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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民思想教育的途径分析 *

李 策

(吉首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吉首416000)

摘 要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加强农民的思想教育。对韩国新村运动的研究分析得出,新村运动通过

正面激励教育、灌输引导教育、榜样示范教育、情感交流教育等思想教育途径转变了韩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借鉴

新村运动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现阶段加强农村思想教育的对策建议:重视农民在农村思想教

育中的自我教育;注重农民的精神培养,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鼓励农村思想教育方法多样化;思想教育成为破解

返乡农民工压力新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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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70年代韩国成功开展的新村运动使农

村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村的基本生活设施得到

改善,更主要的是挽救了陷入贫困和绝望中的国民

意识,将其消极悲观的心态转变为积极进取的思想,
培养了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精神,为政府推行政

治、经济改革奠定了群众基础。分析新村运动中思

想教育的方法途径,总结新村运动在思想教育方面

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村思

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具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同时,由
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底我国约有2000
万农民工失业返乡,需要从思想上、观念上做好返乡

农民工的思想教育工作,因此分析和借鉴韩国新村

运动的成功经验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新村运动的开展及其意义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韩国政府恢复国内经济

建设,但经济发展缓慢。1961年,朴正熙发动“5·

16”军事政变夺取韩国政权后,制订了工业化和出口

第一的基本经济政策。以此为指导,1962—1971年

成功实施了两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将对外贸易作

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经济

体制日趋成熟。与此同时,农业的发展却相对滞后,
不能与工业的发展相协调。城乡发展失衡,差距增

大。农村人口生活水平低下,大量农民涌入城市,造

成城市负担加重,农业人口流失,大量土地撂荒,同
时还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明

显,严重的制约了当时韩国的发展进程。拯救濒临

崩溃的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成为朴正熙政

府亟待解决的问题。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农民消极

的世界观认知影响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这种消极

心态和精神面貌不彻底改变,农村改革就缺乏最基

本的精神动力。因此,韩国政府认为农民的觉醒是

乡村改造得以成功的关键,要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

的活动和能使农民喜闻乐见的、容易接受的形式,激
发农民的自立、自助、自强精神,让千百年来被宿命

论的绝望和失意所统治的农民觉醒,使农民长期受

抑制的、潜在的、良好的社会道德再次迸发出来,从
而释放出建设乡村、管理乡村的潜在机能。另外,朴
正熙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并在执政后实施独裁

统治,其军人政权缺乏合法性,群众基础薄弱。朴正

熙试图“让人民看到成绩”,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民

合作”[1]。20世纪60年代朝鲜发起“千里马”建设

运动,经济建设和基础设施发展迅速,显示了不同制

度的优越性,频频对韩国开展政治宣传。朴正熙担

心共产主义思想渗透,动摇其统治。在政治的层面

上需要对民众进行防止“赤化”的思想教育。
新村运动开展源于时任韩国总统的朴正熙在一

次巡视途中的偶然发现,1969年8月,朴正熙视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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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上北道的一个小村庄时,了解到该村村民经过自

发组织集体劳动将村里的公共设施进行了整修,村
容整洁,村民充满活力。村民这种相互协助的精神

启发了朴正熙,他认为该村团结协助建设家乡的精

神应该推广到全国所有村庄,不仅可以改善全国农

村基础设施,还能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新村运动

自1970年开展以来,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基础建设阶段(1970—1973年)。1971年初,政

府正式向全国农村推广这一运动,由各村庄自主确

定改善本村生活环境的计划,号召农民自发地建设

家乡,引导农村地区综合开发,解决农民生活中的切

身利益问题,以期刺激农民的建设热情。政府选调

大批工作人员派往全国各地基层农村,指导农民开

展建设运动。同年9月提出了“勤勉、自助、协同”的
新村运动口号,使新村运动由建设新农村,向振兴国

家转型,迅速成为全国性运动。
扩大阶段(1974—1979年)。政府对新村指导

员、国家各级公务员等进行集中培训,对新村建设成

绩突出的农村提供贷款,并在各方面提供优惠政策;
动员学有所长的知识分子到农村,推广科技文化知

识与技术。
国民自发运动阶段(1980年至今)。1979年,朴

正熙遇刺身亡,新村运动日渐式微。主导权则由政

府主导转向民间自发组织,并逐渐形成了全国性的

民间组织。新村运动概念也不再局限于乡村,而是

整个社区,提出了共同和谐生活的国民运动理念。

20世纪70年代后期,韩国新修灌溉水渠4440
千米,新修道路4.4万千米,加宽公路4万千米,新
建农村会馆35950所,所有农村全部通车,几乎所

有农户都用上了电灯和自来水。1981年,韩国国民

生产总值从1971年的90亿美元上升到668亿美

元,人均产值也从277美 元 跃 增 至1734美 元。

1970—1987年间,韩国经济增幅名列世界第二,长
期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2]。90年代初,韩国政

府宣布,经过几十年的新村运动,韩国的农村生活水

平,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标志着

新村运动的成功。通过新村运动,韩国基本实现了

改善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生活居住条件、生活水平。
推动了社会文明、进步和发展。

新村运动的开展,其实质是对农民思想的启蒙,
在普及农业知识的同时,更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向
农民灌输先进的思想和远大的理想。将“勤勉、自
助、协同”作为一种民族精神启迪、激发农民的进取

意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与信心,成为建设家园的精神支柱,并由此激发出

了极大地劳动热情和民族自豪感。1988年汉城奥

运会和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中的“捐金运动”都体

现出韩国国民的强烈的集体荣誉感和民族自信心。

1998年,《朝鲜日报》曾对韩国建国50年来,民众最

满意的业绩进行调查,民调显示新村运动位居第一。

  二、新村运动对农民思想教育的途
径

  韩国山多、地少、人口密集的现实条件,决定了

韩国必须依靠开发人力资源来发展经济。在现代经

济学中人力资源到人力资本的转变受诸多因素影

响,其中国民的科技水平和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水

平两项因素至关重要。提高农民的生活伦理道德水

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协调,才能全面的

发展农村经济和推动科学进步。而农民道德水平的

提升有赖于高效的思想教育。
朴正熙政府注意到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民众之

间情感淡漠,没有上进心,缺乏整体凝聚力,对美好

生活没有信心。提高韩国的农民整体生活伦理道德

水平,将潜在的人力资源进行开发,这是一条发展经

济的捷径。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从国外引进,而农

民的素质则需要自行培养和提高,这是无法从国外

买来的。突出农民思想教育,通过有感召力的活动

和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在潜移默化中对农民的思想

进行教育培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

度地激发农民的潜能。新村运动并非单纯地整理地

区社会基础设施的运动,从根本上说新村运动是村

民认识自身问题,培养通过自助合作精神解决问题

能力的运动。所以对新村运动来说比建设基础设施

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居民培养“我能行”的精神,让村

民拥有自信心,培养开发事业的管理能力和民主自

治能力[3]。在具体的操作中,通过以下几个途径实

现:

1.奖勤罚懒的正面激励教育

新村运动从开始之初,限于韩国当时的条件,在
物质上政府只能提供及其有限的资金和建设物资,
远未达到实际需求。政府为全国每村无偿提供335
包水泥,用于改造农村的基础设施,如换房顶、修院

墙、修整道路、建公共澡堂、公共洗衣处、公共饮水

等。政府定期对工程进度进行检查,并将全国所有

村庄评定为自助、自立、基础三个等级。对完成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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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最好的村庄评为“自助村”,次年会增加建筑物

资的供给。没有完成任务的村庄则评为“基础村”。
政府的物资援助仅限于对“自助村”和“自立村”的发

放。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村民建设自己村庄的热

情,并且形成了良性竞争机制,在互相竞争中充分释

放了内在潜力。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讲,奖励对每个

人都能引起愉快的感受,任何人都希望得到他人或

社会的赞赏。村民的心理上需要有工作的成就感,
可以发挥激励作用,对提高农民生活伦理道德水

平有直接作用。1973年,韩国全国约有三分之一

的村化为“基础村”,到1978年“基础村”已基本

消失。

2.组织集体学习的灌输引导教育

1972年,根据朴正熙关于在农村培养立志为建

设家乡服务的农民领导人的设想,由每个市郡选出

一名骨干农民,送到农协大学培训两周。培训内容

侧重于精神方面教育,培训形式由讲座、典型事例发

言和分组讨论三部分组成。新村运动中的思想教育

比较注重对社会各阶层的核心骨干人员和中坚农民

的培训,如举办过骨干农民培训班、新村指导员班等

共二十多种培训班,通过集体住宿、集中讨论、生活

教育等三个环节达到教育目的,培训的主要内容有

地区开发、意识革新、经营革新、青少年教育等七个

方面,到1995年,各层次的集中教育共培训了34.2
万多人次[4]。集体主义教育的倡导者马卡连柯提出

了平行教育原则。他说:“教育了集体,团结了集体,
加强了集体,以后集体自身就能成为很强大的教育

力量了。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可以把与集体有

关的各方面因素凝聚起来,对集体成员施加影响、进
行塑造。”中央研修院通过集体培训,灌输新村精神,
培养了一大批投身新村运动,并在实际工作中成为

农民领导人的社会骨干。

3.树立模范的价值示范教育

通过典型的人或事物来进行示范,促使人民学

习或吸取教训,从而达到提高思想认识的目的。曾

是新村运动全国模范的河四容在总结新村运动时

说:“新村运动的重要成果,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在精

神上把竞争意识和自立精神灌输到韩国广大农

村。”[5]这位出身贫苦、自强不息的农民,用自己的勤

奋、智慧和意志,创造了从无到有的传奇,成为鼓舞

无数韩国农民奋发向上的楷模和新村运动的象征。
新村运动的自助、勤勉、合作精神光靠传统思想教育

是不够的,这一精神应该是村民在新村运动的实践

中领悟和提高的。邀请成功开展新村运动的领导作

为讲师向公务员、知名人士、农民、新村运动负责人

讲解成功事例和克服困难的过程。典型的人物现身

说法、融入农民中去,用模范的人格魅力衍生巨大的

感召力,很容易使农民产生强烈的认同感。随着新

村运动在全国逐步展开,新村运动已成为全民的思

想教育。其最大特色就是农民参与讨论,自己讲述

成功事例和亲身感受、体会,并通过真挚、双向讨论

共同取得进步。变单调的课堂教育为与切身实际相

关的经验教育。“身边的人讲身边的事”这种简单朴

实的思想教育方法在新村运动中被广泛使用。

4.官民一体的情感互动教育

“动人心者,莫先乎于情”。教育者通过语言、动
作、行为和教育对象在思想层面进行相互交流、相互

感染、相互激发,从而在思想认识上达到趋同的结

果。新村运动在发起之初就能顺利推行的主要原因

就在于官民一体,作为教育者的政府公务员和研究

学者能够以身作则,无论职位、身份高低,和农民同

吃、同住、同劳动,身体力行,直接和农民对话、交流

和体验,得到农民的信任,农民在内心深处愿意和官

员、学者打成一片,和谐相处,齐心协力,建设新农

村。希望得到尊重是人的基本情感,思想教育若能

以平等的态度和商榷的语气,潜移默化中利于消除

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差异感,有助于追寻共同的目

标和价值。

  三、对我国农村思想教育工作的启
示

  人多地少,人口密度高,农民占人口比重大,农
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普遍缺乏自

信,文化素质有待于提高,这些中、韩两国农业方面

的相似之处使得我国借鉴韩国新村运动成功经验成

为可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中国共产党第十

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实践证

明,“农村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

和命运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农村经济工作和其它一

切工作的生命线”[6]。只有扶贫先扶志,治穷先治

心,才有望激发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构建和谐新农村

才能成为现实。韩国新村运动中的思想教育对我国

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

1.重视农民在农村思想教育中的自我教育

农民不仅是建设新农村的行动主体,更是农村

思想教育中教育主体。韩国新村运动最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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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就是其政府没有简单地停留在物质支持上,而
是重在激发农民自身的潜能。开创了“政府引导、政
策激励、典型示范”的农民自我教育模式。自我教育

有利于推动受教育者由“认知主体”向“实践主体”的
转换,实现思想教育实践主体性。农民是我国的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行动主体和力量之源。教育学

专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只有当受教育者,不是依

赖外在力量而靠内在的力量,根据社会需要和自己

的需要,主动的调遣和丰富充实自己时,才是教育最

大的成功。”确立农民的在农村思想教育中主体地

位、尊重农民的意愿,这是坚持以人为本,贯彻落实

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任何理性教育,形象的感

染,都是外部的客体,都只是通过主体的心理过程才

能起这样或那样的作用,如果没有主体内心的心理

过程的发生,任何教育会毫无意义。我国现在约有

9亿农民,仅凭政府的力量对如此数量的农村人口

进行思想教育、转变其落后观念是不切实际的。政

府在农村思想教育中应扮演引导的角色,鼓励农民

开展自我教育。让农民在实践中对思想道德、伦理

修养、理想信念重新理解和选择,并自觉践行思想道

德规范,实现自我建构和塑造。

2.注重农民的精神培养,开展理想信念教育

传统的小农意识对农民的影响明显,只关注眼

前利益,“小富即安、小成则满”,缺乏长远眼光,习惯

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方式,制约了中国的

农业发展。韩国通过“勤勉、自助、协同”的新村思想

教育,使农民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为其日后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国开展的“文化、科
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各级政府部门进行了卓有成

效的工作,但总体看“三下乡”的活动虽把“文化、科
技、卫生”送到了乡村,却很难送到农民心里。要建

立长效机制,势必要把“自强必胜”的信念送下乡。
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落后面貌的关键在于转变农民

保守观念、陈旧的思维模式。摒弃一切“等、靠、要”
的惰性思维。理想信念是人们从事社会历史活动的

精神支柱,对人们社会历史活动具有驱动与导向作

用。它能鼓舞和坚定人们在社会历史活动中的信

心、勇气和意志。对农民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在于它

能团结、凝聚人心,推动其勇于投身恶劣环境,迎战

各种困难,去实现预定的目标。借鉴韩国新村运动

思想教育的成功经验,要注重培养农民的合作、友
谊、勤奋和参与意识,以及鼓励勤勉、自助和协同的

精神,提高思想道德素质以及精神境界,将越来越多

的农民成为思想进步、致富、爱国、爱家乡的社会主

义新农民。

3.鼓励农村思想教育方法多样化

通过总结韩国新村运动中对农民的思想教育,
不难发现政府对农民的思想教育不仅局限于传统课

堂教育。而是例如通过奖励先进村镇,掀起农业竞

争热潮,在建设生产中引入竞争机制,潜移默化中激

发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通过成功农民的典型事例,
现身说法,让农民在平等的交流中看到致富的希望;
教育者和研究学者与农民“零距离”的接触,宣传政

府政策、传播理想信念,让农民坚定了致富信心。方

法多样是农民思想教育成败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

农村思想教育工作还主要是以“单向灌输”或“一教

二训三指导”为主,方法单一收效甚微。为此,首先

要努力实现教育方法的根本性转变。要从经验传播

型向科学传播型转变,将灌输与渗透相结合,从单向

度的说教向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转变,同时还要依

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

源,才能切实提高农村思想教育的实效性。

4.思想教育成为破解返乡农民工压力新的突破

口

受金融危机影响,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农民

工返乡后心理落差大,这种心理落差在青年返乡农

民工群体中尤为突出。新生代农民工长期在城市生

活,本身缺乏农业技能,观念上务农意愿淡薄。被城

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导致返乡农民工的身份仍然

是“农村人”,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城市化”,他们

在回到农村后,不愿意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同时,一些“大龄”返乡农民工由于有养家糊口的重

任,面临“无以树业、无以养亲”的物质精神双重压

力。外出务工者与在村务农者相比是高收入群体,
失业后被迫返乡,势必造成消极、失落、压抑等思想

上的负面情绪。解决好返乡农民工的创业、就业出

路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共同探讨,但
首先需要从思想上、观念上做好返乡农民工的思想

教育工作,在思想观念上增强对党的信任和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心,让他们清醒认识当前的国际国内形

势,理解国家对农村的利好政策重振信心,开展理

想、信念教育,推动返乡农民工勇于投身恶劣环境,
迎战各种困难,去实现预定的目标。这对于激发返

乡农民工创业、就业热情、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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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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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ontheMeasuresofFarmer’sIdeological
EducationinKoreanSaemaulUnd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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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socialistcountrysideconstructionneedstostrengthentheideologicaleducationfor
farmers.ThroughtheanalysisofKoreanSaemaulUndong,itisconcludedthatKoreanSaemaulUndong
changedthementaloutlookofKoreanfarmersbymeansofideologicaleducation,suchaspositiveincen-
tiveseducation,inculcatingandintroductoryeducation,modeldemonstrationeducation,affectivecommu-
nicationeducation,etc.ByusingthesuccessfulexperiencesofKoreanSaemaulUndongasreferenceand
takingtherealityofChinaintoconsideration,thispaperputforwardseveralcountermeasuresandadvices
tostrengthenideologicaleducationintheruralareasasfollows:payingattentiontofarmers’self-educa-
tionintheideologicaleducation,attachingimportancetofarmers’spiritualtrainingandidealandbelief
education,encouragingthevarietyofeducationalmethodsandmakingtheideologicaleducationabreak-
throughofrelievingthepressureofhomecomingmigrantworkers.

Keywords SaemaulUndong;ideologicaleducation;newcountrysideconstruction;homecoming
migrantworkers;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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