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2023 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
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
近日，2023年研考漳州市高等学校
招生考试中心报考点发布考生应考
须知，指出目前仍有部分考生在漳
州市外，鉴于当前疫情形势复杂严
峻，为保障广大考生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确保正常参加考试，考生
应悉知如下事项。

一、合理安排行程，做好健
康监测

请未返漳考生（含本省外地市
考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合理安排
行程，提前返漳，落实我市防控要
求，以免耽误考试。外地考生入
（返）漳时，应自觉做好入漳登记
（“漳州通”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
——入漳信息登记”），立即完成“落
地检”，积极配合落实属地有关防疫
要求（具体要求可咨询考点所在属
地芗城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值班电话
号码 0596-2307581）。在漳考生应
严格遵守我市防疫要求，非必要不
参加聚集性活动、不进入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避免前往涉疫地区，避
免与来自高风险疫情地区或有旅居
史、境外返回、有境外人员接触史或
有疑似症状等情况的人员接触。建

议尚在外地的考生在 12 月 17 日前
返漳，考生考前 7天内尽量在漳州，
非必要不离开本市，尽量减少流
动。考前 7 天起，请考生认真做好
每日体温测量和健康监测，如出现
发热、咳嗽、乏力、鼻塞、流涕、咽痛、
腹泻等症状，请及时就医。

二、关注研考信息，保持联
系畅通

建议考生考前密切关注福建省
教育考试院网站及微信公众号、中
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发布的研考有
关信息；及时了解漳州疾控发布的防
疫要求，并按要求落实防控措施。请
考生务必保持报名时填报的手机号
码联系畅通，做到及时接收相关信
息，提前安排返漳行程，主动配合报
考点做好相关工作，以便顺利应考。
考前，本报考点将会通过短信平台发
送提醒信息，请考生密切关注。

疫情防控措施根据疫情形势变
化适时调整，考生须遵守漳州市防疫
规定要求，凡未按规定要求造成不能
参加考试的，考生本人自己承担。

三、友情提醒

鉴于当前疫情形势复杂多变，
如我市疫情防控要求适时调整，
以最新防控要求为准。

近日，福建省教育厅发布《福
建省第二轮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建设一支高
层次师资队伍，培养一批拔尖创新
人才，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优势学科，为
新时代新福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
超越提供有力支撑。到 2026 年，
力争4所高校、10个学科达到国家

“双一流”建设标准。

打造优势学科

《实施方案》明确，我省将打造
优势特色学科。赋予厦门大学自
主权，自主确定省“双一流”建设
学科。推动福州大学做大做强
化学学科，在新一代信息技术、
智能建造、大数据与智慧管理
等学科群培育国家一流学科。
支持华侨大学建设机械工程、化
学工程与技术、工商管理学学
科，福建师范大学建设马克思主
义理论、中国语言文学、地理学
学科，福建农林大学建设植物保
护、生态学、林学学科，福建医科
大学建设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学
科，福建中医药大学建设中医
学、中西医结合学科，集美大学
建设船舶与海洋工程、水产学
科，闽南师范大学建设中国语言
文学、数学学科，中国科学院大
学福建学院建设化学、材料科学
与工程学科。建设期间，在世界
顶级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国家
高端智库、国家级奖项等方面实
现新突破，15 个学科进入全国学
科评估前 10%。

我省还将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加快培养基础学科拔尖人才，
建设基础学科联盟，打造基础学科
拔尖学生培养基地，鼓励高校探索

“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个性
化、国际化)等育人模式，建设跨学
科课程体系、组建跨学科教学团
队、设立交叉学科研究课题，为拔
尖学生参与跨学科学习和研究创
造条件。建设碳达峰碳中和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体系，支持有条件
的高校建设碳达峰碳中和领域新
学院、新学科和新专业。建设期
间，力争在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课
程教材、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等方
面实现新突破。

扩招博士后

在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实施方案》强调，我省将安排专项
资金重点支持高校培养院士等领
军人才加强青年人才培育，鼓励高
校扩大博士后招收培养数量，将博
士后作为师资的重要来源。实施
闽江学者奖励计划，加大力度支持

高校引进中青年学科领军人才。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机
制，实施公办普通高校人员控制总量管理，深化人才聘
用、评价和晋升制度改革，构建有利于人才聚集、人才成
长的制度环境。通过建设，培育引进一批特级人才(团
队)，在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青等国家级高端
领军人才上实现新突破。

此外，在提升科研创新水平方面，我省将推进省自
然科学基金高校联合资助工作，培育高校作为牵头单位
承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等。支持
福州大学在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集成
电路等新兴领域争创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福建师范
大学教育部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教育部基础教
育课程研究中心等平台建设，福建农林大学省部共建闽
台作物有害生物生态防控国家重点实验室、菌草生态产
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等建设。

《实施方案》还强调，我省将加大融合开放力度。
充分发挥我省先行对外开放优势，探索与世界高水平
大学双向交流的留学支持新机制，开展学分互认、学位
互授联授，搭建中外教育文化友好交往的合作平台。
推进高校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院校合作设立
孔子学院、海丝学院。支持厦门大学马来西亚校区建
设。支持天津大学在福州滨海新城与新加坡国立大学
合作办学。积极探索海峡两岸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
路，推动建立闽台高校融合发展机制，支持有条件的高
校在平潭综合实验区设立台生预科学院、专业教学学
院、科研院等。 （据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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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流感等呼吸道疾病高
发，疫情下儿童该如何做好健
康防护？有孩子的家庭是否
需要多储备一些药品？普通
人群又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组织权
威专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科主任王
荃，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医
疗救治专家组成员王贵强作
出专业解答——

1、正值呼吸道疾病高发
季节，孩子发烧、咳嗽，是否需
要去医院？

王荃：秋冬季是儿童呼吸
道疾病高发季节，发烧和咳嗽
是儿童呼吸道疾病常见症状。
导致发烧、咳嗽症状的病原体
非常多，以流感病毒等病毒为
主，也包括某些细菌、肺炎支原
体。

孩子生病后如果精神状态
稳定，家长做对症处理、观察
病情即可。如果连续发热超
过三天、持续高热、频繁咳嗽
或呕吐，甚至出现包块、频繁
腹泻、脓血便、尿量减少、呼
吸增快、呼吸困难、意识障碍

等情况，家长应带孩子及时就
医。

在医院期间，家长应做好
自身和孩子的健康防护，戴好
口罩，做好手卫生。回家后立
即脱掉外套、鞋帽并认真洗手。

2、有孩子的家庭眼下是
否应该多备一些药品？

王荃：家里备一些适合儿
童服用的退烧药等即可，不建
议家里过多存药。给孩子服药
时应谨遵医嘱并认真阅读药品
说明书。为了确保安全，家长
不要只凭经验给药。

孩子居家时，要保持规律
作息、充足睡眠、合理膳食、均
衡营养、加强锻炼，多吃水果和
蔬菜。北方冬季天气较干燥，
家长要给孩子多喝水，加强亲
子沟通，保持心情愉悦。

3、当前，个人做好健康防
护还要注意什么？

王贵强：对于普通人群，要
做到勤洗手、外出时戴好口罩、
常通风、不聚集。均衡营养，适
当休息，合理运动，保持良好的
心态。

慢性基础疾病患者要按照
医嘱坚持用药。气温骤降等恶
劣天气时，慢性呼吸疾病患者
尽量减少外出。

如果出现发热、咽痛、咳嗽
等不适，做好健康监测。如果
重症高风险人群出现持续高烧
不退、呼吸困难等情况，要及时
到医院就诊，避免疾病加重。

4、冬季是呼吸道病毒高
发季节，要不要储备相应药品？

王贵强：我国治疗呼吸道
感染的药物有充足储备。家里
可以适当储备一些解热镇痛的
日常药物，但没有必要去抢购、
囤积。

经过近三年的抗疫，我国
医疗卫生和疾控体系经受住
了考验。当前，奥密克戎病
毒致病力在减弱。万一感染
了奥密克戎变异株，一部分
人会出现发热、咳嗽、咽喉痛
等症状，使用一些对症支持
的药物包括中药就可以。针
对重症高风险人群，如果使
用已获批的治疗新冠肺炎的小
分子药物，要遵照医生指导。

（据新华社）

因疫情防控工作需要，
漳 州 部 分 学 生 开 启 线 上 学
习。线上学习的日子里，小
学生如何把“书房变课堂”，
把“客厅变操场”？龙溪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副校长王琼提
出了“四个自”要诀：即“自主
学习、自觉锻炼、自我管理、
自我防护”，保证线上学习质
量，营造居家多彩生活，促进
学生全面发展。

王琼说，学生可巧用各
学习资源、自主参与，最大限
度发挥优秀课程的价值，在
线学习期间应专注高效，不
做与学习无关的事情，及时
做好笔记，有疑问及时记录、
向老师寻求帮助，提高学习
效率。学生还可通过中小学
学 科 教 学 资 源 微 课 汇 总 网
络、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

“学习强国”平台、人教课程
网、福建省教育资源公共服
务 平 台 、中 国 教 育 电 视 台
CETV1《同上一堂课》特别节
目等进行学习。

居家防疫期间，如何保
证劳逸结合？王琼认为，学
生要积极参与每天一小时的
运 动 ，如 ：七 彩 阳 光 广 播 体
操，跆拳道操，跳绳以及力量
性、平衡性、柔韧性练习等活
动。通过锻炼身体，保护视
力，增强体质，不断提高自身
免疫力。

居家学习期间，如何做
好“智慧家长”？王琼说，家

长 可 以 和 孩 子 进 行 亲 子 活
动，孩子可以和身边的小伙
伴进行才艺比拼。有兴趣特
长的，如擅长舞蹈、绘画、乐
器演奏的学生，还可以利用
居家学习时间进行练习，录
下精彩镜头，与朋友、同学、
老师分享，陶冶情操，提高个
人修养。

同时，居家学习期间，学
生还应积极参与实践劳动：
洗碗、扫地、拖地、整理房间
等，培养劳动能力和劳动习
惯。学生还可以在家长的指
导下学习做饭技巧，锻炼提
高生活能力。

疫情期间居家学习，手
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成
为学习好帮手的同时，也给
了 孩 子 玩 游 戏 带 来 可 乘 之
机 。 如 何 教 导 孩 子 正 确 使
用电子产品？王琼建议，在
疫情防控期间，家长可以和
学 生 一 起 制 定 科 学 使 用 手
机 、电 脑 等 电 子 产 品 的 规
则，规定学生上网学习的时
长和时段，控制其电子产品
的 使 用 时 间 ，做 到 合 理 有
度 。 同 时 也 要 教 育 好 孩 子
谨防网络诈骗，敏感信息慎
填 ，陌 生 链 接 不 点 ，陌 生 网
友不理，短信验证不给。同
时 建 议 在 敞 亮 的 环 境 里 上
网 学 习 ，姿 势 正 确 不 能 忘 ；
视屏时间不能太长，要进行
适当的户外运动等。

☉记者 陈慧慧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日前，第 36届中国化学奥林
匹克竞赛（决赛）举行。我省共18名高中生参赛，经过两
轮理论考试的激烈角逐，共获得金牌2枚、银牌14枚、铜牌
2枚。其中，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黄培江获得二等奖。

据悉，中国化学奥林匹克竞赛是全国中学生五项学
科竞赛之一，是国内中学生化学最高级别赛事。福建赛
区竞赛工作由福建省科协组织管理、监督保障，具体赛
事由福建省化学学会承办。2022年，我省有 11000多名
高中生参赛，经预赛和初赛等层层选拔，推荐优秀选手
组成福建省代表队参加全国决赛。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2022 年下半
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笔试成绩于 12
月 9 日公布。并在教育部中小学教师
资格考试网站于 12 月 9 日 8：30-12 月
11 日 17：00 开放面试报名。

面试时间确定为2023年1月7日-8日
（部分考区考试时间1月7日-10日），面试
成绩将于2023 年 3 月 1 日进行公布，考
生可通过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网进行查询。

据悉，面试采取结构化面试、情景
模拟等方式，通过备课（或活动设计）、
试讲（或演示）、答辩（或陈述）等环节
进行。遵循《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标
准（试行）》和《考试大纲（试行）》（面试部
分），主要考核申请人职业道德、心理素
质、仪表仪态、言语表达、思维品质等教学
基本素养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
价等教学基本技能。

在面试科目方面，幼儿园面试不分科

目；小学面试分 10个科目，语文、数学、英
语、道德与法治、科学、音乐、体育、美术、
信息技术、心理健康教育；中学（含中职文
化课）教师资格面试科目与笔试报考科目
三（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相一致外，新增
心理健康教育、俄语、日语科目。中职专
业课和实习指导的“专业知识与教学能
力”考试，主要结合面试进行考查。报考
中职专业课及实习指导的考生在面试时
需携带与报考专业相应的教材到考点报

到。有关《考试标准》和《考试大纲》等信
息可登录教育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站查询。

值得注意的是，自12月30日起，建议
考生避免跨省流动或到人员流动性较大
的场所聚集，认真做好每日体温测量和健
康监测。考生考前须通过闽政通APP申
领“福建健康码”，并如实填写《福建省教
育考试考生健康申明卡及安全考试承
诺书》。

本报讯（记者 陈慧
慧）2023 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考试将于 12
月 24 日至 26 日举行。
日前，教育部指导各省
（区、市）教育招生考试
机构进一步优化考生服
务，完善研考信息发布
机制，开通咨询电话和
邮箱，及时解答考生关
切的问题。

其中，福建省教育考
试院联系方式为，网 址：
https://www.eeafj.cn/。
微信号：福建省教育考
试院（fjsjyksy）。咨询电
话 ：0591- 86215687、
86215671。 邮 箱 ：
fjyz@mail.eeafj.cn。

请考生密切关注报
考点所在地省级教育招
生考试机构发布的信
息，做好考前准备和安
排，如有疑问，可通过
电话、邮箱等方式进行
咨询。

厦大附中黄培江
获第36届中国化学奥赛银牌

疫情防控期间，如何把“书房变课堂”——

自主学习 自觉锻炼 自我管理 自我防护

疫情下儿童该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2023年研考生——

考前 7 天内尽量在漳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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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面试9日起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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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7日清晨，闽南师大新闻传播学院的研考生在
教学楼晨读，备战即将到来的2023年全国研考生考试。

黄以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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