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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的显著进展。
其主要标志是：第一，党和国家越来越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的功能和职责得到明显发挥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空前繁荣，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以及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全面发展；第
三，科学研究成果累累，队伍建设人才辈出；第四，“双百”方针得到贯彻，学术空气十分活跃；第
五，国际交流广泛开展，研究手段不断更新。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民族素质的
全面提高，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业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哲学社会科学出现这样的局面，原因很多。
其中最主要的是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引。
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正确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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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
、外交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他自告奋勇抓教育，领导了中国教育史上
前所未有的改革和建设，创立了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理论、毛泽东教育思想一脉相承又有许多创
新发展的邓小平教育理论，使中国教育在实践和理论相统一、相促进、相结合的大道上前进。
翻《邓小平文选》，其中关于教育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这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仅见的。
邓小平不但以一位革命家、战略家的气魄抓教育，而且以一位思想家、理论家的气质思考教育，’因
而取得了许多原创性的富有邓小平理论风格的科学成果。
    邓小平教育理论的产生，无疑是当代中国教育科学中最首要的和最具标志性的成果。
邓小平教育理论在指导中国教育实践探索前行的同时，也指引着中国教育科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
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教育科学发展的历史，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呼唤到教
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确定，从“三个面向”、“四有”人才的提出到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实
行，正是邓小平教育理论为中国教育实践和教育科学的发展开辟道路、指引方向。
    邓小平教育理论是一个内涵丰富而深刻的科学体系，不但指引和推动着教育学基本理论的发展，而
且指引和推动着教育科学其他分支学科的发展。
由于各种原因所限，我们不可能将邓小平教育理论与教育科学这个庞大体系中各个分支学科之间的关
系一一对应地加以研究，而只是选择其中几个主要的分支学科来进行分析和探讨。
这种研究和探讨要力求找出邓小平教育理论与这些分支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能简单地进行对号
入座，更不能牵强附会，生拉硬扯。
应当说，这在教育科学研究中还是一个鲜有人涉足的领域，其难度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领域，也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开创性也具有挑战性的领域。
抱着在探索中前行的宗旨，我们义无反顾地大胆踏入了这个领域，并将我们的粗浅所得写成《邓小平
教育理论与当代中国教育学》一书奉献给大家，以求教正。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邓小平教育理论观点所具有的高屋建瓴的综合性，因而常常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邓小平某一重要理论观点，对教育学的不同学科都起了重要指导和影响作用，这样就难免要在各
有关章节中都要加以引用，也就是说要出现必要的“重复”，对此，敬希读者予以理解和教正。
还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子课题之一，其初稿已于2006年3月通过了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的专家组的鉴定。
后因要补充一些内容，并对有关注释按新出版的《江泽民文选》等著作进行修订等原因，推迟了出版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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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存生，男，1942年9月生，祖籍河北冀县，出生地辽宁沈阳，汉族，中共党员，北京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经历：　　1966年7月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1965年10月提前留校任教）。
现任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校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文社会
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兼
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研究课题组主要成员，中国人学学会顾问、教育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
究中心、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编委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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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邓小平理论与邓小平教育理论　　第一节　邓小平理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
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
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继毛泽东思想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又一伟大理论成果。
邓小平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
论。
没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　时代发展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
”“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
”同任何伟大的理论体系一样，邓小平理论的产生也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它是适应20世纪70年代末
至90年代初中国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产生的。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
一个民族或国家所处的特定时期和历史条件，是这一理论产生的直接必然性；而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
特定历史时期和时代特征，是这一理论体系产生的间接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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