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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是传承文化和文明的主要载体，教育的变革涉及文化的变迁及社会变迁、制度变迁等。
教育在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教育问题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
展密切联系。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自强道路的过程中，许多人都将救亡图存寄希望于教育，因而教
育问题是知识分子、政治家都非常关注的事情。
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相关问题也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些著名历史人物，也都与兴办学校、发展教育有关。
　　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来看，中共与中国高等教育有深远的历史渊源。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与高校的一批知识分子和学生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中国的高校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从事革命活动的主要场所之一，中共领导的一些学生运动，也是中共
历史上重要的事件。
同时，中共也影响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高等教育随着中共政策的不断变化，走过了一段不平常的曲折历程。
中共在对待教育问题上的正确与失误，与它对一些重大事件的认识与处理有直接关系，这中间也反映
出了很多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文化教育问题的研究，都是从事教育史的教育研究者在辛勤耕耘，而大多数党史、
国史研究者却忽略了文化教育这一条考察线索。
　　从研究视角来看，从事党史研究和教育学研究的视角是不同的。
后者更关注教育本身的发展、内部各个结构的运行，总结教育发展的规律。
而党史研究的目的不在探求教育发展的内部规律，而是通过考察教育这一切入点，研究中国共产党。
在现有的中共党史、国史类研究成果里有论述到党与文化教育的关系等相关问题，但是深入、系统研
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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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也对自己曾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新民主主义思想等同的观点进行了深刻地检讨：“把陶先生所
创导的生活教育与新民主主义教育混淆起来了，认为可以从生活教育里创造一套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来
；一九四九年的思想基本上与一九四五年的思想没有变化，丝毫没有认识到教育理论是要从整个社会
发展与政治斗争中产生的”。
“不是《人民教育》去年展开了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我可能会偷偷地把生活教育的一套，送进新
民主主义教育的阵营里去，也就会腐蚀我们的党，使新民主主义的教育的理论庸俗化，歪曲教育政策
。
”“我不同意‘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毛主席和陶行知共同创造起来的’（戴伯韬同志作了初步检讨
，但我认为他更应该挖一下当时这样提法的思想根源）。
”“新中国所需要的教育是合乎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从而提高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教育，旧中
国遗留的社会必须彻底改造，旧中国遗留的生活中肮脏的东西，必须彻底去掉。
所以绝不是传统的社会可以当作学校，不是一切生活都是教育。
我们要批判、扬弃‘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
”刘季平在他的批判文章则从哲学上深入地分析了陶行知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观点。
他还得出结论：“从上面各个问题的观察来看，很显然，陶行知先生的哲学观点，以至他由此而引申
出来的教育思想，都不仅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有本质上的差别，而且是反马列主义的。
那么，陶行知先生的病根到底在哪里呢？
基本上还是实用主义在作怪。
他的哲学观点和教育思想，基本上乃是实用主义。
”张健的《重新认识陶行知先生的生平和事业》一文指出：“把近三十年来小资产阶级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作为‘代表新民主主义教育，向传统教育及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党化（愚民）教育作斗争之最
彻底最伟大的旗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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