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网讯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11 月 22

日，在第三教学楼 315 教室，学校 2018 年“课程思政”改

革试点项目公开课《移动通信原理》课程上，信息工程学

院教师许春冬引用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激励同学们要

勇于担当使命和责任，让听讲的同学们很受鼓舞，直言

“像被打了鸡血”。 

 

据同学们介绍，许春冬经常在课堂上讲解时政热点，

有时还会引用一些古文或名句，这让他们觉得非常有意思。

“每一门课程都应该融入思政元素。”在许春冬的课堂上，

同学们不仅能学到通信技术的发展等专业知识，还能了解

到国家和江西省发展战略，让同学们大呼过瘾。“每次听

许老师的课都感觉爱国热情瞬间被激发，身上的责任感和

使命感油然而生。”通信 152班唐露表示。 



 

在江西理工大学，像许春冬一样探索“课程思政”建

设的教师不在少数，学校在 2017 年便遴选了 73 门课程作

为“课程思政”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

课，充分发挥课堂主渠道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

使各类课程同向同行。 

许春冬告诉记者，为了探索和研究如何将工科的专业

课程融入思政元素，自己着实花了一些功夫，“要找到合

适的触点，让学生在专业课的学习时，无形之中受到思想

政治教育。”“课程思政”改革试点一年多来，许老师感

触颇深，“专业课加入思政元素后，学生的兴趣得到了极

大的提升，上课都积极了很多，最关键的是提高了分析问

题的能力。”（文/朱贤凌 图/陈琰、索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