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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及其历史认识

○ 王　慧，梁 娟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天津３００３８７）

　摘 　 　 要：　“十年动乱”使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遭到严重破坏，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农村普及教育
却一反常态，在管理体制混乱、教学无序、教师队伍受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中小学校的数量、规模和入学率却达到

前所未有的水平，普及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力图还原这段史实，探寻因果，客观评

价，从而寻求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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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６６年５月 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持 续 十 年 的“无

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带来

了巨大的灾难，使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遭到

严重破坏，教育领域成为“重灾区”，农村教育却一反

常态，在管理体制混乱、教学无序、教师队伍受到严

重摧残的情况下，中小学校的数量、规模和入学率却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本

文力图还原这段史实，探寻因果，客观评价，从而寻

求历史借鉴。

一、“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状况

“文革”开始后，农村中小学随即卷入一场轰轰

烈烈的“教育革命”，其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将公办小

学、中学下放到公社、大队去办。１９６８年１１月，《人

民日报》刊登山东嘉样县马集公社召集小学教师侯

振民、王庆余的来信（亦称“侯王建议”），信中建议农

村公办小学下放到人民公社的大队来办。１９６９年５
月《人民日报》发表吉林省梨树县革命委员会炮制的

《农村中、小学大纲（草案）》，其中明确提出“小学由

大队办，中学由社办，或分片设点，或大队联办，有条

件的地方也可以由大队单办”。此后，各地普遍将农

村中小学管理权下放至公社和生产队，基本形成了

村办小学、生产队办初中、公社办高中的办学格局。

１９７１年，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 议《纪 要》又 提 出 争 取 在

“四五”期间在农村普及小学５年教育。于是，在“教

育革命”和普及教育政策的推动下，农村小学、中学

跨入一条异乎寻常的发展轨道，具体表现在“农村中

小学数量、规模快速增长”，“农村普及教育获得前所

未有的发展”两个方面。

（一）农村中小学数量、规模快速增长

据统计，１９７１年，农 村 小 学 数 量 为９３．１万 所，

１９７３年达 到９９．６万 所，１９７５年 增 至 最 高 峰，达 到

１０５．７万所，１９７６年趋于减少①。同时，办学规模也

不 断 扩 大，在 校 生 数 量 逐 年 增 加，平 均 年 增 加

７８３．７６万人，教学班的数量也大幅攀升。农村小学

生数占全国小学生数的比重逐年上升，１９７６年达到

８８．５％，“北京、上海、天 津、河 北、广 东、陕 西、吉 林、

辽宁、江苏、山东、湖北、浙江、山西、四川等省、市，适

龄儿童的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１］“文革”时

期农村小学 发 展 的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１９８５年 出 版 的《中 国 教 育 成 就 统 计 资 料（１９４９—

１９８３）》相关年份统计数据。

农村初中数量、规模也达到有史以来的最大值。

１９７４年５月，国务院印发《关于１９７４年教育事业计

划（草案）的通知》，提出“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普及七

年教育”，在全国掀起社社办高中、队队办初中、小学

附设初中班的热潮，原有的农业中学几乎全部变成

普通中 学。１９６５年 全 国 农 村 初 中 有１０　９０６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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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占全 国 初 中 学 生 总 数 的５７．９％，１９７１年 猛 增 至

７５　７２０所，学生比例增加到８１％。到１９７６年，农村

初中的数量是１９６５年的１１．９倍，在校生总数占全

国初中在校 生 总 数 的８４．４％。１９７１—１９７６年 农 村

初中的发展 的 具 体 情 况 详 见 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８５
年出版的《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相

关年份统计数据。

农村普 通 高 中 的 发 展 更 是 一 个“神 话”。１９６５
年，全国农村只有６０４所普通高中，在校生数仅占全

国高 中 生 比 例 的９％；１９７１年，农 村 高 中 增 加 到

１３　２９８所；１９７６年，又 猛 增 至５３　５２７所，学 生 数 的

比例增加到７７．３％。短短６年时间中，学生数量增

加２．７倍。１９７１—１９７６年 农 村 高 中 的 发 展 的 具 体

情况详见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中国教育

成就统计资料（１９４９—１９８３）》相关年份统计数据。

（二）农村普及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

“小学不出村，初中不出队，高中不出社”，大大

方便了学生入学，“广大农村已经基本普及的５年制

小学教育，不少地区已经普及７年（初中）教育，有的

还普及了９年（高中）教育”［２］，关于这一时期农村的

普及教育，１９７６年６月１日《光明日报》刊登《我 国

农村教育革命十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一文，对此有

比较详细的描述：

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我国农村９３％以上的学

龄儿童都上了小学。……“文化大革命”以来，不仅

平原地区迅速普及教育，而且在广大山区、牧区、边

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也纷纷传来普及教

育的喜讯。１９６５年学龄儿童入学率还只有３１％的

西藏自治区，十年后的现在已经上升到８５％。位于

黄河源头的青海玛多县，平均５平方公里一个人。

就是在这样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也队队办起了牧

读小学，同“文化大革命”前相比，学校增加了８倍

多，学生增加了５倍多。居住着蒙古、汉、回、满、达

斡尔、藏、鄂伦春等民族两万多人的内蒙古自治区镶

黄旗，解放前没有一个贫下中牧的子女能上学，现在

９５％以上的牧民孩子都上了学，各公社小学还附设

初中班，开始普及７年教育。曾经被帝国主义国家

的一个传教士断言“在２０世纪内不可能有学校”的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今天办起了１　２３０所小

学和２５所中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９０％以上。

１９７７年１２月１２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对湖南

省桑植县西莲公社教育革命的调查，其中称“这个公

社共办起中小学３５所，五·七大学１所，在校学生

１　１１７人。同时，还办了业余学校９所，政治夜校４９
所，参加学习的２　０３４人。农村儿童大部分进了 幼

儿班。全公社逐步形成一个包括普通教育、业余教

育、幼儿教育的农村五·七教育网。受教育的人员，

占总人口 的８３％。１９７２年 普 及 了 小 学５年 教 育，

１９７４ 年 以 来，先 后 普 及 了 初 中、高 中 和 幼 儿

教育。”［３］

二、“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发展的归因分析

“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发展，不仅仅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还有来自于经济、

人口、教育政策以及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影响。

（一）“生产斗争”迫切需要普及教育

“文革”初期，教 育 事 业 陷 入 停 顿，１９６８年 开 始

逐步恢复。由 于“抓 革 命、促 生 产”和 战 备 的 需 要，

１９７０年形成一次经济发展的“新跃进”，生产的发展

需要大批初、中级人才。“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如何迅速培养一支无产阶级

的科学技术队伍和教师队伍，是整个斗、批、政运动

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广东省各县（市）革委会从

调查研究中，发现目前各地大办地方工业，大搞技术

革新，实行农业机械化，开展科学种田，实行合作医

疗，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等，需要大批新型的科学

技术人员和教师，而现有的科学技术队伍和教师队

伍，远远不能适应。增城县石滩公社郑田大队，有二

十多部农用机器，但没有一个人会修理，每次机器发

生故障，都要抬到县城去修。始兴县附城公社去年

办起九个小学附设初中班，因缺乏教师，有六个班只

好停办。贫下中农迫切希望办起工业、农业、卫生、

师范四种学校，以适应三大革命的需要。”［４］

（二）农村人口脉动式增长要求小学扩招

１９６２—１９７０年是我国第二个生育高峰期，在这

期间出生的儿童陆续到达入学年龄，需要大规模发

展小学教育。因此，从１９７０年起，农村中小 学 教 育

进入一个超常规发展的时期，这也间接导致１９７６年

农村初中数量和招生数量的激增。

（三）教育政策的推动

“文革”时期，农村“教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将

毛泽东关于教育“面向农村”的思想落到实处，建立

新型的 农 村 学 校 体 系，为 此 采 取 了 一 些 实 质 性 的

举措：

１．提出普 及 教 育 的 目 标。１９７１年，《全 国 教 育

工作会议纪要》提出“大力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争

取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农村普及小学教育，有条

件的地区，普及七年教育。要采取多种形式办学，把

学校办 到 家 门 口，让‘农 民 子 女 就 近 上 学 方 便’”。

１９７４年，国务院 科 教 组 提 出“继 续 大 力 普 及 农 村 小

学五年教育”，“积极创造条件，逐步在大中城市普及

十年教育，在 农 村 有 条 件 的 地 区 普 及 七 年 教 育”的

目标。

２．全面下放教育管理权限。“小学不出村，初中

不出队，高中不出社”，教育重心全面下移，大大调动

了群众办学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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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实行民办公助的办学体制。１９７１年，周恩来

接见出席教育、出版等７个会议的代表时指出：“必

须将小学的经费固定下来，只有民办、集体办，没有

公办就办不起来”，“小学教育的经费，年年还要增长

一点”［５］１０５。实际 上，农 村 教 育 管 理 权 下 放 后，并 不

意味着教育主管部门撒手不管，而是由县教育局和

公社、大队共同管理。这样，农村中小学经费就有两

个来源：一是县教育局将国家经费分摊到全县所有

学校；二是基层自筹经费。“农村小学最一般的模式

是：国家资助的大的框架和某种形式的地方集体管

理及地方集资。正是由于这一模式，连同旨在提高

农村入学率的其他措施一起，才使得在十年文化大

革命结束时可以声称小学教育‘几乎普及’，入学率

占学龄儿童的９５％，即有１．５亿儿童在上学”；“文

革”中农村中学增加的入学人数，大部分是推行民办

公助模式带来的［６］６４５。

（四）普通中学比农业中学更具吸引力

“在农村，人们宁愿不上学，也不愿去上低人一

等的农业 中 学”［６］６４４，农 业 中 学 是“不 正 规”的 学 校，

而普通中学是“公办的”，是受农民推崇的学校。“普

通学校是更具吸引力的。学生们首先是参加普通中

学的入学考试，只有在这种考试中失败以后，才申请

进入农业中学。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在于两种

学历的社会地位的差别，拥有一张普通初中文凭就

可以参加高中的入学考试，而农业中学的毕业生们

就不得不回到他们原来的公社。同时，人们对农业

课程的实用性 也 存 在 着 普 遍 的 怀 疑。”［７］６１另 外，“文

革”初期，“两种教育制度”被认为是“限制劳动人民

子女受教育”而遭受批判，农村中等职业教育被全面

否定，导致农业中学和半农半读的技术学校改为普

通中学。

上述种种因素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农村中小学数

量的急速膨胀，形成了普及教育大发展的表象。

三、对“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发展的几点认识

究竟如何认识在极端历史时期出现的这一特殊

现象？学术界大致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文革”时期教育规模有所扩大，教育普及程度有所

提高，但这不是“文革”的成果，这里面有人口迅速增

长的因素，也有广大农村教育工作者忍辱负重、不懈

努力的结果［８］８７；另一种观点认为“如果不是以‘升学

教育’的标准去评价，那么应当承认，这种低重心、实

用型的教育毕竟在更大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学生基本

的学习需求，如同当时农村实行的合作医疗制度一

样，它无疑是低水平的，但切合实用，首先解决了‘有

无’的问题。事实上，许多今天在各领域崭露头角的

６０年 代 人，正 是 受 惠 于 ７０ 年 代 农 村 的 基 础 教

育。”［９］２２３第三种 观 点 认 为“文 革”时 期“在 普 及 教 育

方面还是迈出了一大步，农村儿童入学率大幅度提

高，成为“文革”中唯一的受益方面。”［１０］对于这一特

殊现象，笔者有以下几点认识。

（一）“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是我国在

教育价值观和发展模式选择上的一次尝试和探索

“文革”时 期 农 村 普 及 教 育 的 意 义 不 仅 仅 在 于

“聊胜于无”，重要的是其所折射出的教育价值取向。

应该肯定的是，当时的教育政策定位在重视基础教

育、发展农村教育，这对于一个经济落后、农民占人

口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意义尤为重要。“文革”时

期基础教育的发展，在教育价值观和教育发展模式

的选择上是一次尝试和探索。

新中国教育发展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基

础教育和农村教育为重心的大众教育模式，另一种

是以高等教育和城市教育为重心的精英教育模式。

新中国成立后的２７年来，教育政策的天平总是在这

两者之间摇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教育向工农开门，

工农速成中学、农村各种非正规的业余小学、农业中

学、农民扫盲教育方兴未艾；６０年代，教育发展的重

心转向了以城市和高等教育为中心的精英教育，重

点中学与农村学校基本无缘；“文革”十年，教育资源

的配置再次向农村倾斜，农村中小学教育的发展速

度大大超过了 城 市；８０年 代 以 后，教 育 的 重 心 又 返

回到城市、重点中学和高等教育，此后，“城市中心”

的教育价值观长时期占主导地位。由来已久的城乡

二元社会结构，造成城乡教育发展严重分化的格局，

农村教育大大落后于城市教育，教育资源尤其是优

质教育资源的配置明显向城市倾斜，更严重的是，城

乡教育之间的显著差距形成了一种定势，固化了人

们的心态和农民的受教育意识，使农村教育的发展

道路十分艰难。

（二）“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发展的数量胜于

质量、形式重于内涵

“文革”时期，农村中小学数量激增，小学、初中、

高中的入学率大幅度提高，在普及教育方面确实迈

出了一大步。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为了实现普及教

育，当时采取了一些极端的做法，如缩短学制、精简

教学内容等。

“文革”中各地农村中小学纷纷缩短学制，小学

６年制改为５年制，初中３年制改为２年制，高中３
年制改为２年制，比以前缩短了４年。据统计，１９７３
年，全国有９个 省、自 治 区 农 村 学 校 实 行９年 一 贯

制。此次缩短学制的“改革”，不是在全面、深入的科

学论证的前提下进行的，而是响应“革命”号召的一

种政治化行为。如果７岁入小学的话，初中毕业只

有１４岁，高中毕业也才１６岁，身心尚不成熟，过早

进入社会给孩子成长带来不利影响。

“文革”初期，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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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９６６—１９６７学年度中学 政 治、语 文、历 史 教 材 处

理意见的报告》，决定暂停开设高小和中学历史课，

将政治课和语文课合并，以毛主席著作为基本教材，

并选读 一 些“文 革”中 的“好 文 章”和“革 命 作 品”。

１９６７年初，中央《关 于 小 学 无 产 阶 级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通知》规定：小学１—４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

字，学唱革命 歌 曲，学 习 算 术、科 学 常 识；５—６年 级

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中学生学习毛主席著作，

学习党中央关于“文革”的文件，批判旧教材和教学

制度，以必要时间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常

识，农忙时期下乡劳动。１９６９年以后，为落实“五·

七指示”，许多地方的小学开设政治、语文、算术、革

命文艺、军事体育、劳动等课；中学开设毛泽东思想

教育、农业基础（“三机一泵”和五大农作物②）、工业

基础（电工、化工）、革命文艺（语文、音乐、美术）、军

事体育、劳动等课，课程、教材突出政治化、实用化，

学生劳动和参加政治活动占用大量时间，文化课学

习所占用时 间 不 足６０％。这 种 为 突 出 政 治 将 各 学

科的科学体系和知识体系完全打乱的做法，严重削

弱了基础知识和系统知识的传授，使绝大部分毕业

生未达到应有的程度，造成中小学教学质量的降低，

严重违背的教育教学规律。

（三）“文革”时期农村中小学数量超常规增长给

农村基础教育的长远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文革”中，一面扩充普通初中和高中，十年间，

农村初中和高中分别增长了１１．９倍和８８．６倍；一

面取消农业中学，共扼杀５万所农业中学。一些中

等农业、林业学校不是被迫关闭就是名存实亡，使中

等教育结构遭到严重破坏。

办学规模骤然扩大，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缺乏

师资。由于各级师范院校一度停办，合格师资的来

源被切断，大批小学骨干教师被提拔到中学任教，又

从社会上招收一些非专业人员担任小学教师，结果

是“层层提拔，层层无骨干”，中、小学都没有合格教

师。这一时期新增大量民办教师，绝大部分没有合

格的学历，１９７２年，湖 南 省 有 中 学 教 师１６万 多 名，

其中新教师占６．５万多。黔阳地区１９６６年以前，中

学教师只有１　５６０名，１９７２年时已有７　５３０名，新增

５　９７０名，而新教师中却有５０％不能担任教学任务。

长沙市几年新增４００名高中教师，其中有８０％业务

生疏，教学有困难。黔阳地区１９７２年上半年举办的

中学教师短训班里，３５名物理老师中未接触过物理

的有１４ 名，４５ 名 外 语 教 师 中 未 学 过 外 语 的 有

１２名［１１］１１６。

中等教育结构单一，民办教师队伍学历低、业务

水平不高、超编过多等问题，为农村基础教育长远发

展埋下了隐患，以至于“文革”结束后农村教育拨乱

反正的重要内容就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整顿教师

队伍。

总之，“文革”时期农村普及教育的发展是当时

政治、经济、人口、教育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虽然

其在教育价值观上反映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

口的利益，但在操作层面上却违背了教育发展的客

观规律。历史证明，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普及教育

才能获取实质性发展。

注　　释：
①　“文革”开始后，全国教育陷入瘫痪状态，对各类教育数

据的统计工作停滞，直到１９７１年才开始有了全国性的

教育统计资料。

②　“三机”即拖拉机、柴油机、电动机，“一泵”即水泵；五大

农作物即稻、粱、麦、黍、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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