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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青少年追逐明星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每一个年代
都有每一个年代的明星。而社会追求的标准也不同，这
或许就是上一代人老看不懂下一辈人的原因。无论如
何，追星现象既已存在，我们就要正视。事实上，人在成
长过程中，都需要有榜样的引导。而青少年在心智尚未
完全成熟时，崇拜偶像就是很自然的事。所以，他不是
一件坏事，而是需要一定的引导。因为价值观决定着人
的行为和态度，进而决定着理想、信念、生活的方向和目
标。因此，如何健康追星，就成为社会应该迫切思考的
问题，需要社会、家庭、学校互相配合、共同努力引导孩
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不可否认，现在社会中，某些成年人的价值观充斥着
物欲化和功利化，多数家长当然不可能去用现实、功利的
那一套教育孩子，但这些观念却常会在一些具体行为和
生活小事上表现出来，对孩子来说，就产生了潜移默化的
影响；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变革，年轻一代在价值取
向上也有了更多的空间和方向，家长再按照自己的社会
经验来指导孩子，也会产生脱节之感。青少年的心理和

社会原因告诉我们：对他们的追星现象不要横加指责和
过分担忧，也不要笼统地反对和排斥。采取简单粗暴的
做法往往会适得其反，容易使他们产生逆反心理，形成俞
禁愈追，明里不追暗里追的不利局面。其实，青少年的追
星现象有其积极的一面。青少年的思维活跃，喜欢模仿
是一种可贵的心理品质，只是需要我们的家庭、学校、社
会给予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对待青少年的追星现象，明
智的家长和老师常常采取宽容、参与和讨论的做法。就
是与他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为什么喜欢某个明星？
长大了做什么？现在该怎么做？在讨论、探究、思索、渐
悟、筛选中逐渐把问题引向深入，引入正题。对他们的单
纯幼稚甚至可笑的想法给予积极的引导，给他们留下自
我认识、自我调整、自我纠正、自我提高的空间和余地。

其实，教育孩子的最终目的同样是为了他能够树立
正确的三观，面对生活乐观、积极、向上。当物质生活充裕
后，引导孩子们的价值观理应向美德回归，如此才能成就
丰富而有内涵的人生。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不妨把引导
孩子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作为最有意义的“第一课”。

当代追星观需要正确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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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他们崇拜的
偶像该是什么样的？是

活跃在微博、发条无聊动态便
可上热搜的明星，是盘踞在抖音、做

做吃播、带带潮流的网红？当然不是，他们
应该崇拜的是为人民、为世界作出贡献，勇于牺

牲、敢于牺牲、不怕牺牲的英雄豪杰和那些哪怕经无数
岁月的磨砺、洗礼，依旧笑对、完善、光彩人生的人。

就像在当下疫情中勇于奉献、舍己为人的军人、警察、医护人员
一样，他们保家卫国、救死扶伤，把中国精神和舍己为人的正能量传递给

每个人……
对于心智还未成熟的孩童来说，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榜样，才是认识世界真善美的

直观形象。而有了优质的“偶像”作引导，孩子们也能慢慢建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勇敢、正义、善良、尊重、平等……这一系列优秀特质像种子一样，会在潜移默化的教育中，逐渐

扎根于孩子的心田，让孩子在成长中树立起对生命的敬畏、对英雄的崇尚、对正义的追求，才是给孩子最好
的财富，是孩子最该上好的一堂课。

这样的偶像还有很多很多，这些英雄在自己的领域为国家、为世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想对
那些正青春、正热血的孩子们说：“看，这才是你们真正的偶像，他们为之大义，牺牲自我，却也超越
自我。孩子们，别把偶像拘泥于电子屏幕，再高的颜值也有苍老的一天，再有趣的灵魂也有挥散的
时刻。把崇拜放在真正值得你们奉为信仰的人身上。”

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他以羸弱之肩膀，让中国军事不再
屈于人后。“将中国的导弹、原子弹发射时间至少向前推进了 20
年”，这是什么概念？钱学森做到了。1955年，在中国最需要导弹
人才时，远在大洋彼岸的钱学森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哪怕被美
国囚禁5年，他也未改初心。紧接着，火箭、导弹研究所成立，中国
力学学会成立，第一枚近程导弹成功试射，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两弹结合”飞行实验成功，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实验成功，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钱学森钱学森

袁隆平——杂交水稻之父，他把功勋写在大地上、把荣誉沉淀
到泥土里，他让所有人远离饥饿，是当代中国人学习的楷模。不知
会是怎样的一个人，甘心把所有温柔投注在华夏这片土地上，如呵
护孩子般让水稻茁壮成长。他是一位面朝泥土背朝天的科学家。
袁老一生致力于杂交水稻技术的研究、应用与推广，是世界上成功
利用水稻杂交优势的第一人。实现三系配套杂交水稻种植，成功
选育“南优2号”大面积生产。他不光造福了中国，更造福了人类。

袁隆平袁隆平

抗“疫”医护人员——面对疾病永远的逆行者，他们是战士、是勇
士，更是守护人类健康的白衣天使。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揪起了每一
个人的心。当所有人都竭尽全力远离病毒、远离疫区时，他们却逆行
而上，换上战服与病毒背水一战。他们为病人插气管时，也会紧张到
手抖，他们厚厚的防护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他们中有很多人还只是
父母的孩子，但换上防护服，他们就是医生、是战士，不管是抗击非典
还是新冠肺炎，他们绝不退缩，把人民护在身后就是他们的使命。所
以，请尊重每一位医护人员，因为不管是什么疾病，他们永远都是逆
行的天使。

东辽县医院
医护人员

“孩子，他们才是你该崇拜的偶像”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道德教育从娃娃抓
起思路清晰，但父母是孩子价值观教育的“必
修课”，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应该重视家庭教
育的重要作用，发挥父母这个“启蒙老师”的
优势……在日常生活中培养未成年人诚信、友
善、勇敢等中华传统美德。

父母的身教重于言教。父母是孩子的启蒙
老师，孩子自从降生到这个世界，最先能够影响
孩子成长的人恐怕非父母莫属了。在孩子的眼
里，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一本活教材，干巴巴的
说教远不抵鲜活的身教。我们常说，“喊破嗓
子，不如做出样子”“有什么样的爹妈，就有什么
样的孩子”。这就是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榜样的影响是广泛的、榜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
的。我们让孩子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
果与孩子朝夕相处的父母不以身作则，孩子则
会在自己心里打上一个问号：我爸爸、妈妈怎么
不践行呢？所以，家庭教育是孩子价值观教育

的第一课堂。凡是要求孩子做到的，父母应该
首先做到。修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门“必
修课”，既是对孩子的负责，更是对为人父母的
要求。孩子是父母的影子，孩子身上的特点，大
都是父母自身特点的真实反映。重视家庭教
育，就是要求父母当好自己孩子的榜样。

最后，比起各种奢侈品，父母的陪伴和关
爱，才是孩子受用终身的财富。钱是永远赚不
完的，但是孩子们的童年过去了就不再回来，当
今社会生存压力的巨大，确实让父母不能兼顾
养家和陪伴，不过，懂得教育孩子的父母，还是
教会孩子分清是非，让孩子健康的长大。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孩子是社会的寄托、孩
子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对未成年人正确价值观
的教育实践，显得从来没有今天这样重要。真
诚寄语孩子们的父母们，悉心带领孩子修好核
心价值观这门“必修课”，让孩子们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念。

父母也该成为孩子的好榜样

以前，父母、老师问孩子们：“长大了想做什
么呀？”孩子们会声音洪亮地说出：“科学家、医
生、老师。”可现在问小孩子：以后想做什么？一
些孩子会回答道：“我以后要当明星、我以后要
当网红、我以后要当主播、我以后要当游戏大
神。”当孩子的梦想出现当明星、当网红，把大量
时间都拿去追星、去崇拜偶像的时候，我们再也
没有理由无动于衷了。拒绝让不良偶像观、价
值观毁掉孩子们的心灵。

当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一部分人越来越追
求金钱，享受当下，扭曲的价值观和不良的偶像
观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娱乐圈更是泛
滥，各种负面新闻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所谓的

“流量小生”“颜值担当”长期“霸占”新闻头条，
而对于踏实肯干、默默奉献的科学家、医生、工
程师的报道却少之又少。今天谁家网红又整容
了、今天谁家网红又开始卖假货了、某女星一季

综艺的收入超过诺贝尔奖获得者屠呦呦数十年
科研的收入、诺贝尔奖奖金只够在北京买半个
客厅……这是媒体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缺失，更
是教育的悲哀。

今天中国的崛起，离不开革命军人、离不开
科学家、更离不开在疫情下不顾自身安危、勇冲
一线挽救他人生命的抗“疫”英雄。给孩子金山
银山，不如给孩子正确的价值观，让孩子不追明
星，追名师，从他们身上汲取正能量，收获“精神
力”，我们不缺网红、明星，我们缺的是像钟南
山、袁隆平这样的院士；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广大白衣天使医务人员夜以继日、连续奋
战，有的不幸被病毒感染，有的甚至献出了生
命，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所
以，我们一定要给青少年一代树立正确的人生
导向，不要去追逐那些所谓的网红明星。要追
就要追我们的人民英雄。

谁是我们新时代的偶像

在国富民强、社会和谐，独生子女增多的今天，应
该借助榜样力量对学生进行激励、导向作用，去努力塑
造小学生高尚灵魂，以不断提高学校德育的质量，使每
一位学生从中受到教育，从小树立远大抱负、刻苦学
习、立志成才、报效祖国，远离社会上不良思想的侵
蚀。借助多种活动和形式，让英雄精神根植于孩子们
的心田，这对培养学生的使命感、责任感都有着举足轻
重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对学生进行英雄教育，这关乎
祖国的未来和发展。

借助特定的节日，让学生了解历史，感悟英雄的伟
大，明确英雄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伟大作用，激发学

生对英雄的崇拜与感激，强化学生的使命感。现在很多
学生之所以对英雄，特别是历史英雄的漠视与淡然，最
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很好地了解英雄所处时代的历史及
事件，只有学校或老师借助一些特定的节日，开展形式
多样的相关活动，帮助学生还原历史真相，才能够激发
学生对英雄的崇拜，从而走近英雄、了解英雄、激发情
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增强做人的责
任感、使命感。如每年的清明节烈士陵园扫墓、国庆节、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等特殊日子，学校通过观看影片、讲
座、实地体验参观、走进军营等相关活动，让学生明确了
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进一步认识到时代需要英
雄、国家需要英雄、民族需要英雄；同时，正确认识到，每
一位英雄在特定的时代和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如果
没有英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将会失去未来。

要借助身边的英雄，向学生传递社会正能量，激发
学生学做英雄，强化责任感。英雄教育要取得成效，一
定要让学生摸得着、看得见，才会学得来。学校教育担
负的不仅仅是学生的未来，更有社会的责任、国家的责
任。学校要经常邀请当今社会上涌现出的一些英雄人
物或团队来校给师生作现场讲座或互动，让他们的故
事真正触动师生的心田，从而达到培养学生责任感的
目的。让学生真正感到英雄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的
社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都需要英雄，只有大家
都具有这样的责任感，我们的国家才会变得更加幸福、
安康。

任何时候、任何民族、任何国家都不能没有英雄教
育，因为借助英雄教育，让英雄的精神植根于学生的心
田，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才会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

“发现一位心中崇拜的英雄”

疫情期间，辽源市一实验小学五年七班学生吴函
诺在家观看钟南山抗击疫情的短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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