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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教育强国的中国道路

中国向何处去？ 这是近代以来关系中
国命运的问题。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 西方列强的战
争侵略与晚清政府的腐败统治，使得中国在
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工业化、现代化浪潮中
严重落伍，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生死存亡的
历史考验。在此背景下，走什么教育道路，成
为中国教育发展必须做出的历史抉择。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让中国革命面貌
焕然一新， 也让中国教育发展拥有了坚强
的领导力量。100 年来，在中国革命、建设与
改革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始
终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教
育实际相结合，始终致力于扎根中国大地，

探索、 建立符合国情、 服务人民的教育实
践，始终高度重视教育，把教育摆在优先发
展地位， 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道路， 为世界教育现代化发展贡献了中
国方案与中国智慧。

从积贫积弱到教育强国

1940 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新民主主义
论》中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多
年以来， 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
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

一切这些的目的， 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
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
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
化。 ”毛泽东的这一论断不仅指明了中国的
发展方向， 更概括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
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
化的新中国。

教育是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重要基石和强大动
力。但是，党创立之初的中国教育是何种面
貌呢？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中国历来只有地主
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 ”中国有 90%未受
文化教育的人民，其中最大多数是农民，中
国教育沉疴积弊，积贫积弱。就是到了新中
国成立之初，全国人口 5.4 亿人，文盲率高
达 80%，其中的 70%是妇女 ；小学实际入
学率不到 20%； 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只有
11.7 万人。 中国教育发展之贫困与薄弱举
世罕见。

100 年不过弹指一挥间，党领导下的中
国教育面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伟大巨
变，令世界为之惊叹。

首先，建成了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

2020 年， 中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 53.71 万
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 2.89 亿人，专
任教师 1792.18 万人；其中，学前教育毛入
学率达 85.2% ， 九年义 务 教 育 巩 固 率
95.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 91.2%，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达到 54.4%， 新增劳动力中有
50.9%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
限达到 13.7 年， 中国已经建成当今世界规
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各级教育普及水平均
已达到或超过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从
羸弱不堪到建成世界最大规模教育体系 ，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教育实现了跨越发展 ，

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首次解决 “学有所
教”的问题，并不断向“学有优教”迈进。

其次，率先在世界人口大国普及“全民
教育”。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从大众

的教育到面向工农大众， 从改革开放之初
的公平与效率并重， 到新世纪以来把促进
公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形成了“以为
民理念引领公平、以优先发展促进公平、以
惠民政策保障公平、以规范管理维护公平”

的中国模式。 1990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在世界全民
教育大会上发表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共
同承诺 1990—2000 年各成员要将 15 岁以
上人口中的成人文盲率降低一半。 当时我
国文盲率高达 22.23%，与印度、巴西等 9 个
人口大国一起被列为重点扫盲国家。 作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 我国政府率先
承诺“到 2000 年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是发展中国家
推进全民教育的成功范例。

再次， 教育质量跃居世界中上领先水
平。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坚持把促进学生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适应国家社会需要作
为衡量教育质量的根本标准； 大力实施与
发展素质教育， 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结
构与体系变革，不断深化育人方式改革，提
高教育质量。 2009 年、2012 年上海中小学
生在国际学生能力测试（PISA）中连续两次
获得全球第一， 京沪苏粤四省市学生整体
参加 2015 年测试，成绩超过经合组织国家
平均水平， 我国基础教育质量引起全世界
关注。我国高校在全球位次整体大幅前移，

进入世界排名前列数量显著增加， 近 100

个学科进入世界前千分之一。 我国教育总
体水平已跃居世界中上领先行列。

最后，中国教育不断迈向世界中心。 党
和国家高度重视教育与文化的国际交流 ，

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请进来 、走出
去，互相学习借鉴，国家搭建起全方位 、多
层次、 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以孔子学
院、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友好城市等作为
平台，中外教育交流务实推进。 多国教育部
门领导来华探访，中国模式、中国教材 、中
国教师等成为世界教育热词。 目前，我国与
世界上 188 个国家和地区、40 多个重要国
际组织建立了教育合作与交流关系， 与 47

个国家和地区签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 ，我
国已成为亚洲最大、 全球第三的留学目的
地国； 已在 162 个国家和地区设立 541 所
孔子学院和 1170 个孔子课堂；我国与国际
组织、区域组织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互动日
益频繁，在国际秩序、规则制定中的影响力
与日俱增，中国教育不断迈向世界中心，国
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100 年来， 人类世界最伟大的大事变，

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壮大，领导中国
人民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巨
变，就是唤醒人民、教育人民 、引领人民摆
脱愚昧走向文明的历史巨变， 也是党领导
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道
路，带领中国从教育弱国进入教育大国，并
坚定不移地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历史巨变。

教育强国的历史经验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走
出了一条从弱到强的奋进之路， 创造了人
类社会百年来蔚为壮观的教育奇迹。 全世
界那么多国家， 为什么只有中国教育的建
设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成就？100 年来党领
导的中国教育强国建设与发展的秘密与经

验是什么？

《教育强国之路》一书着眼于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 建设与改革不同历史时期的教
育理论、政策与实践探索 ，聚焦于 “教育强
国”这一核心主题，在习近平总书记全国教
育大会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 系统梳理与
凝练概括了百年来中国教育强国建设发展
的十大历史经验：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为
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对教育事业的
全面领导，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
务，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坚持社会主义办学
方向，以改革促发展以开放促发展，扎根中
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基础工作，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这十
大历史经验从理论角度回答了 100 年来党
的教育强国之路的价值目标、领导力量、根
本任务、战略部署、基本性质、前进动力、发
展自信、基础工作与发展手段，是对 100 年
来党的教育思想与理论、 政策与实践的一
次深入探索与系统总结。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中国共产党的
教育强国理论与经验， 是指导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立场和主张， 是在长期实践中日
益丰富的系统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理论体系， 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教
育理想与理念、追求与担当，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伟大教育实践的创新发展， 是新中
国成立 70 多年来伟大教育实践的持续探
索， 是党成立 100 年来伟大教育实践的不
懈奋斗，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教育思想文
化的传承深化， 充分彰显了对人类教育发
展规律和人才培养规律的深刻把握。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的
百年改革发展史， 是一部中国教育现代化
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史，更是一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教育强国的探索史、 奋斗史与跃
进史。 但是，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
论上，我们应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情况却
是发展巨变在中国， 研究声音在西方。 为
此， 课题组还专题探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教育话语体系问题， 明确提出话语就是
价值立场、理论体系 、思维方法 ，就是未来
旗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话语，是党基
于中国教育实践基础、 历史文化传统和理
论思维抽象不断总结构建而成的。 其中，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教育功能观，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教育目的观， 国家优先发展
教育、教育优先服务国家的教育发展观，以
人民为中心、 以促进公平为国家基本政策
的价值观，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话语
体系的核心内容。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 没有教育
强国就不可能有现代化强国， 就不可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国势之强由于人，

人才之成出于学”。在中国教育强国与现代
化建设的道路上 ， 始终会面临新的机遇 、

新的任务、新的挑战。 面向未来，加快教育
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 ，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使命重大，前景光明。 让我们携起手
来，继续加强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
持社会主义教育道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努力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
贡献。

（作者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教育学部主任；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

教授）

一百年来，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教育， 走出了一条从教育弱国

到教育强国的奋进之路， 创造了人类社会百年来蔚为壮观的教育奇

迹。 全世界那么多国家， 为什么只有中国教育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

的成就？ 一百年来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强国建设与发展道路的秘密

是什么？

袁振国、 刘世清合著的 《教育强国之路》 一书着眼于中国共产

党在领导中国革命、 建设与改革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理论、

政策与实践探索， 聚焦于 “教育强国” 这一核心主题， 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发展的百年征程、 历史经验与话语体系进行了

深入探索与系统总结。 全书共分 12 专题： “教育强国的百年梦想”

“为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党对教育

事业的全面领导”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 “优先发展

教育事业” “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以改革促发展， 以开放促

发展” “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 “坚持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

作” “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

育话语体系”。

全书立足于教育 “为什么” “是什么” 和 “怎么做” 等基本问

题， 系统梳理与凝练概括了 100 年来中国教育强国建设发展的十大

历史经验， 从理论上总结了党的教育强国建设之路的价值目标、 领

导力量、 根本任务、 战略部署、 基本性质、 前进动力、 发展自信、

基础工作与发展手段， 这十大历史经验， 是对百年来党的教育思想

与理论、 政策与实践的一次历史梳理、 深入探索与历史总结。

本书是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专项课题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思想及其实践研究” 的研究成果，

也是课题组对 《从反正到立新： 教育理念创新之路》 （袁振国等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和 《共和国教育公平之路》

（袁振国等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 年版） 研究的深化， 是

对党的教育理论、 政策与实践的最新研究成果。

为民族复兴提供磅礴力量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
政之先务。 ”教育事业在国家发展中具有重
要意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一再证明，唯
有通过教育培养大批国家建设者和接班人，

方能实现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100 年来，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教育强国发展史，就
是一部党领导下的教育为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发展史、奋进史。

教育始终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使命，优先
满足国家发展需要，是我国对教育功能定位
的历史必然与现实选择，扎根于我国“建国
君民，教学为先”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具有鲜
明的红色革命基因，更是适应激烈的国际综
合竞争的必然要求。

在革命时期，党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唤
醒普通民众 ， 增强服务抗战救国的凝聚
力 ，为取得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 新中
国成立初期 ， 面对社会主义的建设与探
索 ，毛泽东同志提出 “要培养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体现了受教育
者应该致力于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建设需
要。 改革开放以来，多出人才、快出人才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关键一招。 习近
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强调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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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提高人民综
合素质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增强中华民
族创新创造活力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具有决定性意义。 100 年来，党领导下的我
国教育事业始终将民族振兴作为历史使

命，为党的教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
方向指南。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来， 尤其是新
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 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 通过确立党的教育方针和发展规
划， 通过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 为人民服务， 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
践相结合，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服务党的治国理
政 ； 通过建立完善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

大力加强国情教育， 同时不断完善教育法
律体系， 通过建立并完善适应国情的教育
体制机制， 为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服务； 不断通过扩大教育规模提高劳动者
素质 ， 调整院系结构适应国家战略调整 ，

调整专业结构适应产业调整， 调整普职结
构适应行业需求， 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和接班人， 不断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需求， 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力量。

党的百年教育实践证明，建设教育强国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必须依靠教育。 面向未来，党和国
家迫切需要深化教育改革，不断落实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 形成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努
力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能够满足党、国
家、人民以及时代需要的人才，全面提升教
育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升一流人才培
养和创新能力培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有力保证！

严凌燕

打通迈向教育强国的“粮道”

《教育强国之路》 一书以大历史观把
握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教育强国建设的主
题， 系统呈现党筚路蓝缕办教育、 栉风沐
雨建强国的伟大教育理论 、 政策与实践 ，

读来扣人心弦， 字字珠玑。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是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粮道”，是
必须持之以恒坚持的重要战略决策。

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是党在历史发展
中逐步形成的国家政策和战略方针； 把教
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是改革开放
以后党和国家逐步提出并长期坚持的一
项重大方针 ，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指
导思想 、重要政策和行动指南 。 从党的十
三大到十九大 ，从 “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
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 ”，到 “必须把教育摆
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从 “教育是民族
振兴的基石 ”“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
源强国 ”，到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
优先发展的位置 ”， 充分反映了党和国家

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是推动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并积极通
过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优先安排教育发
展 ”“财政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 ”“公共
资源优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 ”

等 “三个优先 ”的政策部署 ，保障了国家在
资源配置时对教育的优先倾斜， 激发了社
会各界积极参与支持教育， 焕发了教育发
展的生机活力， 不断实现中国教育的跨越
式与可持续发展。

教育是强国之基， 兴国之要， 民生之
本 。 加快教育现代化 、建设教育强国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 ，必须坚持将优先发展教育
事业的战略方针一以贯之 ， 持之以恒 ，久
久为功 ，将其作为推动党和国家各项事业
发展的重要先手棋 ，在组织领导 、发展规
划 、资源保障上夯实教育事业的优先发展
地位 ，将教育发展同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
和民族振兴的长远目标紧密结合 ，在国家
现代化全局中超前规划 、 优先发展教育 ，

真正使之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强大引擎。

蔡群青

■ 袁振国 刘世清

成果介绍

■ 专家点评

《人民至上：中国共产党百年奋进丛书》专题之五 | “中国共产党百年教育发展的思想与实践”

办教育要坚守人民宗旨

教育是国之大计， 党之大计， 关乎民
生。 中国共产党自 1921 年成立后， 在领导
中国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征程中， 始
终坚守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
谋复兴” 的初心和使命， 将教育作为共产
党各项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积极探索和
努力解决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问题， 领导
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成就。

《教育强国之路 》一书对中国共产党
发展教育事业的百年探索历程进行了回
顾和总结 ， 为我们呈现了共产党领导下
中国教育发展的总体样貌 。 在 “为谁办教
育 ” “怎样办教育 ” “谁享有教育成果 ”等
基本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立
场，将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
作为领导教育事业的奋斗目标 ， 持续推
动教育的改革发展 ，努力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 。

为谁办教育？人民立场是共产党兴办教
育的根本立场；教育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
的性质和宗旨在教育工作中的具体体现。从
“教育面向工农大众”到“恢复和发展人民教
育”，从“教育为人民服务”到“办好人民满意
的教育”，再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中
国共产党始终将“为了人民”作为发展教育、

推进改革的基本准则和根本目标。

怎么办教育？人民群众是教育事业发展
的主体，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必须紧紧依
靠人民、牢固扎根人民。从“依靠和发动工农
群众办学”到“人民教育人民办”，再到“积极
鼓励并倡导社会力量投资办教育”， 中国共
产党始终倾听民意， 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
慧，并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办教育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统筹全社会力量推进教育事业的蓬
勃发展。

谁享有教育成果？教育发展惠及全体人
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事业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关键之举。通过扩大各级各类教育
规模、 推进教育公平优质发展等重要举措，

共产党努力让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享有更加
公平、更加优质的教育成果，不断增强人民
群众接受教育的获得感和满足感。

“凝聚人心 、 完善人格 、 开发人力 、

培育人才、 造福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
国教育发展始终坚守这一工作目标， 以优
先发展为前提，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 以教
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以促进公平和
提高质量为战略重点， 努力建成世界最大
规模的教育体系， 切实保障了全体人民平
等受教育的权利， 积极回应人民对更好更
优教育的期待， 推动中国教育事业不断攀
登新高度。

崔海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