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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考察

胡大白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６３）

摘要：河南教育源远流长，新中国成立前已有基本完备的教育体系。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南教育

砥砺前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使教育更好地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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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河南教育发展的 ７０ 多年，是在党的领导下

发生巨变的 ７０ 多年，是全省广大教育工作者艰苦奋

斗、呕心沥血、无私奉献的 ７０ 多年，是广大人民群众

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教育发展的 ７０ 多年。
一、源远流长的河南教育

河南是中华文明和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夏商时

期，学在官府。 西周时，东都洛阳王城分设国学（中
央及诸侯官学）和乡学（地方官学）两种学校，国学

又分太学和小学两级。 教育内容以伦理为中心，兼
有史学、医学、艺术、农事等。 春秋时期，河南民间渐

设私学，至战国私学大兴。 东汉时期，京都洛阳设有

太学、专科学校和贵族学校，开始形成从中央到地方

的封建学校系统。
隋唐时期开科举之先河，封建教育制度在河南

渐趋完备。 唐开元十二年（７２４），洛阳设置丽正书

院，次年更名为集贤书院，开河南书院之先河。 宋代

东京（今开封），在国子监下设置教授经学的国子

学、医学、算学、画学，同时私人讲学的书院进一步发

展，应天府书院和嵩阳书院显示出河南的人文之盛。
明清时期河南的官学设府、州、县学，私人读书

研经仍在书院，对学童进行启蒙教育则靠民间设立

的私塾、义学和专馆。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国民政府制定了新的学制

系统和各类学校的课程标准，学堂改称学校，建立近

代教育制度，河南教育有一定的发展。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设立河南省教育厅，作为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

抗日战争时期，河南教育事业遭受严重摧残，一
些教育改革和教育实验被迫中断。 １９４５ 年抗日战

争胜利后，河南各级各类学校才开始恢复并有所发

展。 １９４９ 年年底，全省有小学 １． ８ 万多所，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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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１ 万多人；普通中学 １１１ 所，在校生 ４ 万多人；中
等专业学校 ３２ 所，在校生 ０． ８４ 万人；高等学校 １
所，在校生 ８０４ 人。 各级各类学生 １６６ 万多人，教职

工 ５ 万多人［１］６。
二、砥砺前行的当代河南教育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并成立了

主管全省教育行政工作的省教育厅。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新中国成立，我国建立了新

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共同纲领》规定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是“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１９４９ 年 １２ 月，第一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对旧教育体制的改造方针：
“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

经验，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从此

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和中国教育的新篇章，河
南教育的历史也由此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１９５０ 年 ２ 月，省教育厅提出加强工农教育为主

的工作方针。 在全省小学实行减免学杂费，中等以

上学校设立人民助学金，使工农家庭出身的贫苦学

生人数逐年增加。 从 １９５１ 年开始，在全省开展学习

苏联教育经验的活动。 １９５２ 年，全省开始实行 １９５１
年 １０ 月政务院颁布的各级各类教育新学制。 １９５３
年国家开始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河南教育

事业为省五年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１９５６ 年后，河南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改革试

验。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１９５６ 年，河南省各级政府和广

大教育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省范围

内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向新民主主义教

育的转变，完成了对旧教育的根本改造；并在此基础

上，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的过

渡，为探索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进行了多种尝试，
取得了巨大成就，积累了丰富经验。

１９６０ 年后，河南省对教育事业连续进行调整并

压缩规模，裁并新立学校，动员一批教师、学生回乡

生产。 与此同时，根据刘少奇“两种劳动制度和两

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河南省积极举办半工（农）半
读学校，实行全日制中小学和耕读小学、农业中学、
半工半读学校“两条腿走路”，为城乡教育的发展开

拓了新的途径。 随着国民经济情况的好转，全省教

育事业重新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

后，教育工作者开始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和河南省情

的发展道路。 从 １９５７ 年到 １９６６ 年 ５ 月，是全国开

始社会主义初步建设的 １０ 年。 此间，河南同全国一

样，进行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教育改革实践，
在探索中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取得了一些成功经

验，经历了“整风反右”、教育革命和教育事业调整

的曲折发展过程。 １９６６ 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
河南教育事业遭受了灾难性损失。 １９７８ 年，河南全

省人口为 ７０６７ 万人，小学在校生 １ １４０． ２６ 万人，占
到全省人口总数的 １６． １３％ ；初中在校生 ４０５． ２４ 万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５． ７３％ ；高中在校生 １１６． ３８ 万

人，占全省总人口的 １． ６５％ 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老的中原大地发生了

沧桑巨变，河南教育事业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召开。 １９８１ 年 １ 月，河南

省委、省政府决定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以适应经济和

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全省普及小学教育的任务、要求

和措施作出明确规定。 与此同时，开始调整中等教育

机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逐年增加政府对教育的投

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教育事业出现了新局面。
１９８２ 年，全省各级领导对教育工作日益重视，

教育发展的步子越来越大。 全省上下把改革作为发

展教育的根本出路，使之逐步适应国民经济建设的

需要。 调整改革高中，整顿提高初中，充实加强小

学，适当发展学前教育。 兴办和恢复中等专业学校、
技术学校，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稳步

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省委、省政府“科教兴豫”的

战略方针，为教育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增添了

巨大的活力。
１９８５ 年 ５ 月 ２７ 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

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新
中国教育事业从此步入全面改革和发展的新阶段。
河南对教育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由教育部门的单

线管理改为分层次管理：县市政府管高中和高中层

次的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乡镇管初中和初中层

次的成人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村管小学和小学层次

的成人教育及幼儿教育。 管理体制的变革，充分调

动了各级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办学积极性。
１９８６ 年 ３ 月，省委、省政府撤销省教育厅，成立

了省教育委员会，作为省政府主管教育的综合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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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管全省除军校、党校之外的各级各类教育事业。
省教委及各地市教委的相继成立，标志着省教育管

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教育改革和发展提

供重要的组织保证。 同年 ８ 月，河南省人大常委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规定，结合河

南省实际情况，制定并颁布了《河南省义务教育实

施办法》。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南省的第

一个重要教育法规。
１９８８ 年 ８ 月，河南省委提出“科教兴豫”战略，

其目的是依靠科技进步振兴河南经济，促进科技、经
济、社会协调发展。 １９８９ 年年初，省委、省政府把制

定“科教兴豫”方案列入年度工作目标任务。 １９９０
年，中共河南省第五次代表大会正式提出实施“科
技兴豫，教育为本”的战略，从而把全省各项事业的

发展建立在依靠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１９９２ 年 ４ 月

５—７ 日，省委、省政府在郑州召开全省科技大会，讨
论通过了《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的决

定》。
１９９３ 年 ２ 月 １３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

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了到 ２０ 世纪末我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战略和指导方针。 河南教

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从此进入了贯彻实施《纲要》、
全面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事业加速发展的新阶

段。 经过 １ 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准备，１９９４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关于〈中国教育

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明确到 ２０
世纪末河南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总体思路和目标是：
“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积极推进高等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

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多类专门人才的

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逐步形成适应

我省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面向 ２１ 世纪的社会

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１９—２１
日，省委、省政府在郑州召开全省科学技术大会，提
出要深入实施“科教兴豫”战略。 ８ 月 ９ 日，省委、省
政府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实施科技兴豫战

略的决定》，要求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全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位置。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１３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 ２１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描绘出“把生机勃勃的中

国教育带入 ２１ 世纪”的宏伟蓝图。 河南省委、省政

府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从河南省的实际情况出发，

抓住有利时机大力振兴教育事业，出台了一系列有

力措施，使新时期的河南教育跨上了一个新台阶，写
下了河南教育史上精彩的篇章。

２１ 世纪以来，河南教育继续发展，逐步确立了

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体制上实现了由适

应计划经济到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发展方式上实

现了由注重规模扩张到科学发展的转变，人才培养

模式上实现了由知识本位到注重提高综合素质的转

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全省上下共同努力，河南

省教育事业取得了显著成绩。 学校思想政治建设实

现了由“宽、松、软”到全面加强的转变，高等教育实

现了由大众化到迈向普及化的转变，教育事业对经

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具有重要的

里程碑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就关

系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刻阐述，强
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

是立德树人，工作目标是凝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

人力、培育人才、造福人民。
全国教育大会召开以来，全省上下把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上来，
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顺应发展所需，回应人

民所盼，强化举措，补齐短板，提升质量，加快推进教

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
中部崛起、中原更加出彩提供强大支撑［２］。

从 １９７８ 年开始，经过 ４０ 多年的改革发展，一个

门类齐全、各层次兼备、能够自我调节、相互补充的

教育体系已经形成。 这是经过了曲折坎坷和艰苦奋

斗的河南教育的必然选择，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到 ２０２１ 年，全省共有各级各类学校（机构）５． １１ 万

所。 教育人口 ２ ８８８． ３５ 万人，其中在校生 ２ ６９５． ０３
万人，教职工 １９３． ３２ 万人；学前教育毛入园率

９０． ８％ ，小学净入学率 １００． ０％ ，初中阶段毛入学率

１０７． ６７％ ，义务教育巩固率 ９６． １％ ，高中阶段毛入

学率 ９２． ５％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５３． １３％ 。 全省共

有幼儿园 ２． ４４ 万所，在园幼儿 ９９． ７４ 万人；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 ２． ２２ 万所，在校生１ ４９１． ０６万人；高中

阶段学校 １６０２ 所，在校生 ３８８． ４１ 万人；全省普通高

校 １５６ 所，在校生 ２６８． ６４ 万人；全省成人高等学校

１０ 所，在校生 ３． ７４ 万人；全省职业教育学校 ７３２
所，在校生 ２８９． ３９ 万人。

（一）扎实稳固的基础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河南的小学发展迅速。 １９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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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省已有小学 ３６３３ 所，到 １９５６ 年，在校小学生

已占学龄儿童的 ８１％ ，学校工作步入正轨。 其后，
由于不恰当地削弱了文化课教学，质量有所下降，后
经调整得到恢复。 “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学普及工

作没有很好开展［１］１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普及和提高初等教育

得以顺利进行。 １９８０ 年、１９８２ 年、１９８８ 年，对中学

布局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使布点结构趋于合理，教
育质量稳步提高。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河南提出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的目标，并明确要求在省级财政和地方财政逐

年增加教育经费的基础上，实行以财政拨款为主、多
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并举的办法，千方百计保证国拨

教育经费实现“三个增长”。 到 １９９２ 年，基本实现

“一无两有”（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学生人人有

课桌凳）、“六配套” （校舍、课桌凳、大门、围墙、操
场、厕所）的学校达到 ９７． ６％ 。 １９９５ 年到 １９９７ 年，
河南实施的“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３ 年投入

资金总量达到 ６． ５ 亿元。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河南的“两
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全省小学、初中阶段

适龄人口入学率分别达到 ９９． ９４％和 ９８． ７９％ ，残疾

儿童入学率达到 ８５％ 以上，青壮年文盲率控制在

１％以下。 “两基”目标的实现，在河南教育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２００３ 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基础

教育积极、均衡、持续、协调发展” 的总体要求。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全国人大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义务教育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促进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这是我国法律中第一次提到“义务教育均

衡发展”，并重申了“小升初”免试就近入学政策。
２００７ 年，党的十七大明确将教育均衡发展提高到国

家发展基石的重要高度。
从 ２００５ 年开始，河南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实施了“两免一补”政策。 从 ２００７ 年开始，对农村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免除学杂费和课本费，从 ２００８ 年

秋季开始所有城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免除了学杂

费和课本费。 至此，全省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免费

义务教育。
河南的幼儿教育也有了长足发展。 我国对幼儿

教育性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福利性”到“教育

性”的曲折过程。 从新中国成立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末，我国的幼儿教育被定义为 “社会公共福利事

业”。 “文化大革命”前的幼儿园、托儿所等，只是

“以养为主”，１９７９ 年后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注重儿

童早期智力开发及德智体全面发展。 １９８０ 年，全省

幼儿园、学前班已达 １０８５ 所。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

后，社会对幼儿教育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教育性”
日益成为共识。 河南幼儿教育从 １９４９ 年的几乎毫

无基础，发展到 ２０２１ 年拥有幼儿园 ２． ４４ 万所，在园

幼儿 ３９９． ４８ 万人。 一个多规格、多层次、多形式、多
渠道办幼教的格局已形成。

河南的普通高中教育整体上呈快速发展的趋

势。 １９４９ 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只有０． ３９万人；
１９５６ 年，在校生发展到 ４． ５７ 万人；１９７８ 年猛增到

１１６． ３８ 万人，之后规模持续缩减；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学年

在校生 ４６． ２１ 万人。 进入 ２１ 世纪，河南省的普通高

中发展走上快车道，普通高中教育规模迅速扩大，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学年在校生 １８８． ３９ 万人。 之后招生数

基本稳定，平稳发展。 ２０２１ 年，全省高中阶段在校

生 ３８８． ４１ 万人（其中，普通高中 ２３７． ６９ 万人，中职

１５０． ７２ 万人）。
新中国成立 ７０ 多年来，河南的基础教育经历了

全面恢复、快速发展、动乱探索、调整回归、规模增长

和健康发展的过程。 １９４９ 年，全省普通高中在校生

０． ３９万人，普通初中在校生 ３． ７０ 万人，普通小学在

校生 １６１． ４５ 万人［３］。 据《河南教育要览》，２０２１ 年

全省高中阶段在校生 ３８８． ４１ 万人，初中在校生

４７９． １９万人，小学在校生 １ ０１１． ８７ 万人。
（二）中等职业教育走向集团化发展

河南的职业教育在新中国成立时已有萌芽，改
革开放后迅速发展。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期，河南曾办起一批职业中

学，后停办。 １９７９ 年后职业中学重新起步，从调整

中学教育结构入手，陆续将一些普通高中改为职业

高中或在部分高中附设职业教育班，使职业高中招

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数的比例以每年 ５％的速度递

增。
改革开放以来，省委、省政府先后采取了一系列

重大举措发展职业教育。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１ 年，省政府

分别出台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关于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强调要使兴办职

业技术教育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事业相适应，要
求各级政府、各行各业大力支持职业技术教育，并明

确了 １９９０ 年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目标，推动了全省

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 中等教育结构单一的状况初

步有所改善。
从 １９８７ 年开始，河南省在南阳地区进行农村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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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综合改革试验，实施了农、科、教统筹和三教统筹

以及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改革。 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淅川县，把县直各部门的培训经费集中到一起，建
成了县职教中心，融“农科教”和“三教”的职能于一

体，开县级“统筹”之先河。
１９９４ 年，《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政府关于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并提出要大力调整中

等教育结构，扩大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的比例。
１９９６ 年，河南省第五次党代会明确提出，“要把职业

教育作为教育工作的突破口”。 １９９７ 年，省人大通

过了《河南省实施〈职业教育法〉办法》，逐步使全省

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１９９０ 年以后，河南省主要是采取“改、联、建”的

措施，改一部分较好的普通高中为职业高中。 这一

时期，由于政府的强力推动，职业教育规模得到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 １９９０ 年后期，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招

生、就业制度的改革，特别是 １９９９ 年以后高等教育

连续扩招，推动了对普通高中的巨大需求，职业教育

发展遇到了较大困难。 针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形势，
２００３ 年和 ２００６ 年，省政府先后两次召开全省职业

教育工作会议，研究和制定新形势下改革发展职业

教育的政策措施。 全省坚持以发展为主线，突出重

点抓发展，打造特色促发展，深化改革，加大投入，加
强领导，努力在困难中寻求突破［１］１６，中等职业教育

由低谷徘徊步入了快速、健康发展的新时期。
河南省职业教育攻坚计划和省部共建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试验区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启动。 全省成立

２０ 个职教集团，吸收职业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科
研机构成员单位 ７５３ 家，吸纳社会资金 １． ３ 亿

元［１］１８。 初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满足人民群众终

身学习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成为全省教育界

的共识。 ２０２１ 年，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６３２ 所，
在校生 １４９． ５２ 万人。

河南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

展，为全省的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技能型、实用型

人才，促进了社会就业和河南经济社会发展。
（三）不拘一格的成人教育

随着教育观念的更新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人

教育愈来愈显示出重要性，农民教育和职工教育比

翼齐飞，培养出的大批人才在各个领域大展其能。
１９６６ 年以前，河南的农民教育主要是扫盲。

１９７８ 年以后，农民教育由单纯扫盲开始转向扫盲与

文化技术教育并重，并逐步转移到以文化技术教育

为主。 １９８６ 年以后，全面推行了扫盲工作责任制。
到 １９８９ 年，市县乡村四级相沟通的农民技术培训网

络基本形成。 除扫盲外，主要进行技术培训。
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河南采取系统办学、单位办学、

联合办学等多种形式，脱产、半脱产、业余学习等多

种办法对 １４ 万 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８０ 年初、高中毕业的职

工进行了文化补课。 之后，各类职工文化学校大量

涌现，进行高中文化补习及各种技术培训。
成人中等专业学校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发展起来的。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成为各级政府每

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劳动保障部门发挥自身优

势，依托所属技工学校、就业培训中心、民办职业机

构等，大力开展转移就业培训。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

育体系的重要内容。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有所谓成人教

育“五大”的说法。 这个“五大”是指夜大、函大（函
授）、职大、业大（业余大学）和电大。 二十世纪八

十、九十年代，这些非普通高等教育为一些大龄人口

接受高等再教育、为国有企业培养人才曾发挥过重

要作用，“五大生”也为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

过重要贡献。 当前，国家开放大学、函授仍是成人教

育的重要力量，其余则退出了历史舞台。 ２０２１ 年，
全省有成人技术培训学校 ２５８９ 所，在校生 ６４． ６１ 万

人。
（四）逐步形成适应河南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等

教育体系

河南高等教育一直与国家高等教育同向而行、
同频共振，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缩影。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河南省人民政府决定吴芝圃主席

兼任河南大学校长，省教育厅厅长张柏园兼任校党

委书记、副校长，并派员到苏州将解放前夕在国民党

挟持下南迁的原河南大学的文、理、工、农、医、法 ６
个学院 １２００ 余名师生接回开封。 １９４９ 年 ９ 月，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人
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

内容和教学方法”。 根据这个方针，河南省政府接

管了河南大学。 １９５０ 年 １０ 月，河南大学设文教、理
工、行政、医、农 ５ 个学院，１２ 个学系。 这为河南省

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５６ 年 １２ 月，河南高等教育事

业发展较快，并在探索中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教育

体制。 １９５２ 年下半年开始的高等教育院系调整过

分突出教育政治性，不利于借鉴发达国家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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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益经验。 经过恢复、整顿和发展，第一个五年计

划结束时，１９５７ 年，河南有高等学校 ７ 所，在校生

９６１８人，比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２７４． ３９％ ；教师 １２９０ 人，较
１９５２ 年增长 １８６． ６７％ 。

１９５７—１９６６ 年，河南高等教育经历了调整改革

与发展。 １９６５ 年，全省有普通高校 １２ 所，在校生

１４ ０３８人。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至 １９９９ 年，河南高等教育进入重

建体系时期。 在进行拨乱反正工作的同时，河南教

育事业停滞、倒退的混乱局面得到扭转，高校恢复了

全国统一考试，建立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河南高等教

育获得较快发展。 １９８５ 年年底，全省有普通高校 ４３
所，在校生 ６． ８５ 万人。 同时，从 １９７９ 年开始，河南

省研究生教育步入正轨并获得较大发展，形成一定

规模。
“九五”期间，河南抓住国家高等教育政策调

整、积极发展高等教育的机遇，使郑州大学“２１１ 工

程”建设项目在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正式立项，成
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百所高校之一；其他高校也努力

扩大办学和招生规模，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使整个

河南高等教育得到长足的发展进步。
１９８０ 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 １３ 所高职院校，提

升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 １９９７ 年，河南被国家教委

列为 １０ 个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试点省份之一，进入

了蓬勃发展时期。 ２０１４ 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召开，河南职业教育进入了科学发展时期。 １９８５
年，全国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只有 １１８ 所，在校生 ６ 万

多人。 到 ２０２１ 年，河南全省有高职（专科）院校 ９９
所，职业本科院校 １ 所。 高职（专科）在校生 １３７． ７９
万人，职业本科在校生 ０． ８８ 万人。

１９９４ 年是当代河南乃至全国民办教育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这一年，河南有了第一

所具有高等学历教育资格的民办高校。 １９９４ 年 ２
月，国家教委同意设立民办黄河科技学院。 这不仅

是黄河科技学院办学史上的历史性飞跃，也是河南

民办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是当代中国民

办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实质性跨越。 河南民办

教育经历了艰难坎坷、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一步步

走在全国前列。 ２０２１ 年，全省有民办高校 ４５ 所，占
全省高校总数的 ２８． ８５％ ；在校生 ７４． ３０ 万人，占全

省高校在校生的 ２７． ６６％ 。
进入 ２１ 世纪，河南的高等教育进入高速发展和

内涵建设时期。 到 ２０２１ 年，河南有 １５６ 所高校，在
校生有 ２６８． ６４ 万人，规模居全国第一，高等教育的

毛入学率达到 ５３． １３％ 。 高等教育结构加速优化，
郑州大学、河南大学双双进入国家第二轮“双一流”
建设序列，７ 所高校 １１ 个学科“双一流”创建工作扎

实推进。 “双特”高校建设成效明显，应用型本科院

校转型发展走在了全国的前列，６ 所高职院校入围

全国“双高”计划，多所高校参与了嵩山实验室、黄
河实验室、龙门实验室、神农实验室 ４ 所省实验室的

建设，为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经

过多年努力，河南高等教育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实
现了格局性的变化，已经驶入了高质量发展的快车

道，在全国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升［４］。
三、形成了一支素质优良的师资队伍

经过 ７０ 多年的培养、教育和锻炼，河南已形成

一支素质优良、乐于奉献、作风过硬的师资队伍。 河

南教育的巨大成就，渗透着他们的艰辛劳动。 从山

区到平原，从城市到乡村，不管是条件的艰苦，还是

生活道路上的坎坷泥泞，广大教师一直忠诚于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任劳任怨，致力于培育社

会主义的栋梁之材。
改革开放初期，河南教师队伍学历合格率不高。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始终把提高教师队伍素质作为

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来抓，高度重视师范院校和培训

基地的建设，采取多种形式培养培训教师，使中小学

的师资素质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针对中小学教师的学历状况，在 １９９０ 年代末以

前，集中力量进行了大规模的学历补偿教育。 仅

“九五”期间，全省通过中小学教师学历补偿教育，
共培训中学教师 ６． ５ 万人，小学教师 ９． ８ 万人，有效

改变了全省中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长期偏低的状

况。 同时，开始了农村中小学继续教育和校长培训。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实施了新世纪园丁工程和“百千万

工程”，新一轮中小学教师岗位培训全面展开，开展

了新课程培训，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高。 ２００２ 年，
通过调整，使新师资合格教师培养有了稳定的来源。
同时，积极推进教师资格制度，为新师资补充提供了

制度保证。 从 １９８８ 年开始，全省实施了教师职务制

度。
通过培养、引进等方式，全省高校汇聚了一批高

水平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建立了一批协同攻

关的教学、科研创新团队，教师队伍数量大幅增加，
结构明显优化，整体素质显著提升。

民办教师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民办教师是在农

村教育不断发展、公办教师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解
决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不足问题的一种特殊的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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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 这支队伍长期在发展农村中小学教育中担负

着主要任务。 随着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民办教师的

整体素质已不能适应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他们的

待遇也需要逐步加以解决。 改革开放以来，河南按

照“关、招、转、辞、退”五字方针，逐步妥善解决民办

教师问题。 一是进行整顿。 从 １９８２ 年开始，对民办

教师先后进行了多次精简整顿，到 １９８８ 年，教师缺

口减少到 ３０． ６７ 万人，精简后的这部分民办教师列

入计划内民办教师。 二是转为公办教师。 经过近

２０ 年的努力，３０ 多万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办教师。
对没有转为公办教师的计划内民办教师给予生活补

助，妥善安置。
随着社会尊师重教风气的日益浓厚，广大教师

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及生活待遇逐渐提高，献身教

育、乐于奉献的典范比比皆是。 广大教师的丰功伟

绩和高洁品格有目共睹，有口皆碑。
２０２１ 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机构）教职工有

１９３． ３２万人，其中专任教师 １５７． ４４ 万人。 教师队伍

的发展壮大保障了教育教学质量，提高了人才培养

能力，提升了科学研究水平，适应了河南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需要。
四、结语

河南教育走过了 ７０ 多年，７０ 多年中所取得的

巨大成就推动了河南教育的发展，也为河南教育争

得了荣誉。
河南教育 ７０ 多年的经验表明，党的领导是教育

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受教育者

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河南教育 ７０ 多年的经验表明，必须提高全社会

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真正把经济建设纳入依靠科

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依靠教育为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要坚持从实际

出发，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教育事业，使之同国民

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 河南教育 ７０ 多年的经验

表明，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的积极性，是推动教育事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河南的学

校建设，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主要来自集体

和人民群众。 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办教育的积极性和

无穷力量，人民是教育之源、教育之母［１］２８。
河南教育 ７０ 多年的经验表明，百年大计，教育为

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 一支有理想信念、道德情

操、扎实知识、仁爱之心的教师队伍，是河南省教育事

业兴旺发达的关键之一。 要从政治上、生活上、业务

上关心教师，使他们乐于从教，忠于职守，创造性地做

好自己的工作。 要加强师范教育和在职教师培训工

作，使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教师素质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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