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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初期农村民办小学的历史考察
———以贵州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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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伟

（贵州师范学院贵州教育发展研究中心，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１８）

摘要：建国初期，由于经济困难，党吸取老解放区的办学经验提倡群众办学。与此同时，翻身 解 放 的 群 众

也迫切希望接受教育。贵州群众发扬 集 资 办 学 的 优 良 传 统，在 教 育 部 门 和 基 层 领 导 支 持 下，克 服 经 费 来 源、

师资等困难，将民办小学逐步地发展 起 来。但 是 由 于 农 村 经 济 基 础 薄 弱，农 村 民 办 小 学 生 存 仍 很 困 难，因 此

国家必须承担起普及义务教育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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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办教育在我国自古有之，主要是从办学主

体及经费来源两方面区别于官办教育而言的，也

称私立教育。建国后关于民办教育的内涵与以往

发生了变化，陈桂生通过对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间“民

办教育”的考察，认为“在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私立

学校’并不包含在‘民办学校’概念之中，它们是并

立的两个概念。”［１］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的。虽然

私立教育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而近乎消失，

但是农村集体和以企业组织、社会团体为代表的

社会力量办学由于政府提倡一直存在，改革开放

以前的民办教育一般包括这两者。事实上以农村

社队为主体办的学校公有化程度一般较低，不具

备独立法人资格，有别于当时以企业组织、社会团

体为代表的社会力量举办的学校，所以民办教育

有时特指农 村 集 体 办 的 学 校。这 一 时 期 以１９５６
年农业合作化完成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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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农民集资办的小学，“这种私立小学主要是

由学生家庭联 合 出 资 聘 请 乡 村 教 师 教 学 类 似 于

传统的私塾”［２］，但随着农业合作化的推进开始向

社办学过渡。后一阶段是社队集体出资办学。目

前学术界对建国后农民教育史的研究成果较为显

著，①
＊

但对农民具体办学活动的研究还比较薄弱，

不能全面展示教育历史的多重面相。本文根据现

有材料，梳理了贵州１９４９到１９５６年 农 业 合 作 化

之前群众集资办学情况，以弥补当今研究的不足。

　　一、民办小学兴起的原因

　　（一）政策推动

我国民间兴学历史悠久，群众集资办 学 一 直

占据主流地位。新中国建立后，广大工农翻身当

家作主，生活得到改善，接受教育的愿望较之历史

上任何时候都强烈。但是新中国初期财政经济十

分困难，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教育事业。发

展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素质也是建设新民主主

义社会的必然要求。因此建国后教育资源供需矛

盾一直非常 突 出。１９４９年９月 中 国 人 民 政 治 协

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是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

纲领，确立了人民教育的政策与方针，要为国家建

设培养急需的各方面入才，建设新教育，实施普及

教育。接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制定了我国

人民教育建设的总方针，其中规定建设人民教育

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建设新民

主主义教育”［３］。老解放区的经验实际上 指 的 是

在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发动群众举办一些小规

模的学校以满足群众教育的需求。坚持群众路线

办学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办学方针，所以随

着全国解放进程的逐渐推进，发动群众办学开始

在广大新区 展 开。１９５１年１月 贵 州 省 第 三 届 教

育行政会议总结报告指出：“重要的是建设农村中

的小学（即村学），要依靠群众，才能维持和发展。

经费来源，可采用整理学田庙产、捐助互助等办法

来试行，可通过农协、农代会来解决困难。村学要

办得使群众拥护，必须适应农村分散环境

与生产状况，首先方便农民子女入学，如季节制、

半日制甚或随来随学的早学、午学都可试行。教

学上强调读、写、算，注意农村实用，不能按城市正

规班级办法办理。”［４］这里对民办 小 学 经 费 来 源，

办理原则和形式都作了规定。

党和政府在历次文件和会议决议中都提倡群

众办学。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７日，教 育 部 召 开 第 一 次

全 国 初 等 教 育 和 师 范 教 育 会 议，会 议 提 出：“从

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５７年，争取 全 国 平 均 有８０％的 学 龄

儿童入学；从１９５２年开始争取十年内基本上普及

小学教育。”为实现这一目标，会议提出要“发动群

众出钱出力办学。”［５］同年１１月教育部又在在《关

于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会议的报告》中提出“发动

群众根据自愿和公平合理的原则，出钱出力办学

……这 样 初 步 解 决 小 学 教 师 待 遇 和 小 学 经 费 问

题。”［３］１８７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１９５１年民办小学

获得很大发展，在校学生从１９４９年的２６１．５万人

增 加 到 １４２６．１ 万 人，占 全 国 小 学 生 总 数 的

３３％。［６］大 发 展 的 同 时 也 带 来 了 很 多 问 题，１９５２
年１１月１５日教育部发布《关于整顿和发展民办

小学的指示》，提出整顿民办小学，促使其健康发

展，将关注点放在有计划地发展公立学校，“同时

允许群众在完全自愿的基础上出钱出力有条件地

发展民办小 学，以 满 足 群 众 子 女 入 学 要 求。”［３］２０８

所以此后一段时间，民办小学在整顿中减少很多。

１９５３年民办小学学生数下降到１４９．５万，占全国

学生数的２．９％［６］３３０。

１９５３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要求

国家投资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教育经费对于普

及教育来说投入显得远远不足。随着农业合作化

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可以依靠集

体力量自办学校，为民办学校继续发展准备了更

坚实的基础。１９５３年５月 中 央 政 治 局 会 议 讨 论

教育工作，毛泽东谈到：“整顿巩 固，保证质量，重

点发展，稳步前进”的方针很好，但不要整过了头。

用多种多样办法办学，不强求一律，民办小学的存

在不限定几年，能办几年就办几年，横直公家不出

钱［７］。这实际上是为民办小学因整顿而出现的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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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状态鼓劲。此后民办小学又逐渐发展起来，据

１９５５年不完全统计全国共有民办小学２７８３３所，

学生１７６７２５２人。贵 州 是 经 济 文 化 不 发 达 的 省

份，也有民办小学４７６０所，在 校 生２４９１４４人［８］。

随着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普及教育任务的紧迫

使得群众办 学 尤 为 必 要。１９５６年２月２７日《人

民日报》发表社论，否定了义务教育不应该由群众

负担的观点，肯定“普及义务教育是国家的事业，

也是群众的事业。”［８］根据《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对

普及教育的要求，１９５６年元月贵州省教育厅制定

了《贵州省７年教育规划》，要求到１９６２年全省学

龄儿童入学率达到９５％以上，基本普及初级小学

教育，在一般城镇和条件较好的农村基本上可以

普及完全小学教育［４］２６２。后又在《贵州教育杂志》

２月号上 以“积 极 地 提 倡 民 办 小 学”为 题 发 表 文

章，肯定贵州民办小学由少到多，从小到大，取得

了一定成绩。文章强调：“小学教育应在民办既有

成绩的基础上，进一步积极发展民办小学和过渡

到 农 业 社 来 办 理，社 办 学 是 今 后 教 育 发 展 的 方

向。”［９］在此背景下，以后更是出现 了 群 众 办 学 新

的高潮。这一年是贵州小学发展的转折一年，打

破了前几年的平稳发展，小学数量达到１２７８６所，

比上年增长２８９２所，在校生达到９７０４５０人，比上

年增长５１８４５８人［４］４１５，以 后 更 创 出 新 高，其 中 主

要依靠了民办小学的发展。

　　（二）现实需求

建国初的教育脱胎于民国时期，民国 时 期 贵

州教育虽然有所发展，但与全国相比仍处于落后

地位。据１９４９年统计，贵州每万人中仅有小学生

４２人，中 学 生４．５人，大 学 生１．２人，全 省 人 口

９０％以上为文盲［１０］在一些偏僻落后地区，竟然找

不到一个识字人，处于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数豆

记账的落后状况。贵州少数民族众多，民国时期

的贵州边疆教育虽有所起色，但总体仍相当滞后。

国民政府在民族地区实行同化政策，要求对少数

民族“统一语言、改良服装习俗、奖励边胞与汉族

通婚”，这一措施遭到少数民族的坚决抵制，他们

担心读书后“恐强逼改易原来装束，尤其剪发，谓

发剪去，其人必被虎吃；读书后恐逼来当兵当差；

较开化者，则认为一经读书，必送到县城，再送到

外省外国，永不得回家乡，因有此种心理，便视读

书为畏途，若勒令入学，往往资请他人替代者或携

家远避者”，［１１］因 此 贵 州 民 众 中 蕴 藏 着 极 大 的 教

育需求。一旦人民当家作主，群众读书受教育的

热情就会迸发出来。

民族地区的大众纷纷送子女上学，一 资 料 详

细刻画了这 一 场 景：“如 去 年（１９５１年）秋 季 我 校

招收新生时，各地大众纷纷前来请求入学，其中最

突出的有大苗乡九组一位叫韦有常的家长，送他

的孩子韦忠泽来报名投考一年级，因那时招收对

新生年龄有 限 制 的 关 系，而 韦 宗 泽 系 超 龄 生（１６
岁），不符合录取标准，因而再三说服动员未收，结

果韦有常为了要使自己的小孩得到入学起见，想

方设法到乡里要证明文件。”按照韦有常的说法：

“毛主席领导我们翻了身，分得了土地，今天又有

了自己的民族小学，过去因受反动统治不让读书，

连我们大苗乡大人小孩都不敢由高山上下到八达

来，还能谈得上读书吗？现在不要我们花钱，不要

人照顾，我们的小孩子送到了学校，老师反而比较

我们在家照料得好得多，我们只送小孩子到学校，

就有书读，有作业本、笔墨、纸张，还有一些得人助

金、衣服等的补助，甚至生了病还给我们医，自己

不花一文钱。毛主席真是样样事情都送上门来，

迁就我们，再好也没有了。”［１２］因此小学教育得到

很快发展。

　　二、民办小学办学活动及其特点

　　（一）民办小学的办学活动

贵 州 地 处 大 西 南，山 地 众 多，地 瘠 民 贫，地

方财力非 常 困 难，依 靠 公 立 学 校 普 及 教 育 难 度

很大。早 在 土 改 运 动 结 束 前 后，贵 州 各 地 就 开

始发动群 众 村 学。以 惠 水 和 从 江 为 例，１９５１年

秋惠水县土改胜 利，由 于 客 观 形 势 的 需 要，在 当

时经费、师资等条 件 尚 有 困 难 的 情 况 下，群 众 自

己请教 师 修 房 子，做 桌 凳，全 县 开 办 了 村 学４４
所，解决了２２００名儿童的 读 书 问 题［１３］。地 处 黔

东南 的 从 江 县 民 办 小 学 发 展 更 是 十 分 迅 猛，

１９５２年相比于１９５１年村学无论是 学 校 数 量、班

数还是学 生 人 数 都 增 长９０％以 上，而 公 立 小 学

增长远远不及村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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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从江县１９５１—１９５２年小学办学情况

村学 初小 完小 合计

校数 班数 学生数 校数 班数 学生数 校 班数 学生数 校数 班数 学生数

１９５１年 １　 ２　 ６２　 １２　 ４０　 １４１６　 ５　 ３１　 ９０５　 １８　 ７３　 ２３８３

１９５２年 ３１　 ３４　 １２２６　 ２０　 ５０　 １９９５　 ５　 ３５　 １１３３　 ５６　 １１９　 ４１３３

增减

百分比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增

９３％ ９５％ ９５％ ４０％ ２０％ ２１％ ０％ １２％ ２１％ ６８％ ３９％ ４３％

　　注：数据来源于《从江县三年来教育工作总结》［１４］

　　为了解 决 农 民 子 女 上 学 困 难，１９５３年４月，

贵州省教育厅根据各地反映，就“群众在自愿原则

下，拟自办小学，是否可以办”问题请示教育部，得

到了肯定答复［９］４５８。在对促进小学教育采取的措

施中就包含有：协助热心教育的人士开办私立学

校、私塾、补习班及民办小学。因此在贵州发展民

办小学也得到了上下一致的支持。各地相继出现

了一批著名的民办小学，如修文县马家桥民办小

学，１９５３年成立时学生只有２０多人，教室先设在

一户村民的堂屋里，后搬到祠堂，两年后发展１６２
个学生，５个班，一至六年级，三四年级是复式班，

５个老师［１５］。１９５４年３月，都匀县重坡乡小吴村

只有２４户，在凌维清，陆羽明等的倡议下，经过家

长间的七次会商，顺利地请好老师，物色好校舍，

解决 了 桌 凳、经 费 等 问 题，正 式 成 立 了 小 吴 村 村

学，从此，２０名少年儿童（其中学龄儿童１７人）就

进入学校了，村里的青年也有了返校的机会［１６］。

　　（二）办学特点

这一时期是贵州民办小学发展的初 创 时 期，

充分发挥了群众的积极主动性，取得了明显的成

效，这里具体分析民办小学办学的种类与规模、教

学、资金来源与管理。

１．种类多样，规模大小不一

贵州的民办小学有民办、民办公助，公立小学

内附设民办高小班或者初小班，以及社办学几种。

在规模 上 大 小 不 等，例 如，根 据 贵 州 省 教 育 厅

１９５６年２月对都匀专区作的调查，前述的小吴村

由于村子小，民办小学规模不大，全校仅有二、三

年级复式一班，学生２０人，纯系布依族 学 生。麻

江县五柿民办小学，则由６００多户共同办理，全校

有学生六班，学生２２３人，教师６人。并已先后毕

业初小两班，学生３６人，高小一班，学生１６人，在

高小毕业生中考上麻江初级中学的有７人，成绩

不低于公办小学。民办小学历史长短不一，一般

的办了２－３年时间。少数办学时间较长，如都匀

县升 官 堡 小 学 已 经 办 了５年 之 久。有 的 则 是 在

１９５５年建社 时 候 才 开 办 的。民 办 小 学 中 办 学 质

量较好的数都匀县小堡乡升官堡民办小学，１９５０
年只有１个 教 师、２０个 学 生，１９５１年、１９５２年 即

增加到２个教师、１０６个学生；１９５３年、１９５４年学

生增至１７３人，教 师３人，１９５５年 则 达 到１８３个

学生、教 师４人。１９５６年 已 是 一 所 四 级 五 班，学

生２１０人的初级小学［１７］。

２．经费的筹集与开支灵活

办学经费方面，省教育厅每年拨出一 定 经 费

给予补助。如１９５３年１月贵州省教育厅 行 政 会

议决定在民办小学经费不够时，从其他经费调剂

拨款十三 亿 元 作 为 民 办 小 学 的 补 助 经 费［１５］。民

办 小 学 主 要 经 费 来 源 于 各 县 自 筹 和 群 众 集 资。

（１）教师工资、办公费主要靠收学费和地方附加粮

解决，其他的也用换工方式及发挥群众劳力作几

次突击 性 的 生 产 来 解 决。地 方 附 加 粮 的 补 助 标

准，各 地 不 一 致，最 高 达 到 地 方 附 加 粮 总 额 的

３７％，如福泉；有的县达到２５％，如黎平、平塘；最

低如荔波仅达７％，其具体补助办法也各有不同，

如福泉县在各县民办小学六七班中包下五五班，

教师工资、办公费均比照公办小学教师进行普遍

补助（包括省拨发补助费在内），每月每人最高１３
元，最低７元，一般为８元和９元；黎平是全县民

办教师１６６人，予以平均补助，每人每月４元［１４］。

有些县对规模较大，教师较多的民办小学进行补

助；（２）校舍：一般是利用旧有的村学房屋、祠堂、

庙宇，借 用 民 房 和 群 众 献 工 献 料 来 修 建 和 修 缮；

（３）桌凳：利用原有村学桌凳，公办小学多余桌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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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学生自带及群众献工献料来新修；（４）教学

必要设备及用具，如黑板、时钟等，尽量利用原有

的修理和群众自筹经费来新置。

群众自筹经费的方式多种多样，基本 有 以 下

几种方式：（１）由学生承担。具体有三种办法：一

是根据年级高低决定收费标准，如荔波县福利民

办小学，四年级每生每期４元，二、三年级２元，一

年级生１．５元。二是根据学校需要经费数结合学

生家庭情况来收费，如丹寨县最高每生每期４元，

一般３元，最低１元。三是根据学校需要经费数

与学生数平均收费，如独山县每生每期收费３元。

（２）根据需要和自愿的原则负担的方式自筹，如福

泉县哲港初小附设的民办高小班，由全乡４００户

平均负担，一学期收费１６８元，每月开支教师工资

２５元，办公费３元。（３）与教师议定 ，采取包干的

办法，如小吴村民办小学，教师一人，全年１８０元

包干（包括办公费在内），每月１５元，由群众平均

负担。（４）发挥群众劳动的潜力，为学校进行突击

性的生产劳动来筹集经费。如独山县城区的民办

小学，便是通过发挥群众短距离的每月搬运锑矿

一次（可筹集１００元），作为学校经费。［１４］（５）采取

换工方式。教师上班没时间种地，其田地由群众

代耕。还有一种方式，学杂费照收，教师伙食由群

众供给。在收费时间上，有按月、按季、按 期 收 费

的，有在开学前或在农民大、小季及菸叶收割后一

次收齐的，多由乡负责收，存放在信用合作社或银

行流动组，按 月 支 付。另 外，也 有 边 收 边 交 给 教

师的。

经费开支，主要用于教师工资和办公费，收支

标准是不一致的。教师工资每月高的１８元至２５
元间，一般为１５元，低的８元至１２元，个别县的

个别学校则低至４元。办公费有的比照公立小学

标准开支，有的按照年级高低决定。如独山县高

级班每月定为１．８元，初级班１．５元；根据学校规

模大小包干发给，如麻江县大型学校每月４元，小

型学 校 每 月２元。以 上 基 本 上 能 做 到 按 月 支

付［１４］。工 作 做 得 较 好 的，不 仅 充 实，而 且 还 有 结

余。如升官堡小学，全期收入学费３８４．３元（每生

２．１元），存信用合作社收入利息４．０９元，学生公

益劳动 收 入５．９５元，政 府 补 助１０７．１元，共 计

５０１．４４元，全 期 开 支４９７元，结 余２２．４４元。由

于办学经费处置得当，群众充满了自信，准备增设

高级班发展为完小，将教师的工资由１７元提高到

平均２２元 ［１７］。

３．教育部门与基层领导积极支持

农民办学最难办的应该是师资问题，这 方 面

教育行政部门正好发挥作用。民办教师一部分由

县文教科介绍，经群众聘用。多数则是由乡提出

意见经区审查，县里批准。为提高师资水平，各县

在假期组织教师学习时注意吸收民办小学教师参

加，他们通过时事政策、教育方针和上级指示的学

习和总结工作等，在政治业务水平上都有所提高，

如都匀县民办小学教师在寒假通过听取传达小学

教育全面规划的精神后，明确了担任民办小学工

作的职责和光荣任务，不少的教师反映说：“不管

公办还是民办，只要搞好工作就能获得群众的拥

护和光荣。”［１７］

乡村基层 党 政 领 导 对 民 办 学 校 更 是 大 力 扶

持，这是许多民办小学办得好的重要条件。一般

由乡党支部书记、社主任、乡长分别兼任校长。有

的乡由乡长、党支部书记、社主任、文教委员、学生

家长、教师代表等组成民办小学管理委员会，来负

责制定民办小学工作计划、收费标准、校舍修缮和

修建以及负责平常的校务管理工作。其中民办小

学经费的筹集管理和开支，校舍的修缮和修建，教

师任 用 和 招 生 等 工 作，则 多 由 乡 文 教 委 员 负 责。

中心小学对民办小学的辅导，也起到一定的作用。

如召开辅导会议，组织教师学习，举办观摩教学，

执行小学教学计划等，均吸收民办小学教师参加

和具体进行帮助，使教学水平得到一定提高。

　　三、民办小学的困境

国家无法承担农村义务教育，而中国 农 民 还

未脱贫，由群众办学来完成这一重任，其难度是可

想而知的。从几年的发展情况来看，贵州很多的

民办小学的确遭遇到了很多问题，导致很难巩固。

首先是经费的筹措混乱，开支不够合理，经费

无保障。民办小学的经费来源有无保证，是巩固

和办好学校的重要关键之一。当时民办小学经费

的收取是十分混乱的。其办法大体是：（１）学生负

担；（２）采取摊派方式，上不上学的都一起出；（３）

附设在公办小学的民办班采取公立民办一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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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是只出上学的第一年，到第二学年就为公办

小学 的 班 次 了；（４）采 取 换 工 互 助 等。１９５４年１
月贵州省停止了对民办小学的经费补助，实行在

自筹措经费的原则下，尽量予以维持，如实在不能

维持时，再停 办［１８］，这 给 一 些 民 办 小 学 直 接 造 成

了困难。其他方面存在的问题也较严重，其中教

师工资不能按时支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如修文

县回水小学的教师教完一个学期只领得三个月工

资，使 得 教 师 生 活 不 安 定，严 重 地 影 响 了 教 学 工

作，学校陷于垮台状态。绝大部分学校的教师工

资每个学期是以五个月计算，如果放假生活就成

了问题［２０］。少 数 学 校 工 资 过 低，由 于 生 活 无 着，

部分人工作消极，如天柱县岔处十四村、九村，教

师陆志烈、刘中亮等说“干了几年的义务教员，以

后仍是义务，不知何时才能解决生活问题，不如早

辞职呢”。新寨民族小学教师每月只有工资四元，

实际 上 连 生 活 也 维 持 不 了，使 教 师 不 安 心 工

作［１１］。经费收支保管也很混乱，有的由校委会收

支保管，有的由教师直接收支，有的由家长代表负

责收 支 等，因 此 不 是 账 目 不 清，就 是 不 能 按 时 收

集，甚至产生贪污、挪用现象，这些问题如不得到

合理解决，势必造成教师生活不安，直接影响学校

的巩固和发展。

其次，在教育行政管理上，有的县教育部门只

管公办不管民办，未作出视导工作计划，定期深入

民校，进行视导和帮助，以促进民办小学教育质量

的提高。民办小学教师没有由县统一调配，更没

有培养提高师资力量的全面规划，导致民办小学

教师队伍薄弱，无法得到较好的教师做骨干，因此

师资质量不高。同时民办小学发展很快，师资又

紧张，因而一部分文化水平过低的人也当上了教

师。部分教师经过多次学习，明确了自己的责任，

有搞好教学的要求，可是在教学任务上还是比较

生疏，对改进教学没有找到门径。有的还不会排

课程表，有的虽有课表，但不能按照小学教学计划

来执行。如 有 的 只 教 语 文、算 术，其 他 学 科 如 唱

歌、图画、体育就未教。甚至还有极个别的民小教

师到哪家吃饭，就到哪家上课，无固定的教室。高

小和初小毕业生当教师的一般工作积极，但由于

文化水平低，不懂教学任务，在困难面前显得束手

无策，有的还因此产生不想干的思想。过去教过

私塾的年龄较大的教师，进取心不强，学习新东西

劲头不大，因此他们在教学上很少有改进。在某

些地方还在沿用着旧的一套。大部分教师在政治

思想上也开展不够，部分学校还存在着不团结现

象，严重影响了工作。由于存在以上问题，在教学

中教错教落现象很严重。对政治思想教育也重视

不够，儿童的组织纪律性很差，劳动观念也不强，

至于卫生健康教育就更差了。这种教育质量不高

的结果，影响了教学群众办学的积极性。有的群

众说：“反正学不到什么，不如让他在家帮助做活

还好一些。”有的群众提出老师保证教好，我们保

证拿钱，个别学校竟因教师不好而停办了［１９］。

第三，有的基层领导领导乏力，不够重视。依

靠乡村党政基层组织，发挥基层组织领导的积极

作用，是发挥和巩固民办小学的重要条件，但很多

民办小学并无组织领导的机构。群众对民办小学

的目的还缺乏正确认识，群众自办小学一般是积

极的，他们为了把学校办起来或办好起来，从不吝

惜力量，克服了各种困难，如没有校舍就修建，没

有桌凳 就 添 置 等 等。但 他 们 把 学 校 办 好 起 来 以

后，希望政府去接办，没有真正认识到国家正在集

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还不能拿出更多人力物

力财力来增设大量学校。因此有些学校在要求政

府接办不成后就降低了办学的积极性，甚至停办。

第四，有些地方为了解决民办小学质 量 低 的

问题，盲 目 的 接 办 民 办 村 学，结 果 出 现 了 一 些 问

题。例如从江县接办的２５所村学没经过一番的

深入调查了解，把２５所村学随便的接办了起来，

关于教师的质量问题、校舍问题、课桌问题没有了

解各校 的 具 体 情 况。从 江 二 区 就 图 乡 的 八 洛 村

学、乡 谭 村 学 校 舍 一 直 都 没 有 着 落，桌 凳 都 成 问

题，八洛村学不得不停办［１５］。

　　结　语

在建国后三十年的农村教育史上，民 办 小 学

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当然这有一个逐步发展的

过程。头七年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没有发生

大的失误，群众办学发展基本平稳（贵州民办小学

只是到１９５６年发展才开始提速）。农村更重视的

是为适应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而大力发展公办小

学并逐 步 使 公 办 小 学 成 为 农 村 学 校 的 主 体［２］４。
—７５—



但随着经济建设任务的繁重，农村义务教育基本

由社队集体负担。通过以上对建国初贵州民办小

学办学状况的考察，可以看到党对农村坚强有力

的领导及中国农民的艰苦创业精神，民办小学为

普及义务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群众集资办

义务教育尽管有积极性，能办出一定成效，但办学

水平与公立学校相比还是难以保证的，而且它的

发展离不开政府支持。民办小学办起来容易，巩

固非常困难，当时认为解决民办小学经费困难一

个重要的途径就是扩大办学主体。所以随着农业

合作化的推进，农民的个人财产归公，民办学校的

经费来源顺 理 成 章 地 由 合 作 社 承 担。１９５６年 中

央在《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第２９条明确指出“乡村

小学基本上应该由农业合作社办理”［６］３２１，社办学

成为农业合作化后民办学校的发展方向。可是社

办学还是属于民办，离公办还有一步之遥，义务教

育具有强制性、统一性与公益性，所以几十年的时

间里，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普及一直艰难。直到改

革开放后，我们才真正明确义务教育要以公立学

校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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