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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吴玉章教育思想
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

张东刚 林尚立

吴玉章同志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历史学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是新中国

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创始人,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发展乃至新中国高等教

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1912年吴玉章倡导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之时起,他便

与教育事业结缘,在革命时期参与创办、筹办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等红色学校,为

党和国家培育了几代优秀干部和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直至逝世,将毕生心血奉献给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形成了较为系统完善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

的指导思想、人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等。新时代新征程,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

强国的形势下,深刻认识、全面弘扬吴玉章教育思想,对于解答 “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的时代命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守办学初心,始终担当起高等教育的时代使命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中国人民大学一以贯之的教育初心和使命。吴玉章几乎参与了中国人民

大学自陕北公学起始的全部办校历史,与中国人民大学有着不解之缘。吴玉章筹备、参与和主管中

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治校历程,是吴玉章教育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也折射着我们党领导新型高等

教育、创办人民的大学的探索实践。梳理中国人民大学不同历史时期的办学实践,有助于更好理解

吴玉章教育思想,进而深刻把握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吴玉章参与筹建陕北公学、担任延安大学和华北大学校长,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指示,始终坚持将造就 “革命的先锋队”作为办学宗旨和育人目标。1937年7月,卢

沟桥事变后,全国掀起抗日高潮,许多进步青年到延安参加革命。中共中央决定创办陕北公学,并

委托吴玉章、林伯渠、成仿吾等进行筹备。1937年10月23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成立与开学题

词:“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

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

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

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

的任务就能够顺利的解决。”① 明确了陕北公学的办学宗旨和人才培养目标。陕北公学成立两年时

间内,培养革命干部6
 

000多人,他们大都奔赴前线,有力地推动了抗日救国事业的发展。1941
年,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吴玉章担任首任校长,推动

延安的干部教育逐步实现正规化、专门化发展。1945年,受国民党封锁影响,中共中央决定将延

—1—
①
作者:张东刚,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林尚立,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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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解放战争期间,华北联合大学广泛吸收和培养青年学生,为各地各级

党、政、军部门培养了约2000名政治、经济、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的干部,参与解放战争和支

援前线的工作。1948年华北解放区建立,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建华北大学,吴玉章担

任华北大学校长。他为华北大学制定了明确的办学方针,即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干部,为

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奋斗。① 华北大学创立一年多时间里,为中国革命培养、输送了两万多

名干部。至此,在吴玉章的带领下,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华北大学等学校光荣地完成了造就 “革
命的先锋队”的使命任务。

新中国成立之初,
 

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 《关于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大学

的决定》,决定以华北大学为基础,创办中国人民大学,任命吴玉章担任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是新

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肩负着培养 “万千建国干部”的使命。吴玉章特别强调,
中国人民大学的任务是培养新中国的各种建设干部②,培养建设新中国的生力军③。吴玉章是中国

人民大学的首任校长,也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吴玉章在任的17年间,为中国人民大学

锚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教育教学的具体任务要求:一是组织科学的教学方法,二是用马克

思主义理论进行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创编具有现代科学水平与高度思想水平的教材,四是开

展能够解决国家建设重要问题的科研工作,五是不断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水平与科学水平,六是广

泛传播科学与技术知识。这些举措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这所新型大学的办学特色,向国家培养输送

各类建设人才7万余人,还为新中国高等教育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办学方针与教育体系。可以说,吴

玉章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深刻地体现在中国人民大学建校办学的方方面面。
吴玉章逝世后,中国人民大学继承和弘扬吴玉章的教育思想,不忘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

使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迅速发展,以培养 “国民表率、社会栋梁”为目标,积极响应造就大批优

秀人才带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现实需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中国人民大学面向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新需要,提出培养 “复兴栋梁、强国先锋”的育人目

标,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挺膺担当。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

时,高度肯定中国人民大学展现了 “党办的大学让党放心、人民的大学不负人民”的精神品格,并

勉励青年学生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勇当开路先锋、争当事业闯将。育人目标是

办学精神的集中体现。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人民大学将紧抓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

养人”的根本问题,在造就 “复兴栋梁、强国先锋”上取得新成效,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二、汲取精神滋养,把握吴玉章教育思想的丰富内涵

在为党办学育人的长期实践中,吴玉章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着眼实际、兼收并蓄,为新中国

的教育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凝铸了丰富而深刻的教育思想。吴玉章教育思想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理论成果,反映了我们党对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为党和国家事业育才

造士的规律性认识,对高等教育工作乃至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深入理解把握吴玉章教育思想

的丰富内涵,有益于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教育家精神,凝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

磅礴力量。
第一,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最鲜明的政治品格,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吴玉章教育思想以对党绝对忠诚、对党的事业绝对忠诚为基本立场和价值底色,强调坚持党对

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贯穿吴玉章的毕生奋斗中。就如何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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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质量的方针,吴玉章表示:“我们有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始终相信在全校以共产党员为骨

干的广大群众中间蕴藏着巨大的革命潜力。”①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教育为党和人民事业服务,
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吴玉章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核。吴玉章作为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其

办学理念和教育思想滋养着学校的气质气派。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中国人民大学始终坚持党的领

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环节各方面,让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

成为广大师生的自觉追求。
第二,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作为出发点,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导向。
吴玉章教育思想涵盖教学、管理、育人等多个领域,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学治校原则始终贯穿其

中。在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根据国家需要和学生情况,建立了多种学制、多种形式和多种规格的

办学体制,设立了本科、研究生班、专修科、短训班、预科和工农速成中学,并专门设置了职工业

余学校和马列主义夜大学,满足各类学生的学习需求。吴玉章着力改善学校教师待遇,联系、团结

和保护广大教工,帮助教师解决生活和工作上的实际问题,动员老教师传授经验帮助新教师。吴玉

章始终将大学置于人民大众之中,强调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教育成果造

福于人民。中国人民大学坚持弘扬吴玉章教育思想,始终致力于培养强党兴党、强国兴国的青年队

伍,教育引领学子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做到教育反哺社会、回馈人民。
第三,把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作为落脚点,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吴玉章教育思想兼具时代性、民族性和发展性。在吴玉章投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过程中,非常

注重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大胆创新。新中国成立之初,苏联有着较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
吴玉章指出,既要系统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又要密切关注和重视中国各方面的现实问题,从实

际出发制定学校的教学计划、教学内容以及各种教学制度,认真研究中国的实际材料,从而更加全

面地反映国家建设的客观需要,提高教学水平。“中国人民大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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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秉持这一方针,吴玉章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既着

眼于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又吸收借鉴先进教育经验,开辟出了一条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新路径。

三、走好建设新路,大力弘扬和践行吴玉章教育思想

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

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这既是对中国人民大学的殷殷嘱

托,也饱含着对高等教育的深切期盼。吴玉章教育思想历经岁月的洗礼,在新时代新征程愈发闪耀

着思想魅力,为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有益的方法指导。
我们要大力弘扬和践行吴玉章教育思想,赓续吴玉章老校长的办校方针和治校传统,努力办好 “让
党放心、人民满意、世界一流”的高等教育。

第一,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始终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根本使命。
吴玉章坚定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干革命、办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建校以来,为培养党的干

部、推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服务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吴玉章根据当时高等教育的状

况,曾向党中央提出 《加强马列主义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建议》,要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 “学习

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强阵地”③,在高校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并呼吁教育工作

者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从而为国家培养千千万万具有先进思想的新型人才。弘扬和践行吴玉章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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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玉章全集》第4卷,177-17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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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忆吴玉章》,载 《光明日报》,2021-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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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思想,必须坚定政治立场与育人初心,把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搞清

楚。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关键在于把正方向,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

义办学方向,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坚决贯彻落实好高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加强党对

学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在时代洪流中踔厉奋发、勇毅前行。
第二,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① 吴玉章关于德

育修身做过许多阐述。他认为,高校的德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在年轻时候的思想政治修养,对

于一生的生活行动都将有重大影响。② 为此,高校必须培养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1963年,
吴玉章给侄孙吴本清题字写下 “创业难,守业更难,须知物力维艰,事事莫存虚体面;居家易,治

家不易,欲自我身作则,行行当立好规模”③,这既是吴玉章家风教育的典型示范,也彰显了吴玉

章以身作则、修身立德的教育思想。弘扬和践行吴玉章教育思想,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走好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要深刻汲取吴玉章关于加强德育的教育思想,将德

育贯彻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各领域,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着

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听党话、跟党走,矢志奉献

国家和人民,努力成长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真正成为对国家、对社

会、对人民的有用之才。
第三,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实现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充满开创性的事业。通过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开辟了前人未走

之路,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新型高等教育的道路,书写了属于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时代答案。在吴

玉章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教学指导思想的中国人民大学,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闯出

了一条新路。当前,我们正处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的系统性跃升和质变进程中,弘扬和践行吴

玉章教育思想,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

制、保障机制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制约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思想观念束缚和体制机制弊端,全面提高

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努力在立破并举、改革创新中实现学校建设 “中国特色”与

“世界一流”的高度统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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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的报告》,34页,人民出版社,2022。
《吴玉章全集》第3卷,31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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