个学校渊校长教员学生冤的集体
生活遥 冶咱1暂渊P112冤学生会选举规范袁体现了民主和集中
相结合的原则遥 学生会先由全体学生选举产生代
表袁代表再选举产生执行委员会袁再由执行委员会
选举出常委会遥学生会运作规范袁全体学生会成员
每月召开一次例会袁代表会半月召开一次袁执行委
员会每周召开一次袁常委会三天召开一次遥学生会
职能明晰袁除了管理好学生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外袁
还可以对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袁 对于提高教
学效果袁改善师生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遥他们积极
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袁在优待军属尧募捐支前等
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遥

当前袁青年学生如何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袁让
自己的行为规范符合社会的要求袁 这是教育工作
者无法回避的遥 因此袁 要对学生机构进行改革遥
2017年 3月袁叶学联学生会组织改革方案曳 发布袁
明确了学生会组织的基本定位和职能袁 明晰了学
生会的定位遥 野学生组织是党领导下尧团指导下的
广大学生自我教育尧自我管理尧自我服务尧自我监
督冶袁形成了党领导下的野一心双环冶团学组织格
局袁即在党的领导下袁以团委为团学组织的中心和
枢纽袁以学生组织为学生自我教育尧自我管理尧自
我服务尧自我监督的主要学生组织袁以学生社团及
相关学生组织为外围延伸手臂遥在这种格局下袁学
生的利益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袁 学生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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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西苏区的学校教育是在经济条件艰苦尧政
治环境严峻的情况下袁 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下开展的遥在短短的 6年时间里袁有一个事实是不
容忽略的袁 那就是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造成了国
共边界的不固定性袁 由此造成了闽西苏区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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