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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发展
西南石油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硕士生导师。四川省思

政课教师年度人物、四

川省优秀教育工作者。

关键课程蜀你行·思政课教师典型人物

让富有“油气味”的
思政课散发哲理芳香

■ 谢娜（图片由学校提供）

从教20年来，崔发展着力营造具有浓厚

“油气风味”的思政课堂，用透彻的学理回应

学生、用真理的力量引导学生、用优秀的文化

感染学生，引导学生立德成人、立志成才，让

这门课散发出哲理的芳香。

擦亮特色
将石油精神融入到思政教育中
“只有打动学生，才能引导学生。”西南石

油大学是一所油气特色鲜明的高校，如何在

思政课教育教学中，给学生讲好石油精神和

文化中所蕴含的家国情怀故事；如何通过这

些故事引导学生争做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

者……这些问题，成为崔发展积极投身思政

课教学改革与科研实践的不懈动力。

在崔发展看来，以“苦干实干”“三老四

严”为核心的石油精神蕴含了浓厚的家国情

怀。作为一所行业特色高校的思政课教师，要

让这门课有滋有味，他的着力点是把石油精

神与文化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教育引导

学生增强能源自信和行业认同感，切实担负

起能源强国的责任和使命。

为把一堂堂接地气、冒热气的油气思政

课串珠成链，崔发展团队打造出了集资源、研

究、教学、学习和体验于一体的富有行业精神

的全思政课程教学内容体系。依托示范马克

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建设团队项目，

他组织撰写了《石油行业高校课程思政建设

的改革探索》《石油精神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研究》等系列丛书；相关的教学研究成果

《为祖国加油，为民族争气：行业高校思政课

“四维一体”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获四川

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校园里的思政小课堂“一炮而红”，这份经

验怎样在社会大课堂推而广之？崔发展带着师

生跑到石油企业、油田一线和铁人精神发源地

等红色基地，展开“追寻、传承、铸魂”三个系列

思政课教学实践，引导学生在国情调研、志愿

服务和理论宣讲等系列社会实践中上好“行走

的思政课”。他把实践成果凝结为省级重大教

改项目《“大思政课”背景下行业高校思政课

“5+3+N”实践育人体系构建与实践》。

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氛围带动下，西南石

油大学每年毕业生中半数以上奔赴祖国能源

行业一线，为能源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扎实研究
以深厚哲理和优秀文化引导学生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从教多年，崔

发展心里始终绷着一根弦——“理”是贯穿思

政课的一条主线，他清楚地意识到：“思政课

教师首先要真懂、真信、真明，才能讲清楚其

中蕴含的道理，让学生运用好立场观点与方

法，在今后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回忆起每次上课的情景，马克思主义学

院研三学生扈帅军坦言：“老实说，崔老师的

课很‘烧脑’。”在崔发展的课堂上，学生总会

被吸引到传统文化故事和哲学思考中，然后

在他逻辑严密、抽丝剥茧的理论分析和现实

关照下，弄明白其中的逻辑关系。

同学们爱听他的课，也爱和他讨论哲学

问题，崔发展欣慰地发现，有料有趣的思政课

堂会散发“哲理智慧”的芳香，促进学生“到课

率”“抬头率”的提升。

这样有热度、有厚度、有高度的课堂并非

一天炼成，扎实的研究成果与思政课教育教

学相辅相成。“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崔发展学术研究的

兴趣点和专长，也是他思政课教学的鲜明特

色。近年来，他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省部级项目5项，在《哲学与文化》《哲学动

态》等发表论文80余篇。他带领团队顺利完

成省级重大课题《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

百年嬗变研究》，还参加了北京大学马克思主

义学院牵头组编的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丛书撰写工作，并出版《马克思

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进程

研究》一书。

3月，2024全国两会召开期间，崔发展带

领团队加紧备课，及时运用全国两会的鲜活

例子帮助思政课“讲道理”，“作为一线思政教

师，把思政小课堂与时代大脉搏联动起来，讲

好中国故事，让教育延伸到现实生活，引导学

生明德立志。这样的课堂实践，我们一直在路

上。”崔发展说。

从“渡己”开始
打开“心”世界的大门

“我经历的每一版中学思品教材，都提

到了心理健康教育，但为什么心理健康教

育的效果并不明显呢？”在多年的思品课教

学经历中，杜红燕常常产生这样的困惑。

2016 年前后，因与家人的育儿理念不

合，杜红燕变得愈发焦虑。为了“自救”，她

开始接触心理学的书籍。“这仿佛打开了

‘心’世界的大门，我深深地被专家们的观

点和方法吸引了。”杜红燕说。这一年，她通

过自学考取了国家三级心理咨询师证书，

与此同时，关于思品教学的困惑也渐渐有

了答案：思品重知识点的传授，而心理学重

在到活动和游戏中去感悟，一个重“说教”，

一个重“实践”，这可能导致了心育效果的

不理想。

“二者之间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呢？”

正当杜红燕开始更深入的思考时，学校得

知她考取咨询师证书后，请她做兼职心理

教师，让她有机会将心中所想运用到教学

实践中。思品课堂上，她将心理学中一些放

松身心的游戏运用了起来，让课堂氛围变

得活跃；心理健康课堂上，她把中华民族优

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悄然

融入实践活动中，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课

堂外，她与学生和家长常常沟通到夜幕四

合，用心用情开展个案辅导，用同理心、共

情和陪伴帮助学生走出焦虑。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但杜红

燕又渐渐感受到自身心理学专业能力的不

足。2019 年，“6·17”长宁地震后，当地组织

了一系列心理健康辅导员培训。“我从独自

研学心理健康教育进入了和许多志同道合

的小伙伴一起学习的阶段。”杜红燕说，“前

三年虽然总结了很多的经验，但成长不

快。”而从培训以来，她和小伙伴互相鼓励，

先后取得了初级沙盘游戏师证、心理急救

员证、家庭教育指导师证、动力催眠师证。

学以致用
开发多样心育活动

“杜老师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是有天

赋的！”长宁县心理健康育人中心负责人潘

明剑这样评价杜红燕。由于长宁县心育中

心就设在长宁中学，杜红燕也是中心成员，

近年来，杜红燕在心理健康培训和育人工

作中的表现，潘明剑都看在眼里。他补充

说：“许多心理学要点，杜红燕一点就通，而

且能够学以致用。开展起心理健康育人工

作，她好像不知道累，总是孜孜不倦。”

2022 年，长宁中学将学校竹文化与心

理健康教育结合，开启了园艺心理健康教

育的实践探索。杜红燕作为学校心理育人

中心副主任，全程参与了开展多肉盆栽领

养、“绿色暖心，园艺健心”盆栽养护、新生

入校植物领养等一系列园艺心理活动，开

设“竹君”快乐花圃社团、幸福花艺社团，开

创园艺心理与生命教育深度结合的“四季

课程”等工作。

她还提出将劳动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

结合，把部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用于花圃

育苗，既减轻了全校师生换养盆栽的花销，

又可以让学生在参与花圃劳动的过程中与

大自然亲密接触，放松身心。曾经有一位找

杜红燕做疏导的学生，看见她在花圃里拔

草，也不由自主地跟着拔了一个多小时。那

天师生俩什么都没说，拔完草后，看着清理

好的花圃，学生对她说：“拔草时，我就想象

成在拔除心里的烦心事，现在心情好多了，

以后有拔草的活儿，老师您还要叫上我。”

如今，园艺心理健康教育在长宁中学

已经初步形成了体系，但杜红燕探索心理

健康教育的脚步却没有停下。2023 年在北

京参加了第17届心理学家大会后，她又发

现了心理戏剧对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的疗

愈促进作用，深入学习并取得了青少儿心

理戏剧指导师证书，在学校成立了心理剧

社团，并正在积极申报相关课题研究。她

说：“心理学让我走出了育儿焦虑，并逐渐

变得强大，我从中受过益，也想释放光和

热，用更好的教育教学来引导学生们。”

“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需要家校协同发力”

在杜红燕办公桌的抽屉里，锁着几本

牛皮纸包裹的笔记，那是这几年来她参与

的学生个体辅导的记录。“人数其实也不算

多，但事无巨细我们都要隐去姓名记录下

来。”杜红燕告诉记者，“这么多年的经验告

诉我，学生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的概率以及

个体疏导的成效，与家庭因素和家长配合

度息息相关，守护学生身心健康需要家校

协同发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富有了，

但人们的精神却没跟上，家长们都奔经济

去了，和孩子的沟通就少了。”杜红燕说。

她参与个体辅导的学生案例中，许多

家长向她诉苦：“孩子不知道和我怎么讲

话，我也不知道和孩子讲什么？亲子之间除

了生活费基本没有交集。”此外，杜红燕发

现，愿意听从老师建议、加强与孩子沟通、

配合疏导的家庭，学生恢复得就更快、更

好。意识到家长、家庭在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中的重要作用，杜红燕又借助家长学校和

家长会，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家长培训。

2023春季，在初中学生家长会上，杜红

燕开展了家长培训和现场疗愈。她鼓励家

长们直白地表达对孩子的爱。当第一位家

长起身转头大声喊出孩子的名字，并说“我

爱你”后，那名学生竟然应答着，奔向了妈

妈的怀抱。“我完全没想到学生会是这样的

反应，随后，越来越多的家长起身表白，学

生们也纷纷奔过去，有的拥抱着、有的眼角

含着泪。”杜红燕说。原本只有15分钟的家

长培训，延长了半个多小时。

看到了家长培训的效果，学校也很支

持杜红燕继续开展相关培训。“2023 年，我

们一共开展了3场培训，未来只会更多，我

还想组建家庭教育名师工作室，汇聚更多

的智慧和力量，一起守护学生身心健康。”

杜红燕继续说，“一入‘心’门情似海，我很

感谢当初的选择和转变，也相信随着社会

对心理健康的重视，心理教师的路会越来

越好走。”

前天，在外地读研的学生小
张（化名）为我寄来一盆盆景——
一棵小白杨树。

笔直的干，舒展的枝，凸起的
芽包，这棵盆景树把进取的意图
藏在枝干里，直指天空，拓展生命
的疆域，把不大的陶盆装得饱满。

树枝上挂着一张卡片，上面
写着：种在明天的树。我不禁莞
尔，脑海里霎时浮现出那个调皮
的男孩儿。

那时小张刚14岁，正是贪玩
的年龄。而我刚大学毕业，初做班
主任就撞上了他。

数学课上，他把纸飞机扔到
数学老师的脑袋上，然后笑嘻嘻
地说：“哦，紧急迫降！”他把课堂
搅得乱糟糟，还一副“你能奈我
何”的样子。劳技课上，他把石膏
磨成粉，趁人不备撒到别人脸上，
差点把别人的眼睛弄伤，酿成大
错。他还控制不住情绪，与人争执
时，甚至会有暴力倾向。

那时候，我几乎把所有的精
力都放在他身上。生活上事无巨
细地关心他，学业上尽心尽力地
帮助他。慢慢地，他把心掏出来
给我，邀请我走进他动荡不安的

童年时代。但修补一颗支离破碎
的心并不容易，他浑身都是刺，
我时时被他扎伤。一个晚上，我
被他气到心口疼，那晚的月亮很
低矮，遥远、苍白，南方的冬天裹
着一层湿气，紧紧地黏在人的骨
头上，冷得瘆人。我一个人在操
场上游荡，第一次体悟了“不值
得”的绝望。不知什么时候，我发
现小张在我后面亦步亦趋，步伐
怯懦又毫不迟疑。我有一肚子话
想冲他吼，可是想吼出来的话还
没冲到舌尖，就被我硬生生拽进
肚子里。最终，我还是停下来，跟
他讲了母亲的故事。

30年前，村子里流行种树。那
天，母亲赶集回来，带回来5棵杨
树苗。父亲责备她买的树苗既不
直又细弱，不是成材的料。母亲笑
而不语。

当天，母亲准备种树的所需
物资，忙得停不住脚。夕阳初坠
时，我们一家人去种树。

父亲挖坑，在坑底垫上一层
腐殖土，再垫上一层松土。然后母
亲把树苗放进坑里，扶正苗身，父
亲沿坑填土。填一次土踩实一次，
如此往复三次，这样树根才扎得

直、扎得稳。最细致的活当属固定
取直。母亲用竹竿把树身裹一圈，
然后用麻绳牢牢捆住，小杨树穿
上竹竿做的铠甲，站得笔直，像个
威风的小战士。最后用3根木棍插
地，另一端绑在树身上，形成三角
锥形，把树苗死死定住。

“我要把它们好好捋直，保准
长得直溜溜、粗滚滚！”母亲的信
念直接越过日头生出扎实的根，
结出落地有声的话语。

从那以后，母亲的心上隐隐
压着一片重量，时刻鞭策着她把
目光灌注在小树身上。有没有被
刮歪？枝条是否健硕？叶脉是否健
康？别人种树任凭天意，树苗歪个
脖子，早早分叉，是没人理会的。
可母亲绝不允许它们随意发挥。
叶片上爬满褐斑了，是得了黑斑
病了；叶子卷曲掉落了，是得了叶
锈病了……她像个好学的学生，
一有空就往农科站跑，然后把学
来的知识实践在那5棵小杨树上，
俨然一副林业教育家的派头。

母亲的小杨树底子最薄，然
而后来者居上，长成最通直粗壮
的“卫士”。几年前，老屋翻修时，
母亲忍痛伐了两棵杨树打家具。

刨子的刀刃刮过木板，触感硬实
而顺畅，麻利地切开盛夏黏滞的
空气，“嚓嚓”作响，然后吐出来一
卷卷透薄如纸的木花，引得木匠
啧啧称赞。

30年了，谁能想到它们能成
这样？母亲用温和的目光抚摸她
辛苦养育的杨树。岁月把她的脾
气揉松泛了，眉眼里有了从容通
透一类的内容。她的话里没了年
轻时的傲气，却多了一种软乎乎
的东西，把人心揉得颤颤的。

我告诉小张，我的母亲是个
哲学家，她的树不是种在当年，而
是种在明天，种在我的生命里。我
目睹她用耐心去参与一段生命的
完成，而小杨树也用漫长的生长
去实践生命的可能。

后面的故事无需赘言，从那
以后，小张一点一点修正自己，今
天给自己剪个“枝”，明天给自己
施 点“ 肥 ”，后 天 给 自 己 喷 点

“药”……我见证他用十多年种自
己这棵“树”，不仅把树种在昨天，
也种在明天。

周末开车回乡，我把陶盆里
的小杨树种在老屋后头，与母亲
种的杨树呼应，完成一种传承。

种
在
明
天
的
树

■

陈
雪

“杜老师你终于来了，都两周没看见你了！”1月11日，在长宁

中学初二（9）班的教室外，一名学生兴奋地对来上课的老师说。

学生口中的“杜老师”就是杜红燕，她是学校的专职心理健康教

育老师，她对记者解释说：“学校间周一节心理课，每次来上课学

生们都这么热情。正是他们的认可和喜欢，让我越来越坚信当初

转岗的选择是正确的。”

此前，杜红燕教了17年的思想品德课，从2016年起，她兼任

了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到2023年秋季，她完全转岗，成为了一名

专职心理健康教育老师。这些年，总有人问她心理学哪里好，让

她如此着迷，甘愿走出舒适圈？

杜红燕总是笑着回答：“人生总是变化的，就像父母对孩子

的关心和爱是没有错的，但往往需要转变爱的方式，我依旧爱课

堂、爱学生，只是转变了‘爱’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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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 门情似海
■ 本报记者 钟兴茂（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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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红燕给学生上心理健康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