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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初步探索期：学校教育在恢复中发展 

    新中国成立之初，教育事业百废待兴，中国人口文盲率达 80%左右。小学、初中和高中入学

率分别仅为 20%、6%和 1.5%。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破除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教育、确立

社会主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成为当时教育面临的迫切任务。 

    1949 年 9 月底，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针对新

中国的教育事业，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

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

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新的人民政府“应有

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 

    1949年底，成立不久的教育部即召开新中国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立教育工作的基本

方针，指出教育发展应以普及为主，重点服务于工农群众，使普及与提高有效的结合。随后，教

育部又陆续召开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全国工农教育会议、全国中等教育会议、全国初等教

育和师范教育会议、全国民族教育会议等一系列会议。讨论制定各级各类教育方针、政策等，形

成诸多的规程、方案、办法、决定等，对于改变旧中国教育的性质，指导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发展

方向有重要意义。 

    如 1950年 6 月 1 日至 9 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明确了新中国高等教育的方针

和任务，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培养高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才，

并吸收符合条件的工农干部和工农青年加入高等学校。1951年 8月 27日至 9月 11日，全国第一

次初等教育会议和师范教育会议举行，制定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方针、任务。对于初等教育，

争取在 1952 年至 1957 年全国平均有 80%的学龄儿童入学，争取 10 年之内基本普及全国初等教

育。为加强初等教育，会议提出培养百万小学教师的计划，并变成全套的课本教材。 

    1950年，教育部与出版总署共同组建人民教育出版社，负责统一编写、供应全国中小学教材。

人民教育出版社成立后，即着手重编和修订中小学各科教材，并于 1951 年秋季起，开始陆续供

应全国各地。 

    1951年，教育部拟定新的学制，指出当时我国教育主要分 5类，分别为幼儿教育、初等教育

（修业年限为 5年）、中等教育（修业年限为 6年，分初级、高级）、高等教育（大学和专门学院

修业年限为 3-5年）、各级政治学校和政治训练班。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颁布实施的正式学制，保

障了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受教育的机会，为专业技术教育创造有利条件。 

    1952 年教育部颁发的《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小学暂行规程（草案）》，全面规范中小

学课程，随后又颁布各科课程大纲，规定各学科的课程任务、目标和内容等。截至 1953 年，中

国小学教育已恢复且远超解放前的规模。 

    1952年，全国有私立中等学校 1412所，学生数量占全国中等学校学生总数的 26%，私立小

学 8925所，学生占总数的 3%。教育部决定自 1952年下半年到 1954年，将全国私立中小学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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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由政府办学。1956年，政府接办私立中小学的工作基本完成。 

    1953年 1月，《文化教育工作方针和任务》中指出：“今年是计划建设的第一年，文教工作是

在这种情况下订出计划、执行计划的。因此，我们的方针必须是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

稳步前进。”该方针的提出有助于巩固和恢复阶段性教育成果，适应当时社会建设发展的需要。

11 月底，政务院强调：“我们的教育事业的基本任务是大力培养建设人才和逐步提高人民文化水

平。”1955年 8月 27日，中共中央关于《关于学校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指示各级党委：

“在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必须相应地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为国

家培养建设人才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教育是新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建设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教育方针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全国各阶段教育事业迅速发展。以 1952 年为参照，

1955年全国小学在校生 5000余万人，相比增加 3.9%，1957年达 6428.3万人，相比增加 25.9%；

1955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达 53.8%，相比增长 4.6%，1957年入学率为 61.7%，相比提高 12.5%。中

等教育在校人数每年递增，至 1955年，在校总数达 200余万人。高等师范教育至 1957年在校学

生为 11.5万人，相比 1952年增加 8.3万人，学校 58所，相比增加 25所。 

    1952年，为加强高等院校建设，改变高等院校工科少、地区分布不均等情况。高等院校进行

了院系调整，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为

方针。院系调整重点发展工业院校，许多高校的科系被拆分，以集中力量发展工、农、医等专业。

原先的 65所私立高等院校也一律改为公立。经过调整，至 1957年，全国绝大部分省份都设置有

一所综合性大学和师范、工、农、医等专门学校。全国高等院校共计 229所，专业设置 323种，

逐渐形成了包含综合性大学、工业院校、师范院校、农林院校、政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

等一整套高校教育体系。 

    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新中国的教育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奠定

了有利基础，各级各类教育事业都有了蓬勃发展。 

    1958年以后大跃进运动的发生，教育事业亦受影响。1958年至 1960年，教育领域掀起一场

“教育大革命”，形成了“教育大跃进”。其表现主要有几个方面，如以生产劳动代替上课学习，

在大炼钢铁期间，全国高等、中等院校、小学高年级学生及教职工普遍停课，投入到大炼钢铁运

动中。据 1958年 9月 20个省市的统计，全国共有 22100所各级各类学校建设小的炼钢、炼铁炉

86000 多座。1959 年下半年至 1960 年上半年，全国还掀起了大办教育的高潮。据统计，高等学

校增加到 1289所，中等专业学校增加至 6225所，普通中等学校达 21805所。大办教育脱离中国

的实际情况，许多学校不过徒有其名。 

    1960年，中央开始调整教育事业，要求其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

如对高等院校实行“四定”，定规模、定任务、定方向、定专业。经过调整，至 1963年，高等院

校裁并为 407所，在校学生由 96万人降至 75万人。中等专业学校调整为 1355所，学生由 221.6

万人降至 45.2万人。 

    随后，全国教育事业稳定发展，到 1965年，全国高等院校共有 434所，中等院校 12416所，

教育结构和体系逐渐完善。 

    “文革”期间，教育事业遭受挫折，正常的教学秩序遭到破坏，中等学校实行“停课闹革命”，

高等院校则“停止招生”。教师受到冲击，教育质量下降，教育事业损失惨重。各地学校、学生

数量大量减少，“文革”前期，全国各地共撤掉百余所高等院校，至 1971年全国高等院校数量为

328所。职业教育受到冲击，许多职业院校停办。 

    1970年 6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等院校开始重新招生，此后教育事业有所恢复和

发展。高等院校恢复招生，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方式从工农兵中选拨学

生，此种方式招生的学生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一些被撤掉的高等院校得以恢复，至 1976年，

全国高等院校数量增加到 392所，在校生 56.4万人。职业教育因与发展生产密切相关，“文革”

后期职业教育基本恢复到“文革”前并有所发展。中小学基础教育也得到恢复和发展。 



 

第 3页 共 5页 

    二、改革开放：教育事业走向现代化 

    “文革”结束之后，教育事业又获得新发展。中共中央、国务院对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一

系列法律、规程等的制定颁布，以及制定措施最大限度地保证法律、规程等的贯彻落实，使改革

开放以来的中国教育事业有了巨大进步，并逐渐迈向现代化。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 1978年 3月的全国科学大会的开幕式上指出“科

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4月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再次指出要“提高教育质量，提高

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大力加强实现现

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1982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要求“必须大力普及初等教育，加强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包括干部教育、职工教育、农民教育、扫除文盲在内的城乡各级

各类教育事业，培养各种专业人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1987 年，第十三次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报告强调“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必须坚持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1992

年，第十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们必须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努力提高

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平，这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1997 年第十五次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提出“科教兴国”战略。2002年，第十六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强调“教育是发展

科学技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先导性、全局性作用，必须摆在优先发展的战

略地位。”2007 年，第十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要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2012 年，第十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

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017 年，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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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

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

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各项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发展 

    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教育事业突飞猛进。教

育走向现代化，规模日益扩大，水平显著提高，种类不断增多。 

    在幼儿教育方面，1978 年幼儿园的数量为 16.4 万所，2017 年增加至 25.5 万所。进入 21 世

纪以来，民办幼儿园开始出现且数量日益增多。幼儿园在园学生数量，2001年为 2021.84万人，

学前教育三年的毛入园率 35.4%。至 2016 年，全国幼儿园在园人数增加至 4413.9 万人，毛入园

率升至 77.4%。幼儿园教职工数量由 1978年的 46.89万人增加至 2017年的 419.29万人。幼儿园

教职工的学历水平也不断提高，199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规定幼儿教师应具有幼儿师

范及以上学历。至 2000年，符合上述学历要求的幼儿教师占幼儿教师总数的 73%。截至 2014年，

本专科院校中开设学前教育专业的有 120 余所，至 2015 年，城市幼儿园教师具备本科学历的数

量占总数 60.3%。教师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对于幼儿教育意义重大。幼儿园经费由中央财政

设立专项资金，1980年全国公办幼儿园财政拨款仅为 0.5亿元，2017年幼儿园经费总投入达 3255

亿元全国各地还陆续建立了许多的亲子活动中心、早教中心、家长学校等，家庭、社区、幼儿园

等教育机构相互合作，促进新时代学前教育的全面发展。 

    中小学教育方面，改革开放以后，相关章程、条例重新修订。中小学教育开启普及教育的进

程，1986 年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小学教育的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办学条件日

益改善。国家自 2005 年起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2006 年重新修订《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自 2008年秋季入学开始，全面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此为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取得的重大成就。自此之后，中小学义务教育全面发展，到 2016 年，全国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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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共有 23 万所，在校学生达 1.4 亿人。其中，小学 17.8 万所，净入

学率为 99.9%，初等中学 5.2万所，毛入学率达 104%。2018年，我国小学净入学率达到 99.95%。

截至 2016年，全国共有高等中学 2.5万所，在校学生 3970.1万人，其中普通高等中学为 1.3万所，

在校生 2366.7万人，其余为中等职业学校。改革开放以来中小学教师的数量增加，质量不断提升。

至 2002年，全国中小学的专任教师达 1015.5万人。后因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和国家生育政策等，

2006年，中小学专任教师缩减为 558.76万人，2011年，全国中小学专任教师数量又增加到 1068.6

万人。截至 2016年，全国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 927.7万人，高中教师达 257.6万人。 

    职业教育方面。改革开放，拉开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序幕，1980年，高等职业教育出现，成为

高等教育发展的新途径。1984 年，全国各地共有高等职业院校 82 所，在校学生 4.7 万人，专业

设置包含各主要行业。1985年，高中阶段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人数占总人数的 35.9%。1996年颁

布中国第一部职业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确立了职业教育在教育领域的法律地

位。至 1998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达 432所，每年招生人数 43万人左右。2005年，第六次全国

职业教育大会召开，职业教育的地位提到了空前的高度，获得了新的发展。至 2012 年，全国中

等职业院校招生数量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 47.2%，2013年，高等职业院校在校生数量约占全国

高等院校在校生的一半，中职和高职教育分别占据高中和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另外，改革

开放以来，职业培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国家培训了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

专门型人才。 

    高等教育方面。1977 年 9 月，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1977 年的高考，有 570 万

人参加考试，27.3万人被录取。高考制度全面恢复，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制度改革的序

幕。至 20世纪 90年代，基本形成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管理，分工负责，在国家政策指导下，

以省级政府为主的高等教育体制。20世纪 90年代末，中国高等院校开始扩招，1998年全国高校

招生人数为 108 万。2005 年，全国各地高校招生人数增加至 504 万。2008 年，全国高考人数创

历史新高，参加考试的人数为 1050万，录取 599万，录取率为 57%。至 2014年，全国高校招生

人数达 698万，录取率为 74.3%。全国各地高等院校数量 1978年为 598所，2017年增加到 2914

所。1978年，高等院校教职工数量 51.8万人，2007年，增加到 197.45万人，至 2016年，达 223

万人。高等院校的师资水平也不断提升，诸多的院士，数以千计的“千人计划”入选者、“长江

学者”“国家教学名师”活跃于三尺讲坛，为广大高校学子带去最前沿的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发展亦取得巨大进步。研究生招生数量，1982年为 1.1万

人，2007年增加至 42万人左右，其中博士研究生从 302人增加至 5.8万人，硕士研究生从 1.1万

人增加至 36万人。研究生在学人数，1982年为 2.6万人，2007年增加至 120万人，其中博士研

究生在学人数从 536人增加到 22.3万人。至 201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为 57万左右。研

究生教育的学科门类也日益齐全，体系不断完善。 

    为贯彻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国家大力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打造品牌高校，提

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力。2015年，国家开始建设“双一流”高校，成为新时期高等教育建

设的重点。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进入 ESI前 1%的学科数从 2012年的 279个增加到

目前的 770个。自 2004年开始，中国还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到 2017年 6月，中国已在全

国 14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512所孔子学院，提升了汉语和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成人继续教育、特殊教育、民办教育也取得了诸多的成就，提升了中

国的教育水平，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 

    目前，中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进入世界中上行列。2017

年我国学校数量已达 51.2万所，教师 1578万名，在校学生 2.65亿，各级各类教育规模均居世界

首位。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呈现出新的各局，教育事业正在加速从“有学上”向

“上好学”转变，教育发展进入“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中心”的新阶段。学校布局结构进一步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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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整体办学效益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东、中、西部教育差距进一步缩小，人才培养体系日渐

完备。 

    新中国成立 70 年来，中国教育事业不断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门技术型人才、科技创

新型人才，基础教育全面普及化，高等教育快速发展，学前、职业、特殊教育不断发展。 

    教育为国之大计。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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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强大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新时代的今天我们更要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贯彻新时代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