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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风景的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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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要担起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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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为

楼 朝 辉 、俞

国娣、魏强

“长大以后想成为怎样的人？”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该怎样做？”

在俞国娣校长的这堂思政课

上，她和孩子们探讨了这两个问题。

俞校长和孩子们聊起了在这次

疫情中看到的五类人群。“他们就像

一座座山峰矗立在我们眼前。他们

就是我们人生的榜样，我们的成长

目标。”他们，是学养厚实的院士泰

斗，钟南山、李兰娟等老院士不辞辛

劳，几次赶赴武汉；驰援武汉冲锋陷

阵的医生护士，多少感人事迹不尽

言表；还有那些乐善好施的爱心人

士、踏实工作的公务员、遵守规则的

邻里乡亲，他们身上都有共同的品

质：敢于担当责任、喜欢直言不讳、

为他人着想、愿牺牲自己。无论各

界名人还是普通市民，他们人生的

至高点和起点都是修德修身、格律

自己。

孩子们长大后想要成为自己心

中偶像那样的人，那么今天要做什

么？该怎么做？

俞校长建议孩子们养成好习

惯。“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有文明

人的生活方式、文明人的价值观，我

们这一代人，要担起责任来。”她希

望大家从学做一顿饭、承担一件家

务活、按作息时间表自主学习、坚持

天天有计划读书、每天坚持锻炼等

小事做起，好好学习、健康成长，为

未来报效祖国打下坚实基础。

长大以后
想成为怎样的人

“在抗击疫情的这段时间，有许多科学家在研究病毒的

原理，研制药物和疫苗；许多医生根据病人的病情研究对策，

全力以赴医治患者。所有这些人的努力能否取得最终成功，

都跟他们身上具备的一种能力有关系，那就是思考的能力！”

杭州市天长小学校长楼朝辉给同学们带来的思政课，主题是

“透过疫情学思考”。

要学会思考，首先要保持对事物强烈的好奇心，时刻产

生“为什么”的疑问。“好奇心是一切创新的源头，很多著名的科

学发现，都缘起于科学家的好奇心。希望你们能成为一个有个

性的人，我的理解，这种个性首先是从好奇心开始，有处理问题

的独特方法。这种独特是一个人成为有个性的人的基础。”

学会思考，还要学习观察身边的事物，敏锐地发现事物

的变化。比如，在抗击疫情中，很多医生和科学家，就是从病

人的病症中寻找到线索，发现解决问题的办法。

要学会思考问题，就要学习质疑，敢于挑战权威，有自己

的独特见解。楼校长希望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要敢于发

表自己的看法：“老师，我反对”“老师，我不同意”“老师，我不

否认你的观点，但我还有补充”等等。“敢于挑战，对独特见解

的能力形成会产生巨大的推动力量。”

学会思考，还要动手探究实验，勇于尝试研究解决各种问

题。“思考的能力是从实践中来的，只有亲身体验过的思考过程，

才能让你想得深刻，想得缜密，才能验证你的观点是否有道理。”

楼校长认为，学会思考，应该从日常生活中开始。比如，

思考可以从聊天开始。“这段时间，你会与大人们聊与疫情相

关的话题。聊着甚至争辩着，你看问题就会变得越来越深刻，

你就能发现自己哪些观点是对的，哪些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学会思考，更可以从阅读开始。读书时，还可以“聊书”，

这是很好的锻炼思考力的途径。“比如阅读完《十日谈》，这本写

在14世纪意大利瘟疫蔓延的危机时刻的经典名著。你可以想

想，历史上的瘟疫发生与当下的疫情有什么一样的地方，有什

么不一样的地方？这样的深入思考，会非常有助于阅读语言的

内化。这也是读书多了写文章就非常简单的一个首要原因。”

楼校长说，透过疫情学习如何思考，对孩子们今后的成

长非常重要，“正如我们的先人孔子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没

有学会深入的思考能力，学习是会陷入迷惘的；‘思而不学则

殆’，思考了之后要有扎实的行动，这样才能终有所成。”

透过疫情学思考

杭州市基础教育研究室附属学校校长魏强说：“我们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就依靠着自然的力量来生存。在自然

界中获得美的感受，启迪了心智，学到了很多的本领。看

到源泉滚滚不舍昼夜，想到了学习要循序渐进，不断积累；

跟着蜘蛛学会织布，织网，跟黄莺学会唱歌，跟燕子学会造

房子，看到鱼翼而制造了船橹。”

所以在这堂思政课上，魏校长把主题设定为：心性善

良，守护自然。“一个善良的人会看到这许多美好的事物，

我们所需要的这个世界就应该是：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

是幸福！”

他提到了三个问题，首先是自然环境存在的问题。“在

我们现实的生活中，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爱护动物、

青山和蓝天呢？”

有些人伤害了自然和野生动物，毁坏了自然生态平

衡，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病毒和人类的战争在无休止地

进行下去。

大自然母亲是温厚的，但也有被逼无奈的时候，比如

洪水和干旱，这是一对“孪生兄弟”，它们的到来是与森林

面积的大量减少直接相关，因此导致了水土流失、沙尘暴、

空气污染、缺少饮用水等。

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

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

魏校长抛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怎样做。“我们在生

活中怎样保护自然生态呢？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

底线。眼睛需要细腻的呵护，生命需要真切的关照，容不得半

点的松弛，这对我们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是一个很大启发。”

具体怎样做呢？他认为：“我们从知识学习、生活观察、

分析问题、生活实践等步骤来探索保护自然生态的办法。”

第三个问题是：善良是不竭的源泉。

魏校长说：“一个人善良，就会有恻隐之心，看到动物

受到伤害会感到难过，看到森林、碧水和蓝天遭到破坏感

到悲伤；一个人善良，才会关爱亲人，会推己及物，成为与

大自然融为一体的大我；一个人善良，就会有感恩之心，报答

大自然。”

心性善良 守护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