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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ity and Education on the Korean War by China’s Educational Community: 
A Study Focused on People’s Education Journal from 1950 to 1953

全国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宣传教育
——以《人民教育》（1950—1953年）为中心的考察

★ 白 纯

摘要：全国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宣传教育的类型主要包括校园宣传教育、农民冬学及

工农业余学校宣传教育、家庭与社会宣传教育；宣传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

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三视”宣传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宣传教育、反细菌战宣传教育等。

教育界对抗美援朝战争的宣传教育，激发了全国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动力，掀起了报名参军和捐

钱捐物支援前线的高潮，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

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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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起了支持这场战争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即抗美援朝运

动。它有力地支持了志愿军作战，推动了国民经济快速恢复。在这场运动中，全国教育界对抗美援朝战

争的宣传教育，为运动取得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人民教育》杂志创刊于 1950 年 5 月，是国家教育部

主办的全国性、综合性教育刊物，是教育部从思想上、政策上、业务上指导全国教育工作的重要舆论工具，

在教育界具有广泛影响。本文以《人民教育》（1950—1953 年）为中心，对这一时期全国教育界关于抗

美援朝战争的宣传教育加以考察，以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 70 周年。

一、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宣传教育的类型

（一）校园宣传教育。1950 年 10 月 26 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美军扩大侵朝并直接侵略台湾，

严重威胁我国安全，我国不能置之不理。为了使全体人民正确地认识当前形势，确立胜利信心，消灭恐

美心理，各地应即展开关于目前时事的宣传运动”a。11 月 4 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

宣言》，向全国人民说明为什么要抗美援朝，以及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关系，为抗美援朝宣传教育进

一步指明了方向。b 11 月 10 日，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发表宣言，代表全国 100 万教育工作者热烈

拥护《联合宣言》，决定“以实际行动为实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而斗争”c。之后，中国教

育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吴玉章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发出倡议：“我们要负起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宣传教育

［作者简介］白纯，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a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203 页。

b 《各民主党派联合宣言》，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编：《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 年，

第 36 页。

c 《全国一百万教育工作者衷心拥护联合宣言》，《人民教育》1950 年第 8 期，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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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伟大任务”a，提出“我们教育工作者是以对人民进行教育工作为专门职业的。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

主义相结合的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我们教育中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一代的一个重要

内容。成为我们教育业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工作做得好坏，有无成绩，应当成为我们教育工作

者教育工作成绩大小与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教育工作者自己必须加强关于抗美援朝时事教育

的学习，如果我们自己不懂或者懂得不透彻，我们就不能去宣传别人教育别人”；号召“每一个学校，

以至每个教员职员”，都要“结合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定出自己具体的宣传工作计划”b。

1950 年 12 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详细介绍了北京地区抗美援朝思想政治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

做法与经验：“首都的大、中学校，一般都在两个星期中，普遍地全面地开展了校内的运动，掀起了抗

美援朝的高潮。从 11 月 5 日以后，各学校即开展了紧张的时事学习。”时事学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周

总理在国庆前夕的报告，各民主党派的联合宣言，人民日报的社论，以及其他有关的重要时事材料”。

教育部要求，在各学校中，尤其是对于中等以上的学生，不能满足于抗美援朝一般的时事宣传性的教育，

而是要求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全面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满足于单由感情的激励而造成青年的爱国热

潮，而是要把青年的爱国热情建立在正确认识坚强意志锻炼的基础上；不能满足于单纯的时事学习，而

是要从学校教育各个方面，各学科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不能满足于突击性的运动，以及太多的改变正

常的学习生活，而是要求在学习岗位上，沉着地坚毅地为着祖国的需要而学习；不能满足于一般集体学

习的形式，而是要求教师做充分准备，在一定教育计划下，起着主导的作用。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学校教育中，要有长期的打算，明确的方针，周密的计划，具体的步骤，以及适合于思想教育的方法。c

可见，校园内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育部提出，思想教育只有一个最

基本的方法，那就是说服和影响，用道理说服人，用行动影响人，并强调在教育上非常有效的“两句老话”，

那就是“循循善诱”“以身作则”d。而且，老师越来越感到压力，“有人已经觉得自己的思想政治水

平不够，很难满足学生的要求，正在发愁”，因为“老是开会，老是重复那一套”，学生听了要生厌了，

热情也要降低了。有些中小学教师，就自动开始研究各科教学新的计划，研究教学方法，同时加强自己

的学习。好多教师认识到今后工作上要求更细致一些，思想性要求更丰富一些。e

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各学校运用了多种多样的宣传教育形式，如戏剧和电影。各地师生根据志

愿军的英雄故事编排了大量的话剧、歌剧、地方戏曲，收到了很好效果。f教育部向全国师生推荐和配

发了一系列抗美援朝的教育电影，这些影片“都是对各级学校教育有很大帮助的”，学校组织学生观看后，

让大家谈心得感想，再由老师做总结，同样收到很好的教育效果。g

教育部要求，中等以上学校的政治课程决不能，也不应该包办思想政治教育。每科教师，每一位学

校工作者都要分担一定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要作为学校的整体教育活动，在一定计划、步骤下协同，

配合前进。h因此，校园里除了抗美援朝专题思想政治教育，各学校还因地制宜地调整与充实了课堂教

学内容，如国文课选读有关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范文，历史课插入美国侵华史，音乐课教唱抗美援朝歌曲，

美术课教绘这方面的宣传画，体育卫生课学习军事操、防空、防毒、担架、救护、输血、止血等常识；i

并对课外活动加以调整，如组织晚会、讲志愿军英雄故事、朗读诗歌、出墙报、举办时事展览与时事讲演等，

a 吴玉章：《我们要负起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工作的伟大任务》，《人民日报》1951 年 3 月 21 日，第 1 版。

b 《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教育，准备“五一”全国大示威》，《人民教育》1951 年第 4 期，第 28 页。

c 参见《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5 页。

d 参见《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7 页。

e 参见《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5～ 6 页。

f 参见李瑞熙：《展开学校抗美援朝的戏剧宣传运动》，《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60 页。

g 参见子青：《介绍有关抗美援朝的教育电影》，《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64 页。

h 参见《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7 页。

i 参见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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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培养与加深学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思想。a

针对教学业务与思想教育之间可能产生矛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强调：“应该着重指出，思想改造，

理论学习与教学业务不是对立的，相反，只有思想提高并把它贯彻到教学业务中去，我们的教学工作才

能够搞好。”b同时，校园内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需要科学筹划，不能过多地占用正课教学时间与精力，

应该充分利用课外活动、读报、周会、空堂等时间。很多学校的经验证明，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完全可以

利用这些时间而不用停课来进行。如果这些时间不够用，则可以适当延长时事教育期限，“不需要采取

停课和其他突击方式来搞时事教育”c。

（二）农民冬学与工农业余学校宣传教育。冬学是利用冬季农闲时间推进农民业余学习的一种重要

形式，“老解放区历年来的习惯与传统，都是冬季办冬学”d。教育界之所以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中扮

演重要角色，因为“在我们这个文盲占百分之八十的国家内 , 我们教育工作者比其他各阶层人民有着无

可比拟的优越条件”e。抗美援朝运动需要深入广大群众 ,“达到家喻户晓的目的”f。必须动员全国人

民的力量，用更积极的行动支持抗美援朝、建立国防、恢复与发展经济建设。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农

民人口几占百分之八十，因此“必须把全国农民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农民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的作用”g。

以往冬学的传统是将扫盲运动与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如果农民不识字掌握学习工具，不具有读

写算的基本能力，就不可能做到政治上有系统的提高，也不可能接近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技术。h因此，

将识字学文化与抗美援朝时事学习有机结合，是这一时期农民冬学的显著特点。毛泽东在 1951 年全国

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指出，中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加强抗美援朝的工作，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

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积极贯彻这一精神，马叙伦专门就冬学中的政治时事教育发出指示，“冬学是

教育和组织广大农民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应该充分运用这个武器，配合其他工作，来实现上述中心任

务”i。并强调各地的冬学均应普遍和深入地向农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教育，推进增加生产

节约和爱国公约运动，并结合当地情况进行关于土地改革、民主改革、生产与互助以及婚姻法等政策教育。

冬学文化学习的内容应尽可能与时政教育相结合。各地应防止和纠正因孤立地强调文化学习，而轻视政

治时事教育的偏向。j冬学的组织方式，除通过农民已有的学习组织之外，教育系统还动员各学校一切

可能的力量，利用一切机会与场合，如利用各种群众性集会，访问农民家庭，以及采用多种形式如幻灯、

漫画、戏剧、歌咏、黑板报、屋顶广播等进行广泛的群众宣传，力求简要通俗，避免空洞或单调的说教。k 
1950 年全国冬学入学农民达 2500 万人，1951 年秋季转入农民业余初等学校的达 1100 万人。l 1951 年教

育部发出指示，将农民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m并及时颁布了《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

a 参见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b 《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问题：马叙伦部长在华北区各高等学校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教育》1953年第 4期，

第 13 页。

c 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6 页。

d 李曙森：《今年冬学怎么办？》，《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7 页。

e 《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教育，准备“五一”全国大示威》，《人民教育》1951 年第 4 期，第 28 页。

f 皇甫瑾：《对工农群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0 年第 4 期，第 59 页。

g 李曙森：《今年冬学怎么办？》，《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9 页。

h 参见李曙森：《今年冬学怎么办？》，《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7 页。

i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2 期，第 21 页。

j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2 期，第 21 页。

k 参见李曙森：《今年冬学怎么办？》，《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9 页。

l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今年冬学政治时事教育的指示》，《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2 期，第 21 页。

m 参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冬学转为常年农民业余学校的指示》，《人民教育》1951 年第 6 期，第 7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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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a对办好工农业余学校作了具体安排。因此，1951 年之后工农业余学校成为常年对工农群众

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主要方式，与农民冬学相比，其范围更广，时间更长。

（三）家庭与社会宣传教育。家庭与社会宣传教育的主体，除了教师，还更多地纳入了参加过系统

的抗美援朝时事学习、数量更为庞大的学生队伍。据 1951年统计，“现在全国教育工作者有一百二十余万，

有两千四、五百万个学生。若以每个教员与学生的家庭，每家平均三口到四口人计算，只要通过我们直

接所教育的学生向他们的家庭去宣传，我们所能够宣传到的人就有一万万左右，这在普及工作上已经是

一个不小的数目”b。

在家庭中开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首先要争取家长的理解与支持。教育部综合各地的汇报材料，得

出一般的经验是，学生回家进行宣传教育，经常受到来自部分落后家庭的阻力。不少学生要求进步，但

他们回到家里，受到落后家庭的阻碍以至破坏。针对这种情况，有些学校采取了争取教育家长的办法：

首先教育学生不要和家长吵闹形成对立，而是争取家长同情和赞成自己进步。例如有些学生要求参军，

父母来到学校，哭闹阻挡。开始有些学生不是跟父母吵闹，就是避而不见。后来学校发现这些做法不妥，

就教育这些学生去向自己的父母说明事实真相，讲清道理，父母终于被儿女说服，支持儿女的爱国行动。

其次是召开家长会议，向家长报告时事问题及学校的教育政策，使家长明白目前的形势任务和学校的教

育主张。家长会议上除学校教员讲解时事政策外，还发动进步家长讲话，教育落后家长，起了很大作用。c

为了使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更为普及深入，教育部号召老师和学生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走出校园，

深入社会宣传教育。学校中教员、学生更广泛地向群众进行抗美援朝的宣传教育，逐步推广和深入，由

城市到乡村，由思想教育到爱国行动，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爱国运动的新高潮。这种宣传运动的重要骨干，

就是教员和学生，例如 1950 年上海全市 96% 以上的小学教师，组织了 600 余支小队到处宣传；河北省

在寒假中训练了 6 万名小学教员，3 万名冬学义务教员，开展了群众性的抗美援朝教育。学生是更广大

的宣传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 100 万名以上的学生参加了这个宣传运动，如北京大学有 94% 的学

生参加宣传，接受其宣传的有 13万人；河北保定师范 500名学生在寒假中宣传了 14.5万人。冬学积极分子，

更是能深入群众的宣传人员，苏北区有 50 万名冬学学员进行了时事学习，很多地方通过积极分子宣传

抗美援朝的道理，做到了家喻户晓。d

学生在社会宣传教育中，最大的问题是不熟悉群众。一般的缺点是讲道理多，生动的具体事实少，

语言是“学生腔”，不善于运用群众自己的经历或熟悉的事例来讲清道理。对此，北京师范大学的师生提

出“向群众学习是做好宣传工作的首要条件”e。他们的口号是，“把自己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帮助群众来

解决”，“在向群众宣传中来教育自己”。该校学生积极地进行出外宣传的准备，编出节目，还通过区

政府和派出所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f《人民教育》及时总结了各地师生根据群众的思想实际，运用多种

多样的宣传方式，扩大时事教育效果的经验做法。如采用控诉会、回忆会等方式，以群众亲身痛苦的经

历，控诉美帝的罪行；用辩论会、讲演会、问答会等方式展开问题的反复争论，最后做出结论，这是加

深群众对时事认识的一种方法；用快报、喜报、流动壁报、黑板报、广播等方式，及时把时事新闻传播给

群众；也有用各种文娱活动，包括唱歌、戏剧、相声、电影、幻灯等更形象化地扩大宣传教育的效果。g

a 参见《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人民教育》1951 年第 6 期，第 71 页。

b 《普及与深入抗美援朝教育，准备“五一”全国大示威》，《人民教育》1951 年第 4 期，第 28 页。

c 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6 页。

d 耆荪：《五个月来各级学校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 期，第 49 页。

e 丁浩川：《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师大》，《人民教育》1950 年第 2 期，第 36 页。

f 参见丁浩川：《抗美援朝运动在北京师大》，《人民教育》1950 年第 2 期，第 36 页。

g 皇甫瑾：《对工农群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2 期，第 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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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

（一）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三视”宣传教育。中共中央 1950 年 10 月 26 日发

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应有统一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除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

理。号召首先在全国开展以仇视、鄙视和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宣传教育，即“三视”宣传教育。a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要仇视美帝国主义，揭露它的侵略野心。美国在侵略朝鲜的同时，出动第七舰

队进驻台湾海峡，并把侵朝战火引向中国东北边境。教育部要求，“肃清对美帝一切错误看法，端正我

们师生们的思想，使之具体认识美帝是正在威胁中国人民、世界人民的最卑鄙最残忍最反动的敌人”b。

二是要鄙视美帝国主义，认清美国政府的本质。揭露美国政府对外挑动战争，侵略他国，还充当美国垄

断资产阶级掠夺海外利益和世界市场的真相。它对内压迫、剥削美国人民，其代表的少数大资本家掌握

美国绝大部分财富，广大劳动人民则过着贫困生活。三是要蔑视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有信心打败它。

美国发动侵略战争，遭到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反对，“美国不但在政治上是孤立的，在军事上

亦有严重弱点”：战线太长，腹背受敌，战线由西欧至东亚，超过希特勒与日本；后方太远，必须横渡

大西洋、太平洋；士气不高，实战经验不多，战斗力弱；同盟者不强，西德、日本尚未武装起来，英、法、

意等国现已非军事强国；在此种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且在西欧失败后即将

丧失此种优势；原子武器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战争胜负。国土愈广，人口愈不集中，原子武器的

作用愈小。c“三视”宣传教育开展得迅速而广泛，很快就“普及到全国的每个城市和乡村，……甚至

落实到每一户每一人”d。1950 年 11 月 22 日，中共中央认为，“最近时期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在打击

亲美、恐美情绪和反动谣言上已收到重大效果”e。

（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宣传教育。教育部提出，抗美援朝期间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是

使他们具有一种新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这一精神将成为战胜敌人，战胜一切困难，巩固革命胜利，

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动力。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是中国人民的爱国运

动，是人类正义的事业，是人民无限的光荣，能参加这一运动，是极其幸运和足以自豪的。回避这一斗争，

不争取在这一斗争中锻炼自己，就会变成时代的落伍者。使他们系统地理解抗美援朝的意义与目的，为

谁斗争，如何斗争，以及斗争的前途，使他们成为自觉的爱国主义者，崇高的国际主义者。f在高等教育中，

并不是放松系统的社会科学的课程，而是进一步加强毛泽东思想这一革命理论的学习，用现实历史的事

例去证实科学的理论，用理论作为引导，使青年们理解现实复杂的事物。在中等教育中，则“要求全国

中等以上的学生首先要有关心国防的思想，要具有一种坚强的为建立一个强大的国防而斗争的思想。这

就是区别抽象的爱国空谈家和真正爱国主义者的标准。要表扬具有这种思想，并正在等待祖国召唤，随

时都可以应召参加国防建设的爱国青年。在青年中要普遍造成参加国防建设的热潮”。在小学教育中，

小学教师对儿童要注意培养这一种新人的品质。“使儿童们能够理解新的事物，新的人，新的精神，使

他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祖国在做什么？成千上万的父母伯叔兄弟姊妹在干什么？他们所干的事情，为什么

a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203 页。

b 参见《社论：开展抗美援朝的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 期，第 9 页。

c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运动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

第 4 册，第 205 ～ 206 页。

d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抗美援朝战争史（第 3 版）》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4 年，第 677 页。

e 《中共中央关于时事宣传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4册，第 281页。

f 参见《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6 页。



全国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宣传教育

2020年第 3期 69

是正义的？培养儿童集体生长出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苗芽来”a。

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宣传教育，绝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的说教，而是体现在实实在在的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行动上。其鲜明特点，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具体任务相结合，和具

体斗争生活相结合。工农大众肩负着国家经济建设及国防建设的重大责任，尤其是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以

来，有的生产任务较前更重。因此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的时候，“首先必须（也不能不）结合其生产工

作”。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中，负责宣传的师生深入各地区、各厂矿，抓紧这一环节，使工农明确了增

加生产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积极作用意义。工农群众把他们的劳动和智慧，投入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生

产竞赛运动当中，为提高生产、加强国防而斗争。与生产任务有联系的还有其他中心工作，如厂矿的防空、

防火、防特工作，农村的增粮工作，新区的土改工作，以及各地镇压反革命活动等。不论任何政治斗争，

都密切联系着群众的切身利益，因而它也必然能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联系起来。各地群众把抗美

援朝的任务和当时当地的生产任务及中心工作联系起来，提出了一系列明确而又响亮的行动口号。例如，

全国煤矿工人在劳模张子富的带头下，提出了“多生产一块煤，就多增加一份国防力量”。上海申星五

厂工人，在进行“三防”（防火、防空、防特）运动时提出“揭穿了破坏分子的造谣，就是打击了敌人！”“保

全了国家的财富，就是支援了前线！”。1950 年农村冬学运动之初，正是普遍屯粮的时候，许多地区都

提出了“多交一粒粮，多增加一份抗美援朝的力量”的口号。1950 年山东蒙山县 10 月底即全部完成秋

征，其中 33 个村 3 天全部入仓，无一尾欠，他们还提出“地不冻，犁不停”的口号，加紧秋耕工作，

增加来年产粮。b东北各地的小学教员进行社会宣传教育的时候，将抗美援朝运动和人民出粮、出车马、

出民工、防空、防特、防火等战勤工作结合起来，土改地区和宣传土改政策，并和诉苦、算账、分地等

斗争结合起来，同样都收到了很好的宣传教育效果。c

（三）反细菌战宣传教育。1952 年 1 月 28 日，美军开始在朝鲜战场使用细菌武器，“企图以细菌

战来达到他们用飞机、大炮恐吓，在谈判中狡赖而都没有达到的目的”d。毛泽东对此高度重视，作出

了及时处置，e并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f此后，朝鲜战场和国内开展了普遍

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g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也及时加入了反细菌战的内容。1952 年 3 月 12 日，《人民日

报》刊载了《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六年级全体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反细菌战的前线去》，在全国

师生中产生强烈反响。h 1952 年 4 月《人民教育》发表社论《普遍开展反对细菌战的宣传教育》，揭露

美军实施细菌战的暴行：美国侵略军接连在朝鲜前线和后方用飞机和大炮撒播细菌，从 2 月 29 日起，

美国侵略军又用大批飞机在我国东北及青岛等地撒播细菌，企图大规模地屠杀中朝两国的和平居民，破

坏朝鲜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严重地威胁世界和平。i“当我们面临着美国侵略者进行残暴的细菌

战的时候，我们的一切学校，首先应该更加强时事政治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彻底揭露美帝国主义灭绝

人性的罪行，进一步提高全体师生员工对美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死敌的认识和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心，

a 《社论：继续开展与深入学校教育中抗美援朝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民教育》1950 第 8 期，第 6～ 7 页。

b 参见皇甫瑾：《对工农群众进行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0 年第 4 期，第 57 页。

c 参见张健：《关于初等教育方面如何进行抗美援朝的时事教育的问题》，《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37 页。

d 彭德怀：《欢迎“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的讲话》，《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年，

第 436 页。

e 参见毛泽东：《对朝鲜前方发现敌空投带菌昆虫及处置意见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12 页。

f 参见毛泽东：《请苏联增派一个空军师协助拦击散布细菌之敌机》，《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17 页。

g 参见毛泽东：《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情况报告的批语》，《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第 32 页。

h 参见《北京大学医学院医学系六年级全体学生写信给毛主席要求到反细菌战的前线去》，《人民日报》1952年 3月 12日，

第 2 版。

i 参见《社论：普遍开展反对细菌战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2 年第 4 期，第 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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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政治警惕和更加关心时事”。《人民教育》批评了“一些人不看报纸，不关心时事，正是政治上的

麻痹的表现，必须迅速加以克服”。同时强调在宣传教育中，应该充分地说明美国侵略者进行细菌战不

是表示它的强大，而正是表示它的虚弱，正是表现它的穷途末路，决不能挽救它在朝鲜的军事失败，因

为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某一种武器，而是政治经济多方面的力量，其中主要的因素是觉悟的人民。a

各级学校都加强了防御细菌与加强防疫工作的常识教育，督促搞好学校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工作，

同时向全社会宣传，使群众更痛恨美帝国主义，一致提高警惕，并了解防御病菌的常识。宣传教育也使

人民群众明白，“敌人撒下的细菌是可以被扑灭的，它的侵略野心必然会遭受可耻的失败”b。

三、教育界关于抗美援朝战争宣传教育的主要影响

（一）激发了全国师生的工作和学习动力，掀起了报名参军和捐钱捐物支援前线的高潮。1950 年 10
月 27日，北京大学教务长曾昭抡等三百七十六人联名致信毛泽东，抗议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威胁中国的安全，表示决心贡献最大力量为保卫祖国而奋斗。c毛泽东非常重视，于 11 月 3 日批示将此

信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d在教育界和全社会引起广泛影响。全国的教师和学生经过学习，

特别是经过控诉、回忆与对比之后，从无数具体事例、切身体验中，鼓舞了对自己祖国的热爱，扫除了

错误思想，开始树立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有不少学校过去表现不积极，经过控诉运动，反美爱国教

育之后，学校整个改变了，不仅学生政治认识提高，而且学生之间以及师生之间团结增进了，学生的学

习态度改变了。有些从“死读书”转变到经常学习时事和要求锻炼身体，有些从“不读书”“胡闹”变

为认真学习。落后的学生表示：“时代确实不同了，我不应该再落后了”，学校的面貌为之一新。e抗

美援朝运动使全国各高校学生努力克服了学习上的松懈现象，爱国热情贯彻到学习中去后，同学们都提

出保证，为培养自己成为德才兼备、体魄健全的新中国高级建设人才而努力。f对于中学生，则大大的

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明确了学习的目的，“学习是为了祖国”“提高文化，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已成为青年学生和工农青年所尊奉的信条。g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也受到了抗美援朝宣传教育的影响。留

英中国学生总会于 1950 年 12 月 26 日致信毛泽东，响应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并向英勇的中

国人民志愿军致敬，同时表示，“全国人民强大的呼声已经传到了这里，我们决意加速完成学业，尽早

回国，投入祖国人民的阵营。我们热烈地支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h。

同时，各地师生纷纷报名要求参加志愿军援朝部队。例如辽阳一地的中学生就有 80% 以上要求参军

抗美援朝，1951 年初已有约 2 万名学生获准参加军事学校训练，一般学校普遍组织了宣传队、慰劳队、

输血队、担架队、救护队等，从事抗美援朝的种种实际工作。i各地学生还纷纷动员起来缝制棉衣、慰劳袋，

捐献大批慰劳品。j在学生写给学校要求参军的决心书中，很多人都说要学习刘胡兰、赵一曼、赵桂兰、

保尔、丹娘、马特洛索夫等爱国英雄。从这里可以看出，“平时文化课中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k。

a 参见《社论：普遍开展反对细菌战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2 年第 4 期，第 4 页。

b 《社论：普遍开展反对细菌战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2 年第 4 期，第 4 页。

c 参见《北京大学教员三百七十六人签名上书毛主席决心反侵略，愿为保卫祖国献出最大力量》，《人民日报》1950 年

11 月 4 日，第 2 版。

d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1 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237 页。

e 参见耆荪：《五个月来各级学校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 期，第 49 页。

f 参见曾昭抡：《三年来高等教育的改进》，《人民教育》1953 年第 1 期，第 12 页

g 师唯三：《三年来的中学教育》，《人民教育》1953 年第 1 期，第 26 页。

h 《留英中国学生上书毛主席响应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教育》1951 年第 4 期，第 11 页。

i 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j 戈深：《我们教育了青年爱护和平》，《人民教育》1952 年第 10 期，第 38 页。

k 董纯才：《最近开展时事教育的几点经验》，《人民教育》1951 年第 3 期，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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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全国各级学校的师生还纷纷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掀起了捐献飞机大炮运动。北京师范大学

全体师生捐献“师大号”飞机，汇文中学教育工会一致决议发起捐献“教工号”战斗机运动，会上当场

捐献了 550 万元。清华大学很多师生决心把课余工作收入捐献出来，机械系学生提前完成了代某工厂描

制的蓝图表格 411 张，把所有酬金 200 多万元全部捐献出来；归国华侨学生 17 人，献出了他们带回来

的一批药品。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全校学员与工作人员，截至 6 月 12 日捐献现款 2.1 亿元，连同捐献的金

饰、贵重物品和房地产的折价，总数达到 20 亿元以上。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市财政学校、育英中学、

工商中学等校师生都开展了捐献运动。天津学生发起了捐献“学生号”飞机运动。东北教育工会和东北

人民政府教育部基层工会联名致函各地教育工作者，发起捐献“东北教育工作者号”飞机 3 架，东北文

教委员会捐献 2 亿 3180 余万元。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吕振羽将《中国简明通史》一书的版税 3600 余万元

全部捐献出来。中国医科大学、东北工学院及各地大、中、小学师生也掀起了热烈的捐献运动。上海全

市中小学校和社会教育工作者捐献两架“上海教工号”战斗机；光明中学教职员捐献了 1200 多万元，

该校还决定设置免费生 60 名，专收革命烈士和革命军人子女。皖北区学生联合会号召全区学生捐献“皖

北学生号”飞机一架。湖南浏阳县立中学全体师生职工发起捐献“浏阳号”飞机，并建议全省开展“一

县一机”的捐献竞赛运动，湖南人民革命大学的全体学员捐献出 1 亿余元，等等。a

（二）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与爱国热情，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经过系统

深入的抗美援朝宣传教育，全国各地掀起了参加志愿军的热潮，成千上万的祖国优秀儿女奔赴朝鲜战场，

大批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人员和各种民工队志愿到前线担负战地勤务工作。与此同时，全国人民

积极开展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及爱国丰产等运动。经过广泛有力的宣传教育之后，工人的政治觉悟大大

提高了。1950 年全国已有 2800 多工矿企业单位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有 180 多家国营工矿企业提前

完成或超额完成全年任务，许多全国性的生产新纪录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b 1951年 6月，《人民教育》

以《抗美援朝教育结合实际的范例》为题，积极评价了山东省贾旺煤矿的先进事迹。贾旺煤矿劳动模范

王景全在信中写道：“因为在职工群众中进行了深入的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思想教育……我们风镐队在

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鼓舞下，掀起了创造新纪录运动。3 月 21 日，李均亭小组首先创造了 5 小时半采煤

108 吨的新纪录；25 日宋玉坤小组又创造了 6 小时半采煤 150.75 吨的新纪录。”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也

把工农群众学文化学技术的积极性带动起来，爱国主义热情的鼓舞，“使每个人产生了更多地为祖国服务，

更圆满地完成工作任务的要求，因此便自然而然地要求提高文化与技术”c。工人们提出“工厂即战场，

机器即枪炮”的口号，许多任务厂夜以继日地为志愿军生产军需物品、武器弹药。广大农民踊跃交售“爱

国粮”，全力保障前线的物资供给。国家财政收入也逐年增加，1950 年为 65.19 亿元，1951 年为 133.14
亿元，1952 年为 183.72 亿元。d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快速好转，保证了志愿军的后勤补给。抗美援朝战争

期间，全国人民为志愿军提供了 560 万吨粮食，以及大量的肉、蛋、医药、衣被等军需物资。此外，为

了进一步加强国防，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号召，动员全国男女老少、各阶层人民开展捐献飞机大

炮运动。至 1952 年 5 月底，全国人民为朝鲜前线的捐款可购买战斗机 3710 架，e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

英勇作战，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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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参见《全国各级学校师生热烈捐献飞机大炮》，《人民教育》1951 年第 7 期，第 33 页。

b 耆荪：《五个月来各级学校抗美援朝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人民教育》1951 年第 1 期，第 49 页。

c 齐明：《抗美援朝教育结合实际的范例》，《人民教育》1951 年第 6 期，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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