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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乱与整治: 建国初期广东省整顿小学探析

黄 勇
( 华南师范大学，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小学教育是人民教育的基础，没有小学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将成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1953 年至 1954 年全国各地进行的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的运动有效地制止了建国四年以来小学教育存在的混乱现
象，对新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今后几十年中国小学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具有里程碑意义。解放
四年以来，广东省小学教育在学生数量和教学质量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严重的混乱现象。为消除
小学教育中的混乱现象和学校中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现象，提高教学质量;建立和贯彻党和政府的文教政策和对知识分子
政策;以及教育和培养政治思想和政策业务水平高的文教干部，广东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整顿小学工作。
【关 键 词】混乱;整顿;广东省;小学
【中图分类号】C93． 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352( 2012) 05—0055—05

1953 年至 1954 年是中国社会的过渡和转型的剧变
时期。值此新旧交融之际，能否通过整顿小学工作切实加
强党和政府对小学和小学教师的领导，从根本上改变建国
四年来小学教师与党和政府之间的不正常关系; 广泛又深
入地向干部、群众、学生、家长、教师五方面宣传党对知识
分子政策及文教政策，有效地克服混乱现象及改变学校存
在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建立合理制度; 培训文教干部，教育
和提高其政治思想和政策业务水平，使其安于文教工作，
并树立专业思想，贯彻文教政策，则对新中国的小学教育
工作显得十分重要。那么，整顿小学的动因是什么? 干部
和民众尤其是教师对待整顿小学的心态如何? 整顿小学
的收效究竟怎样? 近年来学者对建国初期整顿小学的研
究可谓空白，笔者期待本篇劣作能起到抛砖引玉之效。本
文依据原始档案及报刊史料以广东省为研究对象，试图对
上述问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来审视整顿小学运动中
政府与民众尤其是教师的互相关联，以丰富我们对建国初
期整顿小学的认识，再现当时广东省整顿小学的历史场
景，真实记述建国初期广东省整顿小学运动，进而透视建
国初期整顿小学的某些重要端倪和掀开整顿小学历史缘
由的底牌。

1 广东省整顿小学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集中力量于各种社会改革
和经济恢复工作，而疏于对小学教育的领导，因而党对知
识分子的政策贯彻不够，致使小学产生严重的混乱现象。
这时广东省小学混乱现象主要表现为:

1． 1 乱拉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和机关、团体以及群众
随便借用校舍

1． 1． 1 乱拉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如，1952 年 11 月
阳江县六区命令全区小学教师参加秋征计算工作，每校只
准留下 1 ～ 2 个教师维持校务，结果全区 41 所小学全部停
课 20 多天①。三水县第一区区政府命令该区基塘小学停
课 1 天，学生去做迎亲队伍②。

1． 1． 2 机关、团体和群众随便借用校舍。如，1952
年化县三区石湾小学连续 3 个星期被占用为秋征办公室，
结果该校被迫停课 3 个星期③。澄海县五区上东小学有 6
间房子经常被群众占去养鸡养鸭④。

1． 2 教育行政部门随意裁撤和调动小学教师。如广

四县文教科代理副科长曾志明通过一连串的“进修”、“普
查”和“整顿”手段不明不白地“清洗”了该县小学教师
306 人⑤。封川、开建县文教科年年大调动各小学教师。
1951 年该县文教科对所辖小学的教师进行全面调动，没
有一个教师能留在原学校任教的; 1952 年的调动与 1951
年大同小异，每个小学只留原教师 1 ～ 2 人，其余的全部调
动⑥。

1． 3 教师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低下
1． 3． 1 教师政治素质低下。如顺德县容奇镇一小教

师对学生说:“中国的人民领袖不是毛泽东而是毛主席，中
国现在是共产主义，苏联是社会主义，将来中国由共产主
义过渡到社会主义。”⑦

1． 3． 2 教师业务素质低下。如潮安县第八区一教师
将先乘后加的算术题先加后乘，如把 6 + 8 × 5 = ? 写为 6
+ 8 × 5 = 14 × 5 = 70⑧。顺德县第三、第十区和容奇镇共有

教师 317 人，其中: 初中文化程度以下，业务水平低，且不
能任教的教师 28 人; 非全职教师且其正职为摆摊贩、行
伍、车夫、巫师、木工、塾师 27 人; 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在在
解放前后成为教师的 8 人; 一贯道徒众 1 人; 共 64 人。⑨

1． 4 教师政治经济地位低下以及工资分配和编制设
置不合理

1． 4． 1 教师政治经济地位低下
教师在一般干部印象中都是“可怕”的人，经常被歧

视、讥笑、侮辱、辱骂和敌视，毫无政治地位可言。如顺德县
八区曾规定:“贫雇民三次不登记必须悔过，中农两次不登
记必须悔过，地主恶霸、知识分子一次不登记必须悔过。”错
误地把知识分子与地主恶霸一样看待。⑩教师收入低下，一
提到经济地位，有的教师就自嘲地说:“祖国前途光芒万丈，
教师前途暗淡无光”;“做小学教师犹如一件破棉袄，天冷
了无奈何才穿，穿来既不卸寒又不体面”。瑏瑡为此教师普遍
对教学不负责，想另谋出路。据潮安一区统计，120 个教师
中就有 72 个不安心教学，想升学或者想转业。瑏瑢

1． 4． 2 工资分配和编制设置不合理
教师工资分配不合理的现象十分严重，不是区域之间

差距过大就是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间存在严重的平均主
义。如粤中顺德县教师平均工资 35 万元 /月，瑏瑣粤北连平
县约为 15 万元 /月 ( 此处为旧币，旧币 1 万元折合新人民
币 1 元，以下凡涉及工资单位为元的均为旧币) 。潮安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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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区郭陇小学教职员工每月米薪一律为 190 斤 /月。瑏瑤
广东省教育系统普遍存在着超编的现象，按规定学生和教
职员工的比例为 40: 1，但全省的普遍情况是在 28: 1 及
30: 1 之间，有的地区甚至是 19: 1。瑏瑥如 1952 年年底顺德县
共有教职员工 1666 人，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比例为 26． 3: 1，
按该县整顿编制要求，该县超编教职员工 242 人。瑏瑦

1． 5 学生文化程度低下和纪律散漫
如潮安县一区枫溪小学六年级 56 人中能用标点符号

中的冒号、句号、引号、问号的仅 3 人，有 7 个人连一个都
不会用。该区陈桥小学第二学期期考，二年级全班 76 人，
语文不及格的有 45 人( 占 66． 6% ) ，数学不及格的有 37
人( 占 50% ) 。瑏瑧乐昌县第三区学生打架、侮辱教师、打教师
等无纪律现象十分严重，有的学校学生一天打架的次数达
到 33 次; 一小学教师上课转身板字时，学生在背后把垃圾
桶盖在该教师的头上。瑏瑨

2 广东省整顿小学的做法

2． 1 端正干部思想
由于参加整顿小学的干部大多数是从土改复查队或

生产队里调过来的，过去没有搞过文教工作，因此对党和
国家的知识分子政策模糊，对文教工作没兴趣也没信心，
认为参与整顿小学没前途，认为整顿小学就是“整”教师。
以前搞过文教工作的干部因为执行政策有偏差，怕教师报
复，怕上级处罚，因此想改行转业。如揭阳县一文教助理
说:“我们不安心文教工作是因为今年提升了两个搞中心
工作的文教助理为区委，搞中心工作才有前途”。瑏瑩

针对干部的这些情况，整顿小学工作组召开干部会
议，组织学习整顿小学的方针、政策、目的和意义。经过学
习，参与整顿小学的干部大都顾虑消除，信心提高。如澄
海县文教科长说:“开始我以为整编几个教师没什么了不
起，我们科长花那么多时间，现在才知道整顿小学确实很
有意义。”瑐瑠饶平县文教助理王明说:“经过这次学习，我初
步认识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提高了工作信心。”瑐瑡

2． 2 切实依靠教师
面对整顿小学，有些教师认为工作组来了解一下教师

的生活，工资便能一下子提高; 有些教师认为整顿小学只
是做做样子，整顿和整编是换汤不换药，混乱现象难以解
决; 有历史污点或作风不好的教师怕清洗、怕斗争; 工农出
身、文化水平较低的教师认为要“提高质量”，自己一定被
整掉; 能力过得去的教师则认为整来整去都整不到自己头
上，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针对教师的种种顾虑和不正确
思想，工作组经过连串的会议，反复向其交代党和国家的
政策，揭露违反政策而造成混乱和妨碍教学的事实，并进
行检讨和处理; 同时指出教师的缺点和错误思想，提出“发
扬优点、克服缺点、明确今后努力方向”等口号与“不追究
历史”的措施，并对教师进行关怀和前途教育。

经过工作组的不懈努力，教师的顾虑得到成功释除，
错误思想得到纠正。教师们对党和政府的关怀感到欣慰，
进一步认识了党和政府的文教政策，改善了他们与党和政
府之间的关系，因而靠近了党和政府。如普宁县很多教师
说:“我们教师已 见 青 天 了，想 不 到 我 们 教 师 也 有 澄 清
日”;“这次运动锻炼了我，使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毛主席和
共产党的伟大”; 瑐瑢湛江市一教师感慨地说: “3 年来没有
听过这样的报告，今天知道党委这样重视和爱护我们，我
们应以实际行动来报答党对我们的殷切期望。”瑐瑣 有些教
师听过报告后，当即召开校务会议检查教学业务和检讨学
校与群众的关系，订出今后改进工作的计划。

2． 3 掌握基数，查清情况
广东省小学基数过去不确定，小学情况也摸不清，以

致影响了教育工作的计划性，因此，整顿小学首先要核定
现有学校数、学生数和教职员工数，同时对于学校编制、教
师质量、教师待遇、校舍情况、超龄和不及龄儿童与人口的
比例等也须进行全面调查、研究分析，以便提出适当的控
制数和合理的编制及建立每学期按期呈报数字的制度。

经调查，广东省各区小学学校数、班数、员工数、学生
数、员工和学生以及班级和学生之间的比例等概况基本清
晰。( 见下表 1)

表 1: 广 东 省 各 县 小 学 概 况 表
地区 人口( 人) 学生占人口% 学校数 班数 员工数 学生数 员生比例 班生比例

粤中区 8747275 9． 7 4551 19861． 5 28887 852393 1: 29 1: 43
粤东区 9445493 12． 1 5128 31452 40550 1136429 1: 28 1: 36
粤北区 3609917 10 3406 12059 12089 362183 1: 30 1: 30
粤西区 7132321 8． 7 3946 18990 21954 623527 1: 28 1: 33
海南区 2693220 11． 3 2890 10654 305582 1: 29
总 计 31628226 10． 4 19921 82362． 5 114134 3280114 1: 28． 7 1: 40

说明: 海南区全区缺班数，粤中区材料中缺广四县、增城县学校数，缺三水县、广四县、增城县班数。
( 资料来源:《1953 年上半年广东省各县小学概况表》( 1953 年) ，第 96 页，广东省档案馆: 314—1—105。)

同时，经调查，基本上摸清教师的情况，如家庭出身、
政治面貌、文化水平、教龄和类型。以普宁县为例，经调
查，该县共有教职员工 203 人，中贫农出身的教师约占
70%，政治面貌为中共党员和团员的不足 15%，初中和小
学文化程度的教师占 90%，教龄三年以下者占 50%。根
据教师能力、文化水平和工作态度等将教师分为四种类
型。如下:

全区小学教职员工 203 人，其中: 校长 11 人，教导主
任 22 人，教师 148 人，职员 8 人，工友 14 人( 其中女教师
29 人) 。

教师阶级出身: 贫农 72 人，占教师总数 38% ; 中农 60
人，占 31． 7% ; 富农 6 人占 3． 1% ; 地主 40 人占 21% ; 自由
职业 6 人占 3． 1% ; 小手工业者及小商人 6 人，占 3． 1% ;
其他成分 7 人，占 4． 7%。

教师的政治面貌情况: 共产党员 5 人，占全体教师 2．
6% ; 青年团员 19 人占 10% ; 曾参加国民党、三青团、任伪
职的 10 人，占 5． 3%。

教师文化水平: 专科程度 2 人，高中程度 18 人，初中
程度 141 人，小学程度 28 人。

教师教龄: 不足 1 年者 23 人，1 至 3 年者 76 人，3 至 5
年者 40 人，5 至 10 年者 33 人，10 至 20 年 17 人。

教师类型: 第一类，工作积极负责，业务能力较强或一
般，经过培养可成为骨干者 36 人，占教师总数 19% ; 第二
类: 工作态度，业务能力均一般，其工作态度尚好，业务能
力较差，与业务尚好工作态度较差，尚能胜任教学工作者
138 人，占教师总数 73% ; 第三类文化业务水平太低或年
老体衰，有严重疾病，不能胜任工作者 15 人，占教师总数
8% ; 第四类型的教师在整顿过程中尚没发现( 指现行反革
命分子或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强奸幼女，严重摧残儿童
致伤者，就坚决清洗的) 。瑐瑤

2． 4 处理员工队伍
2． 4． 1 员工队伍的整顿。针对教职员工队伍中存在

的问题，员工队伍的整顿主要采取以下措施: ( 1 ) 原非从
事教育工作，解放后从积极分子、进步青年中调到学校，而
又不适合于这一工作者，让其或劝其回去原岗位生产或工
作。( 2) 体衰多病不宜再任教尚有依靠可以生活下去者，
婉言劝其退休; 文化太低不能胜任教职者，劝其升学或转
业。( 3) 证据确实、罪恶重大者或有现行活动的反革命分
子者，予以清除; 或送回乡管制强迫生产。( 4 ) 严重违法
乱纪及品质极为恶劣不宜留校者，由县( 市) 政府查实处
理。除此以外，不能以任何理由解聘教师职务，也不得强
行遣散教师。瑐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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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2 员工编制的整顿。为了纯洁队伍，合理的使
用人力，提高工作效率，发挥员工工作的积极性，广东省进
行了教师编制的整顿。根据山区与平原的难易情况，乡村
与市镇的分散与集中情况，以及校舍的距离; 教室的宽窄;

班级的多寡; 年级的高低等实际情况为原则确定员工与学
生之间的比例。

以粤西区为例，粤西区根据员工队伍和编制的处理原
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了员工队伍的处理。( 见下表 2)

表 2: 粤 西 教 职 员 工 安 置 情 况 表

类
别

数
量县 别

原有人数

教

师

工

友

编
制
人
数

编余人数

教

师

工

友

处 理 情 况

提

升

分配
机关
工作

到垦
殖处
工作

自
找
工
作

复

学

清

洗

转业
回家
生产

回
家
养
病

群众
要求
管制

辞
职
升
学

备 注

工友全部
动员回家

生产

吴 川 1009 34 869 140 25 28 27 16 6 6 13
化 县 1249 1158 91 3 6 25 2 6 13 13 1 1
信 宜 1567 1220 347 2 41 10 74 220
电 白 1256 32 1066 222 30

雷 东 381 61 300 81 61 4 6 33
全部工友
动员回家
从事生产

湛 江 560 64 463 130 33 40 10 3 2 同上
台 山 3359 151 2405 954 151 11 24 103 34 19 127
开 平 2148 1475 508 165 116 67 21
恩 平 467 10 119 126

阳 江 1677 212 1176 510 203 20 96 18

工友经区
政府介绍
参加垦殖
工作的人

数不详
阳 春 1765 1169 596 70 303

茂 名 1744 11 1423 329 3 8 45( 内工友
1 人) 3 51 7 另外学校

自给的 11 人

廉 江 1698 56 1727 56 2 4 33
工友全部
动员回家

生产
合 计 18413 621 14451 4375 697 34 84 672 159 50 172 721 10 16 160

( 资料来源:《粤西区关于整编小学的总结》( 1953 年) ，第 29 页，广东省档案馆: 204—3—173。)

2． 5 调整教师工资
在调整工资之前，广东很多地区的工薪制度是很不合

理的，评薪不是根据教师的德、才以及按劳取酬的原则，而
是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如普宁县莲美小学 1953 年第二
学期评薪采取“除头除尾，中间平均分配”的办法，教职员
工薪金除了校长、教导主任较高之外，其余教职员工全部
是 211 斤米 /月。这样一来便严重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如该校教师陈怡然说:“你 211 斤，我也是 211 斤，

工作你不做我也不做，反正都是一样，何必讨苦吃。”瑐瑦

为发扬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改变工资
等级上的不合理现象逐渐达到“按劳取酬”; 为适当提高
教师待遇特别是乡村小学教师的待遇，逐渐消除城乡之间
的待遇差别; 广东省根据中央 1952 年公布各级学校教、
职、员工工资标准和教师的德才情况并结合广东省实际情
况，切实调整教师工资，制定教师工资级别。( 见下表 3)

表 3: 广东省工资等级表 ( 单位: 公分)

说明: 1． 如果一教师七月份工资级别是 90 分，以牌价每分 2800 元折合，该教师的工资实际数为 252000 元。2． 中城市指
的是: 汕头、湛江、佛山、江门、韶关、海口、石岐; 小城市指的是县城及相当于县的市镇; 乡村指的是乡村及区镇。( 资
料来源:《1953 年下半年小学工资调整方案》( 1953 年 8 月 27 日) ，第 11、14 页，广东省档案馆: 314—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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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次调整，教师们都体会到了党和政府的深切
关怀，感到做一个人民教师的光荣。如仁化县二区教师李
遵宸说:“党在经济上不断改善我们的生活，我今后要好好
地工作，热爱自己的事业，钻研业务，更好地去为人民服
务。”兴宁县小学教师林立先说: “我这次虽然被提为 115
分，但检查我的成绩还远不及人民的要求，今后更须努力
搞好工作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瑐瑧

2． 6 明令禁止乱拉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和随意占用校
舍的行为

针对师生任意被抽调和校舍随意被占用以致学校常
常缺课停课的混乱现象，广东省教育厅出台了一系列措
施:

2． 6． 1 小学业务由县市文教部门直接领导，其他机
关团体不得直接向学校布置工作。

2． 6． 2 严禁乱拉教师做校外活动，除教育行政部门，
青年团教工会或教联会，在不妨碍教学工作及师生健康和
必要休息的原则下，并为了配合教学的目的，可以有限制
地利用假日、假期、业余时间，参加必要的社会活动，但在
每个学期中平均每月不得超过 12 小时，假期不得超过 1 /
6，学生一周不超过 1． 5 小时，如有特殊需要，须经行署批
准。

2． 6． 3 任意使用或占用校舍的现象，必须加以纠正，
今后除特殊情况并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外，一概不准使用或
占用学校校舍，已被占用的，应由当地政府机关负责，迅速
设法加以妥善处理。瑐瑨

2． 7 处理不适龄学生
不适龄学生主要有两种: 超龄( 16 周岁以上) 和不及

龄( 7 周岁以下) 。对于超龄学生，在其自愿的前提下劝其
退学或转学，采取举办速成班的办法将其从小学调出; 对
于不及龄学生，采取举办幼儿园或幼儿班的办法将其从小
学调出; 同时规定 1953 年秋季起学校不再招收不适龄学
生。瑐瑩但对超龄学生的处理，超龄学生和家长误解很大，一
致认为超龄学生要失学了。有的群众说:“超龄生大多是
工农成份，现在政府要将超龄整出去，这不是和‘学校向工
农开门’的政策违背吗?”瑑瑠针对这些顾虑，工作队即召开
超龄学生会、家长会进行解释，说明政府不是采取一脚踢
开的做法，而是为使他们更好地学习，才开办速成识字班。
工作队说:“不及龄学生入学正如二寸秧针拿到田里插，超
龄学生入学正如两尺青苗拿到田里插，二寸的秧针和二尺
的秧苗一起生长在田里，能生长好吗?”瑑瑡工作队并明确表
示在开办速成班之前，不会让他们失学。他们才明白政府
整顿小学的方针，从而解除了心中的顾虑。有些超龄学生
说:“我们和七八岁的小孩子在一起念书的确不好，太简单
没有味道，有大有小，教师不好教，学生也学不好，政府这
样做也是关心我们。”瑑瑢经过整顿，全省一共清理不适龄学
生 149653 人。

3 广东省整顿小学的成效和不足

3． 1 广东省整顿小学的成效
3． 1． 1 有效地制止了违法乱纪行为，克服了混乱现

象，提高了教学效果。在这次整顿小学的过程中，干部和
群众经过宣传教育后，明白了过多地抽调教师和乱拉学生
参加社会活动，随意占用校舍，歧视、讥笑、侮辱、辱骂以及
敌视教师的行为是不对的。如潮安县有的干部说:“今后
不能乱叫老师干工作，不要妨碍教学”; 有的群众说: “混
乱不制止，教师没空教学，子弟读了没进步。”瑑瑣 混乱现象
的克服，干部的鼓励，为提高政治素养和业务水平，很多教
师购买了《小学教师业务讲座》、《小学教师》、《教师月
报》、《文教半月刊》等有关业务的书刊和政治理论学习资

料来阅读研究。同时，教师普遍认真备课，关心爱护学生;
学生也能专心学习，尊敬教师、服从教师的教导。

3． 1． 2 多数教师明白了党和国家的文教政策，消除
了过去的不满和不安情绪，改变了过去与党和政府的不正
常关系。教师们说他们几年来普遍的感觉是: “编( 余) 、
调( 动) 、减( 薪) 、降( 职) 、清( 洗) ，所谓对知识分子的八
字政策( 指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 实际是‘打击、
排斥、追逼、清洗’”。瑑瑤在整顿小学的过程中，负责工作的
干部亲自作报告和检讨，开展自上而下的反复宣传和检查
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发扬民主，进行自下而上的批
评。教师消除了过去由于某些干部违反政策所造成的误
解，认识了党的政策是正确的，提高了自身的政治水平，正
确认识到自己的前途和责任，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向党靠
拢。正如阳江县一小学教师说:“以前我总认为教师面向
黑板，前途是黑的。经整顿后，我才认识到共产党的阳光
普照天下。”瑑瑥据统计，顺德 1295 名教师中，整顿后，出现
了政治觉悟高、工作表现好、对党靠拢的积极分子 512 名，
占全体教师的 40%。瑑瑦

3． 1． 3 文教干部进一步体会了文教政策。文教行政
部门干部大部分是从搞中心工作方面调换过来的，未参加
整顿小学工作之前，对文教工作普遍不够安心和缺乏信
心。通过这次整顿，文教干部在实践中认识了党和政府的
文教政策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扭转了以前对待小学教师的
错误思想，明确了小学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因而增强了
工作信心，安于文教工作。文教干部开始建立专业思想，
贯彻文教政策，认真抓起小学教育工作。

3． 1． 4 清洗了反革命分子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解
放后 4 年多来，经过了各种社会改革运动尤其是土改和镇
压反革命运动，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基本上已被肃清。
由于党和政府集中力量于各种社会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
上，腾不出手来加强对小学教育的领导，在文教部门中，尤
其是乡村小学，在教师队伍中，仍暗藏着为数不多的反革
命分子和严重违法乱纪分子。如粤西区就发现现行反革
命分子与严重违法乱纪分子 172 人。瑑瑧反革命分子经常利
用教师对现状的不满，挑拨教师与政府间的关系。经过整
顿小学，将隐藏在教师的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与严重违法
乱纪分子清除了出去。

3． 2 广东省整顿小学的不足
3． 2． 1 整编小学教师中存在的不足
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

因素”。瑑瑨如何确保整编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保持原汁原味，
整顿小学工作干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有些整顿小学
的干部未能领会中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整编小学过程中
采取立竿见影、一步到位、一脚踢开的做法，结果造成严重
的社会性问题。云浮、顺德等县整编教师工作只开了一个
会，只用了十几句或几十句话就算传达完毕，不到半小时
便当场宣布教师的去留，究竟整编是根据什么原则，教师
们都觉得莫名其妙。有的县提出了所谓“两头编”的原
则，即好教师和“坏教师”都在编余之列，理由是好教师能
力强的找工作容易，编掉了不要紧;“坏教师”是应该编掉
的，不可惜。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广东省被编余的教师
就达 3 万多人，被编余的教师得不到任何善后处理，连同
其家属在内 10 余万人的生计成为问题，这样就造成了一
个广大的群众性问题。有的教师因编余导致生活困难，为
维持生活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卖掉; 有的教师妻子听到
丈夫编余，就拖男带女到城来找他说:“有水吃水，有菜吃
菜，不愿在家挨饿。”瑑瑩

3． 2． 2 教师工资的差距依然悬殊
在调整工资之前，广东城乡之间、大城市与中小城市

之间、同一地区不同级别的学校之间存在着同一份工作、

·85·



不同酬劳差别的问题。在粤中地区的教师可拿“欧洲”级
别的工资，而在僻远山区的教师只能领“非洲”级别的工
资。如东莞县乡村小学教员 1950 年第一学期的月工资一
般均为 380 ～ 400 斤谷子，而同期的兴梅区小学教师工资
每月只不过几十斤至 100 斤米，如丰顺县教师每月只能领
30 ～ 40 斤米。瑒瑠工资调整时虽然按德、才等标准评定了工
资的级别，提高了教师待遇，在同一间学校废除了平均主
义，但城乡之间教师的工资差别依然很大，同工不同酬。
如乡村小学教师的工资与中城市教师的相比普遍相差
28000 ～ 98000 元 /月，最多相差 224000 元 /月。( 此数据按
表 3 工分差计算而得) 教师工资的天差地别使很多教师颇
有怨言，如粤中很多乡村小学教师不满地说:“区小与乡小
钟声相闻待遇不同”。瑒瑡为此，乡村的小学教师大多不愿意
在乡村工作，希望到县( 市) 去，中小城市的教师则希望到
大城市去。教师“专业不专校”的思想普遍存在，因此教
师普遍对教学不负责，得过且过。

3． 2． 3 不敢放手发动和依靠教师
发动教师，依靠教师是整顿和改进小学教育工作的一

个主要环节。因为办好学校主要依靠教师，这样教师中才
能涌现出真正的积极分子，并有望培养成今后的骨干。部
分干部在整顿小学的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思想问题，主要
表现在: 发动教师方面束手束脚，强调教师队伍复杂，不敢
面向大多数，着重 钻 个 别 坏 分 子 的 材 料，强 调“扎 根 串
联”，“孤立少数”，“打击坏分子”等等。干部不敢大胆放
手依靠教师的做法，结果引起广大教师怀疑，以为干部是
来专整教师的，以致部分教师颇有怨言地说:“你们叫我们
参加整顿工作，却不交工作给我们干。”瑒瑢

结语

根据原始档案史料和报刊资料对建国初期广东省整
顿小学历史过程的史实梳理和探究，我们不难发现党和政
府为推行自身的文教政策和对知识分子政策所付出的艰
辛和努力，为构建新民主主义文化秩序的不遗余力，为增
强文教干部、教师、群众、家长和学生对自身文教政策和对
知识分子政策认知和认同的不辞劳苦。由此可见，中国共
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而进行社会整合的历程是艰
难的。

整顿之前，各地干部对待教师的态度可谓是随心所
欲，毫不重视教师的人权，致使教师处于无领导无政策无
地位的三无状态。各地小学基本上是“各自为政”，毫无
制度可言，学校的混乱现象不堪入目。学校的师资力量可
谓鱼龙混杂，学生的文化素质可谓很一般。经过多形式、
广途径、全方位的宣传发动，党和政府不遗余力的整顿以
及群众特别是教师群众的有力配合，党和政府的文教政策
和对知识分子政策得到确立; 文教干部的政治思想和政策
业务水平得到提高; 教师和党与政府的关系得到改善; 小
学教育中的混乱现象得到克服，学校的各种不合理现象得
到改变，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从此广东省的小学教育掀开
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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