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艰苦奋斗，让雷锋精神生根发芽从小我到大我，构建互爱互助循环

“挤劲+钻劲”，在学习中践行“钉子精神”

时移世易

雷锋精神不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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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见证教育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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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谈日 ■ 张文博

亲爱的孩子们，关于雷锋，你一定

知道“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了一火

车”；你一定还会唱歌曲《学习雷锋好

榜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雷

锋，重温他那些平凡但又感动人的瞬

间吧。

作为学生，从雷锋身上，我们首先

要学习他热爱祖国的理想信念。从解

放前一无所有的孤儿到解放后新社会

的主人，雷锋始终对给予他一切的党

和人民心存感激。因此，雷锋精神的

第一位就是爱国。雷锋的一生，积极

阳光、热情饱满、干劲充足，对祖国、对

生活始终都充满无限的热爱和美好的

向往，并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

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学习雷锋，我们还要学习他刻苦

钻研的“螺丝钉”精神。雷锋说：“一块

好的木板，上面一个眼都没有，但钉子

为什么能钉进去呢？一个是挤劲，一

个钻劲。”用“挤”和“钻”的钉子精神去

学习、去钻研是雷锋的真实写照。时

间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公正、平等的，只

是每个人在利用上有所不同。对善于

科学利用时间的人来说，一天可当成

两天用。

在鞍钢工作时，雷锋制订了早晨学

一小时，晚上学到10点至11点的自学

计划。到部队后工作更忙，没有更多的

学习时间，于是，他把学习的书本放在

挎包里，人到哪里书到哪里，有空就看，

出车回来，他总是要挤出时间来学习。

熄灯号响后为了不影响其他同志休息，

他就到工棚、车场、厨房、司务长的宿舍

去读书，并且一读就是大半夜。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

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少年强，则中国

强。祖国的未来在你们手上，只有你

们强大了，我们的祖国才会更加的强

大。因此，我们一定要学习雷锋这种

“学而不厌，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发

奋学习，永不懈怠，苦练本领。

学习雷锋，我们要学习他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精神。雷锋生活在物

质匮乏的年代。他的每件衣服、每双

袜子，都是补了又补，却把节省下来

的新衣服捐献给国家。现在，我们的

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艰苦朴素的作

风不能丢。我们倡导合理消费，适当

享受生活，但要坚决反对大手大脚、

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热衷名牌的奢

侈之风。

学习雷锋，我们要学习他“大爱无

疆”的奉献精神。“一滴水只有融进大

海才不会干涸”，一个人，只有融入集

体之中才能体现自身的价值。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是雷锋精神的实质，也

是雷锋精神能够保持旺盛生命力和持

久活力的源泉。雷锋有句名言：“活着

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雷锋

的一生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他可以在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帮助一切有困难

的人。

在雷锋的日记里，记录了他带领

全班战士的学习经过：部队缺少文化

教员，雷锋自告奋勇兼职。他是技术

学习小组的组长，还是连队俱乐部的

学习委员，每天要给大家读报、广播、

教歌，还要备课、上课、批改作业。班

里的乔安山，文化程度低，学习信心不

足，一学数学就头疼，上课不带笔和

本，有时还缺课。有一次，雷锋让他做

作业，他说钢笔丢了，雷锋就把自己的

一支笔送给了他，还给他订了一本作

业本。他很受感动，学习热情渐渐高

起来，成绩也上来了。还有一个佟占

佩，学习基础差，小组讨论，雷锋总是

先让他发言，学习帮扶，雷锋讲一小

节，就让他重复一遍，一句一句地教，

渐渐地也有了起色。在雷锋的努力

下，按期保质完成了教学任务，全班总

评成绩优秀。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

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如果你是一颗粮

食，你是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如果

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

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其实，雷锋精

神就在我们身边，学习雷锋处处可为：

随手捡起地上的一片垃圾，扶正马上

就要倒下的桌凳，排队就餐时文明有

序，相互谦让，按需取餐，光盘行动就

是在学雷锋；学习上遇到拦路虎，勤思

考，乐钻研，和同学互帮互助，相互鼓

励，一同前行，永不放弃，这也是在学

雷锋。

时光荏苒，转眼间 60 年过去了，

雷锋精神在代代相传，《学习雷锋好榜

样》的歌曲在代代传唱。无论世界潮

流如何变化，人的优秀品质永远不会

改变，那就是正直、善良、向上，希望你

们都能成为像雷锋这样优秀的人。

学习雷锋精神，最好的纪念是传承

今年3月5日，我们将要迎来第60个“学雷锋纪念日”，长久不衰影响着中国人生活的雷锋精神是否也被时代赋予了新的内涵？在今天，我们学习雷锋，学习的是怎样的行为
品质、精神风貌？本期“学雷锋纪念日”特别策划邀请到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刁成林、泸州市泸县城北小学德育处主任郑林英、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
与家庭教育教研员马云飞与大家一同探讨。

为什么今天雷锋精神依旧有着

强大的感召力、生命力？西南交通大

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导师刁成

林认为，究其根源，不论在哪个时代

都有人以‘雷锋’为名，践行着爱党爱

国、热心公益、扶贫济困、见义勇为、

善待他人、奉献社会、守正创新等优

秀品格。

“钉子”精神、“螺丝钉”精神、《雷

锋日记》，一些关于雷锋精神的标志

符号，人们耳熟能详。倘若再进一步

地追问一句“其中都讲了些什么？”能

清晰给出答案人却寥寥无几。“谈论

雷锋精神，包括雷锋本人，最怕的就

是陷入神话化、概念化、脸谱化的误

区。他和‘他们’是一群活生生的人，

或许就在我们身边，也可以是我们自

己。”刁成林表示，去除空洞的、表面

的学习，首先要清楚雷锋精神的具体

内涵。

“学界关于雷锋精神有很多的研

究，总结来说，雷锋精神主要表现在

5 个方面。”刁成林指出，一是热爱

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的崇高

理想和信念；二是为人民服务，从

“小我”走向“大我”的奉献精神；

三是“钉子”精神，干一行、爱一

行、钻一行、精一行，以钉子的

“挤”劲和“钻”劲，使自己成为工

作的内行；四是锐意进取、自强不

息的创新精神；五是勤俭节约、艰

苦奋斗的传统美德。这些精神品

质，不管在20世纪60年代还是在21

世纪的新时代，都是共通的，都是

时代前进所必需的。

在新时代，我们如何学雷锋？做

雷锋？“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

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

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

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

去。”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雷锋纪念

馆时的重要讲话，给了刁成林答案：

传承和弘扬雷锋精神的有效路径不

在某一个特别的时间节点，也不在某

场盛大的活动之中，路就在脚下，在

学校长期的服务他人、锐意进取的氛

围营造中，在家庭父母以身作则，严

于律己为孩子做出榜样的点滴浸润

中。“当每个人都成为一个雷锋精神

的种子，深植在社会的土壤中，各行

各业、每家每户都能长出大树来。”

俗话说“雷锋出差一千里，好事做

了一火车”，提起雷锋精神，人们首先想

到的就是雷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

而忘私、乐于助人的奉献精神。在社会

群体越来越多元、个体独立意识越来越

强的今天，再看奉献，是否也会有一些

属于新时代的变化与思考呢？

“时代虽有不同，但雷锋精神本质

相同，新时代的‘奉献精神’表现在学

校的孩子身上，应该是心中有集体，眼

中有他人。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积

极主动伸出援手。”泸州市泸县城北小

学德育处主任郑林英结合自己二十二

年来的教育教学经验举例道，“比如一

个孩子马路上拾到100元，找到派出所

交给警察叔叔；公交车上养成主动给

需要的人让座的好习惯；教室里有同

学生病呕吐，主动关心并清理卫生；

积极参与家乡文明城市创建做志愿服

务；泸县地震发生后积极争做志愿

者，为安置点打扫卫生清理垃圾搬运

食物……”

这些生活中的平凡小事，举手之

间就能实现的小的关怀，正是所谓“奉

献”一词最真实的写照。雷锋生活的

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他的精神却

应该就近扎根，深植进每个孩子的日

常生活中。郑林英认为，“勿以善小而

不为”是新时代传承和奉献精神首先

要树立的观念。

不过，处处为他人着想，那自己怎

么办？

陈爽一的女儿正在读小学五年

级，观察中她发现，性格内向的女儿拿

出自己的零食后，小伙伴们总会一哄

而上又一哄而下。女儿短暂地成为了

“焦点”，但如此的分享让陈爽一担心

女儿其实是受了欺负。

好在与女儿及老师的沟通中，陈

爽一发现是自己想多了。原来，女儿

虽然看似是在“定时投喂”其他孩

子，其实也有收到伙伴的赠予和分

享。尽管孩子不爱说话，却在班里

“人气”很高，有很多同学都记得她

的好。

郑林英指出：“做好人害怕受到欺

负可以理解，但这样的事情毕竟是少

数、是个别。新时代好人的定义应该

是善良与温暖，这份善良既能滋养自

己的内心也能够温暖他人。”

“有些人说工作忙、没有时间学

习。我认为问题不在工作忙，而在于你

愿不愿意学习，会不会挤时间。要学习

的时间是有的，问题是我们善不善于

挤，愿不愿意钻。一块好好的木板，上

面一个眼也没有，但钉子为什么能钉进

去呢？这就是靠压力硬挤进去的，硬钻

进去的。由此看来，钉子有两个长处：

一个是挤劲，一个是钻劲。我们在学习

上，也要提倡这种‘钉子’精神，善于挤

和善于钻。”

适逢第六十个“学雷锋纪念日”，这

段摘自 1961 年 10 月 19 日《雷锋日记》

中的一段话或许是对广大中学生面临

学业压力时最好的劝勉。那么，什么是

像钉子一样的“挤劲+钻劲”？怎么在

学习中弘扬“钉子精神”？

四川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德育与家

庭教育教研员马云飞认为，针对学生的

学习生活而言，“钉子精神”中的“挤劲”

首先是强调学习要有自主规划意识和

自驱力。”特别是在“双减”背景下，学校

的课业负担减了，意味着赋予学生个人

自主安排的时间多了，学生自己可以

“挤”的时间多了。

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想要拥有充

足且快乐的学习时间，首要工作便是

对自己课堂之外的时间进行合理科学

的规划。针对低年龄学段的学生，家

长和教师可以辅助孩子制定学习时间

表。学习时间规划表未必需要安排的

满满当当，但要保证孩子能够在规划

表中感受到学习的过程是需要井井有

条且丰富的，让孩子形成规则意识和

时间观念足矣。

针对高年级及中学生而言，科学文

化课的学习任务变重，所学的学科变

多。孩子面对日渐繁重的课业压力，很

容易产生懈怠情绪。马云飞建议，在面

对学习的压力时，不要“怕麻烦”，要有

钻研下去的意识。这同“钉子精神”

中的“钻劲”不谋而合。培养钻研精

神的第一步，就是保持对学习的热

情。学生可以在每一个学科中探寻到

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点，不要给自己设

限，有意识地培养自己在学习之初

“沉浸式学习”的深度学习体验。正如

雷锋所言：“干一行、爱一行、钻一

行、精一行”，对于学生而言，把

“行”替换成“科”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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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雷锋生活的年代，当下我们

正处于一个物质生活日渐富足的环境，

雷锋精神中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或

许在很多孩子和家长看来缺乏实践的

土壤和必要。

但马云飞认为，现在所倡导“勤

俭节约、艰苦奋斗”并不是让孩子强

行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那是对

雷锋精神的误读。培养孩子“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观念，是为了帮助

孩子养成健康向上的价值观和较强的

生活自理能力。

培养孩子“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意

识的第一步，便是摈弃享乐主义的价值

观。诚然，在有条件的前提下，理应让

孩子过上富足的生活。但这种富足的

生活应该是以满足生活所需为条件的，

而不是浪费和攀比。物质是为了人而

服务，并不是人为了物质而服务。

因此，马云飞建议，孩子应该在日常

生活中合理安排自己的零花钱、压岁钱，

在有益身心健康的地方消费，多在精神

文化生活上消费。同时，家长还可以让

孩子体验挣钱的过程，例如通过让孩子

在参与劳动前提下获得报酬，从小为孩

子树立要靠自己的劳动和双手获得财富

的观念。

针对“艰苦奋斗”，马云飞

认为，对于还未参与社会工作的孩子来

说，奋斗意味着劳动。让孩子适度地参

与体力劳动，不仅能够培养其“艰苦奋

斗”的意识，还可以让孩子掌握生活技

能。

很多孩子由于年幼或许不能很好

地完成家务劳动，洗碗可能洗不干

净、整理房间或许不够有条理。面对

这样的问题，家长不必过多地干预孩

子劳动，甚至指责，也不用“包办代

替”，在必要的环节为孩子做出示范，

并予以鼓励。马云飞指出，劳动技能

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熟练度的提

高而提高，在这一阶段，家长应该意

识到，孩子参与劳动的实质，是感悟

劳动的价值，养成责任心和分担意识。

同时，在孩子参与劳动时，家长

可以适当地引导他思考，怎样劳动

最高效？劳动的实质是什么？当孩

子找到更好的方法及思路时，家长

应该予以更多的鼓励。也许孩子在

劳动中会遇到“小插曲、小失误”，

但恰恰是这样的过程，才能让孩子切

身感悟到劳动不易，从而珍惜劳动成

果、体谅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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