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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实践第一节 杨贤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一、早期马克思

主义者的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在中国的传播，

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五四期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

传播，以李大钊等人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将

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武器，来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包括教

育问题在内。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近代向西方、向日本

学习的新教育，并未能改变中国落后的面貌。他们认为，欲

进行教育改革必须先进行政治变革。离开政治，而高谈“教

育救国”是行不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看到，在阶级社

会里，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看到政治

对教育的制约性的同时，也强调教育在改造社会、政治中的

作用。二、论教育本质杨贤江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

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对教育的本质进行了阐述。（一）

教育起源于人类实际生活的需要；杨贤江认为教育起源于生

产劳动的需要，它是在人类的生产劳动过程中发生与发展的

。来源：考试大（二）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杨贤江

指出，教育是“观念形态的劳动领域之一，即社会的上层建

筑之一”，具有如下特点：1、单纯的劳动力转变成为特殊的

劳动力；2、教育以别的精神生产的内容为内容；3、阶级社

会的教育是“变质”的。具体表现为五大特征，即“教育与

劳动分家”、“教育权跟着所有权走”、“专为了支配阶级

的利益”、“两重教育权的对立”、“男女教育的不平等”



。（三）教育由经济和政治决定，对经济和政治也有影响。

在揭示了教育的本质属性后，杨贤江对“教育神圣说”、“

教育清高说”、“教育独立说”、“教育中正说”等鼓吹教

育超阶级、超政治的错误理论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三

、“全人生指导”与青年教育来源：考试大杨贤江认为青年

期是人生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因此，杨贤江非常重

视青年教育。他在长期的青年工作中，对青年的理想、修养

、健康、求学、择业、社交、婚姻等各方面都给予指导。这

种全方位的教育，成为“全人生指导”。杨贤江“全人生指

导”思想的核心是教育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引导他们走

上革命道路。“全人生指导”最重要的原则是提倡自动自律

，培养青年的主动精神，让青年作自己的主人，教育者只能

居于指导地位，不应包办和强制。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教育方

针的形成一、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1931年11月，中华苏

维埃政府宣告成立。党和苏维埃政府改造旧教育，建设革命

教育的方针，是毛泽东在1934年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的报告中所指出的：苏维埃教育的总方针，“在于用共产主

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劳苦大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

和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

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根据这个方针，毛

泽东在1934年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又指出：“当前

苏维埃教育建设的中心任务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是发展

广泛的社会教育，是努力扫除文盲，是创造领导斗争的高级

干部。”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抗

战时期，依据党的“一切为着前线，一切为着打倒日本侵略

者和解放中国人民”的总方针，了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教



育方针政策，如：抗战教育政策；“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

”政策；“干部教育第一，国民教育第二”政策；“实行生

产劳动”的教育政策；“民办公助”的政策等等。 三、“民

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方针。1940年1月，毛泽东

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

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其中全面阐明了新民

主主义文化教育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确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文教育总方针。所谓“民

族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

华民族的独立和尊严，带有民族特性的教育。所谓“科学的

”，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

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教育。所

谓“大众的”，是指新民主主义教育是为全民族90％以上的

工农民众服务的教育，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教育，因而又是民

主的。第三节 干部教育一、干部在职培训。干部在职培训是

干部教育中开展最早的一种教育形式，早在苏区就已广泛开

展，目的在于提高在职干部水平或训练某种专业人员。干部

在职培训类别丰富，实施规范，多按系统、分层次举办，以

其灵活易行的特点，在缓解革命工作对干部的大量、急切需

求和较大面积提高干部素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二、干部

学校教育。干部学校教育是在1931年后苏区政权逐渐稳定的

条件下，由干部在职训练演变发展而来的一种干部教育形式

。干部学校分为高级干部学校和中级干部学校两个层次。抗

日战争时期，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军队和政权建设任务

的加强，对干部的需求更为急迫。1940年底，毛泽东在《论

政策》中强调：“每个根据地都要尽可能地开办大规模的干



部学校，越大越多越好。”根据地的各类干部学校不断涌现

，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延安，更是集中了大批高层次的干部

学校。当时主要的干部学校有：中国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

日军事政治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

等等。来源：考试大三、“抗大”“抗大”全称为中国人民

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原称抗日红军大学，于1936年成立，总

校设在延安。1937年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所学校

是中国革命史上历史最悠久的并且对革命贡献最大、世界闻

名的革命大学。抗大在教育实践中，贯彻了毛泽东的指示，

把教育工作和革命斗争的实践与生产斗争的实践紧密地结合

起来，学员们一面学习，一面生产，一面战斗，成为革命的

熔炉。抗大总校先后办了8期，1939年由于抗战形势发展的要

求，抗大在华中、华北、西北等敌后建立了12所分校，为革

命培养了二十多万名军政干部。来源：考试大（一）“抗大

”的教育方针。“抗大”的教育方针是毛泽东提出的：“坚

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加上灵活机动的

战略战术”，“这三者是造就一个抗日的军人所不可缺一的

”。来源：考试大（二）“抗大”的教育宗旨。“抗大”“

以训练抗日救国军政领导人才为宗旨”。（三）抗大的学风

。“抗大”教学的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践联系”、“少

而精”、“理论与实际并重”、“军事与政治并重”，其中

“理论与实践联系”是最重要的传统。“抗大”的课程主要

由政治课、军事课、实际战斗、生产劳动等4个部分组成。生

产劳动是抗大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实现经济上

的自给自足，另一方面通过生产劳动教育学员刻苦耐劳，锻

炼艰苦卓绝的意志，培养艰苦朴实的作风。“抗大”的学员



必须作到“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

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四）“抗大”的思想政治教育

。“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是“抗大”教育工作的首位，学

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由此思想政治教育是

“抗大”教学工作的中心一环。“抗大”通过多种途径进行

思想政治教育：1、理论学习，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2

、学习中共党内斗争的文件，提高党性意识；3、开展群众性

的自我教育；4、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求。（五）“抗大”的教

学方法。教学方法方面，采取教师讲授和学员自学讨论相结

合的方法，其中学员自学讨论时间多于教师讲授的时间。1）

启发式。具体方法是：其一，由近及远；其二、从具体到抽

象；其三、注意互相联系；其四，突出重点。来源：考试大2

）研究式。“抗大”提倡研究式教学，“集体研究讨论”、

“按教育计划学习”、个人自学和思考研究是主要方式，教

员只是从旁指导。3）实验式。“抗大”的课程较少在课堂上

讲，多在实地操作，多设置情况演习，以养成学员长于分析

判断、善于临急应变的能力。4）“活”的考试。先由教员拟

定考题，指定参考书目，学员自行准备后小组讨论，吸收、

补充他人见解，结合本人观点材料完成答卷，学员互换阅卷

。另外，也组织学员到战斗和工作第一线接受实际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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