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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语录]

早几年，陈果的一些课堂语录，
会被学生们整理出来，放在网上。而
今，学生们表达喜欢的方式也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悄然发生改变。有的学
生会拍下照片，有的录下声音，有的
则直接在朋友圈里上一段小视频。

“一不小心得到大家的认可，还是挺
开心的。”不过，陈果坦言，她的心愿
不是要使自己有多红，一直以来，想
要的都只是自由自在、继续平凡地在
她热爱的三尺讲堂上讲课，让学生们
不虚此行，有所触动和收获。

如今，陈果还在业余时间里开设
了一个个人微信公众号，名叫“酋长
漫谈”（据说，学生时代的她绰号就叫

“酋长”），主要就人生、生活、自省、情

感等话题，分享一些哲思与领悟。“我
有一个教育生态系统的想法，包括了
课堂、讲座、著作、公众号等，所以，公
众号是这一系统的一部分，作为一种
课堂教育的扩展、延伸与补充。”陈果
说道。

因为没有刻意宣传，做了大半
年，如今粉丝量近2000，但基本不掉
粉。更新频率不高，一周或两周更新
一次。陈果说，她并不把更新公众号
作为一种常规任务，而是相对随性的
东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有想法就
多更新，想法未成熟就等一等，再酝
酿一段时间。如今，学生时不时会去
逛逛，留个言什么的，其中也不乏一
些社会人士。

复旦大学“思政女神”陈果：将学生从网络世界拉回课堂

活色生香的授课让学生思考、收获

●狂欢是一群人的寂寞，孤独

是一个人的狂欢。

●反思自我时展示了勇气，自

我反思是一切思想的源泉。

●真实是最高的高贵，美只有

真假之分“以真为美”。

●自问：为什么关怀他人？以

何种方式？只为自我爱的奉献。

●浪漫不是虚伪、乌托邦，是

罕见的美丽崇高甚至神圣的情感。

●很多东西放到时间里去就

能看清。要么越走越远，要么越走

越近。

●朋友是奢侈品，拥有就很满

足。如果你把朋友当做了男女朋

友的备用，那你也就侮辱了友情和

爱情。

●老夫老妻的爱，像空气，不

需要有语言的交流，却重要的不可

替代。

●先打理好自己，再关怀别

人。天助自助者自己要完满快乐，

自己端平这碗水。

●一个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

人，无论能力多强，都不会得到信

任。

●忏悔心面对现实，错了就是

错了，不要解释。悔过，但不要矫

枉过正。

●当我看不见所有人的时候，

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精神上的凝

望，这种凝望叫做思念。

●为了营造自己是个大好人

的氛围→自我牺牲的背后是对回

报的期许——不是关怀。

●高尚而真实的情感是朋友

唯一的基础，也是一切的基础。友

谊会毁于虚伪、矫饰。

复旦大学陈果老师是怎样一个
人？这已经成为《知乎》上的一道问答
题。

陈果，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一名
“80后”思政老师，被学生们冠以“思政
女神”、“模特姐姐”、“复旦北区三宝之

一”等名号。身高超过1米7，衣着时尚，偶尔还客串一把杂志平面模特
的她，讲起《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来，硬是把学生们最初以为是
可以被用来补睡个回笼觉的一堂课讲得活色生香，以至于课程太“潮”而
让学生们放下了手机，抬起了头，不知不觉融入其中。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这是怎样的一堂课呢？“简而言
之，就是精神财富的分享。里面对孤
独的认识、朋友的定义、自我的关爱、
对他人的关爱。观点极具教养，让你
看到一个人之为人的美之所在。”这
是一位学生的分享。

“上大学前，我觉得上这种课是
一种煎熬，经常听得昏昏欲睡，但陈
老师上得文采飞扬同时又言之有物，
就像一碗‘心灵鸡汤’，让人内心温暖
而丰富。”这是另一位学生的课后感。

能把学生们从网络、手机、朋友
圈里的精彩世界里拉出来，这在陈果
来看，某种程度上看，的确堪称一种

“胜利”。更重要的是，在课堂上，从
学生的眼神、表情里她能感受到学生
们对问题的思考和回应，也因此，她

每周会收到几封甚至是十几封来自
学生的邮件，探讨关于人生、生命等
话题。在校园里，陈果偶尔还会被天
真烂漫的学生们“拦截”，面对面答疑
解惑。

如今，陈果的《思想道德修养与
法律基础》课有两种授课方式：传统
的实体课，以及慕课课程。后者由
以复旦大学为主导的多所高校共
建，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
高国希担任总策划，10多位名师线
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并起用年轻优
秀教师讲课，让思政课程形成“翻转
课堂”，被学子誉为第一堂“人生基
础课”。陈果基本每两周会抛出了
个颇有争议性的话题，供学生们共
同讨论。

课程 像一碗温暖的“心灵鸡汤”

“有人说，恶人不只是坏人做坏
事，更加是好人不作为。那么，对空
有善心却无善行的人来说，究竟是什
么阻止了善行？”在最近的一次课堂
上，陈果给出这样的问题。

现场，同学们从外因和内因等
不同层面予以剖析。随着问题越辩
越明，学生们谈及，从不行善，就不
能算真正有善意，没有行动支持的
所谓善心何尝不是一种自欺。最终
他们得出结论：每个人应更诚实地
对待自己。

类似的议题还有“理想和欲望有

什么区别”、“爱与自由是否可以兼
得”等。在陈果看来，她关心的是那
些真正在困扰着大学生的问题，尝试
通过深入的探讨与梳理，让大家“于
极迷处识迷，于极惑处解惑”。

“与其他们每一个人痛苦迷茫
着，为什么不将他们的困扰置于阳
光下，让他们这些同龄人群策群
力，集思广益，齐力解决。即使最
终没有得到解决，这样的分担与分
享至少能减轻他们面对困境的孤独
感，进而迷茫感也有所缓解。”陈果
说道。

解惑 关心真正困扰学生的问题

陈果对于自己的定位，从来不是
一个什么都懂的“问题解答者”，也不
是一个“真理颁布者”，而是一个比学
生们年长一些的“过来者”，一个曾经
的迷茫者，由此师生之间的距离感减
少很多。她的使命不只是传道授业解
惑，更是协助学生学会在迷惑中自省
自悟自助自救。陈果常常提醒自己，
不忘与学生“平视”，常常换位到学生
们的年龄阶段，学会用他们的眼睛看
这个世界，用他们的心感受当下的生
活。有同学评价说，“本以为只是一个
老师，最后却发现了一个‘人’”。

对于如何上好思政课，除了思政课
老师的自身定位外，就教学内容而言，
陈果说，除了大纲章节所规定的，应更
多立足当下生活，寻找典型的案例，结
合理论，既有思想深度，又能富有内在
感召力。在教学方法上，要尽可能激发

学生多讨论，推进“生生”之间的互动。
“同龄人最了解彼此，分享抑或

分担观点和人生体验，可以有很多话
说。若大家在相互学习的过程中还
能建立起深情厚谊、找到朋友知己将
是再好不过的事了。”陈果认为，学生
不仅仅是一个listener（倾听者），也
应该是一个speaker（说话者），而在
着这两者之间，他们才真正成为了一
个thinker（思考者）。

另外，在教学语言上，陈果认为，
思政课老师不能只用理智语言来教
授，教学语言不仅是一种逻辑，也应
该是一种艺术；“因为和所以”这样的
理智语言并不足以处理人类复杂的
精神世界的问题，所以，在文科教学
中，除了理智语言，我们教育者还需
要懂得合理使用信仰语言、情感语言
和形体语言。

定位 做比学生年长的“过来者”

心愿 让学生不虚此课有所收获

复旦大学“思政女神”陈果的课就像一碗温暖的“心灵鸡汤”。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