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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共分七章内容，第一章概述了陕甘宁边区的创建历史、教育的发展历程和基本
线索；第二章总结了在职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学习方式、基本经验和所起的历史作用：第三章论述
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极其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创造中国红色高等干部学校教育的奇迹；第
四章回顾了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培养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并在炮火中成长起来的中等学校的辉
煌历史；第五章叙述了小学教育在陕甘宁边区教育发展过程中为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和扫盲教育所作
出的历史贡献；第六章记述了陕甘宁边区少数民族的教育活动、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经验，以及他们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第七章梳理了陕甘宁边区的教育行政体制和教育实务管理的
成功经验。
本书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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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
他提出，为革命的需要与改革旧教育的弊端，必须实行“教劳结合”，尤其强调“教劳结合”对促进
青年学生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逐步实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的意义和作用。
1939年，在延安群众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毛泽东说：“延安的青年们干了些什么呢？
他们在学习革命的理论，研究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方法。
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了千亩万亩的荒地。
开荒种地这件事，连孔夫子也没有做过。
孔子办学校的时候，他的学生也不少，‘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谓盛矣。
但他的学生比起延安来说少得多，而且不喜欢生产劳动⋯⋯中国古代在圣人那里读书的青年们，不但
没有学过革命的理论，而且不实行劳动。
现在全国广大地方的学校，革命的理论不多，生产劳动也不讲。
只有我们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青年们根本不同，他们真是抗日救国的先锋，因为他们的政治方向
是正确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确的。
”这是因为，边区高等学校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教学实践
中予以贯彻：一是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意义，把它看做革命战争的需要、发展经济的需
要和改造思想的需要；二是确立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多种形式，使其切合边区的实际；三是教
学内容、方法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许多学校都开设生产知识和技术的课程，在教学中把一些与生产相
关的学科同生产实践紧密地联系起来。
通过实行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与工农群众结合，与生产劳动结合，一方面，培养了学员的群众观念
、劳动观念、纪律观念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另一方面，同解决办教育的物质困难联系在
一起，如果当时高等学校的教育活动不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很难开展起来的。
 由于各学校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地结合起来，因而在各方面都起了很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其主要方面有： 第一，通过生产劳动，广大学员掌握了劳动技能，促进了思想改造，增强了劳动观
点与群众观点，培养了勤劳朴实的思想感情和作风，锻炼了刻苦耐劳的意志，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同工
农群众相结合，更积极有效地为人民服务。
正如毛泽东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总结大生产运动的成绩时所说的：“使一万多个知识分
子与青年学生第一次从自己的亲身体验中懂得了什么是劳动，锻炼了他们。
”抗大坚定不移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引导学员把生产劳动同夺取抗战胜利、解放中国的革命任
务紧密结合，同改造世界观的要求相联系，同解决物质困难相联系，学员一边学习，一边生产，既实
践了“劳动者可以创造世界”的理念，又改善了办学条件。
 第二，通过生产劳动，促进了教学工作和创作工作。
例如，鲁迅艺术学院师生创作并演出了著名歌曲《生产大合唱》和轰动一时的新秧歌剧《兄妹开荒》
等，就是他们参加生产劳动、深入实际斗争生活所取得的成果。
 第三，通过生产劳动，修建了校舍，获得了丰收，克服了经费不足的困难，为开展教学活动创造了基
本的物质条件。
例如，抗大在1939年这一年内，开垦荒地17 000亩，生产粮食100多万斤（1斤=0.5千克）。
延安大学在1943年12月至1944年5月的半年中，由生产劳动所取得的经费数额占开支总数的一半以上。
由于发展了生产事业，许多学校做到了半自给。
 事实证明，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不仅了创造了物质财富，克服了办学经费不足的困难，更重
要的是转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感情，提高了他们的觉悟程度，促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质量，发
展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附考核册）>>

编辑推荐

《陕甘宁边区教育史(套装共2册)》给供相关学者参考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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