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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职教之窗

M 资讯

“陈老师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快来猜猜他是谁？”
6月9日，在漳浦县特殊教育学校中高年级信息技术
社团课上，陈静波老师亲切地问同学们问题，耐心地
等待同学回答，“猜到了，真棒！对，这就是计算机。”
陈老师一边讲解，一边翻动课件的页面。同学们时
而安静地倾听课件里动漫计算机的讲解，时而跟着
陈老师念出“这是键盘”“这是鼠标”“这是主机”，生
动的课堂深深吸引着同学们。

“这是显示器。显示计算机的工作过程和处理
结果。显示器就像计算机的脸蛋儿，展示各种各样
的信息和画面。”“这是主机，是计算机的核心部分，
负责信息的存储、处理等工作。主机就像是计算机
的大脑和心脏掌控着一切的运行和思考。不过这大
脑有时候也会‘犯迷糊’，需要咱们好好照顾。”陈静
波老师先采用直观教学法逐步引导学生初步熟悉计
算机的组成部分；再结合生动有趣的动画视频，帮助
学生进一步了解计算机的基础知识；紧接着通过分
层次的模拟操作练习，巧妙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

作相结合，带领学生体验计算机的神奇之处；最后借
助多样化的图片辅以总结，让同学们充分感受计算
机世界的魅力。陈老师一字一句地讲解，有的地方
还特地重复了两三遍。

课后，陈静波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本堂计算机信
息课注重构建以“学”为中心的趣味课堂，挖掘学生
的身心发展特点，由浅入深地设计了适合社团同学
的教学环节。注重培养学生的信息素养和创新能
力。学生们在模拟操作练习中学会了如何将理论知
识灵活应用于实践，这不仅有效锻炼了他们的动手
能力，也显著提升了他们的思维能力，是为了他们未
来融入社会生活奠定基础。同时，借助多样化的图
片展示和精辟的总结，学生能进一步拓宽视野，加深
对计算机世界的理解。

在漳浦县特殊教育学校，每年新学期，老师们
都会为每个学生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期末评估
时，学生不和别人比成绩，只和过去的自己比。陈
静波说，在设计这堂课时，她给同学们定下的目标

就是“会认识计算机，会开启计算机”。学校里教
和学的氛围都很好，老师更注重的是学生学会求
知、学会健体、学会审美、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学
生在轻松的学习环境里，得到更全面的锻炼从而
有利于身心健康。

“从某种意义上讲，特殊教育更加趋近于教育最
本最真最自然而然的状态，注重唤醒个体的内在潜
能。”漳浦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李丽娇表示，陈静波
老师的这节课之所以能获奖，关键在于其独特的教
学设计和对学生特点的深刻洞察。“在课堂上，陈老
师不仅系统讲解了计算机的基础知识，而且成功激
发了学生们对信息技术的兴趣和探索欲。通过引入
趣味盎然的教学活动和生动形象的动画视频，学生
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掌握了所学内容。老师用爱
心、耐心，用方法，做好课堂的每一个细节，陪伴残疾
学生走过属于自己的成长岁月。”李丽娇认为这是陈
老师这堂精品课打动评委的原因所在。

☉本报记者 苏水梅 文/图

这堂课赋能“折翼天使”——

认识计算机 再开“一扇窗”

M 精品课堂

教师名片
陈静波，漳浦县特殊

教育学校教师，市级骨干
教师，2018 年 9 月被评为
县级“优秀教师”，2024年
7月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
残疾人排舞线上比赛，作
品《晚安喵》荣获自选曲目
智力乙组一等奖，2019年
执教《小青蛙学本领——
单双跳》参加漳州市特殊
教育优质课评选获三等
奖。近日，陈静波执教的

《初识计算机》上榜“基础
教育部级精品课”。

▶陈静波老师请同学上台辨别计算机各个部件

本报讯（记者 程琳 通讯员 马佳
琦）6月10日，由福建省技工教育中心
主办、漳州技师学院承办的2025年福
建省技工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师资
培训班、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师
资培训班在漳州开班。

本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师资培训

班是贯彻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2024-2035年）》中“以教育数字化
开辟发展新赛道”的要求，同时也是对
人社部等九部门《加快数字人才培育
支撑数字经济发展行动方案》的积极
响应，旨在助力参训教师抢占职业发
展新赛道，做理念更新的“先行者”、技

术应用的“实干家”和育人变革的“破
壁者”。

本次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
师资培训班立足技工教育特色，旨
在通过系统化培训，探索“技能+心
理”的融合育人模式，打造兼具职
业技能指导能力和心理健康教育

素养的复合型教师队伍，培养更多
“手上有绝活、心里有阳光”的新时
代工匠。

本次培训双班同开、双轨并进，将
助力技工院校教师以科技之力赋能教
学，以仁爱之心守护成长，共同培育新
时代高素质技能人才。

省技工院校人工智能应用技术师资培训班、
心理健康与职业生涯规划师资培训班在漳开班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
员 沈毅玲 李倩茹）近日，第三十
四届海峡两岸（福建东山）关帝文
化旅游节子项目——“两岸同行·
乡村共兴”高校师生乡村振兴采
风活动在闽南师范大学启动。

本次采风活动由闽南师范大
学主办，活动以“两岸同行·乡村
共兴”为主题，意在深度挖掘关帝
文化的时代价值，探索关帝文化
在赋能两岸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独
特作用，以青春之力量及创新的
表达，记录并推动两岸交流与融

合发展。
以文化为媒，聚青年之力，

让两岸青年携手并肩，共绘闽南
乡村发展的崭新图景。活动自
闽南师范大学发起后，得到厦门
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华侨大学
等高校积极响应，组成 20 余人
的两岸师生采风队伍共赴东山
开展采风活动，通过文化寻根，
追溯共同的信仰源头；通过产业
调研，探寻乡村发展的创新路
径；通过创意实践，赋予“忠义仁
勇”精神以新时代内涵。

两岸同行 乡村共兴
高校师生乡村振兴采风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苏
家进）近日，福建省公布 2025—2026
年度科技特派员选任名单，漳州职业
技术学院 52 名教师获任省级个人科
技特派员，16支团队入选省级团队科
技特派员，入选数量位居漳州市高校
首位。这一成果是学校长期扎根地
方、服务区域发展的有力印证。

据悉，学校此次入选的科技特
派员及团队，专业领域深度覆盖漳

州特色农业产业，并向食品加工、智
能制造、文旅服务等领域延伸。其
凭借扎实的工程实践能力和技术应
用专长，下沉到县区、乡镇、乡村的
生产一线，为中小微企业及农业专
业户提供“点对点”的技术攻坚与工
艺升级服务。未来，学校将持续发
挥科技特派员“人才引擎”作用，为
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智慧
力量。

漳职院：

省级科技特派员入选人数居全市高校榜首省级科技特派员入选人数居全市高校榜首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游

雪慧）毕业季来临，为促进毕业生就好
业、好就业，近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召开2025届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明确各项促就业工作重点难点，破解
就业工作中遇到的难题，推动2025届
毕业生就业工作再上新台阶。

会议明确，学校将聚焦重点难点，
坚持“一生一策”精准服务不放松。重
点关注就业困难毕业生群体，落实“一

人一档”“一人一策”等帮扶机制，优化
就业指导，做实做细就业服务，千方百
计帮扶困难毕业生充分就业。同时，
把准就业趋势，坚持专业建设转型升
级不放松。学校将深入分析各专业毕
业生就业情况，持续推动专业结构调
整，动态修订人才培养方案，提高人才
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供需适配，确保
毕业生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切实提
升职业教育的社会适应性和吸引力。

漳城院：

召开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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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游
雪慧 文/图）近日，漳州城市职业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组织婴幼儿托育服务与
管理专业师生走进漳城院附属幼儿
园，开展以“普惠托育 科学育儿”为主
题的宣传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师生团队围绕语言、
社会、认知三大领域，通过开展形式
多样的教学活动，普及托育政策和
科学育儿知识。在语言领域，专业
学生以绘本为载体，通过声情并茂
的讲述和生动的角色扮演，引导幼
儿参与互动，激发孩子语言表达能
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社会领域，
活动聚焦幼儿日常卫生习惯养成，

通过创设情境故事和实物演示，传
授正确的刷牙方法，让孩子们掌握
生活技能。在认知领域，“颜色配
对”活动将颜色认知与音乐启蒙相
结合，让孩子们通过识别乐谱颜色
选择对应乐器进行演奏，既锻炼了
幼儿的观察力和色彩辨识能力，又
培养了他们的音乐感知能力。

此次活动通过将专业教学与托育
服务相结合，既为学生提供了实践平
台，也为幼儿园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
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推进婴幼儿
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为促进普惠托育服务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

漳城院漳城院：：

托育托育““科班生科班生””入园帮带娃入园帮带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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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员 陈
艺芬 陈晶 文/图）近日，漳州卫生职
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第三党支
部联合青马学社，发挥专业优势，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一老一小”志愿服
务行动。

在颜厝卫生院，学校护理专业
志愿者创新服务形式，不仅教授老
人预防老年痴呆的手指操，更将中
医推拿与现代康复理念相结合，为
居民提供个性化健康服务。在漳
州市阳光学校，志愿者们针对聋哑

儿童特点，精心设计了“手语+图
文”急救教学，并将非遗漆扇制作
技艺融入康复训练元素。孩子们
在志愿者指导下，不仅掌握了急救
技能，更在艺术创作中收获了自信
与快乐。

一直以来，学校马克思主义学院
建立了志愿服务长效机制，持续深化

“专业+公益”模式。实践活动既检验
了学生的专业技能，又培养了学生的
医者仁心，助力培育新时代医疗卫生
人才。

漳卫院漳卫院：：

开展开展““一老一小一老一小””特色志愿服务特色志愿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慧慧 通讯
员 余础础 文/图）日前，第九届
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
在四川省成都市开幕。漳州开放
大学非遗项目“童谣（闽南童谣）”
代表漳州受邀参加，为现场观众
带去了闽南童谣、歌谣展演。

本届非遗节以“增进交流互
鉴、激发传承活力、共享美好生活”
为主题，创新推出“主宾国+主宾城
市”办节模式，通过三大主体板块和
三大特色板块，汇聚来自6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600余个非遗项目。

“人类祖先辟乾坤，自古创造
三介轮，天然分布江海水啊，鲁班
造出水上船！”在“魅力非遗・国
际大展”部分，闽南谚语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张嘉星
带来充满童趣的闽南童谣展演
（下图）。活动恰逢端午，展演紧
扣端午主题，在现场生动演绎了
闽南“端午节”习俗的传统童谣

《献江歌》《裹粽》《送咾送》，并与
观众热情互动，用富有韵律的闽

南语调，带着大家穿越时空长河，
沉浸式感受旧时闽南端午龙舟竞
渡、粽香四溢的热闹场景。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
和民族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
是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漳州开放大学不断探
索非遗保护新路径，充分结合本地
非遗资源，深入挖掘地方非遗文
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
当，主动适应新时代对传统文化教
育的新要求，积极推进非遗进校
园、入社区，推进构建富有地方特
色的终身教育服务体系。

学校作为省级非遗代表性项
目“谚语（闽南谚语）”、市级非遗代
表性项目“童谣（闽南童谣）”传承
保护单位，近年来常态化开展闽南
方言课程，编印《闽南方言文学教
程》教材。同时在各中小学、市老
年大学、社区学习空间设立非遗传
习点，举办相关学术讲座，主题展
演活动等，扩大闽南语保护宣传教
育力度，传习闽南韵，绽放方言花。

闽南童谣亮相
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

本报讯（记者 苏水梅 文/
图）“有空可以多参加我们的亲子
活动……”6 月 9 日，龙海区妇联
龙江姐妹家庭教育指导师们对龙
海区十多位困境儿童开展关爱行
动，与他们的家长进行细致的交
流。这是龙海区妇联组织“龙江
姐妹 爱暖万家”公益项目巾帼志
愿者队伍深入困境儿童家庭，开
展的入户关爱系列行动之一。该
行动旨在用脚步丈量需求，用关
爱温暖童心，为后续的精准帮扶
奠定坚实基础。

“爱暖万家”是全国妇联的公
益项目，2025年龙海作为福建唯
一的承接县区，区妇联通过“6+
3+2”精准模式，为 100户家庭提
供6次入户指导、3场亲子活动、2
次班主任沟通，旨在通过校、家、
社三方联动，破解基层关爱难题，
长效守护困境儿童未来。连日
来，巾帼志愿者在入户关爱活动

中走进每一个家庭，在他们熟悉
的环境中，与孩子及其监护人进
行面对面的深入交流。通过精准
倾听，掌握第一手需求，从而绘制
精准帮扶地图，建立长效帮扶机
制。这些宝贵的一手资料将构建
起详实的“帮扶档案库”，成为制
定个性化、差异化帮扶计划的科
学依据，有效避免“大水漫灌”，实
现“精准滴灌”。

入户关爱是起点，而非终
点。“龙江姐妹 爱暖万家”公益项
目相关负责人林舒婷表示，组织
巾帼力量深入家庭，能有效将社
会的温暖更直接地送达需要帮助
的孩子身边。项目后续将根据探
访收集的信息，整合政府、社会和
市场资源，联动多方力量，为这些
孩子提供涵盖生活救助、学业辅
导、健康关爱、心灵陪伴等多元
化、精准化的长效支持，切实守护
困境儿童的未来与希望。

“龙江姐妹 爱暖万家”
公益活动温暖困境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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