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讲  改革开放开启富国大业 

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干部群众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彻

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重新奋起。与此同时，世界经济

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内外发展大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尽快就关系党和国家前途

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 

 

导入 

思想解放春雷 

1977年 7月 17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

小平迎来了他传奇政治生涯中的第三次复出。人们期待邓小平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

化。而此时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则冷静地思考和寻找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1977 年 8 月

4日至 8日，邓小平复出后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主持和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针对

科技人才短缺和断档的现实情况，大家纷纷倡议尽快恢复已经中断了十年的高考。邓小平一

锤定音，决定当年恢复高考。 

 

高考的恢复与科学的春天 

（一）恢复高考 z 

1977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化大革命”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

文化考试的问题，它既有破，也有立，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在“文化大革命”刚刚

结束，百废待兴，荆棘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

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极其敏感、复杂。

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关心和爱护知识青年，千方

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成长成才排忧解难。他亲自过问，制定了许多重大政策，果断地纠正了

“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改变了一代知识青年的命运。 

1977年底到 1978 年初，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全国高

等学校重新通过统一考试招收新生。高考的恢复扭转了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混乱局

面，实现了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 

（二）科学的春天 

1978 年 3 月 18 日至 31 日，被誉为“科学的春天”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

制定了《1978—1985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科技战线的工作任



务。邓小平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三个问题：第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第二，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第三，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由此，党扭转了多年来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知识和知识分子重新受到重视，这

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广大知识分子感到了自己在社会

上的价值和地位。为了把“四人帮”造成的损失夺回来，有的老科学家表示要把 64岁当 46

岁过，为人民再干 20年；年轻的科学工作者表示要拼命搞科研，宁肯少活 20年，也要攀登

世界科学技术高峰。 

由中共中央召开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

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大会，在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大会极大地振奋了人

民的精神，推动了广大科技工作者钻研科技的热潮，揭开了中国科技工作历史上新的一页。

通过这次会议，科研人员的科研时间有了保证，科研项目得以确定，科技职称评定得以恢复，

科研奖惩制度得以实行，学术交流活动重新开展。此后，广大科技工作者得到极大的重视，

科技事业的发展受到全社会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