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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秀霞
清华附中朝阳学校高三政治教师

□本报记者 刘欣欣

陪伴孩子用心感受变革时代

高宁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文/摄

引导学生懂政治用政治

“从开始教书的那天起， 我就坚
定了信念， 教书育人是我一生的追求，
无怨无悔。” 特级教师宁秀霞是清华附
中朝阳学校高三政治教师， 也是政治
教研组组长。

从参加工作就开始教授高中思想
政治课， 今年是宁秀霞老师教学生涯
的第30个年头。 如今， 她的学生遍布
全国各地。 “我教的第一届孩子现在
40多岁， 正是社会的中坚力量。 他们
跟我说， 老师当年教我的知识有些已
经忘记了， 但是老师教我的做人道理，
我一直铭刻在心。”

在宁秀霞看来， 思政课对学生三
观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高中思政
课要教哲学， 培养孩子树立正确的世
界观、 价值观和人生观， 教会学生处
理好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 自己和自
己的关系， 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
种子 ， 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 。” 她的思政课还要通过经济 、 政
治、 文化等内容的学习， 培养学生的
政治认同、 科学精神、 法制意识、 公
共参与素养。

如何让学生喜欢、 接受思想政治
课呢？ 宁秀霞说， 主要通过老师的品
德、 学识、 素养和人格魅力。 “想让
学生认同， 老师首先要认同， 想让孩
子感动， 首先自己要感动。”

宁秀霞曾经带学生到江西进行红

色旅游， 当时课本正好学到 “中国共
产党历史地位的形成” 这一课。 结合
课程内容 ， 孩子们踏着历史的足迹 ，
真正的认识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的形成是历史的选择、 是人民的选择。
从心底里认同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
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

“理论和实际相结合， 让学生能
够在体验当中感悟， 在感悟当中生成
发自内心的认识。” 宁秀霞总结说。

此外， 对于讲好思政课， 宁秀霞
还有一个重要法宝， 那就是把思政课
和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 让孩子们感
受到思政课就在身边。 “思想政治课
不能脱离当前国际国内的大事， 要让
学生们在生活中有所感受。”

宁秀霞经常在班里开展时政述评，
让学生对国际、 国内发生的大事进行
分析 。 “一带一路 ” 从写意到工笔 ，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辉煌、 灰犀牛事
件 、 黑天鹅事件 、 中美贸易摩擦等 ，
孩子们拥有了国际视野， 能辨证分析
问题， 全面多角度透过现象认识事物
的本质。

思政课堂上， 爱国主义是宁秀霞
授课的主旋律， 厚植爱国情怀。 她讲
授文化生活的内容时， 透过各种实例，
比如通过四大名著赏析、 民族乐器的
识别等 ， 让孩子们感受传统文化 ，
从而坚定文化自信。 让学生自己讲授

改革先锋人物的事迹 ， 南仁东的天
眼 、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 马云的阿里
巴巴等， 以此鼓励孩子们要坚定理想
信念， 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
创造精神、 梦想精神、 团结精神、 奋
斗精神。

“我现在教的学生正是十七八岁，
他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流
砥柱 ， 所以一定要有理想 ， 有梦想 ，
有胸怀， 有担当。” 宁秀霞目光坚定
地说道。

宁秀霞的思政课不仅有深度， 还
有温度， 不仅有色彩， 还有情怀。 宁
秀霞说， 通过思政课， 她希望可以把
孩子培养成为有信仰、 有思想、 有尊

严、 有担当的中国公民。
常年和孩子们打交道， 宁秀霞坦

言自己总是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 。
“虽然年龄上我和学生们有了很大
距离， 但为了和他们融到一起， 我会
用他们能听懂、 能接受的语言给他们
讲思政课， 这样才能打动他们、 感染
他们。”

“知识什么时间学都可以， 但是
思想政治的教授绝对不能错过最佳时
期， 一旦三观扭曲就难以补救了。 因
此， 作为思政老师， 我时刻感受到强
烈的责任感、 使命感。” 正是因为这样
的使命感， 宁秀霞将 “用生命陪伴孩
子成长” 作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

从星期一到星期五， 高宁老师的
思政课都安排在晚上7到9点上课， 他
要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本部完成一天
的行政工作， 再坐校车前往沙河校区
上课。 “虽然行程略显奔波， 但我坚
持把最重视的时间放在课堂上。” 高宁
告诉记者， 他每天提前半个小时进入
教室， 除了可以从容准备课件、 调试
设备外， 还有时间与先到的学生交流
互动。 一个学期为800多名学生上思政
课， 更多的时候达到1200名学生。 为
“最多的学生 ” 讲 “最好的思政课 ”，
高宁始终坚持， 不仅要教育学生 “懂
政治”， 更应引导学生 “用政治”。

采访当天， 记者旁听了一会儿高
宁老师的思政课， 200多人的教室里坐
满了学生， 他在谈笑间开始新的课程，
“我不会把书本上的每一章节都讲一
遍， 能看懂的部分学生自己看， 我只
讲难理解、 难懂的核心内容。” 高宁向
学生们阐述观点， 也用一个个生动的
小故事破解思政课上晦涩难懂的知识
点。 风趣幽默的讲授， 让课堂氛围和
谐融洽 ， 让记者一改对 “思想政治 ”
一词先天严肃的刻板印象。

高宁认为，思想政治课最重要的应
该是让学生读懂政治， 并学会运用政
治，思政课的意义也并非完成学分那么
简单。 在长达10年的教学经验中，高宁

总结了很多实用性教学方法，比如他总
是走到学生中间去上课，随时与学生互
动；又或者利用课后时间与学生深入交
流讨论，组织参与社会实践等。

“只有 ‘亲其师 ’， 才能 ‘信其
道’。” 高宁告诉记者， 思政课在教授
某种思想意识层面的知识， 只有老师
坚信自己讲的， 学生才能相信老师所
说的， 并接受老师的教育。 拥有18年
党龄的高宁几乎每天都坚持佩戴党徽
上课， 他向学生传递的是 “老师讲的，
就是老师信的。” 高宁并不奢望因为思
政课教学能改变学生的信仰， 他只希
望， 自己真诚的教学能够帮助学生不
做 “两面人”。

课堂上的教学到处充满惊喜和可
能性。 高宁善于用自己独特的教育方

式 ， 帮助学生读懂政治 ， 弄通政治 ，
并在此基础上引导学生运用思想政治
知识， 寻找自己所学专业与国家发展
的契合点， 助力学生的成长。

高宁向记者介绍了一名毕业多年
的学生 ， 曾深受思想政治课程影响 。
那是一名学习能源与动力学的学生 ，
因为喜欢思政课， 善于研究政策， 毕
业后成功转行进入中国进出口银行工
作， 实现了跨专业转行， 且在工作岗
位上干得非常出色。 高宁说： “在与
曾经的学生交流中， 我也深刻体会到，
读懂政治， 运用政治思想， 可以让每
个人的人生拥有更多可能性。”

在组织和参与学生社会实践过程
中， 高宁鼓励和引导学生将自己所学
专业与国家发展相结合， 寻找更符合

时代发展需求的研究方向。 在一次论
文比赛中， 一群生物医学专业的学生
将论文研究对象确定为时下备受关注
的 “乡村全科医生”， 通过实地考察，
研究相关文献， 并在总结相关经验后
形成建设性意见。 高宁笑着说， “这
便是懂政治、 用政治最生动的实践。”

除了日常上课， 高宁还利用周末
时间在校内外讲党课， 最多的时候300
多名学生同时听讲， 有意思的课堂总
是能吸引很多学生。 高宁还在部分学
院开设了思想政治选修课———《大国领
袖》， 通过讲授领导人的成长故事和核
心价值观点， 形成别具特色的思政课。
这门2.0版思政课每年有超过200名学
生选修， 教学颇具成效， 亦深受学生
欢迎和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