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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
　　在诸多累于外鹜的措辞黯然失色后，教育再度返回到人生的亲切处寻找它的元始命意。
比起政治、经济等有恃于某种力量感的领域来，教育有其超功利的一度。
这一度使教育有可能独立于世俗的“力”或“利”以留住那份审度与成全人生的从容，并由此确定自
己无可替代亦未可推诿的职志。
教育当然不会对来自政治、经济的多方祈使置之不理，但重心自在的教育永远不可萎缩其批判而超越
的性状。
它以自己的理念相应于政治、经济的理念，却并不要充任当下政治、经济的仆役。
它的职志的多维度只是因着人生价值的多维度，它的当有内涵最终取决于人生的当有内涵。
如果说，政治依其本分在于为社会厘定一种合理的秩序以实现人生所期许的“公正”价值，经济依其
本分在于为族类提供更佳的生存境遇以成就人生所趣求的“富强”价值，伦理依其本分在于“和谐”
价值，艺术依其宗趣在于借重美形式创造另一种世界以陶育人生所向往的“美”的价值，道依其主旨
在于反省中的人自律地提升心灵境界以涵养人生不可稍缺的精神内向度上的“善”价值，那末，教育
的职分便在于诱导人的价值自觉，把握好多维度的价值间的张力以陶冶人的生命。
　　《明日教育文库：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首先对1949年至1957年间共和国的教育发展情况作
了全面梳理，总结了其中的成就和缺憾，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其次，对这期间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现实遭遇作了回顾，铺叙其进程，提炼其教训。
《明日教育文库：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尤其重视历史经验对现实的观照，可谓言切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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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背景篇1949～1957：教育工作的成就与教训第一章 小引第二章 转型期的几件大事第三章 两个显著的成
就第四章 缺失与遗憾第五章 思考与探索风云篇1949～1957：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的
回顾与思考第一章 小引第二章 学人初尝苦涩果--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第三章 更难消几番风雨--多次政
治运动的轮番冲击第四章 寒气渐消春意来--让教育界知识分子振奋的几项重大决策第五章 匆匆春又归
去--从整风到反右运动第六章 历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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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学人初尝苦涩果——教师的思想改造运动　　为人民政权的诞生欢欣鼓舞　　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时，各级各类学校教师约有93万人，加上职员，共150万人左右。
他们都亲身经受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对国民党反动政权的腐败尤其
深恶痛绝。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的胜利，给他们带来了振兴祖国的希望。
《共同纲领》提出的建国目标和方针、政策，深得他们的拥护。
教育界知识分子同全国人民一起，为新中国的诞生欢欣鼓舞，也为身逢盛世，有机会为祖国发展教育
事业、贡献聪明才智兴奋不已。
　　建国初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地把工作重心由革命战争转移到建设新国家的轨道上来，
在恢复生产，增加物资供应，制止恶性通货膨胀，解决失业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以及发展教育、科学
、文化、卫生事业等等方面都做出了人民满意的成绩。
党政干部清正廉洁、艰苦朴素，解放军官兵纪律严明、爱民亲民也深得人心。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更令饱经民族忧患的知识分子扬眉吐气，无比自豪。
就生活而言，那时教职员的待遇，虽远不如抗日战争之前，却也温饱无虞，完全告别了国民党统治后
期物价飞涨、朝不保夕的穷困处境。
　　新生的人民政权，欣欣向荣的祖国建设，也让海外学人对新中国无限向往。
一批批旅居海外的专家、学者和留学生，积极响应祖国的召唤，放弃国外优越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生
活待遇，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到祖国大陆，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仅1950年10月从美国同船归来的留学生就有86人。
到1953年，海外归来的学人已达2000多，包括李四光、华罗庚、彭桓武、钱三强、赵忠尧、郭永怀、
黄昆、傅鹰、谈家桢、吴阶平、邓稼先、唐敖庆、郑集、程民德、方宗熙、虞福春、曹宗巽、史绍熙
、唐有祺、王祖荫、南国农、谢义炳、滕大春、童诗白等著名知识分子。
①他们回国后多数都先到高等学校工作，一部分后来又调入中国科学院、国防科研部门和工农业战线
，为新中国的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事业和工农业建设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思想改造提上日程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就曾作出《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
决定》。
由于历来把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对他们实行争取、团结
、教育、改造的政策。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人才奇缺，吸收了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工作。
为了帮助知识分子了解新中国政权的性质，以及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提高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以
适应新中国的需要，党和政府更重视对他们的团结、教育和改造。
　　按照《共同纲领》规定的文化教育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必须对旧的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
内容、教育方法进行改革，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教育体系，以适应培养新型人才的需
要。
改革旧教育的主力是教育工作者，由于习惯势力的影响，某些改革的阻力也来自他们，因此，需要大
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提高他们对旧教育弊端的认识和批判能力。
当时，教育界正面临着全面学习苏联、以苏联经验为样板进行改革，包括对高等学校进行院系调整等
复杂而艰巨的任务，而大学教授们对全面学苏、院系调整等又有许多不同看法，更需要通过学习来扫
除“思想障碍”，“统一认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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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的话题沉重而充满希望，我们从这里祈想明日。
《明日教育文库：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再现1949-1957共和国教坛风云，由背景篇和风云篇两个
篇目组成。
展示1949-1957教育工作的成就与教训，再现这一历史时期教育界知识分子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遭遇的回
顾与思考，给你全新的历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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