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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郑晓洁）近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获
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标志着学校具备申报和承担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项目的资格，是学校科研
工作的重大突破，也是学校践行“科
研强校”战略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学校实施“人才强基”
与“特色凝炼”双轮驱动战略，持续
加强社会科学研究体系建设，通过
人才引进与培养、科研创新团队建
设等举措，构建起“人才—团队—项

目”协同发展格局。此次获批国家
级科研平台，拓宽了学校项目申报
渠道，为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
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事业提供了
有力支撑。

今后，学校将持续深化科研机制
改革，构建跨学科联合攻关体系，打
造“卫生健康+社科”特色研究范式，
重点围绕区域卫生政策、健康养老等
方向开展应用研究，力争实现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立项突破，赋能区域卫生
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漳卫院：

获批成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依托单位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游雪慧）近日，漳州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会公布 2025 年度漳州市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规划课题立项名单，漳
州城市职业学院共获批立项 10 项
课题。立项课题涉及思想政治、心
理健康、经济建设、乡村振兴、非遗
保护等多个领域。

此外，学院积极服务区域经
济发展，近期承接 11 项技术服务
项目。其中，林国泰老师带领的
无人机操控技术团队，聚焦低空

经济的关键领域和人才培养，为
漳州市交发物流集团有限公司提
供无人机操作的理论教学与实践
操作课程设计服务；苏娟娟老师
带领的心理健康服务团队，入驻
全国首个交通运输从业人员心理
健康服务工作站，为其提供全方
位、全周期的心理健康服务。今
后，学校将持续深化“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推动科研成果转化，
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
持和技术支撑。

漳城院：

揽获多项科研及技术服务课题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薇 文/图）为发挥医学院校专业优
势，履行社会服务职能，近日，共青团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委员会组织28名
师生志愿者走进漳州市阳光学校，面
向近100名“折翼天使”开展“健康中
国 从我做起”应急救护知识进校园
活动。

本次活动围绕“专业+文化+科
技”展开，师生志愿者通过手语翻译
打破沟通壁垒，为孩子们量身定制了
心肺复苏、海姆立克等应急救护技能

知识教学，让孩子们亲身参与实操体
验，并确保操作规范到位。带队教师
说：“为群众普及应急救护知识，是我
们作为医学院校的社会责任。尤其
是特殊学生群体，更需要掌握自救互
救能力。”

活动还特别设置了漆扇制作和
科技展示环节，让孩子们在艺术创
作中，体会非遗传统工艺；在智能机
器狗动态演示中，感受科技在生活
中的应用，为孩子们打开了认知世
界的窗口。

漳卫院漳卫院：：

为特殊学生群体“定制”应急救护知识教学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游雪慧 文/图）日前，漳州城市职业
学院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主题
系列活动，将漳城院百廿文化精神
传承与学生心理健康成长紧密结
合，助力师生以积极心态投入学习、
工作与生活，共筑健康和谐、充满活
力的校园环境。

活动以“百廿漳城院，共绘心健
康”为主题，精心设置了“剧映心扉”
心理情景剧大赛、“百廿心语——我

与漳城院的独家记忆”“‘橙’意绘
梦，‘汁’此绘心”“纸鸢寄情，绘心向
暖”、漳城院“最美笑脸”展示活动、
第六届“爱力师杯”大学生心理知识
竞赛等项目。

未来，漳城院将持续深耕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以多元心理教育实
践活动普及实用有趣知识，借沉浸
式体验活动让心理教育理念在师生
心中扎根，筑牢师生心理防护屏障，
全方位守护师生心理健康。

漳城院漳城院：：

开展大学生心理健康日主题系列活动

本报讯（记者 程琳）5月 29日至
30日，2025年漳州市学校创新大赛现
场赛在漳州高新职业技术学校举
行。这场汇聚创新力量的赛事，吸引
了全市高职院校、中职学校及普通高
中共 205支队伍，数百名同学同台竞
技，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学子的创新活
力与实践风采。

本次大赛由高职、中职和萌芽三
个赛道组成。高职组比赛率先登场，
来自漳州职业技术学院、漳州城市职
业学院、漳州科技学院等院校的参赛

团队，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绿色
能源等前沿领域的创新项目惊艳亮
相。赛场上，选手们通过路演、实物
动态展示与专业答辩，全方位诠释
项目的技术突破与应用价值。评审
专家从个人成长、项目创新、产业价
值、团队协作等多维度综合考量，不
仅为项目精准评分，更以专业视角
提出优化建议，助力创新成果转化
升级。

随后，中职组与萌芽组（普通高
中）接续登场，掀起新一轮创新大赛

热潮。中职组的选手们通过精彩的
PPT演示、鲜活的实物展品和深入浅
出的讲解，从市场潜力、团队优势及社
会价值等维度，立体呈现项目核心竞
争力，彰显出中职教育在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领域的独特成效。萌芽组的选
手们聚焦文化传承、科技创新、智慧生
活等多元领域，展现出青少年对可持
续发展的深刻思考与积极探索。

经过激烈角逐，赛事结果揭晓。
高职组 11 个项目摘得金奖、25 个项
目荣获银奖、37个项目荣获铜奖；中

职组 7个项目斩获金奖、15个项目收
获银奖、22个项目收获铜奖；萌芽组1
个项目登顶金奖、1个项目喜获银奖、
2个项目荣获铜奖。

作为漳州市创新教育的年度盛
会，本次大赛搭建起不同学段创新成
果展示平台，有力推动产学研深度融
合。这场赛事不仅是青年学子绽放
才华的舞台，更是地方创新教育成果
的集中展示窗口，为区域产业升级与
高素质人才培育注入强劲动能，持续
书写漳州创新发展的青春篇章。

点燃创新引擎 推动产学研融合
2025年漳州市学校创新大赛举办

闽南师大创新推出“见物思理”科普项目——

播撒科普火种 点燃科学梦想
每逢周末，漳州科技馆内，闽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

工程学院的“见物思理”科普志愿者，身着“红马甲”，用专
业与热情将深奥的科学知识化作生动体验，点燃参观者、
特别是青少年的求知热情。

这背后，是闽南师范大学物理与信息工程学院“见物
思理”科普项目的精心耕耘。该项目创新构建“1个高校总
部＋N 个实践基地”联动网络，通过“校校—校馆—校
社—校地”四维协同，将高校的科研、人才优势转化为触
手可及的科学体验。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超16.7万
人次，惠及周边中小学、社区、科技馆及多个乡村。

校校联动：
课堂播撒“科学即生活”的火种

“哇，灯泡亮了！”“气球为什么会粘墙？”每周四下午，闽南师大
附小的“双师课堂”上，“见物思理”志愿者化身“主讲小老师+助
教”，用趣味实验拆解物理奥秘，引得学生连连惊叹。

“每节课都有精心设计的‘科学彩蛋’。”项目负责人吴琳欣介绍，
团队已开发涵盖力、热、声、光、电五大主题的31套标准化课程，年均
开展120场沉浸式科普实验课。孩子们动手实践，亲历从“见物不知
理”到“见物思其理”的思维蜕变。

“以前觉得物理就是无聊的公式和计算，现在发现它竟然藏在气
球、吸管甚至橙子里！”闽南师大附小四年级学生小林兴奋不已。调研
显示，95.7%参与学生表示“更爱科普活动”“更愿探索生活科学”。校
校联动让物理知识“活”起来，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

校馆共振：
科技馆化身“可触摸的教科书”

漳州科技馆三楼，“特斯拉线圈交响会”震撼上演：蓝紫色电弧
跃动，“雅各布天梯”噼啪作响，《歌唱祖国》的旋律竟由高压电流

“演奏”而出！
“这些乐声不是音响设备播放的，而是由高压电流击穿空气产生

的。”志愿者向目瞪口呆的观众解释。“太神奇了！这是我第三次来
看！”初中生小李难掩兴奋。在他眼中，科技馆如同“课外教科书”，志
愿者就是“课外小老师”，总能解答他的各种奇思妙想。

依托校馆深度合作，团队年均承担 2000多小时讲解服务，并连
续多年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联合打造“科技游园会”。学院科研成
果、竞赛作品在此“华丽转身”为科普展项，实现“研—教—普”的智慧
跃迁，持续激活青少年的科学基因。

校社融合：
“家门口的科学课”解忧赋能

每周六，在金鑫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周末学堂”温馨而热
闹。孩子们或围坐书桌攻克课业难题，或在科普小课堂里探寻奥秘。

“周末学堂”创新融合“作业辅导+趣味科普”，既解决了家长“看
护难、辅导难”的痛点，又通过“一主题一科普”的精妙设计，将晦涩的
物理知识巧妙融入生动的生活场景。

“孩子以前周末总打游戏，现在每周都催着来学堂！”一位家长在
反馈表中的留言道出了心声。“校社融合”的创新实践，以“家门口的
科学课”激活社区教育活力，为“双减”下的素质教育提供新解法。

校地共生：
乡野沃土播撒科学的种子

寒暑假，“返家乡”的“见物思理”科普项目志愿者，化身“科普轻
骑兵”，带着“物理大观园”精品课程和获奖作品转化的“移动科普资
源包”，深入多个乡村小学开展科普教学活动，让上千名乡村学生首
次接触前沿物理科学实验。

“你们明年还会来吗？”活动结束时，孩子们眼中闪烁着不舍与期待
的光芒。在层峦叠翠的乡野，“校地共生”的实践正悄然改变乡村教育
的土壤。高校科普资源跨越地理与认知的鸿沟，在红土地里深植下充
满生机的科学种子。

科普教育，是启迪，更是双向成长。闽南师范大学以高校资源为
支点，撬动“N”种可能，编织起一张立体多元的协同育人网络。当科
技馆里《歌唱祖国》的电子交响乐回荡，社区学堂的讨论声响起，乡村
教室的实验灯光亮起，这座科普立交桥跃动的科学之光，正流向更广
阔的天地，照亮更多求知的心灵，汇聚成创新强国的不竭源泉。

⊙本报记者 刘婧 通讯员 陈红丽 文/图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日前，
福建省学位委员会印发《关于公布
2025年新增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名
单的通知》，同意厦门大学等 22
所院校申请的 42 个本科专业增
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其中，
闽南师范大学足球运动专业入
选，授予学位门类为教育学。

足球成为大学本科专业，畅
通了校园足球人才升学通道，贯
通了体校和普通本科人才培养的
衔接路径。去年 3 月，教育部发
布 2024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足球运动专业作为 24 种新
增专业之一，被纳入最新专业名
单。全国共有 30 所高校首次新
设足球运动专业，闽南师范大学
位列其中，并首次招收足球运动
专业新生 30 名。专业课程包括
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等专业
基础类课程，以及足球训练理论
与实践、足球竞赛规则与裁判方
法、足球运动历史与文化、运动训
练学、运动竞赛学等专业核心课
程等，注重学生在足球技战术的
灵活运用与创新能力培养。

闽南师大：

足球运动专业增列为学士学位授权专业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通讯员
林晋禄）6 月 5 日，由福师大吴燕丹
教 授 带 领 的 国 际 特 奥 东 亚 区
MATP 福师大技术团队，走进漳浦
县特殊教育学校，开展 2025 年特奥
机能活动训练计划初阶培训。漳
浦特教学校教师及学生家长 40 多
人参加培训。

培训班上，福建师范大学技术团
队吴丹燕、陈秋月、鲁城和王文龙四
位专家从机能活动训练、机能活动训
练项目的基本框架与本土运用、
MATP 家 校 协 同 与 课 程 化 设 计 、
MATP评估实践与教学设计、智力障
碍的特奥活动的分层志愿服务支持

等方面为与会者传经送宝。其间，吴
燕丹教授结合授课还与教师、学生家
长互动交流。

漳浦特殊教育学校作为漳浦县
唯一一所漳州市特奥田径、特奥乒乓
球残疾人体育训练基地，自 2013 年
选派特奥选手参加福建省第五届特
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多年来培养出一
批世界级、国家级、省级特奥会冠
军。该校校长李丽娇表示，期待通过
此次培训活动，借由福师大专家团队
的指导，设计出本土化课程，让更多
特殊学生受益，从而进一步传播特奥
理念、推广特奥融合运动、提升特奥
融合学校整体专业水平。

漳浦特校：

特奥MATP项目培训举办

“见物思理”科普项目志愿者在漳州科技馆，为游客讲解馆内
系列科普展陈。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
员 苏家进 文/供图）近日，由国家
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指导，漳州职
业技术学院承接的“一带一路”国
家人工智能与智能制造技术研修
班举办。来自阿塞拜疆共和国、巴
林、埃塞俄比亚等 10 个国家的 22
名学员参加本期研修班（右图）。

研修班设计了“科技赋能+文
化体验”特色行程，组织学员参观
教育部中瑞 GF 智能制造创新实
践基地、国家级虚拟仿真实训基
地、国家级工业机器人应用人才培

养中心及省级智慧供应链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深入了解数字孪生、
态势感知等前沿技术的应用实
践。同时，考察福建明鑫机器人
科技有限公司、立达信物联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宏发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及冠捷显示科技（厦门）有
限公司，实地感受 AI 智慧节气系
统、物联网产品数字化工厂、自动
化生产线等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成
果等，并到漳州古城体验非遗活
态传承项目，感受闽南传统文化
的独特魅力。

““一带一路一带一路””国家人工智能国家人工智能
与智能制造技术研修班在漳职院开班与智能制造技术研修班在漳职院开班

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纸鸢寄情纸鸢寄情，，绘心向暖绘心向暖””活动现场活动现场

M 职教之窗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张
小惠）“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
丝绦……”近日，漳州市实验小学景山
分校综合楼报告厅内传出悠扬歌声，
学生们身着汉服，以一曲清新典雅、韵
味悠长的《咏柳》吟唱，让千年诗词在
童声雅韵中焕发新生。

当童声唱响千年文脉，当稚子演绎
古韵风华，文化传承的种子便在孩子们
心中生根。原来，这是该校“唐音宋律・

童声传承”古诗词吟唱活动现场，学校打
破传统诵读模式，以“集体吟唱”的创新
形式，将诗词与音乐深度融合，让传统诗
词变得可聆听、可传唱，为传统文化注入
新活力——有的班级带来《古诗新唱》，

用流行音乐节奏演绎多首经典诗词，让
传统与现代元素碰撞出别样火花；有的
班级以激昂战鼓为《出塞》伴奏，孩子们
身披铠甲、手持长矛，重现边塞将士戍边
的震撼场景；还有的班级将《敕勒歌》融
入蒙古族长调，孩子们身着蒙古族传统
服饰，放声高歌，尽显草原风情。

“当诗词从‘读得顺’变为‘唱得美’，
孩子们记住的不仅是词句，更是藏在平
仄韵律中的文化基因。”该校校长陈琼
说，这场充满创意的文化盛宴，是学校一
次传统文化传承的创新尝试。通过吟
唱，孩子们既能直观感受到诗词的音乐
美、意境美，又能在沉浸式的表演中，理
解诗人笔下的家国情怀与人生哲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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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诗词从“读得顺”变“唱得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