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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
,

学习 《邓小平文选 》
_

第三卷 已在声试战线蔚成风气
,

大 家弃

学
、

实学
、

约就凡 表娜出浓引镶论兴超和如 自势哟
_

我认为
,

在学习中
,

有三层境界我们应该努力追术
,

这就足学书
、

学思
、

学人
。

第一境界
:

学书
。

即认真读原并
。

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私会主义理

论作为一个 完整的科学体系
,

始终注意从总体上
,

相互联系和特种实质

上全面正 确地把握
。

要抓住 重点反复精读
。

邓小平芳作博大精深
,

其中

最根本的
,

一个是
“

解放思怒
,

实事术是
”
这个精越 , 一个是

“

什么足

社会主义
,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这个主题

。

学刁 中还要注意联系实际加

深理解
。

第二境界
:

学思
。

即学习邓小平的思维方式 和他的思怒 的精 神 实

质
。

读邓小平 的书
,

不 能止 于丈字语言理解
,

而要深入到他的忍怒实际

中去探索研究
。

学习他毒重 实际
,

辱重群众
,

善于把马克主义基末理论

同我国改革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补学态度 ; 学习他善于把握时代发展

的脉搏和契机
,

既继承前人又 突破陈规
,

既借鉴世界经验
,

又不 照搬别

国模式
,

总结新经验
,

创造新办法
,

寻找 新路子的创造精神
;

学习他 目

光远大
、

购襟开阔
,

思怒敏锐
,

胆略非凡
,

意志坚定
,

行动果 断的革命

风 格
。

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得其真谛
。

第三境界
:

学人
。

即 学 习 邓

小 平的伟大人格
。

从邓小 平 的 著

作中
,

我们深刻感到
,

邓 小 平 为

什 么 这样说
,

这样怒
,

而 别 人 不

能? 为什 么 他 能 做 到 怒 的
、

说

的
,

做的 高度 一致又始 终 如 一 ?

为什 么他无论处 于 顺 境 还 是 逆

境
,

能 几十年如一 日 坚持 实 事 求

是
,

直言 不讳
,

直道真理 ? 这 一

切都是他 崇高伟大的人格 所 致
。

邓 小平 的人格
,

是他在 70 年漫 长

的羊命生涯中
,

经历 万般磨 难 锻

炼 出来的
,

是 由他 的坚 定 信 念
,

伟大 思怒 和忠贞 言 行 凝 结 而 成

的
,

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 和 典 范

性特征
。

邓小平的人格特 征 最 突

出
、

最 典型的是他 超人的胆 识 和

物底的实事求是 的铃学态 度
。

要

象邓小平那样做人
,

做 一个 真 正

解放忍怒
,

永远 坚持实事求 是 的

人
,

做 一个为中国人民谋利 益 而

忠 贞不渝 的人
。

国家教委 如卜学
、

初中国防教

育纲妥 》 已领布近两年
,

二些学校

行动却不快
·

其主要原呼再弃在开
展国防教育影响其它教事之扰砂为

此
,

我杜中小学
,

各科技教材内容

滚粼澎
教育渗进于学校各科教学之中并昨

什 么 前无 古人的
“

新创过
” ,

古代

就有人提出
“

丈 以载迸
” 。

赫 尔巴

特也曾有这样一 句名言
: “

我悠不

到有任何
`

无教学时教育
’ ,

正如

相反方 面
,

我不承认有任何
`

无教

育的教学
’
一样

。 ”
这些道理足以

说明
,

国防教育渗透于各科教学之

甲是可行的
。

其次
,

渗透要针对各学科的特

点
。 .

国防教育 内容 丰 富
,

涉 及 面

广
,

与 中小学的文
、

史
、

地
、

政
、

体的 某些 内容既接近又相通
。

古人

的
“

文 以载道
”

就说明语文意义上

的文
,

与德育上的道自然而然的联

系在一起
;
文史不分家

,

其实是文
、

文
、

地
、

政都 不分家
,

从 内容上都

有相 通之处
。

所以渗透应该是有机的
、

有个性和有特色的
。

第三
,

几种渗透形式 的探讨
。

一是具体内容的渗透
。

如 中 学的 政

治
、

小学的忍怨品德课
,

教材以爱国主义
、

集体 主义
、

革命英雄主义和

法纪教育为 内容
,

与国防精神
、

国防法制相通千
。

二是有 关观点的渗透
。

这类渗透
,

一般不用
一

言传
.

而是通过过程教

学
,

使学生受到潜移践化式的熏陶
。

如语文课中那些写英雄人物和祖 国

大好河山 的
,

无不贯穿着爱 国
、

爱军的思想 内容
。

三是相 关知识 的渗透
。

伽 自然常识课中
,

风 向
、

风级与针击学理中

的风偏修正量相 关
,
比例尺与军事地形学中的识 图用图相关

; 卫生课中

的急救
、

包扎与战地教护知识相关等
。 ·

四是随机 式的渗透
。

这种渗透的机会很多
,

例知
,

学生数学题 的效

字抄错
.

老 师在纠正时可举一例
:

假设炮兵把距离搞错
,

炮弹能否击中

目标 ? 又如
,

一学生迟到
,

老师可联系战场土迟到的教训讲解
。

这种随

机式的渗透
,

比较灵活
,

而 且幽殷
、

生动
、

效果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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