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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历程及启示 

王锋 

(湖州师范学院社会发展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摘 要】建国 60 年来,浙江省乡村教育事业发展迅速,从建国初期、人民公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形式中,

梳理浙江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历程,概括其先进经验和启示,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乡村教育事业建设提供借鉴,具有重

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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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浙江乡村教育事业蒸蒸日上,教育体制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投入不断增加,城乡教育差距不断缩小,为浙

江省乃至全国的社会经济建设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人才。而浙江乡村教育事业建设之经验亦值得其他地方特别是中西部欠发达地

区借鉴。 

1 浙江乡村教育事业发展历程 

1.1 建国初期的乡村教育  

新中国建立前的浙江教育,从管理体制和经费来源上说,大体可以分为 3种类型: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和接受国外津贴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立即着手分别情况,有步骤地对其予以接管、接收、接办和改造,使之获得了新生。1949 年 5 月至年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市县军事管制委员会陆续接管了当地各级公立学校,并推行“维持现状,立即开学”的办法,学校原有教职工,

除个别人外,一律照常供职。建国初期的乡村教育主要是大力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加强扫除文盲工作;各类教育事业均面向农村,

乡村小学教育格局基本形成;兴办农业(技术)学校。 

1.1.1 大力开展农民业余教育,加强扫除文盲工作。  

1949年下半年,各级政府就指示发动农村小学附设农民夜校,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1949年 11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发出《关

于配合群众运动开展冬学的指示》,是年冬季,全省农村办起冬学 4 600 余处,有 22.8 万人参加学习。1950 年 10 月,又部署在全

省开展识字运动,以逐步减少文盲。1952 年,推行速成识字法,全省有 175.53 万农民参加冬学,5.13 万工人在职工业余扫盲班学

习。1951年起,又办起一批工农速成初等、中等学校,以及残疾军人速成中学、专业干部速成中学,1952年,在机关学校和各类速

成学校学习的工农干部学员有 0.97 万人。1956 年 12 月,建立浙江省扫除文盲协会,协助政府动员并组织知识分子、社会人士和

一切识字的人参加扫盲工作,动员并组织不识字的人接受识字教育。1949～ 1957 年,累计扫除农村青壮年文盲、半文盲 83.5 万

人,使文盲比例从 1949年时的 90%下降至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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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各类教育事业面向农村,乡村小学教育基本格局形成。 

这一时期,各类教育事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截至 1957年,浙江全省高中、完中 91所,初中 322所,在校高中生 3.82万人,初中

生 17.84万人,分别是 1949年在校生数的 3.67倍和 4.11倍;小学 2.59万所,在校生 229.55万人,是 1949年在校生数的 2.73倍。

由于各类教育事业在发展中大力贯彻学校为工农开门的方针,招生时对军烈属、产业工人及贫下中农子女,凡考试成绩相当或相

近者,均予优先录取;1951～1960 年,全省小学生中,工农子女比例一直在 75%以上;普通中学学生中的工农子女比例,1952 年为

42.7%,1956 年为 54.4%,1960 年为 75.3%。此外,到 1957 年,乡村小学教育基本格局已经形成。除了有公办的初小、完全小学以

及中心小学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民办初小。办学形式也实行多样化,除全日制外,还采用了半日制、二部制和巡回制等形式。 

1.1.3 农业(技术)学校的兴办。 

1952 年下半年,杭州农业学校、金华农业学校、杭州蚕桑学校分别招收 1 个农民班,招生对象为具有高小文化程度的青年农

民和蚕农,试验以速成的办法,学习 3 年后培养成为中级农业技术骨干。同年寒假,全省公立农业技术学校普遍举办农民培训班,

每校每期招收 50名,有重点地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和生产积极分子学习农业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交流农业丰产经验。 

1.2 人民公社时期的乡村教育  

人民公社时期,乡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基本格局初步形成。这一时期的乡村教育经历了 1958～ 1965年

的曲折发展、“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以及拨乱反正等阶段。 

1.2.1 1958～ 1965年乡村教育的曲折发展。 

1958年,执行两条腿走路办学方针,各级各类学校校数和在校生数均有很大发展。教育事业的规模与上年相比,在校小学生增

长 39%,在校中学生增长 31%,在校中等技术学校学生增长 175%,是年,浙江省海宁、临安等县率先办起一批农业中学,并迅速在全

省各地掀起热潮,近几个月时间,农业中学就发展到 8 700 余所,在校生 32 万余人。多数学校办起来后未能巩固,至年底,学校减

至 2 438所,在校学生减至 11.03万人。1959年教育事业继续“跃进”,在 1958年基础上,中学在校生再增长 46%,中等技术学校

在校生再增长 75%。1961 年和 1962 年,按照“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对各类教育事业多次进行调整,基本上纠

正了由于超常规发展而带来的混乱现象。自 1958 年至 1966 年上半年,全省累计有 20 余万名农业中学毕业生在当地农村参加农

业生产或农村基层工作。1964 年和 1965 年,浙江试行 2 种教育制度,陆续新办或改办了一批半工(农)半读学校,尤其在农村发展

了 5.69 万所耕读(简易)小学,有 129.14 万耕读小学学生在学习,使包括耕读小学学生在内的小学在校生增至 466.51 万人,全省

学龄儿童入学率提高到 85.14%,受到贫下中农欢迎。 

1.2.2 “文化大革命”对乡村教育的冲击。  

1966 年 5 月至 1976 年 10 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一场浩劫,给浙江省教育造成了严重破坏。大批城市教师被“下放”,

农村公办小学教师全被遣散。半工(农)半读学校全被撤销,农职业中学被砍光,使得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在师范教育已遭严重破

坏、断绝合格师资来源的情况下,大量发展中小学,不得不将大批小学、初中骨干教师拔高去教初中、高中,并大量吸收民办、代

课教师来补充。1976年全省中小学教职工中民办教职工的比例由 1965年的占 27.6%升高到占 58.2%,其中农村小学的民办教职工

占当年农村小学教职工总数的 72.8%。1972～ 1978年,在努力实践“普及小学教育是一个大政”指示灯过程中,小学在校生一直

保持 500 万人以上的规模,在数量上达到了浙江历史上的最高峰,学龄儿童入学率亦稳定在 90%以上;但因备受“文化大革命”的

摧残,办学条件普遍极度简陋,小学生读满 5年的巩固率一直不高,存在着“招得多,流得多,质量差”的极不正常情况。农(职)业

中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相继停办或被改成普通中学,有的被改成为“五·七学校”或“共产主义劳动大学”。1970年起,各地

陆续办起一批“五·七工农兵学校”和“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到 1976年,全省共有“五·七工农兵学校”和“共产主义劳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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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826所,学员 3.29万人。 

1.2.3 拨乱反正、加强整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浙江省委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按照中央统一部署,拨乱反正,清除“左”

倾错误的影响。至 1983年,全省普通高(完)中校数由 1977年的 2 823所压缩至 621所,年招生数由 40万人减少至 10万人,在校

高中生有 72.85 万人较少至 19.76 万人;小学附设初中班由 1977 年的 9 583 处减少至 1 270 处,附设初中班的在校生由 91 万人

减少至 19万人,由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 55%下降到只占 14%;调整小学设置,将小学校数由 1977 年的 4.89万所减少至 3.82万所,

小学在校生由 507.8 万人减少至 407.2 万人(实行计划生育后学龄人数大大减少),恢复乡(社)中心小学,加强对村(队)小学复式

班教学的指导,从实际出发,区别要求。与此同步,大力整顿民办中小学教师队伍,并加强管理。 

1.3 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教育 

1.3.1 大力普及小学教育和九年制义务教育。 

中共浙江省委于 1980 年 2 月召开省委工作会议,吸收市(地)、县教育局长参加,研究发展浙江农村教育的措施,在会上介绍

了诸暨、临安 2县在全省率先普及小学教育的经验,提出了“远学桃江,近学诸暨,下决心把教育事业抓上去”的口号。省教育局

又决定在桐乡、富阳、余姚 3 县进行改革试点,探索将农村中小学下放给乡村办,实行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为落实农

村普及小学教育所需大量经费的筹措,在全国率先试行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的措施。1985 年后,进一步将这项工作纳入了法制化

的轨道,终于在 1989年达到了全省所有县、市、区全面实现基本普及小学教育的历史任务。1989年,全省除各城市市区早已全面

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外,另有 1 065个乡镇(占全省乡镇总数的 33.1%)开始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覆盖 1 722万人口。1997年,浙

江通过了全国“两基”总验收,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于扫除青壮年文盲,成为继江苏、广东之后全国第 3个通过国家验收

的省份。 

1.3.2 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 

1978年,全省恢复和新办农(职)业高中 116所,在校生 1.12万人;农业初中 18所,在校生 0.19万人。1979年,在农村新办了

一批农业中学。随着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1982年起,开始试办农村职业技术学校(班)。 1983年,全省已有单独设置的农

职业中学 158所,其中农职业高中 149所,另在 185所普通中学内设农职业班,农职业学校(班)在校学生合计 2.59万人,其中高中

段学生 2.25万人。1985年,全省城镇和农村单独设置的职业学校已有 262所(其中职业高中 242 所),有 351所普通中学附设职业

班 649个,在校生合计 7.21万人,全省高中段在校生的职业技术教育比重已上升至 34%。此后,农村中等教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20 世纪 80 年代,成人教育有新的发展。在农村中大量举办各种形式的农民技术学校,组织农村青年学文化、学科学、学技术,以

适应农村发展经济及农民提高生产技术实现劳动致富的需要。1989 年,全省有中等农民技术学校 2 637 所,初等农民技术培训班

2 726个,有 89.36万余农民参加学习。 

1.3.3 大力推行教育券制度。 

2001年夏天,《长兴县教委关于教育券的使用办法》出台,规定从 2001年起开始发放扶持民办学校和职业学校的教育券。学

生将教育券交到职业学校或民办学校,抵充相当面值的学费,学校再从县财政领取同等数额的补贴资金。这样不论学生就读公办

学校还是民办学校,都享受到了政府的教育补贴。2002年秋,长兴开始发放扶贫助学教育券,小学、初中阶段的贫困生每学期可分

别获得一张面额为 200 元、300 元的教育券;2003 年秋季,又出台了补助薄弱高中和民办高中的教育券。至 2006 年,长兴共发放

教育券 25 261 张,计 7 373 115 元;共吸纳县内外社会资金 4 亿多元投资办学。2005 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实施农村教育“四项工

程”,其中贫困学生资助扩面工程就采用了教育券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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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浙江乡村教育事业发展之启示 

建国以来,浙江省在乡村教育事业建设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傲人的成绩。回顾其发展历程,总结经验,是非常必要

的。笔者认为,浙江乡村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有以下 4个方面的启示: 

2.1 加强乡村基础教育的制度建设,努力实现城乡教育均衡  

为实现城乡教育均衡,浙江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教育差距的教育政策和制度。如建立义务教

育经费保障机制,政策支持重点进一步向农村、欠发达地区、薄弱学校和困难群体倾斜。全省实施“书香校园工程”,已向 2 800

多所农村中小学配送了 141.7 万册图书。启动农村远程教育工程,实施教育对口支援工作,开展“百课万人”、“百人千场”等送

教下乡活动。实施农村中小学教师“领雁工程”,提高农村教师的整体素质和专业化水平。建立困难学生帮扶体系。全面实施农

村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扩面工程”、“爱心营养餐工程”、“食宿改造工程”和“教师素质提升工程”。到 2007年底,“食

宿改造工程”实现了 100%开工、95.5%竣工,竣工面积达到 282 万 m 2。农村中小学助学扩面和爱心营养餐工程惠及面占农村中

小学生的比重,分别扩大到 14%和 7%,受益学生分别达到 74万人和 38万人。 

2.2 始终坚持农民成人教育,努力构建农村社区终身教育体系  

从 20世纪 80年代初开始,浙江全省各地已办起各种形式的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650余所及紧密结合农事季节学习的村级

农技班 1 万多个。这些成人文化技校和村农技班起初都是以文化扫盲为主要任务的,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它们主动转

变职能,从单纯的文化补习转向了以向农民推广农业应用技术的职业技术培训为主。并围绕“星火计划”和“燎原计划”,开展

农村成人教育工作,使农村成人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沟通,农民教育和农村经济发展同步,形成了三教沟通、农科教统筹的农村教

育新格局。1986年以来,浙江逐步开展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的社区教育探索,取得显著的成绩,成为全国

社区教育的亮点,多次受到教育部好评。在发展成人教育的过程中,坚持以行业为主开展岗位职务培训,不断巩固和加强农村成人

教育基础,推进农科教结合,实施“百万农民培训工程”和“百万职工双证制教育培训工程”。到 2002年,全省有省示范性乡镇成

人教育学校 128 所,1997～2002 年培训农民约 1 893.88 万人次,全省农村劳动力年平均培训率达到 30%以上。2004～ 2007 年,

全省又培训农村劳动力 655万人,其中有 187万农村劳动力通过培训实现了转移就业。 

2.3 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努力改善办学条件   

1977～ 1989年,国家提供的全省教育事业经费累计 65.30亿元,为 1950～ 1976年 27年所提供教育事业费总和的 3倍。1989

年的教育事业经费计 11.09 亿元,比 1977 年增长 67.1%。财政预算内的教育基建投入亦大幅度增加,1977～ 1989 年中累计 3.33

亿元,为此前 27 年总和 1.29 亿元的 2.6 倍。除国家安排的教育事业经费外,各级政府还从地方机动财力中拨出部分经费支持教

育事业。省人民政府于 1983 年规定,市(地)、县机动财政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一般不低于 10%。还规定,农村企事业单位的职工

子弟在当地社对中心小学入学的,应按入学人数分担办学经费;农村社对所需的办学经费,由乡(社)、村(队)统筹;鼓励群众自筹

资金办学;等等。另外,1978～ 1989 年,以中小学勤工俭学收益用于补充办学的经费累计 2.50 亿元,社会各界集资、捐资办学的

经费累计 8.18 亿元。为加强中小学和农职业中心的校舍修建工作,1981～1988 年,全省累计投入(包括教育基建投资、集资和教

育费附加等,不包括群众献工献料到投入)11.30 亿元,修建校舍 1 640.41 万 m 2,其中新建和扩建 703.72 万 m 2。省人民政府定

1988年为全省中小学危房改造年,是年,从各种渠道投入中小学、职业学校的校舍修建资金达 2.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8.2%,工修

建校舍 261万 m 2,排除中小学危房的工作获得突破性进展。杭州、宁波、嘉兴、绍兴、舟山、湖州、衢州 7市市区和 62个县(市、

区)实现了基本无危房,其中 12个县(市、区)已全部排除中小学现有校舍中的危房。 

2.4 不断推进乡村教育体制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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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 5 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公布后,8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召开全省教育工作会议进行贯彻,薛驹省

长向会议作了《像抓经济一样抓好教育工作》的讲话,省教育厅厅长钟儒作了《改革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

工作报告。1987 年 11 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了省教委、省财政厅根据中央《决定》精神及省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条例提出

的《关于基础教育实行分级办学、分级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对省、市(地)、县和乡实施义务教育的职责,小学、初中建立和

撤并的审批权限,教育经费的核定、使用和管理,征收教育费附加,抓紧解决危房、改善破旧校舍,逐步改善办学条件等事项分别

作出具体规定。农村基础教育实现了县、乡(镇)、村三级办学,县乡(镇)两级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后,增强了地方发展基础教育

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此外,长兴教育券借鉴了美国弗里德曼教育券的形式,但所表现出的特征有很大差异,更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

和宏观调控作用,促进了教育公平。其创新特点在于,检验了教育券在中国实施的可行性,开创了教育经费拨款体制改革的新尝试,

为政府扶持弱势群体开辟了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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