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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农”问题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普遍概念。“三农教育”目前虽

然不是普遍概念，但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也很有必要成为普遍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以

来，始终重视“三农”及其教育问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

段的实际，形成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基础性和指导性意义的丰富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

业教育思想及其成功教育实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三农教育”主要是争取和落实农民的平等受教育

权，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的“三农教育”是全面开创史无前例的教育

根本制度和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不断发展条件下，为

实现小康目标，积极实施“普九”教育和农业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农教育”是在大力推进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上，积极推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

育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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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农民及其相关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概念与客观事实，而“三农”概念和三农问

题的提法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独特的理论创造。“广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分别是农业、农村、农民

及其存在问题的简称，狭义上的三农和三农问题既是个新概念、新提法，又是看待和研究农业、农村

和农民及其相关问题之间关系的一种新视角、新框架。”①但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讲，“三农”问题都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问题。“三农教育”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基础则

无可置疑，也很有必要成为普遍概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三农”及其教育问题，以马克

思主义为指导，以人民为中心，根据中国革命和建设不同阶段的实际，积极适应和促进社会主义革命

和建设任务，形成丰 富 的 农 民 教 育、农 村 教 育 和 农 业 教 育 思 想 和 成 功 实 践。新 民 主 主 义 革 命 时 期 的

“三农教育”主要是争取和落实农民的平等受教育权，宣传革命思想和培养革命干部。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初期的“三农教育”是全面开创史无前例的“三农教育”根本制度和崭新实践。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

教育”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城镇化不断发展条件下，为实现小康目标，积极实施“普九”教育和农业

教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三农教育”是在大力推进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基础

上，积极推进城乡教育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教育现代化。深入学习中国共产党建党百

年以来形成的丰富“三农教育”思想和成功实践经验，对积极推进乡村及其教育振兴和城乡教育均衡、

融合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一、“三农教育”的含义和历史演变

“三农教育”是既相互包含，又各有不同特点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的总称。农村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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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义较广，包括农村基础教育、农村扫盲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和农村成人教育等。农村基础教育是对

农村青少年儿童基础科学文化知识和基本品德、能力发展的教育，农村扫盲教育和成人教育则主要是

对农民的教育，农村职业教育既有对农村学校初高中毕业生的工农业等职业知识和技术的教育，也有

对农民的工农业等知识和技术的培训；对农村学校初高中毕业生的工农业等知识和技术的教育，既有

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就业教育，也有为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和输送优秀人才的

教育。农民教育是对农民实施的政治思想和文化科学教育、扫盲教育和以科技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农

民思想道德、科技文化素质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培训等。农业教育包含普通高等农业教育和初中高等

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含高等农业专科教育、高等农业职业教育、农业中等专业教育和农业职业中学教育

等）和对农村成人或农民的农业教育、培训等①。

人类生存和发展永远离不开农业。人类先祖不仅首先要获取和生产维持生命的食品，而且为了后

代的延续也要在生产生活中把获取和生产食品的经验、知识、技术传授给后代，或者教育后代学会获

取和生产食品的经验、知识、技术。所以，从社会教育角度讲，农业教育是人类发展史上最早产生发

展和最基本、最重要的教育。但从学校教育角度说，农业教育只是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产物。古代城乡

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是对极少数富人子弟的教育，主要是文化道德和政治教育，农业生产劳

动和手工业、商业等所需的经验、知识和技术主要是在农业生产劳动和商品交换过程中通过长期积累、

口耳相传、师徒相传进行，学校教育没有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在工农业生

产劳动中的广泛应用，要求工农业生产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因此，工农业教育就不断发展，成为近

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当代农业教育既包括对农民的科学文化和技术教育，又主要不是对农民

的教育，高中等农业学历教育明显不是对农民的教育，对农民的农业教育主要是初级农业教育。农民

不仅主要是从事种植养殖畜牧渔业的成年人，而且是生活在农村的成年人，或者按照以前的规定是具

有农业户口的成年人。农村的未成年人和学龄儿童、在校青少年儿童不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和研究、

指导、领导农业生产和教育的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等大都是非农村户口的人，而不是农民。

农村教育和农民教育随着社会变化引起的城乡概念的变化而变化。在农业社会，农村人或农民大

部分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城乡二元结构中把生活在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的人都称为农民，在农村教

育不普及，农村教育主要是培养第二代、第三代甚至无数代农民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对农民的教育与

对农民子女的教育的重要性是一致的。无论是对农民的教育还是对农民子女的教育都统称为对农民的

教育或者农民教育也是比较符合实际的。但在农村教育不断普及的过程中，农村教育的主要对象并非

现实的农民，而是对具有农业户口的农民子女或学龄少年儿童的教育。如果他们不受教育，未来的职

业身份就基本还是农民。如果受到中小学教育，他们接受教育的核心目标、内容与城市教育基本一致。

如果他们中一部分人上了大学成为工人、干部、教师和科技工作者等就是具有城市户口的城市人。这

些从农村走出去的人虽然为农村发展和家庭经济做出一定贡献，但主要是成为国家的有用人才，为国

家做出贡献。所以说，把农村教育的重要性更多的归结为农民民生问题，是关乎８亿农 民 切 身 利 益、

关乎到农村经济文化发展、关乎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甚至关乎城乡教育公平和均衡发展的问题都是

远远不够的，是对农村教育意义很大程度上的缩减。

在城乡二元结构中，城乡关系十分清楚，城乡人口流动较少，城乡户口和居住基本稳定。但在城

镇化使得城乡人口流动十分频繁的情况下，城乡户口和城乡关系就变得逐渐模糊。现在不仅有大中小

型城市，还有县城、乡镇、集镇、乡村，城乡结合部、镇乡结合部等，有２亿多农业人口居住在城镇，

或者是城乡两栖人，而且随着城镇化率的不断提高，农业人口还将大量减少。根据户口划分的农村教

育与根据地域划分的农村教育有较大差距，如果根据教育学界定的县及县以下的乡镇、乡村教育都是

农村教育，那么，农村教育覆盖人口就不只包括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不只是根据６０％城镇化率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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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６亿，而是８－１０亿。即便以后城镇化率提高到７０－８０％，如果把县城、乡镇、城镇人口都看作

是农村教育覆盖地域和人口，那么，农村教育覆盖人口也会有８亿左右①。在农业大国时代，由于农

村人口多而决定了农村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意义，在工业化和城镇化时代，虽然具有农业户口的人口明

显减少，但即便以后完全取消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发展水平完全一样，民以食为天还是永恒真理，社

会无论如何现代化总要有一部分人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农村教育覆盖人口也并未明显减少，有特色高

水平的农村及其乡村学校教育也应该和必将永远存在，这都决定了“三农”和“三农教育”在国家发展和

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三农”虽因“农”而密切联系，但又是以不同标准划分的三个概念。农业是以社会分工为标准与工

商业等相对应。农村是以地域和文化等特点为标准与城市相对应。农民则是以职业性质和居住地域或

户口为标准相对于工人、干部等城市居民。古代社会有“三农”事实，无“三农”概念，也没有农业学校

教育。“三农”问题是在现当代社会工业化和城镇化中凸显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突出问题和普

遍概念，是本世纪初形成的具有本质联系和以“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排序的整体概念。“三 农 教

育”因“三农”问题而产生，从覆盖人口的普遍性说，先后包括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和农业教育，在革命

战争年代则首先是农民教育。“三农教育”目前虽然不是普遍概念，但无可置疑它是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基础，很有必要通过对“三农”问题与“三农教育”和“三农教育”本身的农村教育、农民教育、农业

教育关系的深入研究形成普遍固定概念。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和农村教育的基本目标

古代社会农村教育虽然落后，能上学的人很少，但尊师重教、耕读文化一直是中国农村的优秀传

统，寒门出贵子也是社会的普遍期盼和骄傲。中国社会长期推崇孔子，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他主张

“有教无类”、践行“学在四夷”；推崇武训的原因全在他以丐为生，受尽折磨、屈辱，竭力为贫民子弟

接受教育，终生奉献乡学。近代以来的仁人志士晏阳初、梁漱溟等教育家们抱着“教育救国”信心和决

心，尽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和平民教育。为改变乡民贫愚弱私“四大病患”，晏阳初的平民教育通过文

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与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教育造就“新民”。梁漱溟把对中

国文化的信仰看作乡村建设的思想基础，把乡村看作中国文化的根，把“新中国的嫩芽必须从旧中国的

老根———乡村中长出来”和乡村文化复苏、农民精神重 建 看 作 是 中 国 复 兴 的 前 提 和 重 中 之 重；并 根 据

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立”事实，试图通过重建 儒 学 伦 理 及 其 乡 规 民 约 克 服 中 国 社 会 缺 乏 团 体

组织的状况，拯 救 中 国。虽 然 晏 阳 初 把 乡 村 建 设 运 动 与 太 平 天 国、宪 政 运 动、辛 亥 革 命、五 四 运

动、国民革命相 提 并 论，当 作 现 代 中 国 第 六 次 救 国 运 动，甚 至 可 弥 补 前 面 五 次 运 动 的 缺 陷 极 为 可

笑②；虽然他们的努力没能成功，也没有解决中国农村及其教育问题，但他们重视和践行农村教育的

精神难能可贵。

中国近代革命先驱的革命实践雄辩说明，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来改变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行

不通。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设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教育既

是宣传革命理想、唤醒民众，开启民智、增强民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工农大众应得的平等权利，而且

争取工农平等受教育权是开民智、增民力必不可少的前提。中国共产党的先驱李大钊指出，“我们中国

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

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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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政治全体的利病。”①“现代的教育，不许专立几个专门学校，拿印板的程序去造一班知识阶级就算了

事，必须多设补助教育机关，使一般劳作的人，有了休息的工夫，也能就近得个适当的机会，去满足

他们知识的要求。”“像我们这教育不昌、知识贫弱的国民，劳工补助教育机关，尤 是 必 要 之 必 要。”使

“无论他是什么种族、什么属性、什么阶级、什么地域，都能 在 政 治 上、社 会 上、经 济 上、教 育 上 得

一个均等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个性，享有他们的权利”②。恽代英主张通过“公育”实现平等教育，认

为，只有儿童公育才能保证一切儿童都享受到平等合理的教育，否则穷人的子女很难得到合理教育的

机会③。

１９２０年毛泽东在回答在法全体新民学会会员“中国走什么道路问题”的信中，反对以教育为工具的

改良方法，指出，“用教育的方法使有产阶级觉悟，可不至要妨碍自由，兴起战争，革命流血”是做不

到的。“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 家 的 手；主 持 教 育 的 人 尽 是

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重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

总言之，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宇下，更

安能握得其教育权？”“资本主义是不能以些小教育之力推翻的”，要“改造中国与世界”，必须用“马克思

的方法”———“俄国式”的方法，走十月革命之路④。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工农教育的重要作用，早在１９２１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就提出，党应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精神，唤醒劳工觉悟，并通过

在工矿建立劳工补习学校、劳动组织讲习所等进行教育和宣传⑤。１９２２年党的“二大”确定党领导革命

的最高和最低纲领，同时规定保护女工和童工；废除一切束缚女子的法律，女子在政治、经济、社会

和教育上一律享受平等权利；改良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等教育目标⑥。在党的“二大”召开前，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还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决议案》，要求积极开展青年工人和农人

教育运动，普遍的义务教育和免除学费运动，男女教育平等运动，学生参加校务运动，非基督教学生在

基督教学校内的平等待遇运动，统一国语和推行注音字母运动等六种运动⑦。１９３１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宣言》明确规定，“一切工农劳苦群众及其子弟，有享受国家免费教育之权利，

教育事业之权归苏维埃掌握，取消一切麻醉人民的封建的、宗教的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教育。”⑧在革

命根据地，“这里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工农劳苦大众手里，工农及其子女享有教育的优先权。”⑨

解放区和根据地的教育遵循“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

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

的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⑩，首先是为革命战争和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服务，同时坚持教育的

多样性、丰富性，形成普及教育、社会教育、扫盲教育和培养领导革命的高级干部教育等四项任务瑏瑡和

“干部教育重于群众教育，在职干部的提高重于未来干部的培养，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战争和生产

的知识与技能的教育重于一般文化教育”的特点瑏瑢。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没有三农及其教育 的 整 体 或 狭 义 概 念，但 在 创 办 湖 南 自 修 大 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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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 选 集》，第１册（一 九 二 一———一 九 二 五），北 京：中 共 中 央 党 校 出 版 社，１９８９年，

第６—８、１１６页。
《关于教 育 运 动 的 决 议 案》，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１３日，ｗｗｗ．ｇｑｔ．ｏｒｇ．ｃ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２００６１２／ｔ２００６１２１１＿

５５１８．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瑏瑢　王铁：《中国教育方针的研 究———新 民 主 主 义 教 育 方 针 的 理 论 与 实 践》，上，北 京：教 育 科 学 出 版 社，１９８２年，

第１０７、２５１页。

⑩瑏瑡　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论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７、８页。



海平民女学、上海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 所 等 工 人 职 员 学 校 的 同 时，还 创 办 了 海 丰 农 民 学 校、长

沙农村补习教育社等，积极推动农村和农民教育的发展。１９２７年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 动 考 察 报 告》

中十分强调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并 描 述 了 当 时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农 民 教 育 的 蓬 勃 发 展 状 况。指 出，“中

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 的 文 化 是 由 农 民 造 成 的，因 为 造 成 地 主 文 化 的 东

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 掠 取 的 血 汗。中 国 有 百 分 之 九 十 未 受 文 化 教 育 的 人 民，这 个 里 面，

最大多数是农民。农村里地主势力一倒，农民的文 化 便 开 始 了。”农 民 痛 恶 脱 离 农 村、农 民 实 际 和 教

师态度不好的“洋学堂”、“洋 教 习”、“洋 学 生”，这 使 得 知 识 阶 级 和 所 谓“教 育 家”之 流，空 唤“普 及

教育”，唤来唤去还是一句空话。而 农 民 特 别 欢 迎 和 积 极 参 加 共 产 党 领 导 的 农 民 运 动 及 其 创 办 的 学

校。农民运动发展不久，湖南全省当时就有几万所 学 校 在 乡 村 涌 现 出 来，这 使 得 农 民 的 文 化 水 平 迅

速提高①。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２年，百 色 起 义 后 建 立 的 右 江 革 命 根 据 地 十 分 重 视 包 括 对 农 村 干 部、农 民、

农村儿童为对象的教育和以政治、军事、文化、劳动为内容的农村教育，对提高农民文化水平和革命

觉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②。

１９３３年毛主席在《长冈乡调查》中记载，长冈乡全乡有夜校九个，平均每校有学生约３２人，共约

３００人。男约３０％，女约７０％。全乡１６岁至４５岁的青年壮年共４１３人，大多数进了夜校，４５岁以上

的“老同志”也有少数来读的。……九个夜校校长，九个夜校教员，都是尽义务的③。１９３４年，在江西、

福建和广东的２９３２个乡中，有列宁小学３０２５所，学生８９７１０人；补习夜校６４６２所，学生９４５１７人；

还有近１６万组员的三万多个识字组，近五万工作人员的１６５０多个俱乐部。“仅江西苏区兴国一个县，

就有一百三十个乡识字运动总会，五百六十一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三千三百八十七个识字组，五万

二千五百二十九个识字组的组员。”④

１９４４年毛主席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教育，“一是普通教育，

包括社会教育、识字教育；再一个是干部教育。有了这两种教育，就可以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

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学生要学会打

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⑤宗旨是全面抗战，提高边区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和抗日觉

悟，通过抗战救国所必需知识技能的指导和训练，使他们成长为能够领导广大群众的抗战骨干。鲁迅

师范学校、边区师范学校、关中师范学校、边区中学、米脂中学主要承担干部教育的任务，杨家湾小

学、沟门村小学等主要对象是边区青少年⑥。１９３４年１月，刘志丹在甘肃合水创办陕甘边区第一所列

宁小学，习仲勋 等 在 南 梁 创 办 列 宁 小 学。“在 中 央 红 军 到 达 陕 北 以 前，列 宁 小 学 尚 在 试 办 阶 段。

１９３５年１１月以后，迅速发展。到１９３６年５月，已有小学４３０所，不过在当年６月以后，苏区大部分

又转为 游 击 区，新 建 了 起 来 的 学 校 遭 到 破 坏，又 剩 下１２０所 小 学。学 生５００余 人。”⑦晋 察 冀 边 区，

１９４３年仅望都、完县就有１５４处伪装小学，１９４４年在１０５８所小学中有抗日两面小学１６８处。１９４５年

晋察冀四分区的建屏县，在抗日游击区的７７个村庄建立抗日教育冬学，有６４所小学。正定县在抗日

游击区建立抗日小学１２０处⑧。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三农教育”的本质特征

新中国的成立开创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史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追求民族解放和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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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宏伟理想的新纪元，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

和教育发展的新纪元。获得国家独立自由、民族解放的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型国家，

既要改造旧制度，创建保证工农优先接受教育权利的新的教育制度，也要创造和丰富平等的教育资源，

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提高国民素质，为国家富强培养大量人才。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毛主席就为新中国的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绘制了宏伟蓝图。１９４０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

国革命的进程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同性质的两个过程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国家或

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政治、国家或民主共和国。新民主主

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

具体实际、民族特点完美结合和统一起来的文化，是反对一切封建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

理、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

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②。

从某种角度说，教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在许多情况下，都把文化和教育的地位、作用和

宗旨密切结合。１９４５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

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③在重视全国整体

教育的同时，毛主席非常关心农村和农民教育，不仅把农村和农民教育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相联系，而

且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毛主席认为，对农民的教育不仅是关乎改造和建设农村的大事，而且

是关乎建设城市和工业、军队和民主政治，建设中华文化的大事。毛主席指出：“农民———这是中国工人

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

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

他们能够供给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

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

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

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

非大半成了空话？”④“为着提高解放区人民大众首先是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群众的觉悟程度和培养

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解放区的文化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在推进他们的工

作时，应当根据目前的农村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⑤

１９４９年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纪念中国共产党二十八周年》中毛主席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

农民。农民的经济是分散的，根据苏联的经验，需要很长的时间和细心的工作，才能做到农业社会化。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

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⑥为了贯彻落实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宗旨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１９４９年

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长马叙伦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开幕词指出，“随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的

统治在中国宣告结束，中国旧教育的政治经济基础是基本上被摧毁了。代替这种旧教育的应该是作为

反映新的政治经济的新教育，作为巩固与发展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斗争工具的新教育。”“由于我们国家

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应当特别着重于

工农大众的文化教育、政治教育和技术教育。”我 们 的 小 学 校 应 该 多 多 吸 收 工 农 的 子 女，中 学 和 大 学

也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为工农青年大大开门，以期 大 量 培 养 工 农 出 身 的 新 型 的 知 识 分 子，作 为 我 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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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设的新坚强骨干。“这是中国新教育建设的工程中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我们应该努力促

其实现。”①１９５１年新中国首次颁布的《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规定的学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反映新民

主主义文化教育宗旨的学制。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建立，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经济和文

化教育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大力发展生产和文化教育，满足人民群众日益

增长的对经济和文化教育的需求就成为新中国的主要任务。随着城市工商业等体系的建立和城市工商

业、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在继续重视城市发展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也就成为

新中国的重要任务。１９５５年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首先引用列宁的话，“在

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然后指出，“我国现在文盲这么多，而社会主义

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去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多

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一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

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

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迫切要求学文化，有了集体力量，他们也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②。

为了加快农村教育发展，１９５７年毛主席《在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学办在农

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女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如果说教师比较差，可以从好的中学

抽调一部分来支援，抽肥补瘦，抽多补少。”“在农村，教育要强调普及，不要强调提高，不要过分强调

质量。”“戴帽中学的这个帽子不要摘掉，有条件的要多戴一点。学校应该分散在农村里头，摘掉是不好

的。”“为了解决高小毕业生升学紧张的问题，中学招生可以增加一些。小学也同时增加一些。社办和民

办的问题，有条件的都可以办，但不好下命令。”③

１９５８年中共中央国 务 院《关 于 教 育 工 作 的 指 示》明 确 提 出 的 调 动 两 个 积 极 性 和“三 结 合 六 并 举”、
“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略把农村教育发展作为重要内容。指出“为了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必须动

员一切积极因素，既要有中央的积极性，又要有地方的积极性和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学校和广

大群众的积极性，为此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国规划与地方分权相

结合的原则。”办学形式应是多样化的，应坚持“国家办学与厂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

育与职业教育（技术）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业余学校并举，学校

教育与自学（包括函授学校、广播学校）并举，免费教育与不免费教育并举。”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在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础上，建

立健全农村教育制度，创建大量农村学校。农村中小学教育在为高中等教育培育优秀生源的同时，高

度重视为农村建设培养人才和扫盲教育。全国各地农村教育快速发展，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几乎村村

有小学，每个公社都有民办初中，有的公社有好几所民办初中，一个县有一两所公办初中和高中，有

多所民办高中。虽然办学条件差，教育教学质量也不高，但满足了广大农村少年儿童就 近 入 学 需 要，

也丰富和活 跃 了 农 村 文 化 生 活，使 得 耕 读 文 化 在 新 时 代 发 扬 光 大。解 放 前，学 龄 儿 童 入 学 率 只 有

２０％。通过十几年努力，到１９６４年，有近一亿中国人摘掉文盲帽子⑤。

关于农业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１９５１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 的 决 定》首 次 将 中 等

专业学校划入中等教育范畴。１９５５年，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强调农业技术 干 部 和 管 理 干

部的培养。１９５８年毛主席在《工作方法（草案）》中指出，“一切农业学校除了在自己的农场进 行 生 产，

还可以同当地的农业合作社订 立 参 加 劳 动 的 合 同，并 且 派 教 师 住 到 合 作 社 去，使 理 论 与 实 际 结 合。

农业学校应该由合作社保送一部分合于条件的 人 入 学。农 村 里 的 中 学，都 要 同 当 地 的 农 业 合 作 社 订

１４

郝文武 ｜ “三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①
②
⑤

④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８３、６８９－６７０页。

③　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论教育》，第２３９、２８０－２８１页。

钟曜平：《铸就辉煌的教育道路———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中国教育报》，２０１９年９月２９日。



立合同，参加农、副 业 生 产 劳 动。农 村 学 生 还 应 当 利 用 假 期、假 日 或 者 课 余 时 间 回 到 本 村 参 加 生

产。”①毛主席非常支持农村技术夜校，指出，农民学习技术，应该与扫除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

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 的 教 员 可 以 就 地 选 拔，并 要 提 倡 边 教 边 学②。１９６３年 中 共 中 央 国 务 院 召 开 第

二次城市工作会议，首次正式提出通过职业教育培养发展农业所需的各类技术人才，指出“除了继续办好

中等专业学校和技工学校以外，各个城市还需要积极试办职业教育”，主要面向农村，积极培养“为农业

服务的农艺、林业、畜牧、渔业、农机、医药卫生、会计、统计、供销等方面的人才”③。除此之外，中

高等师范教育为农村中小学培养大量教师，农业及其他中高等教育在为农村建设培养专业人才的同时，

也向农村传播、推广农业科技，培训农村农业科技员、乡村赤脚医生、乡村教师、乡村会计员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旧中国教育的改造、对新中国教育制度的建立健全具有根本性的奠基

意义。此时虽未形成三农概念，但三农实践的发展为后来形成三农概念和有必要形成“三农教育”概念

奠定了客观事实基础。此外，也提出在三五年内全国基本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十五年内基本普

及高等教育等不切实际的“大跃进”目标。为改变这种局面，从１９５３年到１９６５年，又提出坚持“整顿巩

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④。

四、改革开放初期“三农教育”的主要任务

改革开放，拨乱反正，开创了追求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局面。实现现代化科技是

关键，教育是基础。科教兴国教育为本，实现国家现代化必须实现教育现代化，而普及教育是教育现

代化的起点，实现教育现代化必须普及教育。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对普及教育

“三步走”和职业教育发展的目标和部署开创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教育发展的新纪元和中国共产党普及

教育的新目标、新实践。由于中国地域广大，东西部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东西部及其城乡普及教

育的时间差有十几年甚至二十年，但农村普及教育一直在实实在在的有效推进。改革开放初，“普九”

的目标和进程是：一是约占全国人口１／４的城市、沿海各省中的经济发达地区和内地少 数 发 达 地 区，

在１９９０年左右完成。二是约占全国人口一半的中等发展程度的乡镇和农村，在１９９５年左右普及初中

阶段的普通教育或职业和技术教育。三是对于约占全国人口１／４的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发展，国家尽

力给予支援。地方各级政府根据本地区的情况，确定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步骤、办法和年限。⑤

农村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人口、学生和学校必然明显减少，但

这不等于乡村及其学校的破败甚至空心化。为了使学校布点少和学生数量少的乡村小规模学校也要与

大中小城市教育一样实现现代化，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许多促进农村教育发展的措施。２００２年《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的通知》，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

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体制。县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负有主要责任，省、地（市）、乡

等地方各级政府承担相应责任，中央政府给予必要支持⑥。此前，２００１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决定》规定，“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

学校布局。农村小学和教学点要在方便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适当合并，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需保留

必要的教学点，防止因布局调整造成学生辍学。学校布局调整要与危房改造、规范学制、城镇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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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②　人民教育出版社：《毛泽东论教育》，第２９０、２４０－２４１页。

董海燕、何正东：《农业职业教育发展７０年：历程、成就与展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９年第３６期。
《中国教育年鉴》编辑部：《中国教育年鉴１９４９—１９８１》，第８９－９３页。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７日发布），１９８５年５月２７日，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ｓｊｚｌ／ｍｏｅ＿

１７７／ｔｎｕｌｌ＿２４８２．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农 村 义 务 教 育 管 理 体 制 的 通 知》，国 办 发〔２００２〕２８号，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４日，ｗｗｗ．ｇｏｖ．ｃｎ／

ｇｏｎｇｂａｏ／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６１４７５．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移民搬迁等统筹规划。”“十五”期间，地方各级政府要坚持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作为

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进一步扩大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范围。初中阶段入学率达到９０％以上，青

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９５％以上；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６０％左右，学前教育进一步发展。按照“积极进

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原则，占全国人口１５％左右、未实现“两基”的贫困地区要打好

“两基”攻坚战，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适度发展高中阶段教

育，积极发展学前一年教育。占全国人口５０％左右、已实现“两基”的农村地区，重点抓好“两基”巩固

提高工作，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进一步提高，高中阶段教育有较大

发展，积极发展学前三年教育。占全国人口３５％左右的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高水平、高质量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满足社会对高中阶段教育和学前三年教育的需求，重视发展儿童早期教育。到

２０１０年，基础教育总体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①

２００３年国务院召开新中国成立后的首次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此后，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重要

决定和文件都有对农村教育的专门要求。会前下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从农村教育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战略高度、特殊地位和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重要作用，提出

优先发展农村教育，把农村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的战略，指出“发展农村教育，办好农 村 学

校，是直接关系８亿多农民切身利益，满足广大农村人口学习需求的一件大事；是提高 劳 动 者 素 质，

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所在；是转移农村富余劳

动力，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将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农民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②

２００６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强调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优先发展农村教育，加快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着力普及和巩固农村九年

制义务教育。从２００６年开始对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对其中的贫困家庭学生

免费提供课本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到２００７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和本世纪

初，迅速发展 的 市 场 经 济 和 城 镇 化 有 力 促 进 了 城 乡 经 济 社 会 发 展，但 也 使 城 乡 教 育 形 成 明 显 差 距。

２００７年党的十七大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大举措。

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进一步强

调把促进教育公平作为国家的基本教育政策，指出教育机会公平是关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受教育权

利和良好教育机会是基本要求，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扶持困难群体是重点，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和

向农村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倾斜是根本措施。进一步明确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逐步实

现城乡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努力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不让一个学生因家

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要

求。进一步强调“建立城乡一体化义务教育发展机制，在财政拨款、学校建设、教师配置等方面向农村

倾斜”，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推进，鼓励率先在县域内实现城乡均衡发展，逐步实现省域、区域的

更大范围内的均衡发展作为重要目标和措施③。

从１９８９年开始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希

望工程，明显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唤起了全社会的重教意识，促进了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发

展，使一大批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２００６年教育部、财政部、

人事部、中央编办联合下发《关于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的通知》和《农村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教师特 设 岗 位 计 划 实 施 方 案》。“特 岗 计 划”的 实 施，为 贫 困 地 区 农 村 学 校 输 送 大 批 教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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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决定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实施和后来在许多省属师范大学实施的公费师范生教育，也

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发挥了一定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农村和农业职业教育。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

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１９８５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大

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２０００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关于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都把发展农村职业教育作为重要目标。从１９７８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１９８８年的十年间，我国农业

教育形成高等农业院校培养博士、硕士、学士和农业专科生，中等农业学校培养修业二年到四年的农

业中专生，农业职业学校培养初等农业技术人才的格局，还有不同形式和层次的农业管理干部 学 院，

函授学校和夜校，以及遍布全国的农业教育普及网等层次比较齐全的体系。还有县级农民技术教育基

地３６００余处，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和农业技术培训学校９万所，全国半数以上的农村建立了农民技

术教育场所，远距离农业教育己深入到农村的千家万户。到２０１１年全国农业高职院校共 有 在 校 生 近

７０万人，每年有２０多万高职毕业生投身于农村改革发展。但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４年，农

村中文盲、半文盲占４％。新中国培养了１４０万农业大中专毕业生，后来仍留在农业系统工作的不足

１／３，其中在第一线直接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和农业生产管理工作的只有１５万人。全国７万多个乡镇有

一半以上的乡镇没有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平均每个乡镇只有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０．１个，中专学历毕

业生也很少①。这些问题在后来的发展中正在逐步解决。

扫盲教育、普通科学文化知识教育、农业技术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都是农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但

这些教育基本都包含在农村普通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之中。１９９３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针对加强农民教育特别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成人教育，积极办好乡镇成人文化

技术学校，把文化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全面提高农民素质。抓紧扫除青壮年文盲，各级政府

要增加扫盲拨款，设立扫盲基金，把扫盲任务落实到乡、村。

五、新时代“三农教育”的更高追求

从城市和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到城乡一体化发展，再到城乡融合发展是国家现代化的客观必然，城

乡融合发展是对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的继承和升华，是在有效破解农村城镇化与乡村

教育振兴的矛盾中消除城乡二元弊端、补齐农村发展短板、释放乡村活力的迫切要求，是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的客观趋势②。工业化、城 镇 化 都 是 现 代 化 的 必 然 趋 势，但 社 会 无 论 如 何 现 代 化，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永远不可改变。有农业的存在就有从事农业的农民或居民的存在，就有农村

及其文化教育的存在。如果说“农业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伟 大 的 关 键 所 在”③，是 一 个 国 家 伟 大 的 基 础，

那么农村和农民也是一个国家之所以伟大的关键和基础，农村教育也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农村是

社会的基础，改造社会必须从改造农村着手，而改造广大农村，必须从发展农村教育入手。任何一个

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农村教育都具有基础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手

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三农”问题和兴农富农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基础和主题。“农

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⑤“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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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马世青：《新中国农业教育发展的历史启示》，《高等农业教育》，１９８９年第６期。

董海燕、何正东：《农业职业教育发展７０年：历程、成就与展望》，《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９年第３６期。

张琪：《“无协议脱欧”或致一半农场倒闭———英国农民牵羊上街表达诉求》，２０１９年９月１０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ｋｕａｉ．
ｃｏｍ／ｐｃ／９ａ４７７１ｅｅ１６ｆｂ２ａ９ｅ２？ｃｏｔａ＝３＆ｋｕａｉ＿ｓｏ＝１＆ｓｉｇｎ＝３６０＿５７ｃ３ｂｂｄ１＆ｒｅｆｅｒ＿ｓｃｅｎｅ＝ｓｏ＿１，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８日。

温家宝：《一定要把农村教育办得更好》，《人民日报》，２０１１年９月９日。

董峻、王立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作重要讲话》，《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３０日。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

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度、广度、难度都不亚于脱贫攻坚，必须加强顶层

设计，以更有力的举措、汇聚更强大的力量来推进。”①乡村要振兴，教育需振兴。虽然随着城镇化发

展，乡村人口、学校和学生也大量减少，但乡村学校对乡村文化振兴、乡村孩子方便入学等继续发挥

着重要作用，乡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一样要实现现代化。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一体化的主旨是提高乡村

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水平，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融合发展。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能够融合就说明

城乡经济社会和教育，既达到相同或基本相同水平，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又各自独立、各有特色和

优势补充、相互促进的主观理想和客观实际统一的发展状态。
党的十八大在强调城乡一体化基础上更加强调以工补农、以城补乡，提出要“加快完 善 城 乡 发 展

一体化体制机制，着力在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进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

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要加

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增强农村发展活力，逐步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工业反哺农

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

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

族地区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水平，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 等 接 受 教 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②

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启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２０１９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工作报

告》指出，到２０１９年１２月底，全国累计２７６７个县通过国家认定，占比９５．３２％。虽然尚有９个省份

１３６个县未通过认定，其中中部２个省３９个县，西部７个省９７个县③，需要进一步采取特殊措施加大

力度推进均衡发展，但全国绝大多数城乡都基本解决了城乡基本均衡发展问题，有些省区的县市正向

优质均衡发展目标推进。
为了进一步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２０１３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

政部、扶贫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农业部等七部委《关于实施教育扶贫工程的意见》和《中

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把六盘山区、秦巴山区、武陵山区、乌蒙山区、滇桂黔石漠

化区、滇西边境山区、大兴安岭南麓山区、燕山－太行山区、吕梁山区、大别山区、罗霄山区等区域

和已明确实施特殊政策的西藏、四省藏区、新疆南疆三地州确定为连片特困扶贫攻坚地区。对连片地

区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标准化建设、就近上学学校布局、乡村小学及 教 学 点 建 设，
不足１００人和高寒地区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公用经费补助、保障都做了明确规定。对连片地区学前教

育、特殊教育和普通高中多样化、保障移民搬迁学生就学、双语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鼓励教师到片

区从教等都做了明确要求。还对连片地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步伐，大力发展服务当地特色优势产

业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现代职业教育，实施中等职业教育协作计划，职业教育传承创新民族文化、民族

技艺、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等提出明确要求④。

２０１４年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将２００１年相关

政策规定的中小学教职工与学生比，高中，城市为１：１２．５、县镇１：１３、农村１：１３．５；初中，城市

为１：１３．５、县镇１：１６、农村１：１８；小学，城市为１：１９、县镇１：２１、农村１：２３，都统一到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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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习近平：《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人

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胡锦涛代表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

作报告）》，《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９日。
《２０１９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工作报告》，２０２０年５月１９日，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ｆｂｈ／ｌｉｖｅ／２０２０／５１９９７／

ｓｆｃｌ／２０２００５／ｔ２０２００５１９＿４５６０５７．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 育 部 等 部 门 关 于 实 施 教 育 扶 贫 工 程 意 见 的 通 知》，国 办 发〔２０１３〕８６号，２０１３年９月１１日，

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３－０９／１１／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４８６１０７．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标准，即高中教职工与学生比为１：１２．５、初中为１：１３．５、小学为１：１９①。

２０１５年国务院颁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２０年）》，对乡村教师师德师风建设，培养补充，
生活待遇，编制管理，职务职称评聘，城乡村流动，专业水平，职业荣誉感，落实政府主体责任等都

做了明确具体要求和规划。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颁布包括保障基本教学条件，改善学校生活 设 施，
办好必要教学点，解决县镇学校大班额，推进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提高教师队伍素质等内容的《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②

２０１７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建立健全城乡融

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③。２０１８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意见》提出，按照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和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的总要求，继续强调“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高度重视发展农村义务教育，推动建立以城带乡、整体

推进、城乡一体、均衡发展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提出要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

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有效方式，加强农村思想道德建设；传承、发展和提升农村优秀传统文化，
培育、挖掘乡土文化、本土人才等加强农村社会教育、农民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措施④。

２０１８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农

村学校布局既要有利于为学生提供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又要尊重未成年人身心发展规律、方便学生

就近入学；既要防止过急过快撤并学校，导致学生过于集中，又要避免出现新的“空心校”。对小规模

学校实行编制倾斜，按照生师比与班师比相结合的方式核定编制。推进县域内岗位结构协调和向乡村

倾斜，努力使乡村学校 中 高 级 教 师 岗 位 比 例 不 低 于 城 镇 同 学 段 学 校。切 实 落 实 对 乡 村 小 规 模 学 校 按

１００人拨付公用经费和对乡镇寄宿制学校按寄宿学生年生均２００元标准增加公用经费补助政策，中央

财政继续给予支持。乡村教师核定绩效工资总量向两类学校适当倾斜，确保中小学教师平均工资收入

水平不低于或高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⑤

２０１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把“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
作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八大基本理念的重要内容。强调“基本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提升义务教

育均等化水平，建立学校标准化建设长效机制，推进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

基本均衡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优质均衡。”⑥近年来，党中央都把扶持贫困地区农村教育发展作为“五个

一批”、“两不愁三保障”和“一个也不能少”精准扶贫重要内容。
关于农业教 育，新 中 国 成 立７０多 年 来，我 国 农 林 牧 渔 业 总 产 值 由１９４９年 的３２６亿 元 增 长 到

２０１８年的１１３５７９．５亿 元。２０１８年 农 业 产 业 对 ＧＤＰ贡 献 率 为５．３４％，农 业 科 技 进 步 贡 献 率 达 到

５８．３％。农业中专学校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０年增长７倍多，达到１０６４所。改革开放后，１９８４年农业高职

院校６１所，比１９７８年 增 长 近１１％。２００４年 至２００８年 全 国 农 业 中 专 校 升 格 为 高 职 院 校 的 数 量 由

１０５所增加到１３９所。２０１８年全国开设涉农专业的中职学校有３２２２所、高职院校有２３７所，分别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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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央编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制定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意见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０１）７４号，

２００１年１０月８日，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ｘｘｇｋ／ｍｏｅ＿１７７７／ｍｏｅ＿１７７８／２０１００１／ｔ２０１００１２９＿１８０７７８．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

９月８日；《中央编办 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统一城乡中小学教职工编制标准的通知》，中央编办发〔２０１４〕７２号，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１３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１０／ｔｏｎｇｚｈｉ／２０１４１２／ｔ２０１４１２０９＿１８１０１４．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工作专项督导办法〉的

通知》，国教督办〔２０１５〕６号，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７日，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ｒｃｓｉｔｅ／Ａ１１／ｍｏｅ＿１７８９／２０１５１２／ｔ２０１５１２１４＿

２２４９１１．ｈｔｍｌ，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０月１８日），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２页。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２０１８年１月２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２月５日。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加强乡村小规 模 学 校 和 乡 镇 寄 宿 制 学 校 建 设 的 指 导 意 见》，国 办 发〔２０１８〕２７号，２０１８年

５月２日，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ｈｅｎｇｃ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８－０５／０２／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２８７４６５．ｈｔｍ，２０２１年９月８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人民日报》，２０１９年２月２４日。



国中高职学校总数的４１％和１７％。可是从２０１４年至２０１８年，涉农专业中高职在校生数在全国高职院

校在校生总数中的占比由８．７１％下降到６．８４％，年均降幅为５．９％，涉农专业在校生的下降态势与我

国２亿多的农业从业人员、１２．６％的农业产值比重，远远不相匹配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２０１４年教

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颁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都把加强农业职业

教育，培养适应农业产业化和科技进步的新型职业农民作为首要任务。

２０２０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特别强调“三农”的重要性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

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２０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农为邦本，本固邦宁；民族要复兴，乡村必

振兴。实施乡村建设行动，继续把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放在农村，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

化上持续发力，注重加强普惠性、兜底性、基础性民生建设。“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见实效，健全城乡

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②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提

出未来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这为“三农教育”的发展及其学校建

设指明方向和提出新要求。

（责任编辑　刘伟　责任校对　刘伟　侯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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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文武 ｜ “三农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①
②

金三林等：《从城乡二元到城乡融合———新中国成立７０年来城乡关系的演进及启示》，《经济纵横》，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促进 农 业 高 质 高 效 乡 村 宜 居 宜 业 农 民 富 裕 富 足》，《人 民 日 报》，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