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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防控背景下高校思政教育的几点思考
陈思涵

（庆阳职业技术学院，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目前，除中国以外其他大多国家和地区仍在饱受新冠

病毒疫情的肆虐。在全球疫情新的防控形势下，我国高校思政教

育应该顺应世情、国情，彰显思政教育的时代性、时效性，突出

思想政治教育课的理论深度和社会温情，不断增强思政教育的亲

和力。本文从新冠疫情防控中的事例切入，结合高校思政教育的

目标，引导大学生深度思考、探讨疫情下的各种社会问题，从而

坚定自身的使命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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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以习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

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

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每个中国人都是这场疫情防控阻击

战的参与者、抗战者，勠力同心、守望相助，短时间内疫情得到

了有效控制。时至今日，中国已经逐步全面恢复了社会生产、生

活的秩序，但中国以外的很多地区和国家，疫情仍在疯狂肆虐，

疫情防控仍不得松懈。高校思政教育在全球疫情防控的背景下，

应当更多的结合这场疫情，引导学生深入地思考、探究，面对疫

情防控下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问题，从而让学生懂得思政教育的真

正内涵，把握思政教育的时代脉搏。

一、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面对疫情肆虐，有的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病毒抗争到底、

直面死亡，有的人泪别亲人奔赴抗疫最前线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

备，一场疫情可以夺走人类的生命、吞噬人类的健康、改变人类

的发展轨迹，也反馈出了人类对于生与死的不同理解。

中国传统观念中对于死亡话题向来讳莫如深，而我国从小学

到大学的整个教育过程中，从未思考与探讨过人类的生死观问题，

亦从未正面引导过学生该如何面对死亡，一味地单方面说教生的

意义，却忽略了生死是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两个组成部分，不

了解死亡的真谛，也就不会珍惜生存的伟大。高校大学生在生理、

心理都日趋成熟的状态下，思政教育完全可以引入生死观教育，

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死观。

一方面以科学、哲学的思维解密死亡禁忌话题，引导学生敬

畏生命、勇敢面对死亡。比如可以举例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

尔在其著作《存在与时间》中所提出的“向死而生”的哲学概念，

阐述人的一生就是从出生走向死的整个过程，“向死而生”就是

生命意义上的倒计时法；或以儒家经典《老子》中对于“出生入死”

的原意解释为例，即人的一生由出世开始，到入于地下而结束，

同样揭示死是人类无法避免的最终结局的真谛。

另一方面，通过与学生共同思考、探讨生与死的本质与意义，

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用重“死”的概念来激发内在“生”的欲望，

激发内在的生命活力。文天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之豪情直面死亡，泰戈尔有：“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

叶之静美”之诗句参透人生，生与死之间既有生命的轮回，也有

精神的传承。探究死亡的最终意义是从死亡中审视生命的有限和

美好，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绽放无限的光芒，生得其名死得其所，

也许才是人类生命最尊严的体现。

二、“以案说法”，增强学生的法治意识，树立其底线思维

人类历史上每逢灾难就显示出了人性的善恶。新冠疫情如

同一面镜子，照出了人间百态，有人舍身忘死、身形伟岸，

有人无视法律、道德沦丧。

在我国疫情防控过程中，有不良商家利用人们的恐慌心理在

网络上大肆宣扬一些普通抗生素、感冒药类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造成了各大药店上述药品的一抢而空；有黑心商人将口罩、消毒

液、酒精等预防新冠病毒的紧缺物资，价格成倍哄抬，大发国难财；

还有某些民众出现发热等症状却与人群接触、故意瞒报、缓报疫情，

造成群体性感染事件等；还有甚者出现新冠症状拒绝隔离治疗或

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状况 ...

对待上述疫情期间出现的各种案例，高校思政课可有针对性

的开展“以案说法”教学，将疫情防控与思政教学紧密结合。一方面，

将与防疫、抗疫的相关案例（例如：最高检发布的首批十个妨害

疫情防控犯罪典型案例）引入课堂，利用微课、讲座的方式，引

导、剖析案例中行为人的行为性质，是违法行为、是犯罪行为还

仅是有悖于公序良俗的失德行为，若是违法或犯罪行为，法律法

规又是如何规定的；或采用专题讨论方式，让学生分组查找防疫

抗疫中不同类型的案例，小组讨论得出案例中行为性质分析的结

论，教师再给予准确的法律分析和评价（特别是注意讲解最高法、

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另一方面，通过“以案说法”使学生明确，在防疫抗疫的特

殊时期，不仅要时刻保持理智的思维，客观的认识疫情、科学地

预防疫情、不信谣、不传谣，并且要积极配合政府卫生行政部门

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严格遵守有关疫情防控的法律法规，绝不触

碰法律底线；同时还应当将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宣传给身边的

家人、朋友。此外，通过教学要让学生深刻理解法律是公民的道

德底线，新时代大学生作为中国公民，不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要

树立法律底线思维，正确认识公民的法律权利与义务，不断增强

自身的法治意识，才能真正成为法治国家的合格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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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引导学生从疫情防控，进一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优势

中国作为年初新冠疫情爆发较为严重的国家，但能在短短两

个月就控制住疫情，根本上得益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

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武汉出现新冠疫情时，就及时采取了封城的

措施，提出了“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的要求，坚持全

国一盘棋，集中领导、统一指挥，全国各地党员、医护人员、志

愿者第一时间驰援武汉、湖北，地方各级政府严格按照中央政府

的防疫部署，立即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快速建

立联防联控、群防群控防控体系，全国统一的应急物资保障体系

也迅速运行，形成了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局面。同时，在武汉

4 万多名建设者 10 天建成才火神山、雷神山医院（按正常工期需

要 2 年），争分夺秒挽救生命，使得疫情局势大逆转。中国疫情

防控的“快”速度展示了中国力量，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

旨，面对疫情始终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举国

家之财力、物力、人力不放弃对任何一个新冠病患的救助与治疗，

最大限度的控制了疫情的扩散，降低了确诊患者的死亡率，凸显

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人民利益之上的优势。

四、引导学生从科学的角度，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

纵观人类近代历史中的每次流行病，无论是埃博拉病毒

（Ebola）、艾滋病（HIV）、非典（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

无一例外的是通过野生动物这个中间宿主，传染给人类。如果人

类不频繁接触野生动物，也许再强大的病毒也只能止步于野生动

物间。

人类自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以来，改造自然的能力日益强大，

同时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人类无节制的开发、掠夺所打破。一

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类需要大片土地生产、生活，森林

被砍伐，每分钟我们都会失去一块足球场大小的热带森林。由于

植物的大量减少，使得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遭到毁灭，它

们被迫来到人类活动的地方觅食、繁衍，增加了人与野生动物接

触频繁。二是由于人类的贪婪与残忍自私，不仅侵占、吞噬着野

生动物的栖息地，还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大量捕杀野生

动物，有的被剥皮抽筋，有的则被端上了人类的餐桌……殊不知

在人类肆无忌惮的掠杀背后，病毒开始了从旧宿主迁徙至新宿主

的进程，并借助更加强壮的人类新宿主繁衍后代。因此，高校思

政教学中，引导学生从人类文明的延续必须建立在物种繁多、生

态平衡的基础上的视角出发，深刻理解人类只有尊重自然、顺应

自然、保护自然，才能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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