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解读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于1995
年3月18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通过，并由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45号（江泽民签署）公布，

于1995年9月1日起施行。



•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制定的第
一部教育基本法，是我国教育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它的颁行，

标志着我国进入全面依法治教的新

时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

展以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

将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一、《教育法》概述

• 1.《教育法》的立法基础

• （1）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的教育思
想为《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理论
基础。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

《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立法依据。



（3）《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

《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全面的政策
依据。 

（4）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为《教育

法》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实践基础。



• 　总之，《教育法》是从中国的国
情出发，立足国内教育实际，借鉴
国外教育法的有益经验，经十年的
调查研究，集全党、全社会的智慧
形成的一部重要法律。



2.《教育法》的重要地位

• 《教育法》是教育的根本大法。在我
国法律体系和教育法规体系中占有重
要的地位。

• 《教育法》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基本法
。 



• 《教育法》是国家全面调整各类教
育关系，规范我国教育工作的基本
法律，在我国教育法规体系中处于
“母法”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权
威。其他单行教育法规都只是调整
和规范某一方面的教育关系，或某
一项教育工作的，都是“子法”。 



3.《教育法》的立法特点

• （1）全面性和针对性相结合。

• （2）规范性和导向性相结合。 

• （3）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 



4、《教育法》颁行的意义

• 《教育法》为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起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 （1）《教育法》对于落实优先发展

教育的战略地位提供了法律保障。 



• 　 （2）《教育法》对保证我国教育的

社会主义方向，提供了法律依据。 

•   （3）《教育法》对维护教育主体的

合法权益，提供了法律保障。

• 　（4）《教育法》对巩固教育改革成

果，促进教育改革深化，提供了法律

保障。



• 　《教育法》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教
育改革发展成果，通过立法确定下
来，同时也把符合教育改革发展方
向，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也
规定了导向性条款，为教育改革的
进一步深化和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律
依据。



二、《教育法》的基本内容

• 《教育法》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有关
教育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如：我国教育
的性质和方针、教育基本制度，各类教
育关系主体的法律地位和权利义务，教
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投入，教育对外
交流与合作，法律责任等，都作了全面
的规定。全文共10章84条。



1、我国教育的性质与方针

•     《教育法》总则第3条规定了我国教

育性质：“国家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
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确立了我国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
性质。



•     从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出发，
《教育法》总则第5条又明确规定了

我国的教育方针：“教育必须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与生产劳
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这是国家教育政策的总概
括，是教育发展的总方向。 



• 教育方针进一步规定了我国教育的社
会主义性质；规定了我国教育的目的
――培养德、智、体等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规定
了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是教育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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