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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的总设计师，在领导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以政治家的胆略，战略家的 

眼光，对我国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 

和改革予以高度的重视和关心。在纪念，建党80周 

年之际，认真学习，深刻领会邓小平教育思想，具有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坚持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 ．改革高校管理体 

制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新时 

期高等学校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作了系 

统的科学论述，为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提供了理 

论依据，指明了正确方向，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关于高校的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问题．小平同 

志在坚持党的领导 、改善党的领导的原则下，指出 

“学校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J】l十i 

选)、凡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蛆下简称(文选》) 这里首 

先是坚持党对高等学校的领导。小平同志多次明确 

指出：“四个坚持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文选》 
230 )。“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由共产党 

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文选》第232页)。回 

顾我国高等教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所走过的历 

程，高等学校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原则指导下，在当时 

的国际和国内的大气候下，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促 

进了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在论述高校管理干部问题时，小平 同志着重指 

出：“我们也需要大量的、合格的学校管理人员，这也 

是专业人员。比如学校党委领导同志，应不应该是 

个专业人员呢?应该是。他可以不是教学人员，但 

至少应该是懂得教育的有管理学校专长的管理人 

员，会管某一类学校(披选》第227—228 )。在这里．小 

平同志把高校党委和行政领导人员应该具备“懂教 

育”、 有管理学校专长”作为专业化的标准，这是至 

关重要的。大学的党委书记和校长，要努力成为社 

会主义的教育家，这是办好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组 

织保证。 

Xl；d,平同志关于高校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的一 

系列论述，为高校改革指明了方向，使我们在党对高 

校领导的这一原则指导下，努力办好有中国特色的 

社会主义大学 

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基础在教育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的有关论述中，对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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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地位和作用的论述尤为突出。他总结了国际上 

现代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经验教训，从中国国情出发， 

提出了教育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战略地位的 

重要思想，把发展教育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 

综观当今国际上，综合国力的竞争，主要依赖于 

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又依赣于教育与 

人才的竞争，教育的普及和发达程度已成为衡量一 

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邓小平同志把发展科 

学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 

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上去。发展科学技术，不抓 

教育不行”(《 选≥ 37页)，“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 

础在教育”(《文选》 4 )。1983年 10月，邓小平同志 

为北京景山学校题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来来”，这进一步为我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 

战略方向，也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 

事业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 

教育的战略地位确定以后，如何保证这个战略 

重点、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 

总结了世界上许多国家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提出 

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当教育与经济 

等方面发生矛盾，邓小平同志提出“在别的方面忍耐 
一 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 ．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 

里就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实现战略目标的整个过程 

中．要把发展教育放在优先的位置。 

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地位和作用的精辟论述， 

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 ，为党的十二大 

把教育确定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和党的十 

三大提出“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奠定了理论基础，为 

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如今邓小平同志 

的这一思想，已经成为党和各级政府的共识，转化为 

决策和行动。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社会各方的重 

视，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 

三、把德育放在首位，培养又红叉专的建设者和 

接班人 

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始终是学校教育的 

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当党的工作重点转移 

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学校以教为主，社会上有 

些人对学校要不要继续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放在第一位，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为此，邓小平同志 

明确指出：“毫无疑问，学校应该永远地把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敢在第一位”(《文选》第joj ) 培养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接班人。”在这里 ，邓小平同志以政治家的战略眼光， 

进一步明磅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培养 目标，要求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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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人才，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坚定的捍卫者、积极 

的建设者、可靠的接班人。要做到这一点，学较必须 

坚持把德育工作放在 一切工作的首位，引导学生走 

又红叉专的道路。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所走过的历程，当我们 

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后，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一段时期 

出现了淡化思想政治 【作，出现 了忽视和脱离政治 

的倾向，特别经过 l989年的政治风波，才使教育工 

作者警觉起来，并进行认真地反思。对此，邓小平同 

志深刻地指出：“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这里主要 

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邓小平同志及时为我们教育工 

作校正方向，并把多年不怎么提了的“培养无产阶级 

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培养目标和 

r]号，再次响亮地提到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 、国际化的大环境中，教育阵地是 

国内外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和进行腐朽文化渗透 

的主要目标，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仍然是十分尖锐 

的，而且是长期的。小平同志的论述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 望，是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 

l艾方向前进，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重大战略决策和措施。 

四、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台，加强社会实践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台，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学说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方针。 

我国建国以来的教育实践证明，实行教育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利于深化教学改 

革，克眼教育脱离生产、理论脱离实际 学校脱离社 

会、学生脱离工农的倾向，打破封闭的办学模式，造 

就台格的人才。 

但是，在具体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 

践中，曾经出现过-一些片面的认识和简单的做法，在 

“文革”中达到严重扭曲的地步。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何正确贯彻这一方针，邓小平同志在 1978年 4月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为了培养 

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我们必须认真研究 

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合的方针”。“现代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要求 

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效率迅速提高，要求我们在教 

育与生产劳动结台的内容上、方法上不断有新的发 

展”(《i．造j苹104 ) 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不仅从 

微观上为学校教育如何正确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 

结台的方针指明了方向，而且从宏观上对整个教育 

事业如何根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进行 

教育体制、结构，教学内容、方式的改革，指明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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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向。 

我们的教育，当然希望培养出能获得诺贝尔奖 

的英才，然而更需要造就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 、埋头 

苦干、又红又专的建设者。实践证明，实行教育与生 

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引导青年学生深 

八社会．深人基层，了解国情，了解工农 ，走与工农相 

结合的道路是培养“四有”人才的必由之路。高等学 

校加强社会实践和生产实习，对于促进学生全面成 

长，提高思想政治素质都具有重要意义。 

五、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理论指导意义 

1．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导，把高校建设成为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阵地。社会主义高等教育是社 

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只有加强党对高等教育的领 

导，才能坚持高等教育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保证党 

的教育方针的全面贯彻执行，才能充分发挥高等教 

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在加强党 

列高校的领导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民主集中 

制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高校党的组织要集中精 

力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 ，努力把 

高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坚强阵地。 

2 加强高等教育法制建设，以法治教，积极贯 

彻党的教育方针。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 

家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尤其重视发展高等教育事业， 

“科教兴国”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同时明确提 

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近年来，国家又先后颁布了《教育法》、《高等 

教育法》、《教师法》等，国务院制定了《教师资格条 

铡》、《教学成果奖励条例》等。全党全国重视教育事 

业 ，并用法律法规来保障教育事业的发展，规范办学 

行为，协调教育内外部的关系，保障各级各类学校和 

师生的合法权益，是使我国教育事业积极健康发展 

的重要保证。 

3．加强教师队伍建设，重视提高教师的整体素 

质 在举国上下提倡尊师重教、优化教育环境 、改善 

教师待遇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和积极加强教师队 

伍的建设。建设一支具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结 

构合理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保证。 

要重视对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教师敬业爱岗 

的职业道德和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加强和完善 

教师工作考核制度，激励教师认真履行岗位职责，充 

分调动广大教师教书育人的积极性 ，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培养台格的人才。 

4．加强高校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提高高校管理 

水平 要保证高校办学的社会主义方向，提高高校 

办学的整体水平，提高高校管理干部的整体素质，培 

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教育管理干部是十分重要的。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是发展 

的趋势。要建设一流大学，在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 

中取胜，高校的师资水平、学生素质以外，高校管理 

干部是关键。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形势，客观上要 

求高校的管理干部必须以江泽民同志的“三个代表” 

的思想为指导，具备较高的政治理论水平、较高的思 

想修养、高尚的道德品质 、一定的专业知识 、较强的 

管理水平和务实的工作作风。高校的管理干部应该 

是管理专家，大学的校长和书记应当努力成为社会 

主义的教育家。 

邓小平教育思想和理论博大精深，是新世纪我 

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思想。我们要高举邓 

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积极应对新的挑战，努力学 

习、深刻领会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神实质，增强高等 

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党的领导下， 

努力办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培养 

社会现代化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责任编辑：主之怀] 

英国大学以名誉学位换取赞助 

英国的一些太掌向有钱人士 兜售 名葶学位 挟取对学校的赞 

助的做法已受到广迁的批评 英国太学近年来授予名譬学住的教目 

每年太约有 10∞ 牛，这些名誉学住多救是撞予社会名流或学技希望 

与其台作韵盘业謇．怛向为学校提借赞助的人士授于学位的现象正 

在连增，一些高校人士认琦，政府砷太学经费拉凡的不足是引起选 

种不正常交与的原因之一。 

(摘 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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