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是一面镜子疫情是一面镜子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社会的光明

与黑暗，人性的善良与丑恶，在大众面

前一览无余。

近一段时间，宅在家中的我们无

时无刻不被无数人善良的行为感动得

热泪盈眶，却又突然在某个时候被个

别卑鄙龌龊人的行为和话语气得怒不

可遏。

这注定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

面 对 疫 情 ，面 对 一 个 个 处 于 危

难之中的病人，面对一个个消失的

生命和破碎的家庭，假如没有一个

个冲锋陷阵的白衣天使，假如没有

无 数 个 为 了 社 会 的 美 好 而 逆 行 的

人，这次疫情就会给我们这个拥有

14 亿人口的大国变成难以想象的可

怕后果。通过这次疫情，我们更深

切体会到，我们真心应该感谢这些

为了国家、为了社会不怕牺牲奋勇

向前的人；通过这次疫情，我们也明

白了什么是爱国情怀，那就是对国

家负责，对人民热爱。

从84岁的钟南山、73岁的李兰娟，

到把爸爸妈妈借给武汉抗疫的小学

生；从“若有战，召必回”的人民子弟

兵，到全国各地积极报名，奔向武汉的

驰援者；从亲临一线指挥的领导，到满

街奔驰的快递小哥；从捐菜捐钱的农

民和环卫工人，到严格遵守规定宅在

家中的普通百姓，他们都无不显露出

浓浓的爱国之情。

与之形成明显对比的却有另外一

部分人，尽管是极少数，但他们却践踏

了社会的良知，破坏了社会的和谐，毁

坏了人间的真爱。有这样极少的一部

分人，有的利欲熏心，趁机发国难财；

有的囤积居奇，哄抬物价；有的自私自

利，无视规则；更有部分官员肆意践踏

法律，胆大妄为。他们代表着社会的

阴暗面，是美好生活的害群之马。这

样一部分人和具有爱国情怀的人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疫情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社会

的善与恶。雨果说，良心的觉醒就是

心灵的伟大。是的，如果把疫情看成

一堂大课，我想会有更多的人通过这

堂大课让自己的心灵接受一次彻底洗

礼，通过这堂课，每个人从今以后都会

拥有善良之心、爱国之情。

这 样 的 一 堂 大 课 ，我 们 付 出 了

巨大的代价，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假

如时光可以倒流，我们决不会要这

样的课。现在的我们，更应该思考

这堂课的教训和反思，希望所有人

都会有所感悟。

对于我们教育者来说，更希望所

有人都能直面问题，希望所有教师都

能认真反思，并自觉承担起责任和

使命。

教育人的责任和使命是什么？就

是为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更多具有担当

使命的人，培养出拥有爱国情怀的优

秀人才。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学校从现在

开始把每一个学生都能培养成具有爱

国情怀的人。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学生从现在

开 始 都 能 被 拥 有 爱 国 情 怀 的 教 师

培养。

我多么希望，我们天真活泼的孩

子 都 能 够 被 拥 有 爱 国 情 怀 的 教 师

同化。

我多么希望我们的这些活泼可爱

的孩子能够在教育的熔炉里精神重

生，成为拥有爱国情怀的新生命。

美好愿望的实现，关键在于拥有

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的好教师、好校

长。爱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是时代赋予

教育人最崇高的使命。因为只有拥有

爱国情怀的好教师，才能培养出拥有

爱国情怀的好学生。同样，只有拥有

爱国情怀的好校长，才能带出一支拥

有爱国情怀的教师队伍。

（作者系山东省郓城县侯咽集镇

中心学校校长）

□ 杨其山

疫情还未结束，这注定是

一段非常艰难的时光。通过

这次疫情，我们更深切体会

到，我们真心应该感谢这些为

了国家、为了社会不怕牺牲奋

勇向前的人；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也明白了什么是爱国情

怀，那就是对国家负责，对人

民热爱。对于教育者来说，更

希望所有人都能直面问题，希

望所有教师都能认真反思，并

自觉承担起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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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 特刊·深思考

万物都会留下它该有的痕迹万物都会留下它该有的痕迹
从最初的忐忑恐慌到现在的静待

春来，我们好像走过了一条长长的甬

道，每一片落下来的叶子，砸在身上，

落在心里。作为一个班主任，我知道

这一次疫情给教育补上了多么立体而

深刻的一课。

彰显价值
抓住生命教育契机

广义的生命教育其实是一种全人

教育，它不仅涵盖了人从出生到死亡

的整个过程，及这一过程所涉及的各

方面对生命的关注，还包括生存能力

的培养和生命价值的提升，倡导认识

生命的意义、尊重和珍惜生命、超越生

命，从而提升人的生命质量，最终实现

生命的价值。

活着，到底为了什么？这段时间

有太多的名字刻进了我们的脑海中，

他们无一不是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一

个平凡人的生命价值意识何其重要。

生得简单，但是要生得有价值，何其

难？过分地关注个体性，忽略了自身

在社会群体中的存在意义，是扁平化

生命教育的缺失。一场疫情，既是危

机也是教育的契机，让孩子们用眼睛

去看、用耳朵去听、用心去感受来自全

社会这个立体的大课堂。

抗疫期间，有许多学校都会借此

开展生涯规划课程，而特殊疫情期间

的 生 涯 规 划 往 往 会 比 平 时 更 有 力

量。因为它的出发点不再是生存或

兴趣，当个体融入集体，当个人的生

命价值可以在集体命运前体现，这是

我们想告诉孩子的道理。而道理终

究没有实践来得真实。所以这一次

立体的社会大课堂，是我们必须牢牢

抓住的契机。

回归家庭
重视教育的大本营

2月13日，杭州驰援湖北第三支医

疗队伍出发，这支由杭州各医院中的

中流砥柱组成的队伍，牵动了全杭州

人的心。有一位家长是省妇幼保健院

的医生，那几天我与她沟通，惦记她要

不要去驰援武汉。她告诉我说已经报

名了但恐怕没有资格。我说：“有些选

择已经超越自己了，这对孩子来说也

是一种教育。”

学生妈妈口中的“没资格”，震撼

了我。每一个孩子都是家庭教育的

缩影，家庭教育的每一个片段都会在

孩子的心中留有印记。在家庭教育

中渗透信仰教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

责任。

面对长时间的居家相处，家庭比

社会和学校更能够达到情感培养的目

的。家长应当把握好分寸，教给孩子

感受爱和付出爱的能力，远比教会做

对几道题重要得多。

疫情面前
给孩子留足勇气

在教育者身后，有着千千万万个

中国的希望。当我们徘徊、犹豫、恐

慌、害怕的时候，我们的举手投足都映

射在孩子心里，那时候，我们的孩子该

如何长大？

下雨时，家长都会用自己的身体

为孩子挡住风雨。但当突发事件来临

之时，我们不仅要告诉孩子“凡事有我

们”，还应该告诉孩子，雨水终究会停，

春天终究会来，我们终有一天会战胜

一切。所以，我们不仅拥有与患难者

感同身受的能力，同样需要具有感受

幸福、感受力量的能力。对于孩子，我

始终相信，中国的新生代力量远比我

们想象得坚强。如今，我们学习的每

一天、每一课，都在给我们直面困难的

勇气和底气，因为足够努力和专业，我

们不惧风雨。

鲁迅曾说：“生命的路是进步的，

总是沿着无限的精神三角形的斜面

向上走，什么都阻止他不得。”孩子们

不慌，未来的中华民族，万事不惧！

春天终会到来，万物都会留下它该有

的痕迹。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建兰中学）

□ 郭 简

疫情的突然造访，给教育

来了一个措手不及。放下同

理心，理性地思考我们还能做

些什么。因为，我们做的每一

点思考，每一分努力，都会在

孩 子 的 成 长 记 忆 中 留 有 印

记。春天终有一天会到来，万

物都会留下它该有的痕迹。

教育如何应对精神危机教育如何应对精神危机
新冠肺炎的爆发，让我们看到了

许多的不幸，同时也让我们不断警醒

和反思。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

还记得创新工场董事长兼 CEO

李开复在一次人工智能的论坛上预

言，未来 10 年至 15 年，社会上将有一

半的职业会消失，但有两种东西永远

都 不 会 过 时 ：一 是 同 情 心 ，二 是 创

新力。

同情心，代表什么？创新力，又代

表什么？

同情心，不仅指对人和事物的同

情，而且暗指教育要把培养人的道德心

灵放在首位。创新力，则代表我们对孩

子好奇心的呵护和保护，代表对人的直

觉、灵感、创造力的保护和培养。前者

代表“德育”，后者代表“慧育”。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立德树

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的教育指导思

想，指出了整个教育的本质和教育改

革的方向。我们常把教育的问题归结

为应试教育，其实应试教育的本质是

“重智轻德”，其最大的危害则是“智增

慧隐”。而“重智轻德”的根源，在于我

们缺少对“德”的正确认知，缺少对生

命真相的正确认知。

现代教育把“德”窄化了，窄化成

外在的伦理道德或者礼仪规范，仅仅

局限于品行和品格了。

首先，我们需要扭转和改变一个

错位的认知。相对于其他“四育”，德

育是统帅，是灵魂，是中心。

其次，就是关于“德”的本质的认

知。《大学》早就揭示了“德”在教育和

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没有“修身明德”的教育，也就不

会有“大学之道”的产生。“止、定、静、

安、虑、得”，古人还告诉我们“静生

慧”，没有“静下来的教育”，人怎么生

“慧”，怎能有创造力、创新力？

那么，到底什么是“德”，中国古人

所讲的“德”，与我们现在认为的“德”

有什么不同？《黄帝内经》说，“天之在

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

而生者也……天食人以五气从鼻入，

地食人以五味从口入”。这段话揭示

了“德”的真相，也揭示了人类生命营

养来源的真谛。人是性命双重结构的

复合体，人的生命是由看不见的精神

系统和看得见的血肉骨系统构成。

古圣先贤认为，来自于天的德行

能量滋养着人的精神系统，为精神系

统的健康发展提供必需的能量；而大

地所生长的物质食粮又滋养着肉体系

统，使其获得维持肉体生命所需的能

量。天德、地气在体内的交流激荡给

予我们无穷的生命活力。这是自然大

道的基本规律，是人体生命系统不可

逾越的法则，也是祖先在教我们如何

去养孩子、养我们自己。

也就是说，现代人并没有把握住

中国文化的精髓，窄化了德育的内涵，

只关注了德的品格性，而丢掉了客观

存在的德的内在能量性，丢掉了德育

的根本。所以我们缺乏对生命的敬

畏，缺少对“德”的重视，所以我们并没

有提供给孩子应有的精神食粮，而把

德育变成了一种外在行为的规范或

说教。

缺少“德”的教育，就是没有精神

营养的教育，必然导致精神的贫瘠和

精神系统的营养不良。这次疫情正在

警示我们的教育必须去面对和解决人

的精神营养的问题，否则无论我们拥

有多少物质财富，精神危机的爆发都

将不可避免。

精神营养从哪里来？从中华优秀

传统根文化中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汤因比预言：“只有中国文化，才是拯

救世界未来的良方。”

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国

家明确规定了“中医主导、西医配合”

治疗原则。中医在这次危机中彰显

了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的 智 慧 和 魅

力。同样，我们的教育也是如此，必

须回到文化的源头，汲取中华文明的

智慧，回到中医思维所体现的“生命

整体观”上来。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为底色的德育的回归，具有中国

特色的立德树人全人生命教育模式

的建立健全，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才会走向正道，才能更好地让我们应

对精神危机。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漯河市郾城

区裴城镇第二中心小学）

□ 刘伟涛

新冠肺炎的爆发，让我

们看到了许多的不幸，同时

也让我们不断警醒和反思：

只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底色的德育的回归，具有中

国特色的立德树人全人生命

教育模式的建立健全，我国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才会走向

正道，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

精神危机。

补课不如补习惯补课不如补习惯
家 庭 教 育 ，重 中 之 重 是 习 惯 养

成。习惯是健康身体的根基，也是性

格、情商、能力、健全人格的根基。曾

有教育家把好习惯比喻为银行存款，

可以让人一辈子享受利息。习惯教育

有关键期：幼儿阶段是黄金期，小学低

段是白银期，小学中段还可以有所作

为，等到青春期再抓习惯养成就要付

出加倍的努力，甚至木已成舟，于事无

补，徒留遗憾。

习惯教育如此重要，家长对此却

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究其原因，

家长有的是认识不足，有的是方法缺

乏，也有的是忙于工作抽不出时间。

面对疫情，大部分家庭都闭门不出，亲

子相处时间陡然增多，家长对孩子身

上的优点和毛病也看得更清楚。因

此，这段时间也可以算是家长陪伴和

观察孩子、反思家庭教育的好时机，正

好可以补补孩子的习惯教育。

补什么习惯？一是健康习惯，如

卫生习惯、饮食均衡习惯、运动习惯、

作息规律习惯、保护视力习惯等。二

是做人习惯，如自信习惯、感恩习惯、

自理习惯、文明礼貌习惯等。三是学

习习惯，如听说读写习惯、探究习惯、

思考习惯、勤奋好学习惯、自学习惯

等。习惯教育，难点在方法。对他人

有用的方法，不一定就适用自己家孩

子；昨天有用的方法，不一定今天也有

用。那么，如何找到好方法？

了解习惯养成规律，提高家庭教

育针对性。家长要了解“知、情、意、

行”的习惯养成规律，提高教育的针对

性。“知”，关键在于把习惯要点讲明

白。比如防疫要求勤洗手，那么到底

怎 么 洗 ？ 什 么 时 候 洗 ？ 怎 么 才 是

“勤”？家长要梳理要点。孩子毕竟是

孩子，家长说了不等于孩子就听懂了，

听懂了也不等于就会了，因此家长要

有耐心。“情”，即要重视“情境教育”。

孩子知道了习惯要求，不等于就愿意

做，而是需要“情”的触动。这次举国

防疫实属罕见，全社会出现了特别的

情境。家长要引导孩子通过多种途径

阅读、收看感人的事迹报道等，更多地

触动孩子的情感，这样教育才会有实

效。“意”，指的是意志努力。习惯的养

成，重在坚持，坚持需要毅力。“行”，就

是一个个实际行动，这一个个看似平

常的小行动，最终形成了好习惯。

“知、情、意、行”的规律，意味着教

育是复杂的艺术，再加上孩子的个性

不同，所以习惯教育并非易事。俗话

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好习惯的

养成，需要不断强化；坏习惯的改变，

更需要长期努力。缺乏耐心，简单说

教，都不是好的教育。

恰当使用奖惩手段，重点评价其

努力程度。习惯养成过程中，家长的

评价发挥着重要影响。评价是一门艺

术：评价要客观，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不能模棱两可；评价要及时；评价要多

元分析；评价要一以贯之，不能朝令夕

改；努力取向评价胜过能力取向评

价。教育的基本方法是尊重与要求相

结合，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奖励与惩罚

相结合。表扬不嫌多，批评要精准；表

扬可以公开，可以夸张，而批评则要尽

可能地避免伤害孩子自尊心。在我家

孩子小时候，凡孩子犯了错，我常常选

择关起门来教育；当孩子承认错误决

心改正，就可以打开门表扬了。

意志努力是有难度的，所以必要的

奖惩不能少。最好的奖励是让孩子获

得荣誉感，精神奖励比物质奖励更有价

值。对屡教不改的孩子，惩罚不可少。

惩罚不是体罚，剥夺孩子荣誉的惩罚是

首选。惩罚之后，家长要让孩子有一定

时间的情绪体验，事后要辅助合适的补

偿赏识，这样孩子才会有更深刻的情感

触动，才会有更好的意志努力。在孩子

的幼儿时期，我曾为他们设计了“100个

好”评价：凡表现进步的，加几个“好”；

凡表现不佳的，减几个“好”；达到100个

“好”，满足孩子一次合理的需求。

从他律到自律，让孩子执行自己

制订的计划。孩子的习惯养成，都是

从他律到自律的过程。他律，靠父母

盯着；自律，让孩子懂得道理，自觉遵

守规则。自律当然比他律好。

关于家庭教育，我的核心思想是

“自律、自学、自立”，“自律”摆在首

位。让孩子自主决定自己的事，是培

养孩子自律最常用的方法。比如家长

要求孩子讲卫生，具体怎么做可以让

孩子自己定。其他习惯要求也一样。

大多数情况下由孩子自己申请，并且

要讲清理由。我在给孩子们做“100个

好”的评价时，都会加减几个“好”，让

他们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评价，这是在

引导孩子反思。孩子反思多了，对规

则就越清楚，也就越自律了。

（作者系资深家庭教育专家，广东

顺德碧桂园实验学校总校长）

□ 陈钱林

习惯是健康身体的根基，

也是性格、情商、能力、健全人

格的根基。家庭教育，重中之

重 是 习 惯 养 成 。 补 什 么 习

惯？一是健康习惯，二是做人

习惯，三是学习习惯。家长要

了解“知、情、意、行”的习惯养

成规律，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恰当使用奖惩手段，重点评价

其努力程度；从他律到自律，

让孩子执行自己制订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