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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教育的需要和自愿原则①

———基于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的考察

王玉珏
（四川理工学院 法学院，四川 自贡６４３０００）

摘　要：审视社会教育中需要与自愿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以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内容为主体视角，从正反两面梳

理此原则的实践效能可以看出：贯彻和实施了需要与自愿原则是社会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在当下改革攻坚

的关键时期，要实效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动员群众完成历史使命，必须继承、贯彻和弘扬社会教育中的需要与自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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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最主要的矛盾，打败日本侵略者，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党和陕甘宁边区

（以下简称边区）一切工作的中心、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完成此伟大历史任务，中国共产党人明确而深

刻地认识到：动员民众支持和参与抗战是取得胜利的必备条件。诚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强调的：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道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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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就没有胜利。”［１］５１３但共产党人如何实现动员民众抗战呢？学习国民党“抓壮丁”类的强制暴力方

式吗？显然不行。共产党人的伟大创举在于通过群众教育实现了民众动员，即毛泽东要求的“广泛发

动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

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２］３３。

边区社会教育就是开展群众教育的具体形式和实现路径。“社会教育是指学校教育以外的，对不

能脱离生产的广大民众进行的教育。它把社会当作教育与教学活动的场所，哪里有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哪里就有教育和教学工作。”［３］３３０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不能脱离生产的文盲大众（儿童、青年、成

人），不能脱离生产的‘半文盲大众’，不能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４］２７。教育组织形式包括识字组、识字

班、夜校、半日校、冬学、民众教育馆、秧歌和戏剧等，其中，冬学是最主要的方式。教育的主要目标是扫

除文盲、抗战动员、政治认同和移风易俗。

要实现这些目标困难重重，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目标体现出教育者的革命诉求，但并非群众的现实直

接需求。当时边区群众９９％为文盲，小农意识强烈，民族意识和政治意识极为淡漠，对战争充满恐惧，
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群众终年劳动难得温饱，因此，群众自然将生活的中心聚焦于自己与家庭，

如何维持生存是他们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他们的现实需求。教育者的教育诉求和受教育者的现实需求

存在巨大的鸿沟和突出的矛盾。这一矛盾能否有效解决，直接决定社会教育能否取得成功。在社会教

育中，逐渐贯彻和落实需要与自愿原则，对此矛盾进行了有效的化解，为教育成功奠定了厚重的基石，提

供了坚实的保障。

１　边区社会教育中需要与自愿原则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抗战时期，需要与自愿原则形成与实施的进程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３７～１９４４年，探索发展

阶段；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贯彻成熟阶段。
客观讲，社会教育一开始就确立了“需要与自愿”原则。１９３８年６月，教育厅发出单行本《社会教育

概论》，要求社会教育“要注意群众的适用和兴趣（如写信：记账、学算……是群众所急需的知识，他们学

起来特别快，也特别感到兴趣）”［４］２９。“社会教育的对象是广大群众，故应依靠群众，应为群众所理解，

所拥护。对绝大多数的文化落后的大众，要作①到深入地宣传解释，使他们了解教育的好处，自愿来学

习，否则群众会对你的好意抱着怀疑，会因疲劳提不起学习的兴趣。更会借口生活忙碌拒绝学习或敷衍

了事。”［４］２７但知易行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原则并未得到真正的贯彻，出

现了种种偏差甚至是严重偏离。具体表现为教育组织形式机械僵硬；教育内容泛政治化，脱离群众实际

生活；教材、教学方法不符合成青年实际情况；动员方式简单粗暴，群众被动被迫接受教育等等。

社会教育的组织领导者不断总结教育正反经验，不断修正社教工作中出现的各种违背需要与自愿

原则的问题，使得此原则逐渐得到各级社教工作者的重视和落实。在１９４０年冬学工作总结，谈到经验
教训时指出：“所谓老百姓不需要知识，乃是不需要与他们生活无关的知识。”［５］１５９１９４２年，边区教育厅
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出冬学指示》就指出，在社会教育违背群众自愿情况下，“动员学生时，不问

家庭有无劳动力、年龄大小、家庭生活如何，被动员的女人，有无小孩连累，也不问路程远近，甚至不问呆

子聋子，只要有了应名的数字，就万事大吉”，“以致部分老百姓，不以上学为乐事，反而觉得是很重的负

担。因之，发生雇人代替，应名不到、经常流动、装病不起、隐匿逃避等现象”［５］１７４。

１９４３年，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伟大胜利，军民生活得到极大改善，尤其是整风运动深入开展，实事
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实际确立，为社会教育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１９４４年１０月１１日至１６日，
边区文教大会的召开标志着“需要与自愿原则”的切实确立，毛泽东向大会做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

一战线》的演讲：强调了文教事业是属于人民的，文教工作不能脱离群众，脱离群众就是脱离实际，要做

到实事求是必须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

７

① 应为“做”，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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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６］１０１２－１０１３

大会期间，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必须彻底转变以前教育脱离群众、脱离边区实际的倾向，坚持必须面

向群众的新教育方针。罗迈向大会做了题为《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的全面总结，认为群众文教

运动“由于教条主义（内容和方法上）与形式主义（作风上）作怪，日益同实际脱离，同群众需要违

背。”［４］１７７要求“就群众文教运动来说……内容上应该具体实现（即依据边区当前情况的具体需要来实

现）……形式上如何经过群众问题，是何种方式最能为群众接受和最易普及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适当

解决，同样要从边区今天的具体条件出发。今天边区还是农业为主的经济，还是地广人稀，村庄分散，劳

动力不足的条件。在这种基础和这种条件上，群众文教工作宜于分散经营，以村庄为单位以村庄的形式

出现（如村学，村的识字组、卫生组、读报组……），才为群众乐意接受，才易于普及……群众文教运动的

推广和普及需要采取分散形式，主要靠群众自己觉悟和自己动手，主要依靠村民自己主办。由此，提出

了民办公助政策。民办公助的目的，就是经过群众自己觉悟与自己动手，也即是毛主席所说需要与自愿

这两个原则的具体体现。”［４］１７９－１８０“需要与自愿的原则，热情与计算的原则，艰苦与细致的作风，凭着这

来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文教运动。”［４］１８３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林伯渠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
中指出，文教大会“检讨了历史教训，总结了新经验，明确了开展大规模群众文教运动的方针，要求执行

毛主席的指示，组织广泛的文教统一战线，依靠群众的需要与自愿，于五年至十年内消灭可怕的死亡率，

消灭大量文盲，普及新民主主义文化，挤掉封建文化残余”［７］２１５。

通过文教大会的召开，各级各类社教工作者深刻认识和切实领悟了“需要与自愿”原则，并在实际

工作中有效实施和贯彻了这一原则，社会教育出现了繁盛局面，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效实现了教

育目标。１９４５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指示信指出：“特别可贵的收获，是一部分冬学接受了需要与自
愿的原则，并在此原则的实践中发挥了高度的创造性，使冬学的发起、组织与教学的方法，都能适合于极

端分散的农村环境，适合于农民群众的生活情况及其具体需要。”［５］３２８“所有这些方式方法，都是发扬了

实事求是的老实作风，实践了需要与自愿的原则，足为今后冬学的楷模。”［５］３２９

２　边区社会教育中需要与自愿原则的实践与效能分析
在边区社会教育中，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经历了一条不断调整、逐渐完善的道路。在教育实践

中，凡是坚持这一原则，就会得到群众拥护，取得满意的成效，反之，或流于形式，或受到群众抵制。以下

主要从教育组织形式和教育内容视角分析需要与自愿原则的实践与效果。

２．１　社会教育组织形式
就社会教育组织形式来看，前期存在明显脱离群众实际情况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各种组织形式呈现

明显的正规学校的特点，往往具体规定各种教育组织形式的学习人数、内容、时间等，与群众生产生活实

际严重脱节。如１９３９年，边区政府颁布《陕甘宁边区各县社会教育组织暂行条例》规定：识字组“以三
至五人为适宜”，“必须每日进行识字，至少间日一次”；识字班“以五人至二十人组织之”；夜校“每夜上

课一小时半至二小时”；“凡各社教组织之成员，除识字组得吸收因特殊原因不能入学之儿童外，其他识

字班、半日校、夜校，吸收男女成青年参加。”［４］９８－１００设想，按照识字组和夜校规定，学员每天都要参加学

习，群众白天辛苦劳作，晚上还要参加学习，学习就会成为严重的负担，这样的学习形式要求自然会受到

群众的抵制。

冬学是社会教育的主体形式，边区政府教育厅１９３７年对冬学规定开办科目与课程（见下表）［４］１２１。
从中可以直观看出，冬学成为了学校教育和军事教育的混合体，群众全天不间断都要参加学习，这样的

教育形式，与成青年为主体的社教学员的生活实际和习惯严重抵牾。同年，边区规定冬学“在人口较稀

的地方，每个学校最少要有十个人以上，较好的十五个人以上，最密的二十个以上”［５］１２４。以现在的标准

衡量，这样的入学人数是易于办到的。但在当时的边区，人口稀少，居住分散，交通不便，要求一二十人

聚集在一起，就会成为部分冬学成员沉重的负担：远离家庭、自带口粮灯油、忍饥挨饿等。而基层教育组

织者为从形式上达到办学规模，运用摊派、威胁甚至暴力强迫学员入学，完全背离需要与自愿原则，就出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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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逃避、抵制冬学的现象。

冬学科目与课程表

星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日

上午 下午

六至六时半 八至十时半 一至三时 三至四时

军事 国语 政治 唱歌

军事 国语 政治 抗战常识

军事 国语 政治 珠算

军事 国语 政治 唱歌

军事 国语 政治 珠算

军事 国语 政治 抗战常识

开会（要有时事报告） 野外（演习、其他等） 活动

晚
　
　
自
　
　
习

如“吴旗一区三乡的冬学不按照群众需要勉强集中，强迫动员学生，家长迫不得已只好送子弟入

学，但不给学生送粮吃，学生每天吃不饱饭，喝稀米汤，不能安心学习。如让学生回去拿粮，就不再来

了”；靖边贺家
!

冬学，“第一天动员四个学生到校，第二天就跑了两个。群众反映说这是‘瞎胡闹’”；

“个别家长送子弟入学时痛哭流涕”；“新城区三乡胶泥湾冬学，则规定不按期到校者，罚吃羊头会，或柴

一百斤。由于这样，雇学生的事也发生了”［５］２８０－２８１。于是，教育组织者不得不对上述情况进行反思和调

整，并且逐步采取切合群众意愿的教育组织方式。

通过不断调整，教育组织形式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教育模式，实施了灵活分散、能满足群众实际需要

的形式。以冬学为例，《陕甘宁边区冬学的种种形式》做了全面总结：一是分散经营与分时教学的形式。

二是以分散经营为主的形式。包括（１）轮流教学的分散形式：轮教员、轮学生、教员学生都轮；（２）与生
产组织相结合的形式：按业务分组学习的冬学、与妇纺结合的冬学等；（３）为上学地点方便而采取的分
散形式：家庭冬学、以距离远近分为小组、上门教学、捎条子的办法。三是以分时教学为主的形式。如一

揽子冬学。四是集中与分散互相变化的形式。包括（１）随着气候变化改变教学形式的；（２）配合群众生
产，分时变动组织形式的［５］２３８－２４５。这些形式，不误群众生产时间和正常生活，群众有时间需要学习就能

够学习，受到群众欢迎。如“延市桥镇乡冬学，当天气还暖，大家可集合起来，就用一种集体教学的形

式，分甲、乙、丙三组，在教室上课。天气逐渐冷了，集中上课，每次到的人很少，于是按地区划着五个小

组，选择适中的学生家庭，为固定学习的地点，这样学了二十多天，天气更冷了，老百姓家里也更忙了，结

果征求大家的意见，改成送上门去个别教，群众都满意。”［５］２４５

２．２　教育内容
在社会教育中，教育内容的调整与变动，是教育者的革命诉求和群众生活需求之间矛盾与博弈的结

果，最终体现为对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教育者急需具有政治觉悟、抗战技能和文化知识的个体

参与抗战洪流，而当时的边区，生产力极其落后，群众温饱尚未解决，群众迫切需要学习的是生产生活知

识，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从表１中可以看出，文字教育、抗战教育、政治教育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这直接
表达了革命者的诉求。依据此冬学课表，民众一周七天均要参加冬学，除去晚自习，每天学习６小时，１周
４２小时，其中涉及军事、文字、政治教育内容至少占据３７小时，占８８％之多，而事关群众急需的知识如珠算
为２小时，仅占４％。可见，冬学教学内容明显遮蔽了群众的生产生活需要，与民众日常生活习惯、思想认
识相距甚远，民众怀疑这是变相的练兵和培养“公家人”，对社会教育抵触情绪极大。其它教育形式的内容

规定大抵如此，这是前期社教工作出现各种问题，群众抵制、逃避社会教育的重要原因。

面对群众的抵制与逃避，教育者不断调整教育内容，教育内容的调整就是践行和贯彻需要与自愿原

则的过程。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下册中，１９４２年以前，边区政府和教育厅
发布各种指示信、通令、通知、决定、总结、办法、单行本共计３４份，在教育内容上突出强调文字、军事、政
治教育，对群众生产生活急需的教育内容基本不涉及。１９４２年以后，在边区教育厅的关于教育内容的
指示中，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得到了逐渐重视，军事、政治教育内容逐渐淡化，仍然强调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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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教育，但文字教育和生产生活教育逐渐走向平行并重的态势。１９４２年，在《根据去年经验教育厅发
出冬学指示》中规定：“兹根据实际需要，规定冬学课程为：新文字（或汉字）、卫生常识、珠算、时事、唱

歌，其中心以新文字（或汉字）为主，至少要占全课程的五分之二……教卫生常识和珠算各占全课程的

五分之一。”［５］１７６１９４４年４月７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强调教育必须要尊重教育对象的需要，要求
“目前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就应该按照现在的群众教育和干部教育的这种需要，而进行全部的重新调

整。既然根据地群众的生活基础是家庭和农村，我们的群众教育，无论是对儿童，对成人，对妇女，就应

该时时刻刻照顾到家庭和农村，家庭生活和农村生活中实际所需要的知识，就应该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

或全部内容……”［８］文教大会召开后，群众生产生活知识更成为教育的中心内容。

教育内容逐渐契合群众需要，激发了群众学习热情，他们由被动接受教育转变为主动自愿参与学

习，通过群众生产生活需要的满足逆向实现扫除文盲的教育目标。如赤水周家山冬学教员黄森总结经

验谈到：“张福，是个文盲，我的意见是要他以识字为主，但在他的意识中，却认为学算盘比学字用处更

大。开始我没有了解群众这点，主观地强要他识字，结果弄得他情绪不高。后来根据他的要求，教他学

算盘，他的热情马上沸腾起来，表现了惊人的用功，在二十天内将全部珠算的加减乘除学会，同时还学会

了笔算的‘＋－×÷’以及简单的小数，附带还认会了二百个字。他原来连算盘和阿拉伯字母最基本的
常识都没有，能在这短短的二十天中，学会了这样多的东西，的确是惊人的成绩。”［４］２４８

又如刘家城开办妇女冬学，群众不支持，组织者也没有信心。教员通过调查，发现当地“儿童死亡

率占百分之五四还多”，苏铁匠的婆姨生了１３个娃，死了１０个，当教员动员她参加冬学时，她就很痛心
地说：“我的心事不在这上头哩！”

于是教员决定将冬学转变为卫生冬学，确立了“卫生第一，识字第二”方针，坚持“妇女卫生为主，一

般卫生为辅”，从卫生教学中进行识字的原则。新的教学内容切合群众现实需要，家人支持，妇女自愿

参加冬学，人数很快达到７０人。妇女们用在冬学学到的知识生养孩子，母子健康大大提高，用活生生的
事例说服了群众，大家都认为冬学有用，同时，“因为解决了妇女的主要问题，识字的情绪也提高了，在

两个月中，最多的能识下二百余字，一般的能识一百字，五十个左右。”［５］２１４－２２０

社会教育内容对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需求的满足，不仅有力地推动了识字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

需求的满足中，群众切身感受和认识到共产党和边区政府是他们利益的忠实代表，生成了拥护党和边区

政府的心理态势，并通过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落实边区各项政策，从而真正完成抗战动员和政

治认同的社教目标［９］。米脂农民高玉声所编的秧歌就是很好的印证：“（１）一盆莲花院里开，我请自卫
军听话来，自卫军配合了八路军，军民联合打日本。（２）一棵白菜三条根，自卫军看见八路军，我问同志
那里去？打倒日本享太平。（３）腊月里来又初五，八路军把守了东河口。自卫军就是好邦①手，盘查放
哨又实受。（４）自卫军真正好，扛起红缨枪耍大刀，这是共产党领导好，这是咱毛主席计划高。（５）众位
同志听分明，只要咱们一条心，实行减租又生产，盘查放哨多操心，每年的生产更要好，丰衣足食迎

新春。”［４］１４７

抗战时期，边区社会教育在不断探索建立符合群众实际的教育组织形式和满足群众需要的教育内

容的同时，社教工作者不断修改教材，使之适合成青年特点与需要；不断总结和使用适合群众实际的教

学方法；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教员的教学水平，优化学员的学习条件……这些要素有效形成合力，建构了

符合需要与自愿原则的立体教育体系，让社会教育最大程度满足群众的各种具体需要，激发群众学习兴

趣，变被动接受教育为自愿主动学习，并在学习中获得了直观可见、可感的好处与利益，最终有效实现了

教育目标。没有需要与自愿原则的贯彻与落实，社会教育不会取得成功。

３　结语
边区社会教育贯彻和实施“需要与自愿”原则，有效战胜困难，实现了教育目标。结合社会教育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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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应为“帮”，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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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情况可以看出，这一原则的二元内容中，需要是前提，满足和契合教育对象的实际需要，方能生成群众

自愿接受教育的心理与行为态势，违背需要原则，教育对象就会用各种方式规避乃至反抗，教育者也可

能用极端方式强制开展教育活动，教育双方由此走上对立面。

因此，开展群众教育活动，必须首先满足群众的需要。群众的需要是客观存在物，不是教育者进行

理论演绎，主观臆想出的生成物。准确把握群众需要，必须坚持群众路线，做到实事求是［１０］。需要又可

内分为现实需要与长远需要，二者存在层级关联，现实需要不能满足，长远需要将成无源之水，沦为奢

谈。社会教育初期，以识字、政治、军事为主，群众怀疑逃避，就在于这是民众的长远需要，当教育内容以

生产、卫生、纺织、牲畜治病、算账等知识为主时，就会激发群众学习热情，因为这是群众的现实直接需

要，它直面群众最关心的问题，解决群众面临的现实困难，给群众带来实惠，真正实现了群众的利益，教

育就会受到群众的认可和拥护。在此基础上，其它教育目标也会潜移默化地得以实现。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期，群众利益多元，各种社会矛盾凸显。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矛盾，

凝聚人心，攻坚克难，是迫在眉睫的重大现实课题，解决问题的重要路径之一在于实效开展群众教育活

动。在当前的群众教育活动中，必须继承、贯彻和发扬边区社会教育确立的“需要与自愿”的原则，实实

在在地解决群众现实困难。否则，教育内容就可能沦为政治说教，成为空话、套话和大话，陷入形式主义

的泥潭而不能自拔；教育主客体之间就会渐行渐远、背道而驰；教育者就会像边区社会教育中由于不知

道“对象的具体特点和洞悉他正想解决的是什么问题”，结果“工作做不成功，又来叫苦连天，说老百姓

不愿接受教育，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４］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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