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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明

建国以来的教育事业和其他各项事韭一样，在马克思对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捂击下，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有了模大的发展和变革。虽然在某些

时期由于指导患想上的偏差，造成的失误是严重的，组是，总的说来，教育工作的

成绩是主要的、主犬的，为社会主义教育奠定了基础。对于曲折的进程和正反两

牛方E的经验如以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必将犬大有利子今后教育事业的前进。为

7给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这方E的基本史料，我们锚辑了这本《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大事记凡

本书是按编年体记述建国后教育重要史事的基础资料书，可供各有关单位、

人员参考使用。

本书识全国性教育史事为主，适当收辑与教育关系密切的其他方 E 的重

大史事。

本书记事，一事一条，大事稍详，要事略筒。每年开头列有国家夫事提要。

本书放据均资料是教育法提文献、教育部裆案、主要报刊和有关单位、人员提

供的资料@台湾省资料暂缺。本书条目提引的案卷，许多尚未公布，故未注唱

出是.

本书以一九四九一一九六五年为第一卷(一千五百余斜，一九六六一一

九八二年为第二卷(一千一百余条〉。药卷均有索引。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中央和地方有关机关、团体、学枝、教育部各奇局，教

育界老昂志和学者、专家的热需捂导与帮功，谨致衷心的感谢。

最于编者均本平和经翰，遗漏、错误、欠云之处，恳请读者岳出，以便再版

时锋订.

中央教育辑学研究捞

一iL八三年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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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01 

一九四九年

九月二十一百至三十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

议一致通过《中民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锅领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辛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儿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

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 2家、张澜、高岗为副主席。

十月一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宁央人民政府委灵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林

伯菜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毛泽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量

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

检察署检察长。

十月二El，中苏建立外交关晕。

十月二十一El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成立。十一月一日，各部、会、饺、署、行开始

办公。

十二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委虽会第四次会议通过设立华东、中南、西北、西南四

个军政委员会。

十二月至翌年二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同苏联邦长会议主席斯

大林举行会议。

-+底，人民解放军基本上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我国全部大陆。

* * * 习'

4901 十另一5

中华人民卖和自中央人民政府主癌毛择东发布政府公告‘指出:中央人民政梅委员全一致

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摆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

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荷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住水平，培养

居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悲.发展为人民盟务曲思想为主要任务。"

"提f吕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

公提仁"

4ζ努力发展自绕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布国防的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租发明，普及科

学去II 坝。，

必提倡吊科学的J)j主现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或治、文化及国际事务。奖励统秀的社

一- 3 -



49何一06

会辑学著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人民政府应有ìt越有步骤地改章白的

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益。"

"有计划有步骤培实行普及教育，加强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

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 113知识分子以革命的玫拮教育，以fi.革命工作和

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

"提倡国民体育。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要JL和儿童民键康。"

《共同纲领》第六章"民族政策"中巍)Î!: "人民政府应帮助各少数民族的人民大众发展其政

浩、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事业。"

4902 十月一E

《人民日提》发表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儿其中捂出，宿费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

业"是中国人民面隘的任务之一。同 8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言》发表，其中指出，中央人

民政府必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访国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租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历留

于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员的文化生活。，

4903 十月五E

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召开成立大会，总会会长刘少奇在会上讲话指出:α我们要建圈，同样也

必续‘以俄为翔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层经黠纱;"苏联有许多世界上既没有的完全新的科学知识，

我的只有从苏联才能学到这些科学知识。例如:经济学飞银行学、财政学、商业学、教育学等等气

4904 十月六E至十四吕

中型新民主主义青年囡中央副书记蒋南翔在常委扩大会上作青年团在学校中的工作方针

韵报告。蒋南翔提出，今后青年司在学校的工件，必须注意到和解放前的学生工作曲基本区

别，应以开展新民主主义的学习作为学生工作的中b任务。并指出，在解茸区社会秩序己经相

当稳定，学校已经正营上课的时候，学生工作应运黯转变到以正课学习为中必。青年团在学校

的工作，也应围绕学习的主要任务来布置自己的工件。为了实现这个方针，青年团的组组生话

和社会活动，需要加以精酶，并必须争取和学校教黯与教育当局的配合与合作。

4905 十是十一E

中华全匮总工会发出《关于工会文化教育经费黯逢的暂行规定>>，巍主工会文化教育经费

的开支范围，教育费在占百分之六十。

4906 十月十三E

青年团中央常委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中国少年儿童队，并通过了《中国少年JL童

一 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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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章曹草案F。决议器出 Il中国少年儿童队是在中国新英主主义青年四领导下的少年儿童组

织，吸收九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参直口。这个组织是在学习和各种集体活动中，团结和教育少

年儿童，培养他们成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的新中国的优秀儿女。"

各地和极开展建5人工作。十一月、十二丑，在京、拉陆有两千三百多名儿童首批入队。

4907 十月十九E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乌叙险、陈f自达，陆走→、

注雁òl<为 IU主任。《中央人民政蔚组织法》规定:文教委员会"指导文化部、教育部、卫生部、科学

院、新闻总署和出跋总署的工作";对其所指导的机关和下级机关，睡发决议和命令，并审查执

行情况。

一九五二年八月七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任命习仲蔚为副主任。

4908 十月十九B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马叙伦为教育部部长，钱最瑞、韦奉为副部长。教育部成立后，

钱俊瑞任中共教育部党组书记。

一九五0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又任命曾昭抢为副部长.

4909 十丑十九E

全理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闭幕，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瞌寇一致闺幕词，提出:在教科书要

由国家办，因为必须如此，教科书的内容才能符合国家政策，苟且技术上可能印刷得好些，价钱

也便宜些，发行也免得;在费"，"教科书封于国计民生，影响特别巨大，所以非国营不可。"

4910 十月二十六吕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举行筹备会议，青年园中央书记冯文彬作《新民主主义的国民体育》的

报告。他指出，必新的体育方针，就是薪民主主义的" "我们曲口号是:为人民的健康、新民主主

义的建设和人民的国防菇发展体育。"他还提出了实施新体育方针的办法和意见，如剖办体育

专门学校、开办各种体育活动的训练班等。

4911 +月

以法捷耶夫为囡长、西蒙诺夫为言自因长的苏联文化艺术释学工作者代表团来我国坊间。代

表囡团员、锻罗斯主吴邦共和国人民教育部副部长杜绝洛维娜在花京、上海等地向我国教育工作

者介韶苏联教育工作经嚣，并参观了一些学校。

4912 十一月 -8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举行成立典礼，部长马叙佳、副部长钱镜璀讲话。

一-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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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913-16

十月三十一日，马毅俭遵照中央人民政蔚十月二十七B关于结束华花人民政蔚工作部命

令〈十一月 -13起 ， i可花、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五省及花京、天津二市人民政府，归中央人民

政府直属)，接管了前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是以这两

个机均为基础建立的。

教育部设办公厅、高等教育司、中等教育司、如等教育司、社会教育司、视导可租高等教育

委员会、识字运动委员会。

4913 十一月十七日

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华花区及京津十九所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 ì1论高等教青改造方针。教

育部部长马叙伦提出要坚决执行《共同纲领》中规定的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稳步前进。敦育

部副部长钱倭瑞指出:对高等教育应进羊子里诀的和有步骤的改造，改造的方向是一切服务于国

家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当前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政治课的学习，业务民;程必级单j合

建设的需要;学校领导要正确掌握政府的文教政策;各校务必厉行节约。

4914 十二月五吕

教育部发出《关于开展一九四九年冬学工作的指示儿《指示》指出:解放区多年经验证明，

1.农村冬学运动是团结教育广大农民的有力武器之一气冬学"这种适应广大群众需要的与实

际工作密切结合着的教育方式，今后应当在全国农村中普遍推行。"~指示》摆走一九四九年"冬

学的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应当是向农民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伟大主义，解释人民政

协的共同纲领，解释自前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势和劳动人民的任务，讨论读复和发展本地农

业生产和克膜生产中各种困璀的办法。""冬学文化教育的内容应当以识字为主气《指示》提出

了挥法师资、教材、领导部题的意见，强调必必续正确地执行能靠群众办学的群众路线>> "冬学

的方式务求灵活，组织形式不要强求一律。"

本年冬季，各地积极开最冬学运动。在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 r，全国各培农民参

加冬学学习的达一千余万人。

4915 十二月五E

教育部桂会教育司司长、女教育家合庆棠病逝。六日，周总理参却了教育部举行的公察。

4916 十二月六 E

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成立办理留学生回国事务委员会，统一办理留学生及学者回国

事宜。

新中国成立后，族居国外的爱国学者和留学生，自由应祖国号召，纷纷归国。著名数学家华

罗庭教授，在一九五0年二是归国途中发表《写给留美同学的公开信》说"为了抉择真理，我们

应当国去;为了屋家民族，我ffJ在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国去;就是为了个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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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啦!走?骂旱苟同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其穗， 为了我f们ì口千1伟犬自的号祖吕?建主设隶布1发黑百奋斗!户"

二年闰月十十.八日ι，教育部发出《接济国夕外←留学生回国旅费暂行办法》λ。到→九五二年!鹿襄民，这个委

员会主共斗接待囡囡雷学生2及运」干号宁宁，者工千余人，并安排他们到经济建设部门、高等学校和科研部门

工作.

4917 十二窍十三臼

政务院通令全国遵行第十二次政务会议通过的《统一全理年节布纪念自放自办法P。其中

摆定了属于全体人民的新年、春节、劳动节、国庆纪念岳的放招办法;同时规定中等以上学校学

生于"五园"营年节放假半天，少年JL童于"六一"虽际儿童节法假半天、女职王于"三八"国际括

女节盐假半天;其他各种纪念日，如教i埠节等均不放假。

4918 十二写十六E

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全议决定成主中国人民大学。成立这所新2型的犬辛是为了适应国家

建设需要"接受苏联先进的建设经验，并聘请苏联教授，手n.t~J、有步骤地培养新国家的各种

建设干部。"人民大学受教育部领导。该校的教育方针是"教学与实际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

情况相结合飞向巨，教育部作出《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的决定"。

注:中罢人民大学是IJ.华花大学为基础筹建的。校去:吴玉章。

4919 十二月十八吕

政务皖公布结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哇大行政区人民政蔚委员会组织通则~，理定大夺政

区在文教方面，得设立教委员会，并得没文教等部、局或在文教委员会r设文教等楚。还提定

中央直属的学校均由中央直接领导，并受其所在地大行政区政府之指导。这个《组织运黠》也

适用于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

4920 十二写二十三吕至三十一自

教营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部分大行政区、省、市、言治

区的教育部、厅、局长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干部二百余人。教育部部长马叙论致开幕词。政务

院副总理郭沫若、黄炎培，文教委员会副主任陆定一，中央人民政肩委员徐特立等蛋!会讲话。教

育部副部长钱俊瑞件总结报告。

在开幕前举行的琵备会议上自各地代表汇报了本地区的教育工作需况和当前亟待解决的

问题。会议结合讨论教育部一九五0年上半年工作计划，研究解决了一些全国共同性的问题。

确定了全国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晓萄了改革18教育的方针、步骤租发展新教育的方向，其要点

如下:

一、中华人民共和阁的教育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它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

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壶曲、拉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种新教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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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其方注是理论与实际一致，其目前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主农兵

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桂为基醋，吸收!民教

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班要借助苏联教育建设的先进经验。

二、教育必续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

三、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的正确结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以普及为主，除

维持原有学校外，教育应着重为工袁服务，学校要为工农子女和工在青年开门。创办人民大

学、工在速成中学，大办工人补习教育。争取从一九五一年开始进行全民规模的识字运动。普

及ld，工农兵为主要对象，组也不武松一殷儿童教育的推行。在这样普及的基础上，从识字教育

和基本政治文化科学教育提高到较高的科学技术教育和政治教育。

四、老解放区教育，首先是中小学教育，现在应以巩固与提高为主，条件许可肘，可适应群

众需要作某些发展。巩固与提高的关键是适当解决师资和教材问题。要改进师范教育，加强

教部轮训和在京学习，培养大批称职的教师。中等学校在今后若干年内，应该着重向中等技术

学校发展，以培养大批中级建设干部。

五毛蒜解放这教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改造知识分子。必须坚决地正磷地执行争取、

团结、武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坚决执行维持原有学校，逐步作可能与必要的改善的方针。新区

学校安顿以后的主要工作，是有效地在那生中进括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逐步建立革命人生

观。在新区，对失业知识分子布失学青年要妥善安置。

六、对中国人办的在立学校，采取理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

七、改革i日教育是一项琅巨的任务，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必须经过各级教育的不断改

革，积累比较成熟的经验之后，才能进行比较全面的改革，不能性急。

八、目前国家财政还很盟难，但是我们有办法、有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我的应没能改

善各级教育工作者的物盾和政治待遇。教育工作者本身，应该发扬艰苦奋斗的作风，克捏一切

西璀，完成自己的光荣历史使命。

会上还拟定了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实施计划，草翻了工在速成中学实远方案，讨论了改进也

京师在大学和改进各地黯范学校的意见@并决定集中一批有经验的干部、教师编审中小学教

科书等事项。

一九五0年韧，各地教育行政部门，传达和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

4921 十二月二十七自

教育部明令取缔各壤镇流行的?包含封建迷信、荒淫毒素的"小人书飞并建议出腹部门编辑

适合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的儿童读物及连环画。

4922 本年

髓着人民解数战争的胜利撞进，中理人民解放军各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妥善楼段了国民党

统治下的各级学校.这项工作是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四八年关于茹区学校L作的指示和手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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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十五吕中蜀λ民解放军总部布告中宣布民下费短定程原则进行的 tI保护一切公在学挠、

医院、文化教育棍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坊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拉关供职的人员，均望黑营供

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 "暂维现状， ap 13 开学气中国人民解族军各撞军事管制
委员会陆续接投薪解放区的原公立学校，还顿发有关在立学校的暂行办法，担私立学校管了起

来。一些被迫南迂的学校和部生陆续返回原地。

解放前夕，各地党的地下组织和进步力量领导师生员工开展护校斗争，建绝大多数学校兔

遭鼓坏。解放后，当地军事管制委员会即派出干部到一些学校帮动工作，组织校务委员会，使

学校迅速开学。开学后，学校取消了反动的却I!导制度，推行民主管理;取离"党义"、"公民" "童

子军"、"军事苦苦练"等反动课程，开设革命的政治课程和其地薪课程。如华拉人民政府高等教育

委员会于本年十月假布《华花专科以上学校一九四九年公共必锋课过渡时期实茹苦抒办拉》和

《大学专科学校各系课程暂行规定~，分别搜走各年级必{串"新E毛主主义i仑"等课，各挠系要"~是

黯反动课程，添设马邦主义的课程，逐步地改造其他课程飞

随着地方人员政府的成立，各地对公私立学校作了初步贯整。如由人民政府派校长，教职

工民主评薪，改学生中的公费制为人民动学金剖，学校实有经济公开，如步洁理敦职工队伍，逐

步挂行教贿专任制等。在学校中公开中国共产党组纭，开展了建司、建队、成立学生会、建立进

步的教工组织等工作。各地学联和青年西举办青年学宙飞学习团、青年讲座等，在大中学校学

生中开展以改造患想，建立革命人生混为内容的政治学习运动。京飞津、护等五十个大中城市，

参加学习的学生有十二万人。

4923 本年

薪解放区先后举办人民革命大学、南下工作团及出练班、暑期学习匾。这些干部学校布干

训班吸收大批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和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施以短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生务

教育，本年为各条战线输送干部四十多万人。

各地区的干部学校有华花人民革命大学、西花人民革命大学习中原大学、华东人民革命大

学、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南方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一些省、市也举办了干部学校。

4924 本年

新老解放区城市、工矿区职工教育迅速发展，广大职工濡跃参加政洁、文化和技术学习。据

报道，东在地军参加夜校学习的职工达三十二万人。撮大地区普遍开展识字运动，百分之九十

的文盲参加学习，许多人己认识→千二百字。花京市至年底入业余补习学校的职工和干部有

三万多人。

4925 本年

京花地泛开展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组织力量以苏联十年制中

学的自然科学各科教科书为蓝本，编译中学教科书，从翻中一、二年级开始逐步采后，井大量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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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季分结苏联教育文献。教育夺政部门组织干部参程旅犬苏联中学。许多学校粮费苏联学校按

规精神制定本校校规。少数学校试行评定学生成蟹的必五级分制"废除百分制。旅大地区各

中学及东在实撞学校的两个班全部采用苏联教学方法。

4926 本年

全国有高等学校二百零五所，学生十一万七千人;中等学校王子二百卢十六陪唔学生一百

二十六万八千人;小学校三十四万六千八百所，学生二千四百三十九万一千人。新中国成立

前，学龄儿童入学率为百分之二十左右。全宙人口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文言。

二百零五所高等学校的分布告缸如下:

华北地区

公立;二十三所

中国人民犬学、固立花京大学医学院、国立花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国立清华大学、中央

或崩学院、花京蹄莲大学、中央音乐学院、花京农业大学、荷花省立工学院、国立南开大学、雨花

省立在学院、医立花洋大学、问花省立师范学皖、北方交通大学、部花省立在学院、花京中拮大

学、焦作工学院3 国立山西大学、好语学校〈在京〉、华花大学工学院、河花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新

闻学校。

私立:六所

燕京大学毛辅仁大学习津洁大学、协和医学院、达仁学院、育德学院。

华东地区

公立:三+六所

国立华东大学、山东省立医学院、国立南京大学、华东新闻学院、国立交通犬学、山东省主

踊范学院、国立新江大学、国立上海医学挠、国立复旦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国立同济大学习国

立江苏医学院、国立厦门大学、公立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望立山东大学、公立东南医学院、国立

安徽大学、新江省立医学院、出东省立行政学院、福建省立在学院.也东省立农学院、福建省立

医学院、山东省立会计专科学校、出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国立中住大学药学专修科、吴提高船

专科学校、上海市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吴最水产专科学校、上海市立工业专科学校、国立

南京药学专科学校、江苏省立苏姆工业专科学校、江苏省蚕丝专科学校、崇明水产专科学校、准

南工业专门学校、嚣立摄江艺术专科学校、福建省立踊范专科学校。

私立:三十七所

大向大学、同德医学院、大夏大学、上海运学院、光华大学，上海法政学皖、江南大学、新中

国学皖、金陵大学、新中国益高学院、齐鲁大学、读晓文学院、圣约翰大学、福建学院、东吴大学、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护江大学、华南女子文理学院、震旦大学、震丑女子文理学院、之江大学、南

京工业专科学校、福建掉合大学、上海纺织工业专科学校、南通学院、中华玉商专科学校、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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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ZR主学院、谑孚纺织工业专科学校、上海牙医专科学校、上海商业专科学校、先夏商量专科学

校、立信会it专科学校3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东亚体育专耗学校、丹阳正剧

艺术专科学校、苏据美术专科学校。

中 i薯地区

公立:二十二所

武江大学、湖南大学、河南大李、中原大学、中山大学、广西大学、南昌大学三掘程医学院、广

东省主文理学院、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广东省立法商学院、广西省立医学院、广西省立西江

文理学院、湖北省立教育学院、期才b省立医学院、交通学院、期花省立袁学皖、江西省立医学专

科学校、江西省立水利专科学校、江西省立善运专科学校、广东省立工盘专科学校、广西省立艺

术专科学校.0

私立:十三所

华中大学、中华大学、玲南犬学、文化大学、广州大学、嚣民大学、南华大学、广州法学院、光

华医学院、文华型书馆学专科学校、江江纺织专科学校、军药技主专门学校、告江农业专科学校。

东花地军

公立:十七所

京花9哥范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朵读罢科大学、中国医科大学、大连大学、延边大学、奈

北人民大学、拉船工学院、洗阳农学院、哈尔滨农学挠、东花鲁迅文艺学院、东花航海专门学校、

玩黯矿山工业专门学校、鞍山工业专门学校、黑龙江省立农业专门学校、东北商业专门学校、咱

尔滨外语专门学校。

西花地区

公立:九既

固立西北大学、吕立兰州犬李、图宣西花I李院、吕立西北食学院、国立西花墨学院、层立

西花师范学院、国立西也善医学院、新疆学院、哥拉人民艺术学院e

西南地区

公立+七所

重庆大学、四JIJ大学、云南大学、贵井!去:辛飞回 JII省立JII北夫学、国立女子!蹄莲辛琪、冕理师

嚣学院、贵阳IJïIj fl在学院、贵陀医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西南工业专科学校、中央技艺专科学

校、自贡工业专科学费、西康技艺专科学校、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四川|省立体育专科学校、

回到省立会计专科学校。

毡立:二十五荷

华国格和大学、或华大学、中国公学大学、王陆学院、勉仁文学院、重华法商学院、敦义袁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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