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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是啥日子，有的孩子回答很雷人———

一女生：打假的的
一男生：植树节节
本报记者 崔岩 魏衍艳 李婵娟 见习记者 梁莹莹 实习生 施敏

“学习雷锋，好榜样……”这首传唱广泛的老歌让很

多成年人记忆犹新，也鼓舞了不少人助人为乐。

3月5日是第48个“学雷锋纪念日”。3月3日，本报记者

走访烟台市区几所学校发现，在记者随机抽取的100名小
学生中，九成学生不知3月5日是什么日子，更有甚者，九

成低年级学生不知雷锋是何人。虽然这样的抽样调查结

果可能并不全面和准确，但折射出的问题还是令人深省。

记者调查>>

不少学生说到雷锋一脸茫然

雷锋因公殉职后，1963年1月

7日，国防部命名他生前所在班为

“雷锋班”，1963年3月5日，毛泽东

同志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周恩来题词：“向雷锋同志学

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

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

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

斗志。”此后，每年3月5日便成了

全民学雷锋的日子。

“知道雷锋是谁吗？”3日，

面对这个问题，烟台大多数低

年级的学生一副茫然的表情，

纷纷摇头，“不知道”是记者听

到最多的答案。“雷锋是个校

外辅导员”、“雷锋好像是一所

学校的名字”……这也是记者

听到的答案。

同样，对于“3月5日是什

么日子？”这个问题，更有学生

给出“我爸爸的生日”、“消费

者维权日”、“植树节”等雷人

答案。

3月3日，本报记者在对

烟台100名小学生随机调查

中发现，九成以上低年级学

生不知雷锋是谁，九成以上

高年级学生则不知 3月 5日

是什么日子。

“我知道三八节，不知

道3月5日是什么节日。”3日

中午，南通路小学四年级的

小马挠着头说，遇到这样的

问题，他很尴尬，自己不了

解，只是听过雷锋这个名

字，至于雷锋是做什么的？

他一点也不清楚，“是个校

外辅导员吧？”

毓璜顶小学中午放学，记

者随机询问一名小男孩。该小

男孩不耐烦地说：“你问我这

个干什么呀？雷锋是谁呀！我

真的不认识他。”言语中流露

出雷锋同志还健在的意思。

南通路小学一年级王

艺臻算是答得比较靠谱的。

他告诉记者，家长和老师很

少提到雷锋这个名字，他只

是在一次校内广播中听到

了雷锋的名字，自己比较有
印象，好像是一名解放军战

士。

在记者调查过程中，记

者发现，小学生对学雷锋日

普通没有印象，观念比较淡

薄。毓璜顶小学四年级的刘

怡君说：“自己知道雷锋也
是以前学过一篇《雷锋叔

叔，你在哪里》的课文才了

解的。

毓璜顶小学一位五年

级的女生杨某知道雷锋，但

被问及 3月 5日是什么日子

时，她低头沉思了数秒，天

真地说“打假的”，与她同行

的男生“好心”地提醒她“不

是打假的，是植树节！”被问
及 3月 5日雷锋日要做点什

么时，南通路小学五年级的

李语嫣告诉记者，自己要在

雷锋日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情，可以帮助爸爸妈妈做点

家务，也可以帮助身边的同

学做件好事。

专家观点>>

学雷锋不应成为一种形式
“小孩子不知道雷锋情有

可原，如今社会，更多关注的

是孩子的学习成绩，往往忽略

了对孩子的品德教育。”山东

工商学院社科办杨峰丽教授

分析，如今，“学雷锋”很大程

度上已成了一种形式。

3 月 5 日当天，挂挂条

幅、开开班会、讲讲雷锋故

事，组织学生打扫卫生，却

很少真正在平时教育孩子

要帮助他人，多做好人好

事，这样的教育显然是失败

的。“学雷锋不应只是形式，

应该是学生自发、自愿的长

期行为。”杨峰丽说。

“现在的学生，对革命

传统教育方面知识比较欠

缺。”北马路小学段老师表

示，每年的 3月 5日“学雷锋

日”当天，学校也会相应的

搞一些活动，但是由于孩子

年龄小，对雷锋精神的精髓

不会深入了解。

“讲故事、放电影的形

式，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比较

容易接受。”段老师说。小学

生学习雷锋精神需要正确

的引导，仅靠单纯的说教形

式，效果并不明显。

而在烟台工人子女小

学，每年也会组织学习雷锋

的活动，一般就是读书学习

雷锋，倡议学生为学校、班

级做好事。“具体怎么做好

事，做什么好事都由学生自

己决定。”该校陈老师表示，

从整个社会来看，真正的落

实雷锋精神远比倡议下的

形式更加重要。

60年代：

学雷锋是自发行为

闫先生(1943年)

60年代，掀起了一股“向雷锋同志学习”

的风潮。打扫卫生、看望孤寡老人，有一次班

里同学做手术，需要输血，大部分同学瞒着

家长都跑去了。那个时候大家的观念一致：

做好事是应该的、必须的。

70年代：

组织活动做好事

王女士(1970年)

说起我们那个年代，一般是学校组

织活动学习雷锋，平常也做好事，但是

组织的集体性活动还是不少的。

80年代：

做好事得大红花

赵小波(1980年)

我读一年级的时候是1985年，那个时

候做了好事向老师汇报了之后都会得到一

个大红花。一到学雷锋日的时候学校、老师

都会组织我们打扫卫生。

“雷锋是谁？”3日，采访过程

中，孩子们瞪着眼睛反问记者。

对啊，他们还是孩子，而雷

锋时代已经离现在很远，如今关

于雷锋的书也少，家长、老师又

未必直观地讲解过雷锋，也就不

难理解这些孩子的“无知”了，对

他们，何必强求呢？

十大孝子，感动中国人物，

抗震救灾英雄……如今的英雄

太多了，孩子们哪能记得清？不

记得英雄自然是一种缺憾，但未

必就代表缺失“雷锋精神”，捡钱

包上交，孝顺父母，帮助老弱病

残……如今的价值观体现更加

细微，更加多元化；少先队活动、

义工……这些都是新形势下“雷

锋精神”新的解读，新的诠释。

能否记得住雷锋不重要，重

要的是要把一人名字精神所体

现的无私、关爱、理解和奉献继

承下去，并且发扬光大，真正将

雷锋精神所演化出的公德意识

始终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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