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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卷试图描绘出1976-1992年的中国教育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16年的历史时段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其中教
育、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
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
多元，由此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政治经济背景。
　　从粗线条来看，这一时期的教育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6-1984年，可用“拨乱反正”一词加以概括。
1977年复出后的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技和教育，直接推动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当时最重要的拨乱反正是冲破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思想禁区，即突破“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
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思想禁锢，正式否定了
“四人帮”炮制的否定知识分子和十七年教育路线的“两个估计”。
这实际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基础，解放了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1978年5月开展的“真理标
准大讨论”，更是将思想解放运动推向深入。
无疑，这激发了人民向往新生活的社会热情，为党在新时期的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实施奠
定了群众基础。
　　1977年，从国家决定恢复高考的那一刻开始，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奔
赴考场，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
恢复高考，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教育革命”
思想中裹挟的、轻视知识及知识分子价值的反智主义意识和观念，开启了新中国教育史上前所未有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
从这一刻开始，中国教育步入了改革与发展的新征程。
随后，中国开始恢复向外派遣留学生，整顿学校教育教学秩序，平反冤假错案，调整知识分子政策，
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等，中国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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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柳暗花明（1976-1992）》试图描绘出1976-1992年的中国教育景象。
需要指出的是，这16年的历史时段由多个层面组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等，其中教
育、文化与社会的深层即政治、经济状况，构成了复杂的互动关系——例如，1984年10月中共中央通
过并发布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城市改革全面启动，从而导致城市社会的利益分化、价值
多元，由此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政治经济背景。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

作者简介

　　杜成宪，出生于1954年8月，浙江东阳人。
“文革”期间下农场务农五年，恢复高考后考入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博士。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教育史。
编著有《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国幼儿教育史》、《中外教育简
史》、《20世纪中国教育的现代化研究》、《教育史学》、《幼儿教育思想史》等，参著《中国教育
思想史》（第一卷）、《中国考试通史》（第一卷）、《中国教育史》等。
　　张继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毕业。
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信息资源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刊《民办教育新观察》杂志执行
主编、上海教科院民办教育研究所信息与情报研究室主任。
关注的主要领域：教育思想史、社会教育、民办教育。
编著2004-2008午教育热点年度报告《新观察：中国教育热点透视》等。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冲破思想禁区一 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二 “八八谈话”三 推翻“两个估计”四 
教育界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第二章 恢复与整顿一 高考大门重新开启二 追回逝去的光阴三 平反冤假错案
四 调整知识分子政策五 整顿学校教育工作第三章 转折与新起点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二 新教育方针三 科
学大会：从春天的原野出发四 “神童热”第四章 改革涉入教育体制层一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二 重点学校制度三 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四 校长负责制五 武汉大学引领高校改革浪潮第五
章 迈向世界一 破冰之旅二 海外留学三 来华留学四 “英语热”兴起第六章 “文化热潮”一 启蒙阅读
二 校园文化三 “小平您好”四 大众文化的教育力量第七章 “教育危机”一 “穷国办大教育二 “脑体
倒挂三 “潘晓讨论”与“信仰危机”四 新起点主要参考文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

章节摘录

　　《纪要》是一份全面系统地阐述教育方面的“左”倾观点及一系列“左”倾措施的错误文件。
《纪要》中提出了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两个估计”。
邓小平认为必须推倒“两个估计”，因为如果不推翻这“两个估计”，简直没有办法抓教育革命。
邓小平几次跟方毅、刘西尧、雍文涛、李琦谈话，认为非推翻这“两个估计”不可。
他又举了自己以及“天安门事件”为例，批驳“两个凡是”，批驳《纪要》：　　《纪要》是毛泽东
同志画了圈的。
毛泽东同志画了圈，不等于说里面就没有是非问题了。
我们不能简单地处理。
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中关于我的问题的决议，毛泽东同志也是画了圈的。
天安门事件涉及那么多人，说是反革命事件，不行嘛！
说我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其实，当时我已经不能同外界接触了。
《纪要》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一些话，有许多是断章取义的。
《纪要》里还塞进了不少“四人帮”的东西。
对这个《纪要》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
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体系。
我提出这个问题，可有人反对哩！
　　尽管邓小平已经说得如此明确，可是，在当时连“天安门事件”都未公开平反，人们未敢听进邓
小平的话。
对此，邓小平心中也很明白。
他很直率地说：　　教育部要争取主动。
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
　　教育部的“大批判组”，终于根据邓小平的讲话精神，着手起草《教育战线上的一场大论战——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主持这篇文章起草工作的是罗劲柏。
文章写好后，经胡乔木修改定稿。
　　这篇文章当时交《红旗》杂志发表。
《红旗》杂志起初未敢发表。
后来，由于考虑到文章中有这么～段“重要依据”，这才同意发表：　　“四人帮”的“两个估计”
，与毛主席1971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
“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到他们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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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国教育60年·第3卷：柳暗花明（1976-1992）》为华东师范大学“985工程”教育学理论创
新与教师教育实践改革创新基地和教师教育创新优势学科平台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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