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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从两个阶级斗争的年代
,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

忽视甚至无视科学技术教育
,

到
“

社

会主义 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
”

从侧重于 以政治思想 或改造 的角度考虑教育与

生六 劳升相结合 问题
,

到
“

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

从
“

又 红又专
,

德才失
一

备⋯⋯ 红和德是第一位
”

的
,

到
“ ‘

不专
’

之红
,

就不是真正 的红
,

红 一定要专
,

红与专是

并重的
”

等等
,

毛泽东教育思想和邓小平教育思想的各 自特 点是显而 易见 的
,

这就是马克思

主义在 中国教育界的继承和发展
。

邓小平教育思想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

因此
,

必须站在

他的整体思想上去理解他的教育思想
。 “

解放思想
、

实事求是
”

是贯穿于邓小平建设有 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全部观点的精髓
,

因此
,

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教育思想的过程中
,

必须 以此

为方法论基础
。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
、

毛泽东思想的继承

和发展
,

因此
,

要深入透彻地理解邓小平教育思想
,

务必在整体观点
、

全面观点和根本观点的

基础上进行比较
,

通过 比较能加深我们对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解
。

把邓

小平教育思想与毛泽东教育思想放在历史背景中进行 比较研究
,

是教育理论界应该做的有

益工作
。

一
、

关于教育与政治
、

经济的相互关系

怎样处理教育与政治
、

经济的相互关系
,

取决于如何看待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
,

而处

理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又取决于人们怎样理解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政治的主要内涵 如 指

导思想
、

社会 目的与任务
、

实施的条件和方法
,

等等
。

由于历史发展不同时期诸多错综复杂

的情况
,

邓小平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在处理教育与政治
、

经济的相互关系的一些具体观点上是

存在不同特点的
。

当然
,

这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一些重要间题上认识
、

判断不同相

关
。

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无产阶级政治的不同理解
。

而对无产阶级政

治的不同理解又来自他们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判断之相异
。

建国之后
,

经过党和人民的艰苦卓越的奋斗
,

到  年
,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

建立
。

党的第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明确指出
“

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

力
,

实现国家工业化
,

逐步满足人 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
,

虽然还有阶级斗争
,

还需加

强人 民民主专政
,

但其根本任务已经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 ”〔‘,

这标志

着社会主义由革命向建设的转折
,

表明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的转移
。

然而
,

由于当时



国际国内诸多矛盾的复杂性
,

以及个人的局限性
,

毛泽东同志最终否定了
“

八大
”

对当时形势

与任务的认识和判断
,

对社会的主要矛盾重新作 出了估量
,

认为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

盾
,

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

毫无疑 间
,

这是 当前我 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

⋯⋯

, 又大
’

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间题
, ‘

八大
夕

决议上有那么一段
,

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

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 ’

心〕
由此

,

无产阶级政治的主要内涵

就是两个阶级
,

两条路线的斗争
。

在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上
,

毛泽东同志强调政治是

经济的集中表现
,

政治是经济工作的生命线
,

要通过
“

抓革命
”

来
“

促生产
” 。

在教育与政治
、

经

济间的三角关系中
,

重心在政治
。

因此侧重强调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

客观上淡化了教育与经

济的关系
。

由于政治的主要内涵是突出阶级斗争
,

因而
,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主要是为

阶段斗争服务
,

重在 思想意识的
“

改造
” 。

尽管毛泽东同志也认识到
“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庞大

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
,

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
” , ‘ , “

要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

学文化上 的落后状况
,

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

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 目标
,

决定一切的

是要有干部
,

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
” 。 〔幻

然而
,

由于
“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
,

是

灵魂
” , ‘ 〕

这就致使在实践上难以把政治与经济工作的关系统一协调起来
,

甚至出现过政治

工作代替经济工作 政治工作干扰经济工作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严重倾向
。

在教育上
,

则表现

为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

忽视甚至无视科学技术教育
,

这样
,

也就难以使
“

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

学技术专家
”

成为社会现实了
。

在新时期
,

邓小平同志坚持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

领导

全党和全国人 民总结历史的经济教训
,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
,

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

期社会的主要矛盾
。

指出
“

社会主义的本质
,

是解放生产力
,

发展生产力
,

消灭剥削
,

消除两

级分化
,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 。〔‘〕

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 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与落后

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

那么
,

无产阶级政治的主要内容就是推动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建

设
, “

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就是最大的政治
” 。 〔 ,

从这个观点出发
,

邓小平同志在分析和

考察了政治与经济的现实关系之后
,

提出了
“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坚持改

革开放
”

的总战略
。

那么
,

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主要方面就是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建设服务
,

在把握教育的政治方向的同时
,

必须强调或突出科技教育的重要性
。

这样
,

在教

育
、

政治
、

经济三者构成的关系中
,

重心落在了经济
,

教育与经济之直接现实的关系具有教育

与政治的关系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

二
、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诚如前文所述
,

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在教育与政治
、

经济相互关系的问题上
,

认识

不同
,

因而
,

他们在处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上
,

思路也是有差异的
。

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把它作为教育方针的一部分
。

毛泽东同志

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是以
“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

为前提的
,

是为达

到知识分子劳动化
、

劳动人 民知识化
、

消灭三大差别
,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设计的
,

因此
,

具

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
。

毛泽东同志认为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具有以下重要意义 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知识分子工农化
、

工农干部知识化的途径
。

教育与生产劳动

相结合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途径
。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促进学生脑力和体力

劳动相结合的手段
。

从以上几个方面
,

我们可以看出
,

毛泽东同志较侧重于从政治思想教育



或改造 的角度考虑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问题
。

在两者结合的问题上
,

较充分地认识到了

教育与体力劳动结合的价值和意义
,

这些观点都是正确的
,

对我们今天乃至以后的教育工作

均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不可忽视
。

但是
,

从马克思主义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看
,

“

结合
”

的意义远不限于政治思想方面的
,

更为根本的还须从整个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即 伙

宏观角度去认识其
“

结合
”

之意义
。

在这点上
,

邓小平同志恰恰有深刻
、

透彻的论述
。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
,

邓小平同志同样非常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
,

 年

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提出
“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

我们必须认

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
,

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 。 〔〕邓小平同志 围绕

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

从教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之战略地位的高度
,

在马克思主义
、

毛泽

东思想的基本观点的基础上
,

重新认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指出
“

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

事业必须 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

不然
,

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职业不相适应
,

学

非所用
,

用非所学
,

岂不是从根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那又怎么可能调

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
,

怎么可能满足新的历史 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艰巨要求
”
即

这就拓宽了思维的空 间
,

从
“

大教育
”

的角度丰富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涵义
,

从而在理

论上突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意义
。

邓小平同志认为
,

要使教育事业与整个

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
,

教育事业的计划就必然 戎为国民经济计划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我

们的国民经济是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
,

我们培养训练专家和劳动后备军
,

也应该有与之相适

应的周密的计划
。

我们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
,

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 不但要依据生

产建设发展的要求
,

而且必须充分估计到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趋势
” 。 ‘, 。,

这就是说
,

教育 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还有一个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问题
。

由于现代化大生产 由体力

密集型逐步向智力密集型过渡
,

对劳动者的科学水平文化素质要求 日益提高
,

因此
,

邓小平

同志强调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内容和方法上要
“

不断有新的发展
” ,

也就是说
,

这

种结合
,

不再只局限于教育与体力劳动的简单结合
。

而应该顺应时代的进步
,

根据现代化大

生产和科学技术发展 的要求
,

不仅不能轻视脑力劳动的价值
,

反而应该肯定和增强它的作

用
。

因此
,

在结合的方式上
,

不能简单化
、

形式化
, “

各级各类学校对学生参加什么样 的劳动
,

怎样下厂下乡
,

花多少时间
,

怎样同教学密切结合
,

都要有恰当的安排
” 。 “ ‘〕

综上所述
,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 在

充分认识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教育意义的同时
,

强调要从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宏观角度思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视野更为开阔 侧重从现代生产和科学技

术要求出发思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

重视并充分肯定了生产劳动中脑力劳动的重要性
,

这就为教劳结合在新时期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

三
、

关于人才培养的标准

政治家关于人才标准的考虑
,

绝非凭空臆想
,

而是与他们所确立的政治抱负
、

社会理想
、

根本任务等紧密相联的
。

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原理
,

从他所分析
、

考察的实际状况出

发
,

总结建国以来改革教育
、

培养社会主义人才方面的经验
,

同时还充分考虑到学 习苏联经

验时
,

教条主义地照搬凯洛夫《教育学 》的历史教训
,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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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人才标



准
,

从而改变了教育 目的要
“

培养共产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成员
”

这一不切合中国实际的

人才培养标准
。

在处理德
、

智
、

体几方面的相互关系问题上
,

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分析国情时指

出
“

⋯⋯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
,

还是长期的
、

曲折的
,

有时

甚至是很激烈的
,

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
。

资产阶级也要按照 自己的世界观

改造世界
。

在这方面
,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 。 〔‘幻因此

,

政治思想在德
、

智
、

体三方面占居最突出的地位
,

强调
“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 , “

没有正确的政

治观点
,

就等于没有灵魂
” 。 〔‘”要求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

,

认为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接班人必须是又红又专
,

德才兼备
,

而在红与专
,

德与才两者中
,

红和德是第一位
。

那种
“

不注重思想和政治
,

成天忙于事务
” 、 “

只专不红
” 、 “

不问政治的倾向
” , “们

是很危险的
。

由此

可见
,

毛泽东同志一方面指出人才需要
“

全面发展
” ,

另一方面
,

在全面发展的诸因素中
,

突出

了德和红的重要性
。

邓小平同志在人才培养标准问题上
,

首先强调必须坚持毛泽东同志的教育方针
,

而且要

求必须进一步把它
“

贯彻到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
”

去
,

指出教育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

毫

无疑问
,

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放在第一位
” 。 〔‘〕于此同时

,

他又根据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

强调了专业知识和技术水平的重要性
,

在红与专的关系上
,

邓小平同

志分析道
“

不管你搞哪一行
,

你不专
,

你不懂
,

你去瞎指挥
,

损害了人民的利益
,

耽误了生产

建设的发展
,

就谈不上是 红
,

不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 〔‘的
也就是说

,

红是方

向性的东西
,

固然重要
,

但如果只红而不专
,

不仅心有余而力不足
,

不能有所作为
,

常常还可

能起负背作用
,

因此
, “

不专
”

之红
,

就不是真正的红
,

红一定要专
,

红与专是并重的
。

由此出

发
,

邓小平同志要求在教育上要做到
“

两手抓
” , “

两手都要硬
” 。

邓小平同志还从我国改革开

放的实际出发
,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路相联系
,

提出了培养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文

化
、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公民标准
。

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

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建设
,

邓小平同志还提出了反映时代特色的干部人才标准
,

即
“

革命化
、

年轻化
、

知识化
、

专业化
”
的标准

,

要求按这个标准
,

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班子
。

无论是
“

四有
”

公 民
,

还是
“

四

化
”

干部
,

都需要教育去培养和造就
,

因此要重视并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邓小平同志的人才

观
,

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人才标准
,

又结合了时代要求和改革开放的实际
,

发展了毛泽东思

想的人才观
。

以上我们从教育理论中的几个主要问题 出发
,

对毛泽东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教育观点

作了初步的比较
,

反映出两位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

政治家
、

思想家在教育观点上各

自的特点
。

参考文献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 员会关于建 国以来 党的若干历史问题 的决议》
。

〔〕〔〕〔〕〔〕《毛泽东选集》
·

第五卷
·

第 页
、

第  一 页
、

第 一  页
、

第 页
。

〔 〕〔 〕〔〕〔 兀 〕〔 〕 邓小平文选》
·

第三 卷
·

人 民出版社
·

 年第 版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第  页
。

〔 〕《毛泽东选集》第五 卷
·

第 。 页
。

〔 〕〔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
·

第 一 页
。

〔 〕〔 〕 邓小平文选》
·

 一 年
·

人 民出版社
·

第 页
、

第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