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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浇花浇根，育人育心。思政课是在

人的灵魂里搭建筑，帮助我们认识人生
应该在哪用力、对谁用情、如何用心、做
什么样的人，对我们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具有至关重
要的影响。

青少年正处在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所以从一开始就要扣好人生的“第
一粒扣子”，在心灵中埋下真善美的种
子。在思政课上，同学们明白了经济发展
的规律，通晓了作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
培养了逻辑和辩证思维，见识了国际形
势的波诡云谲，树立起高度的文化自信，
塑造温柔沉静知上进的优良人格。

思政课，是一门永不完结的课程。
它是失意时仍不放弃的主观能动

性，是国有难时前赴后继的民族精神，
是面对利益时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价
值选择。

说到价值观，它是指关于价值的特
殊观念系统，是我们在处理价值问题，
特别是那些普遍性价值问题所持的立
场、观点、态度的总和。现实生活中，无
论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和文化领
域，还是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普遍

地存在着价值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和对
待这些问题，内心深处究竟相信什么、
需要什么、坚持和追求什么,都是价值
观所特有的思想内容。作为人的有意识
的选择和追求，价值观就有了自觉与盲
目、真实与虚幻、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
误等性质和程度上的差别。思政课的意
义之一是：我思故我忧，从自身到时代
的发展，再到国家命运，我很难做到高
枕无忧；我思故我行，为了自己，为了时
代进步，为祖国富强，我愿付诸行动，不
断强化自己。

思政课，是追溯来路、探索征途的
必要法宝。

我们的国家并非从来都是这般繁
荣昌盛，无数先辈穿越重重关山，冲破
沉沉黑夜，跋涉过百年前的风雨如晦，
才书写了如今改天换地的壮丽史诗。有
些人生逢盛世，便认为本该如此，可那
在黑夜中的披肝沥胆又岂能忘却？思政
课带我们回溯那段历史，带我们学习中
国革命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又是如何一步步摸索着前
行。征程壮阔，哪一个壮士不惊天地泣
鬼神，哪一个贤者不冰雪鉴日月？深知
来时路，方知向何行。先辈们不计生死

披荆斩棘，感动着我们，激励着我们，也
鞭策着我们继往开来；中国蹚出来的这
条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也为今天的祖
国建设积累了经验，指明了方向。

思政课是打开青少年眼界格局的
宝贵钥匙。

“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是当每个
人都生活在自己的小圈子中，看到的世
界难免只有身边的一隅。而思政课则为
同学们打开了眼界和格局的大门，让我
们穿越时间，看到了中华民族过去的点
点滴滴，也让我们跨越空间，听到了脚
下这片大地上发生的各种“中国故事”。
杨根思浩气凛然，焦裕禄鞠躬尽瘁，朱
彦夫身残志坚，张桂梅无悔育人。我们
在思政课上见到了那些“为天地立心”
者、“为生民立命”者、“为往圣继绝学”
者，“为万世开太平”者。心有一隅，眼中
的世界也只能挤在一隅之中，心有四方
天地，再大的愁苦烦恼也不过沧海一
粟。身为当代青少年，我们肩负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千秋伟业的重大
使命，理应胸怀天下，志在四方，思政课
让我们如登高望远般重新看世界，眼界
和格局自然不再拘泥于方寸，而变得能
容纳天地万物。

为什么如此重视思政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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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18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

见证了一堂特殊而

难忘的思政课——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学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师座谈会

并发表重要讲话，以

高远的历史站位、宽

广的国际视野、深邃

的战略眼光，深刻回

答了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为谁培养

人的根本问题。

5 年来，各地教

育部门和学校聚焦

发挥思政课关键课

程 作 用 ，在 机 制 建

设、师资配置、课程

设计、资源整合等方

面深化改革创新，探

寻提高思政课吸引

力的根本路径，擎信

仰 之 炬 ，育 时 代 新

人。

今天，我们就来

聊一聊思政这门课

为何对青少年如此

重要。

在本期《现代金报》A04版中，报道
了宁波市的虞链丽老师从全省众多老
师中脱颖而出，荣获“我最喜爱的思政
课老师”称号的新闻。当被问及“您的课
有什么特别之处？它对学生成长的意义
体现在哪里？”虞老师这样回应：“我喜
欢讲故事，会把学生成长过程中需要明
白的一些道理蕴藏在‘热辣滚烫’的时
代故事里，再用聊天对话的方式去呈
现。学生听得轻松有趣，自然听得进，听
得懂。同时故事内容的呈现需要接地
气，让学生明白原来故事里的人曾经和
我一样平凡，那么我也可以。让学生在
聆听故事的过程中心灵上有所触动，思
想上有所践行，最终在现实生活中有所
践行，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课对学生成长
的意义所在。”

我们处于最好的时代，也正处于最
好的年纪。

李大钊认为：青年者，人生之王，人
生之春，人生之华也。在大学生活中我
们只有通过思政课的学习，不断坚定理

想信念，不断加强道德修养，不断提升
本领、增长才干，方能走出有意义的人
生，做一个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对
民族有贡献的人。

思政课告诉我们何为青年。
如果我们将时钟回拨，或许可以从

斑驳的历史影像中探寻先辈们的答案。
百年前，一群青年人在国家蒙辱、人民
蒙难、文明蒙尘的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苦苦追寻救亡图存之路。于是，赵家楼
点燃的五四运动薪火，唤起了中华民族
的伟大觉醒；嘉兴南湖小船召开的会
议，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从
此中国人民有了前进的主心骨。一路走
来，无数青年心中燃烧着熊熊的信仰之
火，为了中华民族振兴，不惜抛头颅洒
热血。许多年轻的面庞和身影，在这奋
斗牺牲的漫漫征途中永远定格：35岁
的杨靖宇、31岁的赵一曼、29岁的江
姐、26岁的邱少云、21岁的黄继光、15
岁的刘胡兰……无不令人敬佩！当我们
向前辈致敬时，时代的滚滚洪流也在叩

问着当代青年的心灵。当代青年是同新
时代共同前进的一代。我们面临的新时
代,既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
时代,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
关键时代。

思政课告诉我们青年何为。
我们的选择，将决定人生的方向和

价值。选择爱国，我们从“有字”之处学
习党史，向书本、历史求教，从中汲取强
大的精神力量，弘扬和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读好“社会”与“实践”的“无字之
书”，将在学校习得的本领转化为干实
事的动力，立志为建设国家贡献力量。
我们把使命扛在肩膀上，深知“生逢伟
大时代无比幸运，成就伟大事业更是重
任在肩”，经风雨、见世面，让青春之花
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让个人与祖
国共同驶入成长发展的快车道。长空任
翱翔，青春绽光华。

或许无须追问何为青年，你的样子
就是中国青年的样子；亦无须追问青年
何为，你学在路上自会知道答案。

思政课是在灵魂里搭建筑

思政课告诉我们青年何为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