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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楳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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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乡村教育思想是我国教育史上一大财富。 古楳作为乡村教育的

代表，他提出了“教育不是民众的”“教育要考虑国民性”“教育要考虑我国的经济状况”“教育

不可功利化与商品化”等观点。 民国时期的乡村教育与今天的农村教育在经济社会背景、国

民性、教育资源的分配上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分析研究古楳的乡村教育思想对社会主义新

农村教育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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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教育问题历来是中国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教育者关心的焦点之一。 ２０ 世纪前半期

是中国教育大发展时期，乡村教育思想在中国这

块教育热土上由热心教育的前辈传播着、实践着。
古楳等乡村教育家在实践乡村教育思想的过程中

也曾遇到过与当前的农村教育发展相似的问题。
现今回头审视他们的乡村教育思想，对我国社会

主义新农村教育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古
楳正是当时乡村教育思想的一大代表。

一、古楳简介
（一）生平和著述

古楳（古伯良），广东梅县人，中国教育经济

学家。 他生于甲午海战后的 １８９９ 年。 １９１９ 年各

种国外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古楳受到影响开始研

究中国的乡村教育。 １９２８ 年，在国立中山大学任

教并开讲“乡村教育”，写成了《乡村教育新论》等
关于乡村教育的文章。 １９３０ 年为了探求中国教

育失败的原因，古楳着手研究中国教育的背景问

题，深入中国农村实地考察、研究中国教育的社会

背景，在 ３０ 年代前期写成了《现代中国及其教

育》一书，并发表《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

的社会经济背景》 《中国教育背景和中国教育改

造问题》《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是民众的》三篇文

章，阐述了自己的“乡村教育观”。
（二）古楳对乡村教育问题之关注

古楳成长于国家备受侵略、人民备受奴役的

年代，国家富强、民族振兴是那代人共同的心愿。
受到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各种国外教育思想以及当

时社会上流行的“教育破产论”的影响，古楳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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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农村教育，并从经济视角考察中国的教育问

题，希望可以找到救国良方以图国家自强。 为了

实践其乡村教育思想，１９４０ 年古楳在上海主办了

教育实验区从事乡村教育的实践工作，以实践进

一步的深化了他对乡村教育的认识———“宜依据

国民经济的状况” ［１］。 新中国成立以后，古楳仍

积极关注并支持农村教育发展，在江苏等地以实

际行动促进了当时教育改革，并为新中国农村教

育发展出谋划策。 古楳对乡村教育问题的关注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对乡村教育的认识也随着教育

实践不断深化。

二、古楳的乡村教育思想
（一）教育不是民众的

近代教育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工人能力要

求的提高，教育也就随之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政府

开启了普及四年教育，普及初等教育，普及中等教

育的进程。
民国时期，我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外界以

及自身各方面原因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并未得

到充分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民族资本

主义有了喘息发展的机会，得到了短暂而快速的

发展，可这并不足以支撑近代教育的发展。 民国

初期，中国的城市是从封建社会传承下来的，是在

政治权力影响下建立发展起来的带有浓厚乡村色

彩的“乡农城市”。
因此，在古楳看来，当时的教育是一种“舶来

品”，是极少数人才能够享受的教育，并不是民众

可以享受的。 那么，何为民众呢？ 古楳认为是

“从事生产的大多数人民”就是民众，具体包括农

民、商人、工人等。 据古楳实地调查推算，当时这

样的民众在全国有 ２６７ ９００ ０００ 人左右，约占当时

人口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但这些人是不能够享受

这种“舶来品”的教育的。［２］可见，当时的这种“教
育不是民众的”。 民众为什么不能享受这种“舶
来品”的教育呢？

第一，从教育本身来看，古楳认为这种舶来品

是一种“奢侈的装饰品”。 １．教育资产化。 简单来

讲，家庭拥有资产的数量决定一个人能不能接受

或者接受什么样的教育。 据古楳调查统计，这些

“从事生产的大多数人民”接受教育的比例才只

有百分之五十五，其中商人占据百分之三十八”，
而“社会统治阶级、准统治阶级以及闲居者竟然

占据了百分之四十五。”从接受教育的比例来分

析看出“教育不是民众的”。 ２．教育的消费能力

大，一般农工民众支付不起接受教育的开销。 古

楳对全国几个省份的调查从“缴交学校的各费、
膳费、宿费、服装费、书籍费、杂费和其他临时费

等”几方面分析得出，六年小学阶段需要１ ３９９．２０
元；四年中学合计需要 １ ５４６．４０ 元；预科两年需要

合计 ９７９． ８０ 元；大学四年合计需要２ １５２．８０元。
这么大的教育消费数目对于依靠“血汗”来养活

家庭的农工民众是不可想象的。
第二，从各地农工民众自身资产来看，古楳通

过调查、收集数据认为：１．农工民众家庭经济困

难，没有足够的资产去享受这种教育。 他们收入

少而支出多。 如：１９２６ 年北平（北京）的一户农家

每年收入 １８０．８２ 银元，家庭用款却要 １６３．９９ 银

元；１９２６ 年北平另一户农家每年收入 ２１７．００ 银

元，家庭用款居然到了 ２３５．２１ 银元。 可见，农工

民众家庭除需要养活家人外实际所余有限，况且

很多农工民众并不能养活家人。［３］ 然而这些民众

要想换取一个接受教育的 “小资格” 需要豪银

５０８．５２ 元，换取一个“中资格”需要豪银 １ １２０ 元，
换取一个“大资格”需要豪银 １ ８９１．６ 元，换取一

个“完全资格”需要豪银 ４ ３２３．３２ 元，采取平均数

换取一个“完全资格”也需要豪银 ４ ０９２．２０ 元。［４］

这种“舶来品”的教育“是以资产为标准”的，所以

没有资产或者资产不够雄厚的这些人只能望而却

步。 ２．农工民众工作时间长，没有足够的时间去

享受教育。 据古楳的调查统计得出：这些农工民

众每人每天的工作时间在 １１ 个小时左右，一年基

本上要工作 ３２０ 天之多，而且从事繁重的体力劳

动。［５］当时的适龄儿童为了生活，为了填饱肚子，
也在从事生产工作，远离了这种“舶来品”的教

育。 他们的生活处于这样一种恶劣的状况，生存

况且艰难又怎么会有时间去接受这“舶来品”的

教育呢。
可见，古楳所认为的“民众的教育”其实是要

让“从事生产的人”能够接受的、可以改变他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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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实际状况的“乡村教育”。 古楳所说的“教育不

是民众的”观点正好表达了古楳的教育应该是民

众的，教育应该让所有的民众共同享有的热切

渴望。
（二）教育要考虑国民性

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自身背景，以经济视角

来审视中国教育之“不良”而必须改造的原因，古
楳认为，当时的教育家全力办教育以救国的勇气

和做法值得称赞，但国民性———中国人的真面

目———是什么，他们并未认识清楚，因此“所办教

育也未必适合人民的需要”。 那么中国人具有什

么样的国民性呢？ 中国人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古

楳在综合各家言说基础上形成了以下认识：
第一，静止的世界观，缺少进取性。 中国人的

世界观以静止不变为主，难以接受理解新鲜事物。
中国古人有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最好的例

证。 民国时期，从西方传入中国的先进知识诸如

生物进化论、社会进化论以及宇宙进化论等观点

在中国人看来是难以想象和理解的。 中国人的思

维是从封建儒家思想继承而来的，是一种静的思

维，是不知变动也不求变动的。 正如黄炎培所言：
“中国国民性说他好处是倾向于和平，说他坏处

是缺乏进取”。 黄炎培此话对国民静止的世界观

的分析是一语中的，中国国民缺少进取性，是一种

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静止的不思进

取的国民性。
第二，家庭式的生活方式限制民众的思维方

式。 中国人受到几千年封建环境、儒家学说的深

刻影响，几千年来是以家庭为单位的生活方式生

存着。 而民国的成立，带来思想上的变化就是要

打破这种家庭式生活方式进而过渡到社会式生活

方式。 但中国人对于由单个的家庭式生活方式转

变为集体的社会式生活方式，难免多多少少有些

不适应。 何为社会式的生活方式呢？ 简言之就是

做任何事情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社会的、民众的利

益而不是家庭的、个人的利益的一种生活方式。
中国人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缺少这样

的一种对社会公众利益的认知。 正是这样一种家

庭式的生活方式让民众缺少了为了公众利益而奋

斗、凡事维护公众利益的思维方式。

第三，儒家伦理道德对人的约束。 中国社会

是经过几千年发展而来的伦理道德社会，而伦理

道德标准局限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五伦。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人们以一种新的社会伦

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中国人做事首先不以全体

社会的福利为标准，而是在“五伦”支配下的个人

利益为标准，为遵循“五伦”而牺牲社会公众利益

也是值得的。 故而，民国时期教育界等各界任人

唯亲，政府贪污腐败。
国民静止的思维观、家庭式的生活方式以及

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伦理观是教育者必须首先考虑

和不能忽视的因素。 只有清楚了国民性，从国民

静止的、家庭式的生活方式与血缘伦理的国民性

出发来考虑教育，制定促进教育发展的政策，针对

性地发展农村教育，才能在各个方面有所改进，有
所突破，有所创新，才能把农村教育办好。 中国国

民性的复杂性要求必须谨慎考虑教育政策和措施

是否与之符合。
（三）教育宜依据国民经济的状况

民国初期国内政治不稳定，军阀混战、交通不

便、金融经济组织不完备，奢靡之风盛行，加之各

种天灾人祸，使中国的经济处于崩溃边缘。 教育

的发展更需考虑经济状况而以求发展。 古楳认为

统治者办教育、改造教育要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
理清楚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使教育的生产功能得

以发挥，而不是培养“无用之人”。
第一，“研求教育历程的经济” ［６］。 由于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中国社会生产力没有得到解放和发

展，生产效率低下。 这种低下在教育领域表现为

分配给教育的资金不足，整个教育历程不顾成本，
只关注教育的数量不注重教育的效率。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教育资金不足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人为

因素影响教育资金分配不到位，有限的资金又被

政府挪作他用、被充军费、被拿来作为军阀的私人

金库，可支配资金更是捉襟见肘。 可在办教育过

程中，教学设备、教师、材料的消耗不计成本。 故

古楳指出：“一般办教育的人，往往只知道经费不

可浪费，而不知设备上，材料上，方法上……已经

有许多浪费了。 所以，今后要想改造乡村教育，发
展乡村教育，应当注意‘经济’的原则，……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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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教育上的一切浪费”。［７］ 由于世界工业化进

程的发展，对资金的要求多多益善，可农村教育本

身处于弱势，在设备上，材料上、方法上又不注意

“经济”，很多宝贵的教育经费在教育系统内部被

无形的内耗了。
第二，要发挥教育的生产能力———“更需注

意培养经济能力”。［８］古楳的“更需注意培养经济

能力”指的就是“人才”的培养。 中国传统的教育

是为了给统治阶级培养“治国安邦”维护统治者

利益的人才，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利益，不是

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所以统治者不注重培养有

从事各种生产工作的实用人才，培养出来的人才

也并不注重社会经济的发展，培养的仅仅是“两
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御用人才”。
中国乡村的落后其根源是乡村经济的落后，实则

是教育没有发挥出其生产的功能。 古楳认为；
“中国目前之教育，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均不足

以适应国家之需要”培养出来的人才也不与实际

生活相适应，学非所用，更不要提让他们促进经济

发展促进农村教育发展了。 古楳提出的“注重人

才”的观点，是要让教育培养出有经济能力的人

才，促进农村及全国经济发展，促进人民生活提高

的人才。
第三，学校教育要避免工厂化，毕业生商品

化。 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有大批熟练的技术

工人，这就要求教育在培养的人才数量方面有所

提高，以此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学校

中普遍使用的是“班级授课制”，运用统一的课程、
相似的教学方法、雷同的教学模式，提高了培养的

人数，提高了教育效率，但却带来了一个弊端———
“统一化、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学生。 这样教育

出来的学生思维僵化，没有创新思维和能力。
中国教育是一种“病态”的教育，由于各种原

因，中国的经济实力并不雄厚，这是民国时期教育

界的共识。 教育家们想依靠教育来发展中国经

济、拯救中国，但是他们提出的“教育独立”等思

想并没有充分考虑当时国民经济的实际状况。

三、乡村教育和农村教育的相似性

分析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发起的乡村教育运动距今快

一个世纪了，但与当今的新农村背景下的农村教

育仍有一定的相似性，而这些相似性的认识与分

析对当前农村教育改革的深入有启示作用。
（一）经济社会背景的相似性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发展缓慢，城市和农村渐

渐的成了二元社会。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家经

济的发展，农村人口的收入已有大幅度的提高。
但是随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农民投入教育的开

销并不容乐观，教育致贫现象的出现就是一个铁

证。 所以，当今的城乡经济状况差异与民国时期

农村和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差异有着很高的相似

性，这一点值得我们去仔细分析古楳关于乡村教

育的思想。
从人口数量方面来讲，据古楳统计，当时的农

村人口占到了全国一半以上，而今我国的农村人

口也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据国家第六次人口普

查工作报告显示：２０１１ 年末，居住在城镇的人口

为 ６６５ ５７５ ３０６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４９．６８％；居住

在乡村的人口为 ６７４ １４９ ５４６ 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５０．３２％。［９］可见，农村人口的教育问题对于国家

对于教育界依旧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教育的生产

性能力并未很好地发挥出来，现在农民工二代在

城市里接受了教育，可是城市生活带给他们的世

界观、价值观和现在的农村有着巨大的不同甚至

相左，如：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

是由于教育的生产性功能没有发挥出来，所培养

的人才没有“用武之地”。
（二）国民性的相似性

国民性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在一定的历史条件

下所形成的民族个性特征，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

同的特点。 随着九十年历史条件的变迁虽然国民

性有所改变，但一方面国民性有一定的历史继承

性，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社会背景的某些相似性以

及其他原因，国民性并不是那么容易改变的。
首先，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但农村人口的

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静止的”“家庭式的”，
依然缺少一种进取性。 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传
统伦理道德并未根本改变，公共式的群体生活对

农村人来讲还是一种比较陌生的生活方式。 其

次，农民不重视教育，特别是在某些偏远地区的农

３５１

第 ２ 期　 　 　 　 　 　 　 　 　 　 　 　 　 　 　 李海云，梁文正：古楳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村孩子辍学较多。 民国时期的农民受到封建礼教

的影响，不重视教育，主要体现在不重视女子的教

育，如：柳亚子说：“居地球之上，其不幸者莫如我

中国人，而中国女界，又不幸中之最不幸。” ［１０］ 而

封建社会思想中的“小国寡民”成分在今天的体

现就是“放羊娃的故事”，两者有着极大的相似

性。 最后，在“学而优则仕”思想影响下，大多数

农民依旧认为教育是一种“升官发财”的道路，通
过接受教育来改变祖祖辈辈务农的历史。 如今的

公务员考试持续高烧，研究生为了一个编制去考

清洁工等案例是一种最直接的证据。
（三）教育资源分配不经济的相似性

民国时期，由于政府政策、战争和天灾等因素

的影响，教育家们各自为政，教育资金、师资力量、
教学设备等教育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古

楳在多处提到，例如：因各种战乱以及天灾等因素

影响，政府随意调动教育资金；小学时期的教师素

质不高，农村办学、教学条件差，教育质量低下，教
师流失严重；农村教师为了解决自己的生计问题，
“许多教师不是改行去做生意，就是考入什么短

期训练班，受训后就可以在下层政治机构里做一

个小官”。 今天教育资源利用不合理的问题依然

存在。 第一，师资力量的不合理。 农村的教师工

资低待遇差，师范生毕业后纷纷涌入城市，造成农

村教师缺少而城市教师饱和的状况。 这种状况与

民国时期教师的流失有着巨大相似性和内在原因

的一致性。 第二，教学设备不能有效利用。 虽然

目前我国已经普及了电子教学设备，但由于各种

原因如教师不会使用教学设备、教师不愿意使用

教学设备、学生不适应新的教学设备等造成了农

村教学设备浪费。

四、古楳乡村教育观点对今天农村教

育问题的借鉴意义
古楳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的乡村教育思想

对当前新农村教育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

作用。
第一，“把教育还给民众”。 教育应该是一种

福利事业，要避免“教育不是民众的”状况的发

生。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农民的经济收入有了大

幅度的提高，对教育也有了巨大的需求，农民工入

城以后子女也应与城市市民子女享有同样的教

育，不可因经济水平的差距而又滋生一系列的教

育不公平。 在教育政策方面，国家要重视农村教

育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使农村教育处于一

种相对自由的政策背景下，如将教师可以自由的

决定任教的方式方法，采用自由的教学形式和手

段；地方教育要交给地方政府和热心教育的民众

去做，政府可作为监督人去监管人材培养的质量

是否合格；在教育评议上，让社会成立教育评议机

构，由第三方介入教育各个方面的监督，保证监督

的有效性。 在教育资金方面，首先，教师工资统一

发放，打破“在编不在岗”。 其次，允许和鼓励社

会各界出资捐款兴办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 教

育是民众的，就应该由民众自己来办。 在师资方

面，首先，师范大学及各种培训机构团体要做好培

养师范生及教师的工作，保证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其次，农村教师的在职学习及后期晋升制度要不

断完善，推行城市和农村教师的“轮岗”制度。
第二，教育要多考虑国民性。 在农村发展教

育要考虑农民的思想特点，培养的人才要符合农

民的实际需要。 针对国民性中“静止的”思维方

式，农村教育可以农村特有的事物为出发点讲授

“运动的”观点，如：讲授生物进化论，可以举例农

村中隔代豆角的种子不能再结出丰硕的果实为

例，让科学和农村的实际生活相联系，避免一味的

空谈。 教育不只是学校教育，社会上各种活动只

要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都可以视为一种教育。 针

对国民性中“家庭式生活方式”，与之相对应的是

“社会式生活方式”，改变农村中的这种生活方式

要稳中求进，不可突击。 如在农村中举办各种文

艺汇演活动，城市教师走出城市，走向农村普及

“公共生活”。 针对农民不重视教育的问题，要深

刻分析其内在原因，“对症下药”。 现代社会是法

治社会，做好普法工作，改变农村中的封建伦理思

想影响。 在农村教育制度方面，要留有伸缩余地，
按照农村的实际去办理教育，完善制度的同时更

应提高管理理念，倡导一种以服务为主而非以行

政命令为主的管理理念。
第三，力求经济高效，教育资源要合理有效利

用。 首先，工资的有效利用。 着手提高农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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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资待遇，如农村教师的工资要高于同地区公

务员的工资，并把农村教师列入政府公务人员行

列，减轻农村教师以及刚入职教师的生活压力，稳
定农村教师队伍，提高农村教师的素质。 其次，教
育资源的回收和循环利用。 农村教育办学条件落

后，有些教育资源可以重复使用，正所谓“物尽其

用”。 如教科书的回收利用，发达地区淘汰的教

学设备可以转送至教育资源相对缺少的农村边远

地区，使得教育资源得到循环利用，提高教育的经

济性。 再次，学校教育要避免功利化，商品化。 我

国农民依旧占据着大多数，农民的子女也是教育

的一块“心病”，“农二代”回不到农村进不了城市

的尴尬境地的解决，需要改变教育功利主义思想

以提高我们农村教育的效率。
古楳给我们留下的文字材料不是很多，但是

他的“教育不是民众的” “更需注意培养经济能

力”“教育要考虑我们的国民性”等思想以及为了

农村教育而不辞辛苦的实践精神，在中国教育史

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其教

育思想，深刻剖析其思想的内涵，从中挖掘出有益

于当今农村教育发展的部分并加以借鉴，走出一

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教育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１］ ［６］ ［７］ ［８］ 古楳．中国教育之经济观［Ｍ］ ．上海：中

华书局，１９３２．
［２］ ［３］ ［４］ ［５］ 古楳．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是民众的

［Ｊ］ ．中华教育界，十九卷十期．
［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ｇｎ ／ ２０１１ ／ ０４⁃２８ ／ ３００４６３８．

ｓｈｔｍｌ［ＥＢ ／ ＯＬ］ ．
［１０］ 于述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七卷） ［Ｍ］ ．山东：山

东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９４．

（责任编校：杨　 睿）

Ｇｕ Ｍｅｉ’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ＬＩ Ｈａｉ⁃ｙｕｎ， ＬＩＡＮＧ Ｗｅｎ⁃ｚｈｅ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ｘｉ Ｌｉｎｆｅｎ ０４１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２０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ｉｓ ｔｈｅ ｂｉｇ ｗｅａｌ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ｓ ａ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ｕ Ｍｅｉ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ｕ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ａｔ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ｂｅ ｕｔｉｌ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ｅｔｃ．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ｕ Ｍｅｉ’ｓ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ｕ Ｍｅｉ；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ｒｕ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５５１

第 ２ 期　 　 　 　 　 　 　 　 　 　 　 　 　 　 　 李海云，梁文正：古楳乡村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