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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透过窗户洒落在室内，照在一张张青
春自信的脸庞。华中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
大二学生刘灿，坐在教室第一排，时而皱眉思索，时
而会心一笑。

在这位“00后”大学生看来，有着哲学背景的思
政课教师李扬讲课“特别有趣”，能把抽象枯燥的概
念具体化表达，把宏大叙事融入身边的常见事里，让
年轻人两耳能闻、愿闻其详。本硕博连读生物信息
学专业的张宇昊认为，思政课带来的思维方式转变、
对价值观的指引，让自己能够走出“理工男”的框架
束缚。

把握热点、及时更新“大脑数据库”，摆出问题，创
新转化话语表达——这是李扬讲好思政课的“秘诀”。

其实，在李扬的背后，还有一支强大的赋能团
队。马克思主义学院“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课堂”
集体备课会上，气氛热烈。闫帅、刘思远、沈孝鹏等5
位教师轮番上阵，以不同学科视角，解读阐释全会精
神，分享授课思路。

“高校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
阵地，上好思政课、落实好六中全会精神是高校当前
的重要任务。”华中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马建辉全程
参与备课会，他认为，集体备课能集中智慧、拓宽教
师知识面，为讲好思政课提供多学科基础支撑。

有味道、能“解渴”、显个性，一节节思政课，正成
为湖北上百所高校、超百万大学生坚定信仰的“关键
大课”，帮助这些年轻的大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一堂大课，“一出好戏”。立足读懂学生、心系时
代，湖北经济学院《当代中国》思政课“给‘00后’一双

眼睛读懂国家”：150个课堂名额被16秒抢光，思政课
不亚于一场“脱口秀”，授课老师随时“现挂”，还要迎
接“弹幕轰炸”……

“爆款流量课堂”背后，湖北经济学院马克思主
义学院院长叶晓东介绍，思政课选择“中央厨房”的

“配餐”方式，将课程同社会现状结合，把学生成长环
境融入课程，课后根据反馈及时调整，确保提供符合
青年人口味的“思政大餐”。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党和人
民事业发展需要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必
须抓好后继有人这个根本大计。要坚持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用党的理想信
念凝聚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人，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激励人，培养造就大批堪当时
代重任的接班人。

善用“大思政课”，把现实当教材，让每门课讲出
思政味儿，推动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协同前行。武
汉大学《测绘学概论》“六院士，一门课”，20余年的坚
守传递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信念；华中科技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信息技术导论》不仅导技
术，还导思想，“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热点解析
被引入课堂……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
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全会精神激励着广大师生勇
攀高峰，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华
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吴涛感
慨，“大思政课”为学子“拔节孕穗期”引路，越来越多
毕业生走入国防重点单位和民族企业。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开了《关于全面加强新时
代语言文字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了
到2025年普通话在全国普及率达到85%的目标。

《意见》明确的五项任务中指出，“坚定不移推广
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首要任务，要“牢固确立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体地位”，提出新时代推广普通
话工作方针是“聚焦重点、全面普及、巩固提高”。

《意见》强调，全面落实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教
育教学基本用语用字的法定要求，除国家另有规定
外，学位论文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撰写。《意
见》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全面加强民族地区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教育”的任务要求，包括在民族地区中小
学推行三科统编教材并达到全覆盖，深入推进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授课，提高民族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普通
话应用水平。

《意见》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中华优秀语言文
化传承发展”，比如：推动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推进中华思想文化术语传播；加
强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加强中国当代学术和文化的外
译工作，提高用外语传播中华文化的能力；科学保护
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加强民族文字教材管理，
提升民族语文教学质量。

此外，面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构成
的未来信息世界，《意见》对中国将有什么样的语言能
力和语言生活做出了展望，强调要推动语言文字信息
技术创新发展，发挥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在国家信息
化、智能化建设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本报综合）

2021第二季“科普大篷车渝州行”
巡展活动结束

我国明确到2025年
普通话全国普及率达85%

“大思政课”怎么讲才更有趣
新华社记者 李伟

本报讯（记者 魏星）12月 3
日，为期4天的“科普大篷车渝州行”巡展
活动圆满结束。巡展期间，11辆科普大篷车
分别开进垫江、涪陵的20所学校，为各校师生带
去了一场场趣味横生的科普盛宴。本次活动由重
庆市科协牵头组织，市科技馆、南山植物园、重庆动
物园、部分区县科协等15家单位协同参与。

本次科普活动内容丰富。现场展出了铁钉桥、
共振环、磁力转盘、跳舞机器人、野生鸟类蛋壳标本、
热带植物等物品，涉及电学、光学、力学、野生动植物
保护等众多科学知识。除此之外，重庆动物园的科
普教员为学生们准备了有趣的动物科普竞答游戏，
让学生们与科普知识“亲密接触”的同时，也体验到
了科技蕴含的魅力。

不仅仅是学生们对本次活动饶有兴趣，涪陵十
六中龙桥校区的老师们在热心地帮助科技工作者陈
设好展品之后，也纷纷体验每一项展品。有的老师
表示，希望能利用好本次科普巡展活动，将展品中体
现的科学知识运用到课堂教学中去。

“这次巡展活动让孩子们了解到科学的发展、科
学知识的普及，让孩子们在体验与互动中爱上科学、
崇尚科学，为孩子们的人生奠定了一定基础。”涪陵
十六中龙桥校区校长说。

本次活动集知识性、趣味性、互动性为一体。活
动现场，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有序地排队到操

场，专心地
聆听展品解说，详
细地了解展品科学原理，切
实体验到了科学的乐趣和展品的魅
力。校园内不时传来阵阵欢声笑语，伴随
着此起彼伏的惊叹声，科学的种子在同学们心
中渐渐发芽，浓厚的兴趣和求知欲让他们流连忘
返。本次活动进一步营造了崇尚科学、尊重知识
的氛围，激发了学生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热
情，培养了学生动脑动手能力。学生们纷纷表示，
希望以后主办方能更多地开展科普活动，他们也会
努力成为敢想敢实践的创新型人才。

据悉，“科普大篷车渝州行”活动是市科协每年
科普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活动，每次活动深入2个区
县，每个区县开展2~3天。“科普大篷车渝州行”已
连续开展10年，受益群众达百万人次。

涪陵十六中龙桥校
区学生正在观察科普展

品镜像内的变化。

垫江一职中学生体验科普展品。
本组图片均由本报记者 魏星 摄

垫江县周嘉小学学生观察人体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