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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特刊·特课程

开学第一课开学第一课：：生命教育生命教育
□ 袁卫星

今天是原定开学的日子，我们在

网上见面，开启空中课堂。这第一课

不是语文课，不是数学课，不是英语

课，也不是班会课，那是什么课呢？

是生命教育课。

在我们学校的墙上写着这样三

句话：生命因独特而弥足珍贵，生命

因自主而积极发展，生命因超越而幸

福完整。这三句话，实际上是围绕着

生命的长、宽、高来展开的。

今天我讲四句话：尊重自然，敬

畏生命；身在隔离，心向世界；直面人

性，审视自我；致敬英雄，牢记担当。

尊重自然，敬畏生命

先来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大

自然在说话·大自然母亲》）

看完这段视频你们有怎样的感

受？法国作家雨果说：“大自然是善良

的慈母，同时也是冷酷的屠夫。”这句

话说的是：如果我们善待大自然，它就

是善良的母亲，给予阳光雨露；反之，

则可能引来晴天霹雳、灾难危机。

一位生态学家说：人类是作为绿

色植物的客人生活在地球上的。如

果把这个说法加以扩展，我们便可以

说，人是地球的客人。作为客人，我

们应当懂得尊重和感谢主人，做一个

有教养的客人。对于地球这个特别

的主人，我们还要心存敬畏。

日前，国家卫健委专家在接受采

访时说，不仅在感染的人体内看到了

新冠病毒，在非法销售野生动物的摊

位也分离到了病毒。病毒来自野生

动物似乎确信无疑。事实上，包括

SARS 在内，许多人类新发传染病都

与野生动物有关。因此，有人呼吁修

订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并严格执行。

那么，是因为发生了疫情，我们

才需要保护野生动物吗？除了野生

动物，我们怎样对待世界上的其他动

物植物以及一切生命？这两个问题，

值得我们思考。

100多年前，法国医学家、哲学家

史怀哲提出了敬畏生命伦理思想，他

在文章中讲述过童年的一段经历：

一个春天的早晨，他被同学拉去打

鸟，但弹弓装上小石头并拉紧之后，他却

无法瞄准小鸟，因为有一个神秘的命令

来自内心深处：“我面对的是一只活生生

的小鸟，它是一个生命，绝不能伤害它！”

于是，他扔下弹弓，惊走了鸟儿……

史怀哲敬畏生命的伦理认为，一

切生命，包括动物、植物和那些人看

来显得低微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它和

我们一样渴求幸福、承受痛苦、畏惧

死亡。史怀哲还认为，人的存在不是

孤立的，它有赖于其他生命与整个世

界的和谐。人类应该意识到，任何生

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们不可分割。

身在隔离，心向世界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

《想念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有温度》）

这是央视节目主持人董卿在《朗

读者》开场白里说的一段话，这段话

也许道出了此刻每一个人的心声。

因为疫情，你们也许有生以来第

一次知道并且体会到什么叫“隔离”；

因为疫情，你们有了一个意料之外漫

长且难熬的假期；因为疫情，你们开

始想念你的同学、你的老师、你的课

堂、你的校园……但我想说的是，隔

离的是病毒，阻断的是疫情，但我们

仍然与世界有着关联。

英国诗人约翰·堂恩曾有这样的诗

歌片段：“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

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这个

片段后来被美国作家海明威引用 ，印

在著作《丧钟为谁而鸣》的扉页上。

现在，请你踏上通往外部世界的

旅程——

首先，重新感受一下你的家庭。

趁着居家隔离的时光，品味一下家的

味道，品味一下厨房里妈妈忙碌的身

影，品味一下饭桌上爸爸叮嘱的话语，

品味一下爷爷奶奶花白的头发，品味

一下外公外婆“深刻”的皱纹……你或

许会品味到，家是生命的驿站，也是避风

的港湾；家是一份关怀，更是一份责任。

其次，重新思考一下你的学校。

在这特殊的时刻，学校把课堂搬到

“空中”，把教室架在网上，你能一如

往常地投入学习吗？如果离开了学

校、没有了学校，你还能成为一名自

主学习者、终身学习者吗？

再次，重新审视一下你的国家。

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国家制度

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在疫情

防控阻击战中，这些显著制度优势正

在发挥着空前的效应，凝聚起强大的

合力，成为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信心之源。我们

的国家也许还不完美，但是可以通过

我们的努力，使它变得更好，不是吗？

最后，重新打量一下你的世界。

在疫情面前，全人类都是“当事人”。

在全球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的战役中，

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守望相助，共克

时艰。各国科研机构和科学家也结

成联盟，与病毒赛跑，争分夺秒研发

疫苗，力争挽救更多患者。各国民众

除了为疫区和患者提供物质帮助之

外，还以横幅、信函、视频等为载体，

表达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在危难时

刻同中国站在一起，这是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生动体现和最好诠释。

直面人性，审视自我

我们来看一段视频。（播放视频

《泰坦尼克号》片段）

这是获得第 70 届奥斯卡金像奖

的电影《泰坦尼克号》的片段。与其

说这是一部爱情片，我更愿意说它是

一部反映人性的影片。在灾难面前，

人性得以暴露和展现。

人性善恶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

选择。

如今，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打破

我们原本平凡幸福的生活：春节不能

欢聚，企业不能正常开工，学校不能按

时开学。同时，也展现了不同人性：有

人不顾安危，毅然奔向抗疫最前沿；有

人蛮横无礼，拒不配合检查，甚至明知

自己患病却隐瞒病情；还有“天价白

菜”“二手口罩”，以及对来自疫区人民

的差别对待和歧视……疫情在某种程

度上成为一个放大镜，既放大了人性

的善良，也放大了人性的阴暗。

有人说，社会是最好的课堂。翻

开这本教科书，你能看到：什么是以

身许国，什么是精致利己；什么是力

挽狂澜，什么是推波助澜；什么是舍

生取义，什么是见利忘义；什么是逆

向而行，什么是尸位素餐。

而我说，面对疫情，人生就像走进

了一个超大型的购物广场，正在进行

一场关于灵魂、人性、价值的消费活

动。你可以购买诸如生存、健康、幸

福、友谊、助人、自尊、自由、自我实现

等基础价值；也可以购买包括良知、豁

达、感激、希望、谦恭等精神价值；还可

以购买谨慎、责任、勇敢、自制、可靠、

真诚、诚实、公正、无私等道德价值；当

然，写着和平、正义、宽容、参与、合作、

分享、忠诚、坚定、权利、义务等社会价

值也摆在货架上任你挑选。

每次讲述泰坦尼克号故事的时

候，我都会用这句话来作为总结：你

可以不高尚，但是绝不可以低劣；你

可以不伟大，但是一定可以崇高。

致敬英雄，牢记担当

我们来听一首歌。（播放歌曲武

汉版的《为了谁》）

22年前，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席

卷了我国多个地区，无数“抗洪战士”

奋不顾身用生命抵挡洪水的场景，在

当时青涩的歌手祖海心中留下了永

远难忘的烙印。

22年后的今天，武汉这座城市因

疫情而蒙难。来自全国各地的逆行

者迎难而上，奔赴抗疫最前线。这样

的画面令祖海感慨万千，心中有千言

万语想要表达。

在这首最新改编的歌曲中，祖海

含泪而歌、为爱而唱，真情实感自然

流露，引发了我们的共鸣。画面之

中，“抗疫战士”的行动、话语更是令

人潸然泪下。

22 年过去，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精神依然还在，医护工作者、人民

子弟兵的使命依然还在。

在这场“战争”中，医护人员成了

“最美逆行者”，成了时代的英雄。武

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身患渐冻

症，每天拖着不方便的腿脚带领医护

人员保卫武汉，连续30多天奔走在抗

疫一线；80多岁的钟南山院士，告诉大

家不要去武汉，自己却以最快速度冲

上了“战场”；那么多的医生护士写下

请战书，“不计报酬，无论生死”……

而另外一些人，他们没有防护

服、没有护目镜，仅靠着一只口罩、一

张村民和居民熟悉的脸、一颗为民服

务的心，奔走在防疫工作的第一线，

用沙哑的声音、忙碌的背影在疫情防

控战场上筑起一道道“防疫墙”，用实

际行动彰显着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

的责任和担当。

●生命的意义

先来说一段口罩的历史：1895

年，德国病理学专家莱德奇发现病菌

可以通过空气传播，于是他建议医生

和护士在做手术时，戴上一种用纱布

制作、能掩住口鼻的罩具，这是口罩

的雏形。

1918 年，“西班牙流感”爆发，全

世界大量的人被感染，死亡人数约为

5000万。从这个时候开始，世界人民

在意识到有可能发生传染病时，第一

反应就是戴口罩。这个好习惯，一直

保持到今天。

当然，我今天不是来讲口罩史

的。我要讲三句话：学会生存——知

识要变技能；养成习惯——心中要有

别人；懂得宽容——换位要能思考。

学会生存——
知识要变技能

来看一段视频。（钟南山教大家

戴口罩）

这段视频传播甚广，钟南山院士

百忙之中教大家怎样正确戴口罩、摘

口罩。看着这段视频，一方面我感到

亲切，另一方面我又有一种说不出的

滋味。

大“疫”当下，该佩戴什么样的口

罩，佩戴应注意哪些事项，口罩什么

情况下需要更换，口罩使用后应该如

何处理……这些问题，难道不是我们

每个人都应该学会并熟练掌握的生

存技能、生活技巧吗？

但是，疫情刚开始时，几乎全民

不会戴口罩。于是，大家都在传播如

何正确佩戴口罩，以及口罩的科学丢

弃和重复使用。

面对这样的窘境，连华东师范大

学教授崔允漷先生也不禁困惑——

戴口罩，如此日常的生活技能，

为什么几乎全民无知、集体失能？

中小学不教学生戴口罩，等疫情

来了再请院士来教，岂不是代价太大

了吗？

难道一定要将“戴口罩”这一知

识点列入高考，我们才会教、才能学

会吗？

中小学教育中，其实已经多次进

行过诸如“谨防感冒”“注意个人卫

生”“不要将病毒传染给别人”等基于

概念的教学，那么我们能否开展一些

基于行动的教学，使学生获得“戴口

罩”的技能？

除了课本上的知识，生活中需要

我们学会的恐怕不仅仅是戴口罩这

件事情。

50 年前，《教育——财富蕴藏其

中》一书提出了“学会求知、学会做

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的目标。那

么，同学们，你们学会求知、学会做

事、学会共处、学会做人了吗？

养成习惯——
心中要有别人

生活方式对人的健康起到很大

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良好的生活习

惯和生活方式是决定我们健康的重

要因素。

我们回到口罩上来。谈到戴口

罩的必要性，北京积水潭医院院长田

伟教授分享了自己早年在日本的见

闻，他说——

我去日本留学时，当时我对一个现

象很不理解，就是他们动不动就戴上口

罩。一次，我终于忍不住问一位戴口罩

的人：“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啊？”他很意外

我会问这个问题，愣了一会儿说道：“我

今天感冒了啊，就要赶紧戴上口罩。”

现在我们可以来叩问一下自己的

内心：在你戴口罩的经历中，有多少次是

因为怕传染给别人主动戴上口罩，又有

多少次是因为怕被别人传染才不得已

戴上口罩？简言之，为了别人戴还是为

了自己戴，这样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这其实已经由生活习惯上升到

文明习惯。

田伟院长认为，我们要痛定思痛，

要有一颗为别人着想的善良之心，所

有人应该养成良好的习惯和思维。

同学们，养成良好的习惯，这个

习惯不仅包括生活习惯，更包括文明

习惯；无论是疫情当下还是疫情过

后，除了脸上要有口罩，更重要的是

“心中要有别人”。

懂得宽容——
换位要能思考

我们继续来看一段视频。（播放

视频《老人坐火车买不到口罩急哭》）

这是在山西太原开往运城的一

趟列车上发生的场景。一个大妈因

为没有买到口罩，看到别人都戴着，

觉得自己很没用，着急得快哭了。乘

警上前询问了解实情后，毫不犹豫地

掏出自己单位发的“备用口罩”递给

她。在递给老人口罩的时候，乘警还

不停地安慰她：不要担心，不要害怕，

“你的安全最重要”。大妈非常感动，

在戴上口罩之后，不停地抹眼泪。我

想，她的内心一定是极其温暖的。

这与一些疫情期间的粗暴做法

形成了鲜明反差。

疫情爆发以来，全国人民从自我

做起，纷纷打起了“防疫战”，每个人出

门都戴口罩，导致口罩供不应求。为

什么总还有一些人不戴口罩就出行

呢？其实，他们或许并不是不想戴口

罩，只是买不到啊！尤其是偏远地区，

没有那么多药店，有时很难买到口罩。

这就要求我们做更深层次的思

考：许多时候，我们要换位思考，更要

有“不忍人之心”。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同

情心是仁的发端，羞耻心是义的发端，

谦让心是礼的发端，是非心是智的发

端。凡是有这四种发端的人，知道都要

扩大充实它们——就像火刚刚开始燃

烧，泉水刚刚开始流淌。如果能够扩充

它们，便足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够扩

充它们，就连赡养父母都成问题。

有了“不忍人之心”，我们就会有

更多“宽容”。

我说的这个“宽容”，不是《辞海》里

的解释“宽恕能容人”；也不是《现代汉

语词典》里的解释“宽大有气量，不计较

或追究”。这些都只是气度和修养的问

题，属于道德范畴。特别值得注意的

是，这种解释已将宽容者置于正确的、

高人一等的位置，而被宽容者则被预设

在错误的、无礼的、冒犯的地位上，这使

它的意义近乎宽恕、饶恕，近乎“君子不

见小人过”“宰相肚里能撑船”。

我说的这个“宽容”，是对不同于

自己的信仰、思想和行为的容忍或承

认，以及一种与思想行为不同者建立

并维持共同体的品质和能力。

我说的“宽容”重在平等、重在自

由。它的理论依据是人与人在人格

和理性上是平等的；它的价值指向是

人与人交往、人与社会发生关系的时

候，有一个思想平等的根本性原则；

它的引申意义是不得侵犯他人思想

和行为的自由，不得将自己的思想和

行为方式强加于他人。

作家房龙认为，人类身上普遍存在

着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三种不宽容现象：

第一种是出于懒惰的不宽容，第二种是

出于无知的不宽容，第三种是出于自私

的不宽容。不仅如此，不宽容还有个人

和社会之分，房龙特别憎恶、恐惧和担

忧的是群体性、社会性的不宽容。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尤其是在

这次疫情面前，有没有这三种不宽容

呢？有没有群体性、社会性的不宽容

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怎样看待，

又会怎样对待？

最后，请允许我用作家冯骥才说

过的一句话来作为总结：“风可以吹

起一大张白纸，却无法吹走一只蝴

蝶，因为生命的力量在于不顺从。”

疫情面前，愿我们每个人都能战胜

病毒——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愿

我们每个人都能做自己命运的主人。

（作者系广东省深圳市新安中学

集团第一实验学校校长）

●从“戴口罩”讲起

疫 情 期 间 ，有 着

17 年生命教育研究历

程的袁卫星校长，通过

网络给学生上了开学

第 一 课 —— 生 命 教

育。这节超越学科的

“生命教育课”恰时恰

景、生动深刻。本文是

删减版的文字内容，以

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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