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邓小平教育理论

开拓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

怀 进 鹏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同志

的伟大历史功勋。1977 年，邓小平同志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定，以教育战线为突破口，推动进行

各方面的拨乱反正。邓小平同志站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的高度，精辟地阐述了我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形成了邓小平教育理论。这一理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

代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和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发展社

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同志指出， “学校应该永远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

位”，“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这一论断指明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他重申了毛

泽东同志提出的教育方针，指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是培养人才的质量标准，并强调要在教

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上有新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

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我们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是一个民族发展和振兴最根本的

事业。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没有人才不行，

没有知识不行”，“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他总结了我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

要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与人才的风气，为培养和选拔人才创造有利的环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支撑，坚持教

育、科技、人才一体统筹推进，擘画到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蓝图。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

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强化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基础支撑，努力将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

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

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邓小平教育理

论的精髓。邓小平同志指出: “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我们

要把实现现代化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使教育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邓小平同志指出，发展教育

事业不但要看到近期的需要，而且必须预见到远期的需要。我们要从自身特点和现代化建设的长远

目标出发，使今日的教育能够适应未来变化的世界。纵观人类文明史，世界强国无一不是把教育视

为对未来的 “战略投资”和持久繁荣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我们要以教育强国建设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融通

中外，立足时代、面向未来，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教师是培养合格人才的关键。能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的人才，关

键在教师。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强调要通过师范教育和师资培训 “提高教师的水

平，包括政治思想水平、业务工作能力以及改进作风等”。兴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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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指出: “要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建设教育强国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来抓。”我们要弘扬教育

家精神，建设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引导广大教师争做党和人民满意的 “四有”好老师，做学生

为学、为事、为人的 “大先生”，筑牢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坚实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

生格局性变化。今天，我们学习继承发扬邓小平教育理论，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 “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锚定早日建成教育强国这一目标，主动超前布局、有力应对变局、奋力开拓新局，以

教育之力、教育之强为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 本文作者 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

邓小平同志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

高 翔

邓小平同志最重要的思想特点、最鲜明的领导风范，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在邓小平同志指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邓小平同志指导

重新确立的这一思想路线，是我们赢得优势、赢得主动、赢得未来必须坚持的根本思想武器。

一、指导我们党冲破重重阻力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坚持正确思想路线是制定和贯彻正确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前提和基础。“文化大革命”结束

之后，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同志领导和支持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他提出: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 “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

想的 “出发点、根本点”。他强调: “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

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

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和老一辈革命家支持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 “以阶级斗争为

纲”，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由此开启了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

邓小平同志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

革”。做好这两件事都离不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把作为

科学理论的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区别开来。针对苏联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他

提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针对超越阶段的 “左”的思想框框，他强调中国处于并将长

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针对 “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等观念，他揭示

社会主义本质是 “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针

对关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乡镇企业和私营经济、创办经济特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等出现的不同意见，邓小平同志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领导我们党澄清是非、统一思

想、凝聚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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