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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张文璟 张君琳
通讯员苏钰尘 文/图）为聚焦核心素养，推
进体育教师“五新”教学能力提升，日前，惠
安县儿童青少年体能教练培训班在北京体
育大学圆满收官。

据了解，本次培训活动分为基础理论和
实践教学两部分，包括《儿童青少年体适能
基础理论》《儿童青少年体适能训练计划制
定》《儿童青少年动作评估与纠正训练》等内
容。学员们全员通过考核并获得国家体育总
局体育科学研究所颁发的儿童青少年体适
能教练课程结业证书。

相关负责人表示，培训旨在提高体育教
师在儿童、青少年体能方面的教学能力，广泛
提升全县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和体能素
质，带动全县体育教师掌握指导儿童、青少年
提高体能素质的方法。培训期间，跳水世界冠
军桑雪、游泳世界冠军钱红、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世界冠军李妮娜莅临现场观摩指导，并
与学员们分享关于体适能的心得。

赴京培训
提升体育教学能力

本报讯（融媒体记者陈森森）近日，2024
年亚洲跳绳锦标赛在日本川崎举行。泉州职
业技术大学4名跳绳队队员代表中国跳绳国
家队出征，指导教师曾华昆作为中国的国际
级裁判全程参与赛事的执裁工作。

据悉，本届亚锦赛吸引了来自中国、
日本、韩国、印度、马来西亚等 12 个国家
和地区近千名高水平运动员参赛，中国跳
绳国家队派出 268 名参赛人员。泉州职业
技术大学跳绳队队员何军武、陈其聪、黄
斌、毛旋首次参与国际赛事，参加16+男子
组项目4×30秒单摇跳接力、4×30秒交互
绳接力、1×60秒交互绳速度跳，取得了1个
第11名、2个第12名的历史佳绩。16+男子
组是公认最强的组别，前8名均是从少儿时
代起接受专业训练、有着10年上下的训练
功底沉淀的运动员，前后参与过世界跳绳锦
标赛、跳绳世界杯、国际公开赛等多场国际
大赛，甚至本组别出现3组同场打破世界纪
录的赛果。泉州高校跳绳队学子能在竞争如
此激烈的项目中拿到国际舞台的门票和成
绩，实属不易。

作为福建省首批高校运动员代表征战
国际顶尖赛事，对该校跳绳队的队员们来说
是一场成长体验。未来，该校跳绳队将立足
本次亚锦赛的赛果，不断思考与提升，培养
更多学子加入跳绳队，向着今年10月在浙江
绍兴举办的中国跳绳锦标赛，11月在安徽淮
北举办的国际跳绳公开赛发起冲锋号角，努
力训练，积极备战。

泉州高校跳绳队员
代表国家出征亚锦赛

本报讯 （融媒体记者陈森森
通讯员黄凯杰 文/图）“石塔山听着
笋江声，新华学堂坫遮百年外……”
近日，泉州市新华中心小学为新
生发出录取通知书，与往年不同，
今年的通知书上印着一首校歌
《你好，新华》，扫描二维码就能收
听这首特别的闽南语校歌。

据介绍，该校歌由学校合唱
团师生共同创编，以闽南语演唱，
旋律优美动听，歌词寓意深刻，充
满了闽南文化魅力，而这首闽南
语校歌正是该校开展《传承非遗
技艺，守住闽南文化的根与魂》课
后服务的实践成果之一。“作为一
所百年老校，学校致力于将地方
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融入课后服
务，让孩子从小学习了解闽南文

化，感受闽南传统文化魅力。”泉
州市新华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郑志清表示，学校立足本土
特色，充分整合拍胸舞、火鼎公
婆、闽南童谣等非遗资源，通过邀
请非遗传承人进校园、开设闽南
特色课程、搭建校内外交流舞台
等多维度举措，打造具有高度、深
度、温度的思政教育体系。

经过多年探索，该校在传承和
弘扬闽南非遗的实践中，不仅逐步
引导学生了解和体验泉州闽南文
化，更让他们爱上闽南文化，成为
闽南文化的小小传播者。今后，学
校将继续深耕课堂，深化课程内
涵，拓宽教学视野，让闽南文化在
校园活起来、传下去，进一步培养
学生文化自信，厚植爱国情怀。

近日，来自马来西亚安溪总商会的
青少年U10足球队与安溪县第十小学足
球队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友谊赛，队
员们在绿茵场上奋力奔跑，带球、过人、
射门、扑救……比赛高潮迭起。据了解，
此次活动由安溪县归国华侨联合会、安
溪县教育局，马来西亚安溪总商会主办，
安溪县第十小学承办。此次足球交流活
动，增进了双方友谊，提高青少年足球运
动水平，推动足球文化的传播。

（融媒体记者张君琳/文 通讯员
刘海南/图）

参加主题调研，拍摄乡村纪录片，进社区关爱老人

泉州高校学子奔赴实践大课堂
拍摄乡村纪录片赋能乡村振兴；

深入挖掘当地的产业特色和发展潜
力；积极参加主题调研；开展关爱老
人服务进社区、进乡村活动……暑假
期间，炎热的天气挡不住大学生们走
进基层开展实践的脚步。连日来，在
全省各地，泉州多所高校大学生深入
基层，服务乡村，受到当地群众的热
烈欢迎。□融媒体记者 陈森森 实习
生 吴韵嘉/文 学校/供图

近日，泉州师范学院物理与信息工程
学院社会实践队开启了一场文化与科技
交融的实践活动，探寻“闽人智慧”，激扬
青春力量。同学们先后参观了晋江梧林传
统村落、五店市传统街区以及晋江陈埭镇
四境村民营公司，近距离了解了本地产业
的蓬勃发展与行业前景。在泉州湖南大学
工业设计与机器智能创新研究院，实践队
成员接触认识到研究院自研的3D相机、
无序抓取等学科前沿技术，来自不同专业
的成员们纷纷将所学知识与先进生产技
术紧密联系，探讨创新发展的可能性；而
在晋江市陈埭镇四境村，实践队成员们深
入调研民营企业，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
流，了解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所
经历的种种挑战与突破，成员们深刻认识
到，民营企业的成功离不开敢为人先的勇
气、爱拼敢赢的精神以及对市场需求的敏
锐洞察力，这些都是“晋江经验”丰富内涵
的生动写照。

泉州幼高专外语旅游学院的“寻香探
韵”实践队青年则开展了“雕香世遗泉州，
循迹海丝雅韵”为主题的暑期社会实践。
他们不仅与鲤城区开元街道新春社区党
委、居委会联合开展了茶香雅集活动，现
场为居民进行了茶艺表演与篆香技艺；而
且还结合世遗泉州景点，精心设计研学路
线，助力世遗泉州城市“出圈”。队员们实
际走访拍摄了泉州开元寺、东西塔、老君
岩、洛阳桥、江口码头等多个景点，以茶艺
展示为媒介，向广大游客朋友们发出“泉
州等你来探”的邀请，获得广泛好评。高校
学子主动参与本地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是

“寻香探韵”实践队将观摩学习的成果积
极转化为具体实践的生动体现，展现了青
年学子自觉担负文化使命、讲好泉州故事
的新担当新作为。

主动担当
讲好泉州故事

乡情调研、专题座谈、义务支教、志愿
服务、乡村文艺作品制作……连日来，黎明
职业大学新材料与鞋服工程学院青禾乡村
振兴志愿服务队师生赴漳州市云霄县开展
为期10天的乡村振兴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他们聚焦产业发展、文化传承、环境整治、
挖掘典型等四条主线，利用所学知识，赋能
乡村振兴。活动期间，实践队师生为当地留
守儿童开展支教活动，让孩子们体验手绘
石膏娃娃、植物拓染非遗技艺，丰富留守儿
童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师生们还前往和平乡内洞村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垃圾分类入户宣传，向村民
介绍房前屋后、公共场所区域的环境卫生
整治等政策，倡议村民改善内洞村的人居
环境，助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此次社
会实践围绕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
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开展系列活动，让
青年学子真正走进乡村，深入了解乡村现
状，有利于帮助和引导青年大学生投身乡
村振兴一线，自觉成为乡村振兴记录者、见
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这个暑期，泉州职业技术大学团委
“青春助力乡村振兴”专项实践团远赴三
明市大田县建设镇建国村，把书本所学知
识转化为青春建功的具体实践，通过实地
调研、宣传拍摄、文旅推广、人物访谈、主
题联学等方式，为当地经济发展与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学生们以影像、采访的形
式记录着“镜头里的乡村振兴”故事，他
们或围绕美好乡村开展乡村宣传视频制
作和素材拍摄，或开展人物访谈了解当
地产业经济发展……大家各自发挥专业
特长，通过实地参观、深入调研，社会实
践团队用青年的视角捕捉乡村振兴新气
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为大田县建设镇
定制文旅推广系列海报，探寻多种农文
旅融合发展新路径。

青春力量
赋能乡村振兴

小学录取通知书上印着闽南语校歌小学录取通知书上印着闽南语校歌

跳绳比赛现场跳绳比赛现场（（学校学校 供图供图））

儿童青少年体能教练培训现场儿童青少年体能教练培训现场

实践队队员在内洞村清理垃圾实践队队员在内洞村清理垃圾，，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开展农村人居环境、、垃圾分类入户宣传等活动垃圾分类入户宣传等活动。。

实践队队员在杨桃园采集土壤样本实践队队员在杨桃园采集土壤样本

高校学子为大田县建设镇定制高校学子为大田县建设镇定制
文旅推广系列海报文旅推广系列海报 实践队队员开展实践队队员开展““非遗植物拓染非遗植物拓染””活动活动

小学录取通知书
传播闽南语文化

学生成为闽南文化的小小传播者学生成为闽南文化的小小传播者

闽南特色课程闽南特色课程
受到学生欢迎受到学生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