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抗生：退而不休的师者 

作者: 记者 梁艳  阅读数: 798  
 

“陈爷爷有点苏北口音，但丝毫不影响他形象直接地讲解晦涩难懂的专业知识”，

“陈爷爷总是精力充沛，连续的三堂课都是站着讲完的”，“陈爷爷就是我求知

路上的捷径与明灯，能与陈爷爷在求是园相遇，我感到很幸运”……提起陈爷爷，

信电人及上过他课的学生总能滔滔不绝。 

  学生们口中那个陈爷爷便是信电系的一位平凡但不普通的退休教师陈抗生。

平凡源于他只是一位以教书育人为己任的教师；不普通则是因为已过古稀之年的

他，退休后仍奋斗在课程改革的第一线，坚持为本科生上专业课。 

  早在 2006年陈抗生老师退休之际，便有学生自发在 88上的信电专版献文陈

抗生老师。文章写到“上陈老师的课给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学到的基础知识，而是

他给我们的言传身教，他总是能以身作则，用他的一言一行来感染教育一代又一

代学生。我想我们每一个听过陈老师课的信电学子都不会忘记他的。”或许就是

这份学生与老师间的难舍情谊，让陈老师放弃清闲舒适的退休生活，再次加入到

为学生教学的紧张状态中。 

  重新执鞭教学，陈老师深感本科教材知识的落后，很多知识与现在工业的发

展、企业的运行衔接不上，大大制约了学生的实际运用能力。于是，他开始边上

课边写教材，力求将传统知识与现代工艺融合到本科教材中。“陈老师很多时候

是先完成手写稿，再录入电脑形成电子稿。而一本教材的定稿，前期往往需要好

几个版本的修订。我看到陈老师完成的一本教材，手写稿堆积起来能有 1米多高

呢。”信电系郑史烈老师说起陈老师工作中的点点滴滴，表示很感动，深受启迪。

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陈抗生老师完成了《射频和微波通信电路》课程的第三版

讲义。在这之前，也有好几本由陈老师编撰的新材料于出版社编排出版。 

  现在，陈抗生老师主开《射频和微波通信电路》、《电路分析原理》两门课

程，这两门课都是信电系的专业课，学分高、课时多，教学任务非常重。“尽管

任务重，想必他也乐此不疲。”郑史烈老师介绍道：“陈老师对教学一直怀有热

情，他的理念是‘爱我所做，做我所爱’。他不求名利地坚持在一线教学，全然

是对教书育人的衷心热爱。” 

  不论是双休日还是节假日，每天早上七点刚过，就能看到陈老师顶着满头的

银丝、踏着自行车奔向办公室的身影，这已经成为每个信电人心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即使到了晚上，他也总是出现在办公室里，或是给本科生做课业辅导，或是

指导研究生做实验，或是与他们一起扑在科研课题上。 

  “陈老师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声望，因此他开的课比较火爆，选的人非常多。”

信电系研究生、电路分析课程助教丛亚表示。“在陈老师的眼里，如果一个课程

大多数学生学不好，那肯定是教师的教学有问题，要善于发现自身教学的不足之



处。” 

  国贸专业的赵起峰同学选修了陈老师的电路分析课，但面对电路如此专业的

课程，他的心里有点发“怵”。陈老师在了解了情况后，多次鼓励他，并在课堂

之外的答疑会、邮件里为赵起峰讲解问题、指导学业。通过陈老师细心的辅导，

赵起峰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赵起峰告诉记者：“陈老师是一

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却又如我们的爷爷一样慈祥。通过陈老师的课，我不仅学到

了知识，更是学到了一种超前的视角。在我的心中，他是十分伟大的。” 

  陈老师回归教学，也深深影响了一批年轻教师。信电系周金芳老师说：“陈

老师对待教学的认真态度让我们感触良多。年轻教师不能重科研轻教学，应该两

手一起抓，把科研的最新成果融入到对学生的教学中。”信电系王勇老师表示：

“教改是一项难点工作，陈老师攻克难点，取得了现在的成绩，实属难得。这把

年纪的他还如此勤勉、刻苦、负责，确实让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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