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思政元素相关故事

1.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关联课程知识点：薪酬管理

钱学森回国后，在中国科学院享受特级研究员待遇，每月工资为 350 元。后来他被增聘

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增加补贴 100 元——这在当时已经是高薪了。

1962 年，中央号召干部减薪。当时钱学森的日常工作已转到了航天领域，但他的工资

关系还在中科院力学所。有一次他无意中听说减薪的事，便主动给力学所党总支书记写信要

求给自己减薪，从每月 450 元减至 331.5 元。从那以后，钱学森的工资标准直到改革开放时

都没有变过。

在工资收入之外，钱学森还有一些稿费收入。用稿费改善一下生活是天经地义的，但钱

学森总是说：我的生活已经可以了，还有许多人更困难、更需要帮助，所以每当有了稿费或

者其他收入，他总是毫不犹豫地捐出去。

1957 年初，钱学森所著的《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奖金 1

万元。当时他响应政府号召，用此款买了国家公债，公债到期，连本带息总共 1.15 万元。

1961 年 12 月，钱学森把这笔钱捐献给了中国科技大学，作为改善教学设备之用。

凡是与他人合写的文章，钱学森总是把自己的稿费让给合作者。他常对合作者说：我工

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在 1990 年前，钱学森和他人合作著书 7 部，他把自己应得

的稿费 14238 元全部让给了合作者。

在“万元户”仍是绝大多数人梦想的改革开放之初，钱学森还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一次捐款上百万元。1995 年，他获得何梁何利基金首届“何梁何利优秀奖”，奖金 100 万

港元。这笔巨款支票汇到后，他看都没看就写了委托书，授权秘书把钱转交给促进沙漠产业

发展基金管委会，支援我国西部的沙漠治理事业。

2.中科院黄国平博士论文中《致谢》

关联课程知识点：职业生涯规划

这篇《致谢》感谢的到底是什么？感谢的不是贫穷－－贫穷本身不值得感谢，而是“穷

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生活态度；感谢的不是苦难－－苦难本身不值得歌颂，而是古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感谢的不是命运－－命运本身并不是决定因素，

而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进取规律。

节选：



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二十二载求学

路，一路风雨泥泞，许多不容易。如梦一场，仿佛昨天一家人才团聚过。

我出生在一个小山坳里，母亲在我十二岁时离家。父亲在家的日子不多，即便在我病得

不能自己去医院的时候，也仅是留下勉强够治病的钱后又走了。我十七岁时，他因交通事故

离世后，我哭得稀里糊涂，因为再得重病时没有谁来管我了。同年，和我住在一起的婆婆病

故，真的无能为力。她照顾我十七年，下葬时却仅是一副薄薄的棺材。另一个家庭成员是老

狗小花，为父亲和婆婆守过坟，后因我进城上高中而命不知何时何处所终。如兄长般的计算

机启蒙老师××没能看到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对我照顾有加的师母也在不惑之前匆匆离开

人世。每次回去看他们，这一座座坟茔都提示着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人情冷暖，生离死别，固然让人痛苦与无奈，而贫穷则可能让人失去希望。家徒四壁，

在煤油灯下写作业或者读书都是晚上最开心的事。如果下雨，保留节目就是用竹笋壳塞瓦缝

防漏雨。高中之前的主要经济来源是夜里抓黄鳝、周末钓鱼、养小猪崽和出租水牛。那些年

里，方圆十公里的水田和小河都被我用脚测量过无数次。被狗和蛇追，半夜落水，因蓄电瓶

进水而摸黑逃回家中；学费没交，黄鳝却被父亲偷卖了，然后买了肉和酒，都是难以避免的

事。

人后的苦尚且还能克服，人前的尊严却无比脆弱。上课的时候，因拖欠学费而经常被老

师叫出教室约谈。雨天湿漉着上课，屁股后面说不定还是泥。夏天光着脚走在滚烫的路上。

冬天穿着破旧衣服打着寒颤穿过那条长长的过道领作业本。这些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

一根稻草。如果不是考试后常能从主席台领奖金，顺便能贴一墙奖状满足最后的虚荣心，我

可能早已放弃。

身处命运的漩涡，耗尽心力去争取那些可能本就是稀松平常的东西，每次转折都显得那

么身不由己。幸运的是，命运到底还有一丝联系，进入高中之后，学校免了全部学杂费，胡

叔叔一家帮助解决了生活费。进入大学之后，计算机终于成了我一生的事业与希望，胃溃疡

和胃出血也终与我作别。

从家出发坐大巴需要两个半小时才能到县城，一直盼着走出大山。从炬光乡小学、大寅

镇中学、仪陇县中学、绵阳市南山中学，到重庆的西南大学，再到中科院自动化所，我也记

不清有多少次因为现实的压力而觉得自己快抗不下去了。这一路，信念很简单，把书念下去，

然后走出去，不枉活一世。世事难料，未来注定还会面对更为复杂的局面。但因为有了这些

点点滴滴，我已经有勇气和耐心面对任何困难和挑战。理想不伟大，只愿年过半百，归来仍

是少年，希望还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最后如果还能做出点让

别人生活更美好的事，那这辈子就赚了。



3.寒门学子仲济涛博士论文致谢

关联课程知识点：职业生涯规划

小时候，我们村破天荒地出了一个博士。奶奶说，状元胡同出人才啊！我皱皱鼻子，使

劲儿吸入快趟过河的清鼻涕，问奶奶：那咱是状元胡同的吗？奶奶说：孩儿啊，咱是狗尾巴

胡同的。

（一）念由心生

博士论文终于完成，是在 2014 年 12 月的一个平淡的午后。这天正好是冬季时令里的大

雪节气——南京无雪。盯着刚刚打印好的还泛着打印店特有书香的论文样刊，心情就像自助

火锅店里胡乱混合到一起的各种酱料，无法准确表达出是什么滋味。厚达近 200 页的论文是

读博三年多来的总结和积淀。于人，可能一文不名；于己，却也算是敝帚千金吧。这本浸润

着自己无数心血的论文，像是三年前博士入学时播下的种子，怀胎三年，如今呱呱坠地；也

像是一道无人宣读的圣旨，宣布了我二十多年求学生涯的结束。

撰写大论文本身是平平无奇的，然而在梳理以前资料和成果的过程中回忆起的那些或温

暖或惨淡的往事，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纪念的。

我的家乡坐落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是位于山东半岛东部的一个小农村。因为靠海的缘

故，相比于人杰地灵的江南水乡，我们村儿只能算是盐碱地成片的穷乡僻壤。小时候，村儿

里出了唯一的一位博士。那时刚上小学，还不懂什么是博士，但从大人们艳羡的目光里，我

知道这是多么光耀门楣的一件事情。那是在我无忧无虑的童年记忆深处为数不多的一次强烈

的心灵冲击。然而，也就是在那些艳羡的目光里，我已孽根深种——

我上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心理压力骤然增加，高三时便已萌生退意，不想考大学了。后

来不忍看到亲人们失望的眼神，勉强考入本科。心想，大学毕业就赶紧工作。后来父亲的病

情逐渐好转，我就又接着读了研究生。心想，读完研究生再也不读了，赶紧工作，帮大哥分

担一份压力。结果，最后……还是读了博士。现在回想起这段鬼使神差的经历，我深深为自

己的自私和狠心内疚。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说外因是父母和大哥背后默默无言、砸锅卖铁

的支持，那么内因或许就是那一次心灵的冲击。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左右你做出重大决定（或

对或错）的往往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有时是一句劝诫，有时是一个眼神，有时，甚至只

是童年时的一个念想。不过于我，这个念想也未免太过奢侈和沉重了。

（二）长兄为父

寸草之心，难报三春之晖。对于父母，已无需多言。除了父母，我这里要感谢的第一个



人便是大我 7 岁的大哥。可能是大我好几岁的缘故吧，在我心里，大哥一直是半个父亲。从

小到大，因了大哥的庇护和陪伴，我的童年和少年多了很多欢乐，少了很多坎坷。因为我小，

凡事大哥都让着我。我上小学三年级那会儿，大哥正好初中毕业，面临着考高中还是考中专

的抉择。上高中，意味着可以考大学，但是要多读好几年书，多交好几年学费；上中专，可

以少交几年学费，早点工作，但也意味着与大学失之交臂。以大哥当时的成绩，高中、中专

随便挑。但为了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主要还是为了我这个弟弟将来的学业，大哥以自己的

前途作为代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这是我那时心中感受到的大哥为我做出的让我永生

难忘的一次牺牲。然而，从后面的生活轨迹来看，大哥的牺牲才刚刚开始——

就是在高二那年，父亲病倒。刚工作不久的大哥承担起了所有的重任。

我没有见过大哥那一夜夜的辗转难眠；

没有见过大哥带着父亲走遍了省市大大小小的医院；

没有见过大哥是如何筹到父亲高昂的医药费；

也没见过大哥为了父亲得到最好的治疗而陪主治医生们喝下一杯杯苦酒还要强装笑颜；

我见到的只是大哥日渐深陷的眼窝，皮包骨头、苍白如纸的面孔，乱蓬蓬灰白的头发，

还有满地满地吸了一半的香烟；

而当上面的一切发生的时候，我是坐在温暖安静的教室里学习，因了大哥的独当一面；

我想一定是大哥的孝心感动了上苍，父亲在卧床三、四年后身体开始好转，真得好转了！

慢慢地，我发现——大哥胖了。

在这里，我不得不提的是，嫂子就是在我们家最为困难的时候走进这个家庭的，在这里，

我代表我们全家向背后默默支持大哥的嫂子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三）湖海相随

如果说，除了父母，大哥是我生命当中第一个守护我的天使，那么第二个不可或缺的人

便是我的妻子，我曾经的高中同学。

当我准备来南京读博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女朋友的妻也正好硕士毕业。妻不得不做出选

择——回老家意味着异地，来南京意味着背井离乡。就在我忧心忡忡的时候，妻一张开往南

京的车票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

我们在博一那年结婚。妻每天上班，我每天上学，教研室、餐厅、家三点一线。每逢周

末，要是不忙，我们就一起出去转转；要是学业忙一些，妻便来我们教研室陪陪我，顺便装

一装博士。

客居异乡，难免碰到许多不顺心的人和事，心情有时也会伴随着各种颓唐与失落，然而

所有的委屈、挫折、抑郁都会消融在妻子的安慰里。



（四）初心不忘

有人说，即使你不能改变世界，也不要让世界改变纯真的你。这或许是我最幸运的一点

吧——虽然渤澥桑田，东海扬尘，我早已不再纯真，但当许多博士在读博期间因学业压力自

杀，因经济压力变得愤世嫉俗，因为导师的压迫变得唯唯诺诺的时候，我却还是我——迂腐

执拗，黏皮著骨，但依然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于是我一度想用林夕的那句“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作为本文的副标，但是

想想读博期间的优哉游哉（至少在我看来是这样的），想想亲人们的咽苦吞甘、熬姜呷醋，

想想已过而立之年却仍没有好好侍奉双亲。自己又哪有资格说这样自负狂傲的话？！等多少

年后，回头看看这段读博的经历，最多也就是用“我也曾赴过琼林宴，我也曾打马御街前”

聊以自慰罢了。

前段时间父亲住院，我在家陪了几天床，这是十多年来父亲抱恙时我唯一的一次陪床，

想来汗颜无地。事非经过不知难，虽然以前也知道家人的不容易，但是在医院陪父亲的这段

时间，我才真正懂得了母亲和大哥那些年的苦和难。在返回学校的火车上，我用微信跟大哥

谈起对父亲身体深深的担忧。大哥在回复我的一段文字中有这么一句：我们是父母生命和精

神的延续，好好做人、好好奋斗就是对父母最好的报答。看到这句时，坐在凌晨两点满是呼

噜声的火车车厢里，我泪流满面。我知道这是大哥对我的安慰，也是对我人生的指引。我能

做的就是一定不辜负那些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对我的殷殷期盼，是的，一定不辜负。

光阴如电，急景凋年，从博士入学到答辩毕业，忽忽三年有余，鸿爪雪泥，已为陈迹。

陶元亮曾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我辈亦应如此。末了，很少喝酒的我要大喝两

杯，一杯敬父母的含辛茹苦、大哥的铮铮鉄肩，一杯敬妻子的不离不弃、无悔相伴。

4.劳动合同纠纷案例

关联课程知识点：劳动关系

强行给员工“放假”不发工资，劳动者可以辞职吗？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38 条规定，单位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

件的，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如果单位安排劳动者工作的环境和工作条件恶劣，存在安

全隐患或漏洞，有可能给劳动者的安全带来威胁；或者劳动者的工作环境与劳动合同约定的

内容不符，劳动者都可以以此理由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随意强行给员工“放假”或

“停工”，无疑剥夺了劳动者的工作权利，让劳动者失去赖以工作的基本条件。因此可视为

未提供劳动条件。



5.司马光论德与才的关系

关联课程知识点：招聘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对德与才有精辟的论述：“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

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给圣人、君子、小人下定义：“是故才德全尽

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这一论述是有

针对性而发的，他提出的选材标准是：“苟不能的圣人君子，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有德的人让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

远，所以选拔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

贼子，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太多了！所以治国治家者如

果能同时审察才与德两个方面，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因才胜德而失天

下的例子，数不胜数，如大家熟知的“做个词人真绝代，可怜薄命做君王”的李煜，死于他

乡的徽宗，还有历史上的隋炀帝，他颇有文才，是个很清醒的亡国之君。这些人，无德不能

服天下，其才又不能治天下，亡国在情理之中。

德才兼备的“圣人”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在现实生活中难得一见。在其余三类人中，

司马光强调人才选拔的次序是，先“君子”，其次是“愚人”，而一定不能任用“小人”，

因为“小人”无德而有才，具有作恶的能力，对国家来说是乱臣贼子，对家庭来说是败家浪

子。

概括起来，司马光的人才标准是“德”具有一票否决制。

6. 诸葛亮识人七法

关联课程知识点：招聘

一、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

用大是大非的事情来问他，让他判断，可以观察出这个人的志向，他的价值取向可以从

中观察而来。

二、穷之以辞观其变

“穷”指追问，“辞”指言辞。问他某一件事让他进行回答，然后接着问，通过这个方

法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应变能力。

三、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

“咨”就是咨询之意。就某项计划、决策和措施，向他询问并征求意见，以考察他的学

识水平。如果犹豫不决，说明缺乏胆识或经验，不能堪以重任。

四、告之以难而观其勇



告诉他这件事情很艰难，甚至会有灾难，以观察期勇气和胆识，看其是不是敢于承担。

只有在危难时刻处变不惊，勇于面对现实，能够驾驭局面且转危为安的人，才是真正的勇士。

五、醉之以酒而观其行

酒后一般都是乱性的，用酒来醉之，可以观察其真性情。现实生活中，有许多人喜欢说

官话、假话，醉时才掏出真心话，真所谓“人生隔胸腔，对面万千里。惟有醉后言，谬误也

真理。”

六、临之以利而观其廉

以利临之，观察他是否能经得起诱惑，从而辨识其是否廉洁。有道是君子爱财，取之有

道。靠劳动去获得利益和靠贪污受贿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境界。秉持廉洁永远会赢得人们的钦

佩和尊重。

七、期之以事而观其信

让他去做某一件事情，可以观察出他的诚信度。言行一致、讲求信义之人才能恪尽职守、

秉公办事。

简言之，就是从对方的“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考察，可谓是全面精

到，颇有道理。

7.中国人报效祖国不需理由

关联课程知识点：绩效管理

施一公的人生经历与钱学森老先生有着许多的相似之处。自儿时起，施一公便是同龄人

和老师眼中的学霸天才，天赋异禀且善于钻研常人难以解决的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

解决办法。在施一公当年高考的时候，他凭借自己的强大学识一举夺得了全省理科状元，成

绩斐然问鼎群雄，顺利考取了清华大学这座中国最高学府开始了自己的大学生涯。

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施一公继续保持天才学霸模式成绩名列前茅，深受老师的栽培喜

欢和同学们的羡慕请教。在清华大学结束了自己大学生活的施一公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继

续在求学道路上奋发图强、不断迈进，迈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开始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在美国同学们的眼中，施一公是来自中国的“惊人天才”，在实验室里，施一公是整个团队

围绕工作的核心骨干人物。在霍普金斯大学获得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后，施一公更

进一步前往美国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进行博士后研究。

获得了博士后学历的施一公迎来了自己在美国的巅峰时期，先后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终身教授等职位，凭借超高学术造诣震惊了无数的美国同

行和专家，每年在生物科学领域发布十几篇论文，即便放在科技发达的美国都是数一数二名



震天下的公认行业大佬、硕果累累，美国科学家们评价施一公是“极有可能带领生物学界前

进的重要人物”。但在此种情况下面对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中心（HHMI）研究员的邀请，施

一公却断然拒绝了年薪高达百万美金的诱人职位，婉拒了一大票向他发来就职邀请函的美国

生物科技公司，毅然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身为一个学术超新星的施一公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无比耀眼，而在回国之后，施一公

母校清华大学的校长直接邀请他回校讲座，并郑重邀请他来出任清华大学生物学院的院长。

比起在美国收到的高薪许诺就职邀请，施一公在国内显然无法获得美国那样的丰厚报酬，可

施一公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发展。在回国以后的这段时间，施一公陆续发表了多

篇重量级论文，再一次让世界震惊于这位中国科学家的惊人才华与学识天赋。除此以外，施

一公还创办了西湖大学，同时参考借鉴世界一流学府的办学经验，为我们中国的大学发展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

谈及自己当年为什么要放弃美国高薪职位，毅然选择回国发展，施一公给出的原因非常

简单“中国人报效祖国不需理由”。简简单单的十一个字实际上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抉择，

能在外国高薪聘请和优渥待遇的诱惑下毅然选择回国效力，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难以做到的

事情。在施一公的心中，只有中国才是自己根深蒂固的真正祖国，祖国的一切是那样的美好

动人。这样一份与祖国的深深羁绊让施一公难以割舍，他不仅仅是一位成功的学者，同时还

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顶尖人才，为我们中国生物科学的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助力。

8.唐太宗的团队

关联课程知识点：员工培训与开发

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宰相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

玄龄等人开始，都一一做些评论，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同时和他们互相比较一下，你在哪

些方面比他们优秀?”

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凡所知道的事没有不尽心尽力去做，

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房玄龄。常常留心于向皇上直言建议，认为皇上能力德行比不上尧舜很丢

面子，这方面我比不上魏征。文武全才，既可以在外面带兵打仗做将军，又可以进入朝廷搞

管理担任宰相，在这方面我比不上李靖。向皇上报告国家公务，详细明了，宣布皇上的命令

或者转达下属官员的汇报，能坚持做到公平公正，在这方面我不如温彦博。处理繁重的事务，

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这方面我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污吏，表扬清正廉洁，疾恶

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一技之长。”唐太宗非常赞同他的

话，而大臣们也认为王珐完全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都说这些评论是正确的。



从王珐的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在出唐太宗的团队里，每个人都各有所长。但更重要的是

唐太宗能把这些人依其专长运用到合适的职位，使其能够发挥自己的所长，进而让整个国家

繁荣昌盛。

https://iknow-pic.cdn.bcebos.com/6609c93d70cf3bc7c738a235df00baa1cd112a2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