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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周恩来同志长期参与领导

了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各项重大工作，并在各个领域中作出了理论建树。周恩来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任

务，对培养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做好党的知识分子工作等，多次提出重要意见，形成了丰富的教育思想。

这些教育思想是关于新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比较全面地回答了办什么样的新中国教育和

怎样办好新中国教育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政治性、人民性和指导性。学习研究周恩来

教育思想，对我们更好地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强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明确教育当先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不断与时俱进。周恩来比较早、比较多地对教育的基础

性、全局性地位作了系统论述。

一是指明教育基础地位。周恩来把发展教育、办好学校置于国家建设的“当先”和“基础”地位。他

提出：“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好像一辆车子的两个轮子，相辅而行”“而文化建设，又是教育、卫生当

先。”“过去，到底是工业救国还是教育救国，争论不休，我们是先来个政治救国，现在把工业与教育结

合起来。”这些认识，是从国家建设的高度看待经济和教育的关系，指明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可

谓远见卓识、发人深省。

二是落实教育优先发展。周恩来既是重视教育的重要设计者，又是将它付诸实施的卓越组织者。新中

国成立后，大规模经济建设成为重点任务。尽管如此，周恩来仍然提出：“今后教育事业要有很大发展，

我们对教育事业的投资要超过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他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落实，从各方面挤出经费支持教

育。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周恩来能够提出这些前瞻性理念，弥足珍贵、令人钦佩。

三是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周恩来从教育、科技和民族发展的高度，对加快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了许多科

学判断。他指出“：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不可能设想不产生广大的建设人才，问题就在于我们抓好科学、

教育这一环。”“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力求尽可能迅速地扩大和提高我国的科学文化力量，而在不太长的

时间里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在这种认识牵引下，周恩来具体组织实施我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亲自组织



领导“两弹一星”等大规模科技攻坚，极大提升了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强调党的教育方针

古今中外，关于教育和办学，思想流派繁多，理论观点各异，但实际上每个国家都是按照自己的政治

要求、发展道路来办教育的。周恩来特别强调立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要求办教育

事业。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认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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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方针。对此，周恩来作了很多简明深刻的论述“。

我们的教育是大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这是我们教育的方向。”“我们的教育是科学的，要有科学的内

容。”“必须提倡民族化，以民族的教育激发民族的无限活力和创造力。”正是在周恩来等领导下，在很

短的时间内革新了旧教育体系，建立了面向劳动人民的教育体系，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素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中央进一步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这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对此，周恩来结合形势的发展，对什么是

社会主义教育、如何办社会主义教育提出深刻见解。他指出“：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

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

主义建设的需要。”“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

者。”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鲜明表达了我国教育的人民立场。

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周恩来历来高度重视对青年和学生的教育，强调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成为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这方面，周恩来的教育论述是系统、全面的，涉及人才培养的各层次、各学

段、全方位。

一是强调培养人才为重。建设社会主义，关键在于培养和使用好人才。面对当时经济建设需要人“急”、

需要才“专”的状况，周恩来把培养人才作为中心任务，要求各级各类学校千方百计做好招生、培养、教

育工作。他多次强调“：为国家培养各项建设人才，首先是工业技术人才和科学研究人才，是教育工作的

首要任务。”“培养建设人才，是摆在你们面前的第一项任务，你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掌握了一切。”

二是主张学生均衡发展。周恩来较早提出学生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均衡发展的思想。他说“：

我们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前进，每个人要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均衡发展。不均衡发展，一定会

有缺陷，不仅影响个人能力的发挥，对国家也不利。”他指出德、智、体等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

政治是灵魂，学习是学生的主要任务，“思想健康和身体健康是相互影响的”“学习是为了劳动，为了社

会主义建设。”这些论述深刻把握人才培养的内涵，对我们在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具有重要启

发。

三是要求做到“红“”专”结合。在“红”“专”问题上，周恩来坚决反对“红而不专”“专而不红”

两种错误倾向。他首先强调青年学生必须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同时他也不赞

成那种完全脱离业务工作的抽象的政治：“现在有一种‘红而不专’的倾向，这是不对的。红，一定要体

现在完成党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上。”这些认识摆正了“红”与“专”的关系，有利于做好人才的教育和

培养。



重温周恩来这些教育论述，联系当前我国教育强国实践，我们深刻地感受到周恩来教育思想依然具有

鲜明的针对性。对高校来说，学习周恩来教育思想，就是要联系当前我国大学“双一流”建设实际，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开创世

界一流大学建设新局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强调教育方向，可以说是周恩来教育思想的着眼点。习近平总书记明

确要求，要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真正做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是我们思考和谋划教育工作的

逻辑起点，也是必须牢牢把握的正确政治方向，是须臾不能偏离、绝对不能背离的基本原点。

第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重视人才培养，可以说是周恩来教育思想的着力点。面向新时代，习

近平总书记对如何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出明确要求，提出“德智体美劳”总体要求，这是党的

教育理论的重大创新。我们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

把立德树人贯穿到教育工作的各领域、各环节，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第三，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牢记教育使命，可以说是周恩来教育思想的落脚点。习近平总书记着

眼国际格局和国家全局，强调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

靠人才、靠教育。当前，一流大学服务国家发展的意识和能力还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我们必须同国家发

展的目标和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提升服务

质量和贡献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