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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读 史史

漫画角

随思录

新 知

缪金星

《三字经》 里，将孩子的教育
责任首先归于父母和老师，说是

“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
惰”，并以“昔孟母，择邻处”作
为成功教例，然后才是“子不学，
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我以
为，教育的关键是孩子的自我觉
悟，最高明的“授教”是让“受
教”者学会“自教”。

史书上说孟母姓仉，这个字与
“张”同音，是个很古老的姓氏。
孟子的父亲死得早，孤儿寡母日子
过得很不容易。孟母是个有见识的
女人，一心要把儿子打造成才。孟
母为孩子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搬
家”，她觉得，一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是成才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
原来，他们家以前住在城北郊外的
一块墓地边，小孟轲年幼，时常跟
在送葬队伍后面，一会儿装作哭哭
啼啼的孝子贤孙，一会儿又嘀嘀嗒
嗒学着吹鼓手的样子，模仿出殡、
送葬。孟母看到儿子的怪模样，感
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的成
长 ， 并 认 定 “ 此 非 所 以 居 吾 子
也”，就决定第一次搬家。

孟母把家搬到城里，那时候，
鲁国的商贸已经相当发达，既有坐
摊的店铺，也有贩运的行贾。闹市
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很快，孟
轲又被这边吸引了，天天闲逛在集
市上，学着商贩吆喝，模仿起买卖
人的勾当。孟母原以为处于喧闹的
环境里读书，可以锻炼孩子闹中取
静的韧劲，结果却恰得其反。于是
再次决定搬家。这次，他们搬到城
东的学馆对面。那儿是国家兴办的
教育机构，聚集着许多既有学问又
懂礼仪的读书人。学馆里书声琅
琅，学习氛围很浓。孟母很满意，
就这样定居下来了。

孟母三迁，可小孟轲的心依然
沉浸在嬉戏之中，他开始厌烦起母
亲频繁搬家，那时候他似懂非懂，

似乎有了自己的思想，处在反抗和
叛逆期，不愿意践行由母亲为他设
计的人生，甚至，她觉得母亲很可
笑。人家不读书，不晓事，不也照
样有权有势，照样有人夸荐。终于
有一天，孟轲耐不了清苦逃学回家
了。

孟子回家时，孟母正坐在机前
织布，一次次努力，换来的竟是这
样的结果，她伤心透了，举起一把
剪刀，一下把刚织了一半的布给
剪断了，断麻落了一地，散作一
团。孟子看到母亲的举动，先是
有 点 害 怕 ， 但 不 明 白 其 中 缘 故 ，
许久，才听母亲训诫道：“学习就
像织布一样，你不专心读书，就
像这断了线的麻布，布断了再也
接不起来了。学习如果不趁时努
力，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
真本领。”说到伤心处，孟母不由
得抽泣起来。这次，孟子觉醒了，
他毕竟是个聪明的孩子，认识到学
习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他的学说，
终于学有所成。而孟母教子的故事
也得以流传。

千百年来，世人把孟母的故事
奉为家教的经典，只是不知有没有
人想过，同样环境，同样施教，为
什么有的孩子成才了，有的则越
强迫越抵制。孟母此举，如果换
成另一个孩子，听她整天唠叨着
读书的事，会不会生厌？既然母
亲敢剪布，他会不会开始扔东西
撒气，一副暴躁乖戾的样子？这
难道不值得细细思量一番吗？这
世上真有什么教子秘笈吗？那些所
谓的育儿经典，究竟有多少代表
性？真的只有失败的父母，而没有
孩子自身的原因？

如果孟轲真是个不开窍的孩
子，那么孟母的苦心，能有多少实
际意义？长在帝王家的丹朱，他的
顽劣并不是因为缺乏教养；学有所
成的宁越，也没听说他是被父母打
着才爱上学习。是所谓“丹朱不应
乏 教 ， 宁 越 不 闻 被 捶 ”。 因 材 施
教，因势利导，挖掘孩子的潜质，
发挥孩子的特长，唯有真正的自我
觉悟，才是教育的关键。用我们宁
波话来说就是：小孩子自己生魂
灵，什么事都好办了。

孟母三迁与教子秘笈

一 鸣

在 封 建 官 场 上 ， 跟 人 是 常
态 。 常 言 道 ，“ 朝 中 无 人 莫 做
官”，一旦进入官场，就要寻找靠
山 与 后 台 ， 以 求 升 迁 。 于 是 乎 ，
人 人 想 方 设 法 跟 人 ， 跟 主 考 官 ，
拜师门下；跟朝中同乡，笼络感
情；跟权贵，人身依附⋯⋯抱成
一 团 ， 相 互 照 应 。 但 也 有 例 外 ，
比如，曾国藩为官从不跟人。

近 读 《曾 国 藩 传》（张 宏 杰
著），发现曾国藩是个能跟不跟，
拉伙不入的人。靠真才实学和对
清王朝的贡献，走到了人臣之极
的高位。

穆彰阿是道光年间最得宠的
大 臣 ， 任 军 机 大 臣 二 十 年 之 久 ，
是曾国藩参加进士和翰林大考时
的主考官，有师生之谊、提携之
恩。但曾国藩与其交往始终保持
正常范围，没有特别亲近。后来
穆彰阿倒台，曾国藩没有受到牵
连。权臣肃顺曾推荐曾国藩任两
江总督，但曾与他没有私交。慈
禧发动宫廷政变，肃顺被杀。在
他家里搜查到很多私人信件，没
有一封是曾国藩的。曾国藩不但
无事，还深得慈禧信任，被认为
是个正人君子。

醇郡王奕環想壮大自己在朝廷

的势力，很想跟曾国藩交往，拉他
入伙，两次托人给曾国藩带信。一
般人对这样的亲贵，主动往上靠还
来不及，曾国藩却连他的信都没
回，只给带信的人回了信：“朝端
贵近诸公多不通问，未便于醇邸特
致 私 爱 。” 明 确 告 知 ， 他 的 原 则
是，不和朝廷上的那些亲贵人物私
人交往，醇郡王也不能例外。

当然，说曾国藩一点不跟人也
不确切，不跟别人，跟皇上还是跟
得挺紧的。当年他母亲亡故守孝在
籍，皇上下旨让他协办团练，他尽
全力创建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运
动成功后，他摸透慈禧担忧他拥兵
自重的心思，未等朝廷下令，主动
裁撤湘军，让慈禧放下了心。曾国
藩 因 此 不 但 没 有 遭 到 “ 兔 死 狗
烹”，反而升任为直隶总督。

曾 国 藩 为 什 么 能 特 立 独 行 ，
为官不跟人？笔者看来，原因在
于 曾 国 藩 人 生 格 局 大 ， 立 志 高
远 。 深 受 孔 孟 之 道 、 程 朱 理 学 、
阳明心学熏陶的曾国藩，年轻时
便立志做“圣人”“完人”，写下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的誓言，
以 修 身 齐 家 治 国 平 天 下 为 己 任 ，
旨 在 经 邦 治 国 、 立 功 立 德 立 言 。
他 一 日 三 省 吾 身 ，“ 每 日 一 念 一
事，皆写于册”，连多看了朋友妻
妾几眼，也在日记中记下来，痛
切自责一番。并将日记给朋友们
看，让大家来监督他。有这样的
人格和志向，怎么可能去搞歪门

邪道、投机取巧、攀附私人、自
降人格呢！此外，曾国藩深知官
场险恶，跟人有风险。跟人往往
一 荣 俱 荣 ， 一 损 俱 损 。 跟 对 了 ，
升迁也许很快；但如果跟的人倒
了 ， 自 己 也 会 受 牵 连 ， 跟 着 倒
霉。假如曾国藩与穆彰阿抱成一
团，假如在肃顺的家里发现了曾
国藩的感恩信件，可以想见曾国
藩的仕途必定中断。曾国藩见多
了官场中的起起落落，与其拉关
系、找靠山、走捷径，整天揣摩
上 司 喜 恶 ， 低 三 下 四 ， 阿 谀 奉
承 ， 身 心 俱 累 ， 不 如 “ 勤 于 供
职，署中办事无虚日”，老老实实
做好本职工作，踏实安心。

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封建
官场跟人之风并未绝迹，“圈子”
文化仍有市场。曾国藩能做到为
官“不跟人”，一些党员领导干部
却做不到。曾任沈阳音乐学院院
长的著名作曲家劫夫，作了一辈
子 曲 ， 最 后 一 曲 却 让 他 身 败 名
裂。“四人帮”倒台前夕，劫夫误
判形势，主动投靠，给其中一人
写了一封效忠信，结果被审查数
年，最终在郁闷中病故。党的十
九大后查处的孙立军案，涉及多
名 公 安 政 法 系 统 的 省 部 级 高 官 。
他 们 奉 “ 跟 老 虎 吃 肉 ， 跟 狗 吃
屎”为信条，以为跟着孙立军这
只“虎”，就能吃香喝辣、飞黄腾
达。没想到孙立军是个经济上的

“贪财鬼”，政治上的“野心狼”。

随着孙立军的垮台，他们一个个
进了牢房，毁了前程。

更可悲的是，还有被跟的毁于
跟的。有心术不正的势利小人投领
导所好，百依百顺，为虎作伥，帮
领导敛财掠色，拖领导下水，一旦
有把柄在手，马上翻脸要挟领导为
己办这办那。又有下面胡作非为出
了问题，拔出萝卜带出泥，牵扯出
上面的后台、保护伞。

鉴于此，从大处讲，跟人有
违 法 纪 ， 不 合 规 矩 ； 从 小 处 讲 ，
跟人有损人格，风险很大。故奉
劝 官 场 之 人 学 学 曾 国 藩 ： 为 官

“不跟人”。

从曾国藩为官“不跟人”讲起

许颖鑫

课程思政是改进和加强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的重大创新，是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举措。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要挖掘其他课程
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
资 源 ， 实 现 全 员 全 程 全 方 位 育
人”。外语课程作为高校通识教育
的必修课程，具有学生覆盖面广、
延续时间长、课程安排紧密等特
征，是当代大学生了解世界文明、
沟通中外文化的重要途径，潜移默
化影响着大学生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的形成，这就决定外语课程
思政必须将价值塑造、知识传授和
能力培养三者有机融合，着力培养
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
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

外语课程兼具工具性和人文
性，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属性，涵盖
世界各国的政治、宗教、历史等内
容，是高校课程中意识形态较为活
跃的领域，始终将课程思政理念贯
穿于外语专业教学显得尤为重要。
一方面，这是塑造大学生核心价值
观的内在需求。青少年阶段是人生
观、价值观逐步形成和确立的关键
时期，只有坚持把政治认同、家国
情怀、文化自信和道德修养等思政
教育与外语课程知识技能传授有机
融合，筑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思想根基，才能帮助学生扣好人生

“第一粒扣子”。另一方面，这是守
好高校意识形态阵地的外在要求。
高校是多种思潮的汇集地，是意识

形态工作的前沿阵地。外语思政课
程通过中外文化互鉴，帮助学生形
成理性的道德认知，进而引导学生
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

近年来，各地高校深耕外语课
程思政教学，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
效，但比照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亟待解
决，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
是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联系不够紧
密。外语课程思政的关键是精准设
定教学目标，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
中，个别授课者挖掘语言素材中的
思政元素不够深入，未找准专业教
育与思政主题的契合点、切入口，
导致思政教学内容脱离主题。二是
教学内容与专业课程衔接不够自
然。从外语课程思政的教学案例来
看 ， 仍 然 存 在 “ 贴 标 签 ”“ 形 式
化”“叠加式”或“拼盘式”等简
单机械的做法，思政元素融入方式
方法机械模仿、生搬硬套，将外语
课程思政异化为“专业课程+思政
课程”，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两
张皮”现象较为明显。三是教学方
式与学生期盼存在较大差距。随着
数字和传媒技术不断迭代，传统

“填鸭式”“灌输式”课程思政教育
已经难以满足大学生的需求，将信
息技术和数字化、自媒体等手段融
入开放性课堂势在必行。

新形势下外语课程思政是一项
系统性工程，只有紧紧抓住教师队
伍 “ 主 力 军 ”、 课 程 建 设 “ 主 战
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兼顾好

外语课程思政和专业教育的平衡
性，才能释放出“1+1＞2”的叠
加效应。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推动“授
业解惑”向“立德树人”转变。高
质量推进外语课程思政建设，外语
教师是关键。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
育，常态化组织开展专题理论学习
等教育活动，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成
为先进思想文化的传播纽带。及时
转变教学理念，深刻领会外语课程
教学发展趋势，将爱国情、强国
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外语课程教
学，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把“立德
树人”目标渗透到课堂教学，切实
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和
怎样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加强教
学心得分享，定期组织教师开展外
语课程“思享会”，推动教师在交
流分享过程中碰撞出思想火花，进
一步拓宽教师课程思政教学思路，
实现“一个会”带动提升“一群
人”的目标。

完善课程教学内容，推动“拼
接叠加”向“有机融合”转变。破
解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两张皮”
问题，重点是解决好课程内容的情
与景、时与势、教与学“三对关
系”。找准情景切入点，积极从学
科视角挖掘语言素材背后隐含的价
值内容，洞悉专业教育中课程知识
的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
景，为精准定位课程思政的载体提
供情境与条件。找准时事融合点，
在以往讲历史典故、英雄人物、典

型事件的基础上，将时事热点贯穿
到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参与课堂
讨论的热情，深化学生的家国情怀
和民族自豪感。找准教学契合点，
时刻关切学生的心理特征，寻找与
学生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
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汇点，提
升课程思政的参与度和活跃度，使
思政课程的价值导向与学生主体诉
求形成同频共振。

创新课程教学方式，推动“单
向输出”向“双向奔赴”转变。高
质量的外语课程思政不只是授课者
的激情演讲，更在于师生之间的深
度互动、双向奔赴。深化互动式课
堂教学，充分运用轮值课堂、主题
演讲、情景表演等多样化教学方
式，将外语思政课程搬出课堂、搬
到户外、搬上舞台，让每位学生成
为课堂的“主角”，在身份转换中
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加强数字
化课堂教学，充分利用网络和多媒
体优势，改变学生被动听课的模
式，以文字、图片、音乐、视频等
形式开展外语课程思政教学，将课
本内容更加直观立体地向学生展
示，促进思政教育和专业教育水乳
交融，达到润物无声的教学效果。
探索实践式课堂教学，依托志愿服
务、外语协会、产教融合等平台，
定期组织学生参与英语志愿讲解、
社会公益辅导、中英标识翻译等活
动，让学生在服务群众中提升社会
认同感、价值认同感。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
术学院基础学院）

办好新形势下外语课程思政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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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
放 弃 传 统 产 业 ， 要 防 止 一 哄 而
上 、 泡 沫 化 ， 也 不 要 搞 一 种 模
式。”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方法论，体现了深刻的问题导向
和现实观照，也是求实效、谋长
远的必然要求。

得益于科技创新“先手棋”
的布局与推进，这几年，我国一
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产业
快速崛起，一批新的增长点、增
长极、增长带加快孕育，新质生
产力在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方面
的表现引人瞩目。“大力推进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被定为今年政府工作首
项任务，多个省份也将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列为重点工作，提出
了各自的发展规划，相关领域的
竞争势必日趋激烈。越是这样，
越要保持冷静理性，打好“预防
针”，高度警惕“先是一哄而起，
最后一哄而散”。

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口与
主攻方向在培育壮大新兴产业、
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无论哪
一个赛道，涵盖的都是技术密集
型 产 业 。 这 些 产 业 资 金 投 入
大 、 时 间 周 期 长 ， 产 业 技 术 和
产 品 更 新 迭 代 快 ， 要 想 有 所 突
破 ， 绝 非 一 夕 之 功 。 倘 若 忽 视
产 业 发 展 规 律 ， 盲 目 跟 风 追
热 ， 什 么 热 门 就 干 什 么 ， 不 顾
实 际 地 推 动 战 略 性 新 兴 产 业 和
未 来 产 业 发 展 ， 只 会 欲 速 则 不
达，导致新的重复建设、产能过
剩等问题，对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产生消极影响。

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
要观一域也要知全局。各地要清

晰把握自身在区域协同发展、国
家战略总体布局中的定位，放眼
长远去思考、去谋划、去推进。
眼下，某些城市出台文件，将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高端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5G 通信与
新一代物联网、集成电路、产业
互联网等一股脑地都作为重点发
展领域，以生产要素机械性、同
质化堆叠来培育产业集群，反映
出的正是在全局观上的欠缺。

一哄而上，带来的不仅是部
分 项 目 “ 烂 尾 ” 造 成 的 资 源 浪
费 ， 还 会 导 致 优 质 资 源 分 散 错
配，抬高人工、原材料等产业生
产要素价格，形成主体分散和布
局分散等行业乱象。我们在这方
面是有过教训的，当引以为鉴。
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
的重要阶段，更不能犯方向性错
误，贻误发展时机。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需要乘势而上、善作善

成。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
中 ， 各 地 要 把 握 好 稳 中 求 进 的
时、度、效，强化顶层设计，统
筹布局规划，加强分类指导，持
续提升具体执行政策和措施的针
对性、准确性，确保人员、资金
等 生 产 要 素 有 效 集 中 到 关 键 领
域 、 重 点 方 向 ， 才 能 抓 住 新 一
轮 科 技 革 命 和 产 业 变 革 的 机
遇 ， 完 善 现 代 化 产 业 体 系 ， 提
升 我 国 在 激 烈 国 际 竞 争 中 的 核
心竞争力。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防止
一 哄 而 上 、 泡 沫 化 ， 也 不 要 搞
一 种 模 式 ” 就 不 仅 仅 具 有 方 法
论 的 意 义 ， 更 是 对 政 绩 观 一 以
贯 之 的 要 求 。 摆 脱 一 哄 而 上 的
浮 躁 心 态 和 短 期 行 为 ， 实 事 求
是、真抓实干，保持定力、久久
为功，让扎扎实实推动高质量发
展、踏踏实实进行现代化建设成
为主旋律。

（来源：经济日报）

发展新质生产力要防止一哄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