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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将于 2020年 12月 26日至 28日举行。记者从福建省教育考试
院获悉，考前 14 天（12 月 12 日）起,考生需认真做好每日体温
测量和健康监测。首场考试进入考点前，所有考生须提交《福
建省教育考试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诺书》，并接受

“八闽健康码”核验。
另外，考生需自备口罩前往考点，进出考点时应佩戴口

罩，自觉接受体温检测，注意与他人保持 1 米以上距离。考
生进入考场时一律摘除口罩核验身份和考试违禁物品检
查，不得因为佩戴口罩影响身份识别和违禁物品检查。入
场就座后确需佩戴口罩的（如感冒、咳嗽等），可向监考员提
出申请，由考场提供口罩。每场考试结束后，须将考场提供
的口罩放置在座位上，不能带出考场。在备用隔离考场参
加考试的考生须全程佩戴口罩。考试结束后，备用隔离考
场考生须待其他考场考生离开后单独离开。

省教育考试院提醒，考生要熟悉考试各项要求，做好证件
（提前网上打印《准考证》、有效居民身份证）、文具和疫情防控
等方面的准备，按照我省要求和报考点说明，提前熟悉交通路
线、考场具体位置及周边环境，尽可能提前到达考点。考生尽
量不要携带（穿戴）有金属的物品或衣物。不得携带任何书
刊、报纸、稿纸、图片、资料、具有通讯功能的工具（如手机、照
相设备、扫描设备等）或者有存储、编程、查询功能的电子用品
以及涂改液、修正带、手表（含电子手环）等物品进入考场。

据悉，开考 15分钟后，迟到考生不准进入考场参加当科考
试，交卷出场时间不得早于当科考试结束前 30分钟。考生交
卷出场后不得再进场续考，也不得在规定的区域逗留、谈论。
考试实行全程实时监控录像，监控录像将实行回放审看制度，
请考生遵守考场纪律，诚信应考，切莫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12月 26日至 28日举行

本报讯（记者 戴岚岚）12 月 9 日，省教育考试院发布通
知，要求做好 2021 年普通高校招生外语口试工作。通知要
求，申请报名参加 2021年我省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外语口试的
考生须于 2020 年 12 月 15 日至 17 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网站

（www.eeafj.cn）“数字服务大厅-高考高招-高考考生报名系
统”，进行报名并完成网上缴费，逾期不予受理。

通知指出，拟报考有外语口试要求招生专业的我省 2021
年普通高考外语科目选考英语或日语的考生，须于 2021 年 1
月 26 日至 28 日，持本人有效居民身份证到所在县（市、区）教
育招生考试机构，签领口试准考证。英语口试实行机考，由各
地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具体组织实施。英语口试考生具体考试
时间及地点详见口试准考证。日语口试考试方式及地点另行
通知。口试时间定于 2021年 1月 30日至 31日。

据了解，拟报考有外语口试要求的招生专业的普通高考
考生，才需要参加外语口试。外语口试成绩分“优、良、合格、
不合格”四种等级，仅供高校招生录取时参考使用，不计入高
考成绩。

2021年普通高考外语口试
15日至 17日网上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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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活动 覆盖县区

“这个怎么剪才不会断？”“木偶为什
么不听我使唤呢？”“看我绣得好看不？”
近日，剪纸、木偶、漳绣、漳州木版年画、
棉花画等漳州“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走
进南靖县高新园区中心小学，现场为学
生展示“非遗”项目的制作，勾起了孩子
们的好奇心，大家纷纷围观，亲手体验
起来。

这是我市正在开展的“2020 年漳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的一个
缩影。“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由漳州市
文化和旅游局、漳州市教育局联合发起，
漳州市艺术馆主办，目的在于通过现场
互动、交流、动手体验的方式，让学生零
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充分了解民间
传统文化，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在芗城实小、在龙文鸿浦小学、在华
安县新圩中心小学……一张张细腻雅致
的剪纸作品、一件件精美绝伦的棉花画、
一张张独具一格的漳州木版年画、一幅幅
精巧绝美的漳绣作品、一场场生动惊艳的
漳州木偶戏……漳州传统文化像一粒种
子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唤起孩子们对
漳州“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据不完全统计，2018 年至 2020 年，
我市组织的“非遗”进校园活动已经进入
全市各地的 34 所学校，包括漳浦剪纸、
棉花画、漳州木版年画、漳绣技艺、漳州
木偶头雕刻等“非遗”项目。“非遗”传承
人现场表演相应的“非遗”项目技艺，受

到了广大师生的一致好评。

创特色学校 促“非遗”传播

12 月 1 日上午，南靖县丰田华侨学
校广场上人声鼎沸，喝彩声、掌声阵阵。
在这里举行的漳州“非遗”进校园活动最
后一个节目，是“越南竹竿舞”。

“越南竹竿舞”是漳州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之一。据了解，南靖县
丰田镇是华侨聚集地。由于外来文化随
着华侨的迁入而在此扎根，随着时间的
推移便成了本地文化，“越南竹竿舞”正
是这样延续而来，连名称都没有改变。
十二年一贯制的丰田华侨学校作为该项
目的传承点，结合平时的校园活动，将竹
竿舞融入日常教学，每周安排初一年级、
小学三至六年级进行竹竿舞训练，幼儿
园大年段早操活动也把竹竿舞作为其中
一项内容。

该校“非遗”传承人王淑梅老师告诉
记者，竹竿舞活动旨在让学校学生积极
参与传统舞蹈，通过活动培养健康的审
美情趣和良好的艺术修养，教会学生感
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展示向
真、向善、向美、向上的校园文化，展示
丰田华侨学校艺术教育和侨乡的特色
成果。

同样把“非遗”项目融入日常教学
的还有龙海市白水中心小学。该校是
福建省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学校，2019
年被福建省教育厅推荐为全国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学校，是龙海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龙海剪纸的主要传承基
地，也是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学
校，学校白水剪纸工作坊被评为 2019
年全国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据了解，白
水中心小学还开发了校本课程——白水
剪纸，该课程被评为 2019 年福建省中
小学精品校本课程。

像丰田华侨学校、白水中心小学这
样的学校，在漳州还很多。12月 1日，我
市发布《关于公布首批漳州市非物质文
化遗产传承特色学校名单的通知》，确定
漳州市实验小学等 39所学校为首批漳州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特色学校。记者
发现，申报项目除了大家熟悉的大鼓凉
伞、漳浦剪纸、木偶等，还有漳州窑、何阳
拳、竹马戏、东山歌册等，本地特色鲜明。

漳州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希
望评选上的学校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加强“非遗”传播，进一步提高全
市师生“非遗”传承与保护意识，全力推
动“非遗”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分类推动 让师生喜闻乐见

“‘非遗’进校园”活动是近年来我市
持续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2018年 1月，我市曾下发《关于开展
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暨“首
届校园闽南语故事大赛”活动的通知》，并
附“非遗”进校园活动方案，要求各校利用
3 至 5 年时间，在学校营造人人知晓“非
遗”、人人热爱“非遗”、人人学习传承“非
遗”的浓厚氛围，建设一批具有地方特色

和时代特征的“非遗”传承特色学校。
为进一步强化活动效果，2019 年 3

月我市再次就“‘非遗’进校园”活动发出
通知，明确“非遗”进校园要围绕“组织开
展‘非遗’体验活动；鼓励开设‘非遗’校
本课程；鼓励学校积极开展‘非遗’教学实
践活动，邀请‘非遗’传承人开设‘非遗’课
程；支持在学校开展‘非遗’”展示展演等
内容进一步开展活动。

今年，为了让更多的在校学生能够
更好地学习和传承漳州“非遗”项目，除
举行漳州“非遗”进校园活动，向师生宣
讲有关我市“非遗”的项目和历史传承保
护等常识，手把手教授学生有关“非遗”
的技艺手法外，漳州市文化和旅游局、漳
州市教育局还从 12 月 9 日起组织开展

《漳州非遗小课堂 2》录制工作。
经过多年来分类推进、分步实施，

“非遗”进校园活动取得明显效果，深受
师生喜爱。芗城实小杨炳光老师说，文
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非
遗”进校园不但丰富了孩子们的校园文
化生活，也进入孩子们的大脑和心灵，为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为树立大国
文化自信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校园里的孩子们通过零距离体验和
感受，对“非遗”传统文化有了更深的认
识。学生家长纷纷表示，孩子通过听讲、
动手体验，不仅有了非常美好的经历，对
传统文化也有了更深的认识，不再觉得

“非遗”离自己很遥远，而是与生活密切
相关，有力提升了儿童对文化遗产的认
知水平和保护意识。

焕活“非遗”校园更靓丽
⊙本报记者 戴岚岚 文/供图

“非遗”进校园是弘扬
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形式。近年来，伴
随“‘非遗’进校园”的日益
深入，“‘非遗’进校园”活
动也从形式多样到注重学
生 的 亲 身 体 验 ，从 而 让

“‘非遗’进校园”迈向一个
理论与实际逐渐融合的新
阶段。不仅让“非遗”保护
工作越来越接地气，更为
关键的是，其广泛的社会
影响力以及在少年儿童中
的认同感得到了前所未有
的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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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漳州传统文化像一粒种子在孩子
们心中生根发芽，唤起孩子们对漳州

“非遗”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图为
“‘非遗’进校园”来到芗城实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