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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梽芳委员：

《关于科技教育进校园的建议的提案》（20222173 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近几年来，泉州市教育局加强与有关部门的通力协作，深入贯彻《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计划纲要》，认真落实各项工作，圆满完成各项任务，使我市青少年科

技教育工作佳绩频传。

一、机制建设促引领。我局通过建立“教育、科协、学校”三结合的机制，

引领各级各类学校重视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建立“校外兼职科技副校长”制度，

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联合市科协和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科协工作的实施意见》（泉委发[2014]7 号）和《关于印

发〈泉州市创新驱动助力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泉委[2015]54 号）精神，

提出合理的可行性建议，联合制定有关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的激励机制，提升全

市中小学校和社会支持、参与青少年科技教育的积极性，进一步促进我市青少年

科技教育事业发展。泉州市第一中学、泉州市实验小学被确认为 2019 年省级义



务教育阶段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学校。泉州市第十一中学、晋江市实验小学等 13

所被确认为 2021 年福建省新一批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学校。

二、课程选修促普及。引导各级各类学校以课堂教学为主抓手，结合课标、

教材内容，提升学生科学素养。

利用课堂教学主渠道，实施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教育。构建创新型人才培养

模式，促进科技创新意识形成。以课堂“探究学习”为抓手，让培养对象具备一

定宽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引导与自学结合，知识与运用结合。包括选题辅导、规

律推动、质量评估等环节。从培养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直觉和洞察力出发，

优化课程体系。积极创设课程所需的丰富的有活力的软硬件资源，以科技创新发

展中心为核心展示发明作品，说明发明价值，让意识走入课程中的每一个孩子心

中。让学生敢想敢做，想得到做得到，以“做中学”的理念和态度来实践科学研

究。课内与课外并重，校内与校外结合。把课内知识和社会需求连成一体，以任

务驱动方式促进科技创新教育。通过创新评价体系，规范评价行为，努力形成“鼓

励创新、宽容失败、奖励成功”的制度环境。如泉州七中部分教师在课堂中应用

自制的发明专利教具进行课堂教学，并取得优良的效果。2018 年 6 月，杨利老

师的《饱和汽》物理教具已经申请发明专利并实审中，在课堂中实际应用并向学

生说明科技创新的故事。其他的老师也积极使用该教具进行教学。2018 年 7 月，

《可循环使用的等势线探究仪》实验教具研究申请发明专利，研究论文发表在《数

理化解题研究》。近几年，该校教师借助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等赛事活动，

参与指导学生发明项目达三十几项，大部分已经获得专利授权。

三、师资培养重保障。仅 2021 年，我局就与市科协合作，组织了市级机器

人竞赛、创意编程和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辅导教师培训，青少年机器人竞赛裁判员



培训，科技创新教育骨干教师培训，市创客教育培训等师资培训，其中机器人竞

赛、创意编程和人工智能设计大赛辅导教师 606 人、机器人竞赛裁判员培训参

训教师 109 人、科技创新教育骨干教师培训 143 人。选派 202 名优秀骨干辅导

教师参加省级以上的科技类培训。其中选派 160 名教师参加省青少年科学调查

体验活动骨干指导教师培训，17 名指导教师参加省机器人竞赛裁判员培训 17

名教师参加省科学影像节活动辅导教师培训，8 名指导教师参加省青少年人工智

能科普活动辅导教师培训班。2021 年，我们组织了教师参加的第十七届泉州市

青少年科技教育论文评选活动共收到论文 284 篇，评出获奖优秀论文 161 篇，

其中一等奖 20 篇、二等奖 50 篇、三等奖 91 篇。

2020 年，针对新冠疫情特殊情况，率先采用网络直播和在线课程的方式举

办了 2020 年度泉州中小学人工智能竞赛、创客等培训活动。共培训全市 1425

所学校，参训科技辅导教师 583 人、学生 1486 人，直播观看超过 10 万人次。 此

外，泉州市教育局每年组织多场信息学奥赛教师培训，每场近 50 人参加，不断

提升信息学奥赛教练的指导能力和研究水平。2021 年度，泉州市教育局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邀请国内人工智能教育方面专家、名师共举办两期(24

场)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师资培训讲座，惠及全市 1726 所学校，参训教师人

数达到 1295 名。在第二十二届福建省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泉州市共

有 63 组参赛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14 项、二等级 20 项、三等奖 29 项，在获

奖数以及选送作品的获奖率上全省名列前茅。同时，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义

务教育阶段学校开展人工智能教育试点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文件要求，我市在

原有 2 所省级人工智能试点校（福建省泉州第一中学、泉州市实验小学）的基础

上，新增 13 所省级人工智能试点校（小学 6 所、中学 7 所），在市一级层面，



泉州市教育局也拟遴选 56 所市级人工智能试点学校。通过人工智能试点校遴选，

组织开展师资专项培训的形式，以公益直播课堂、空中教研、示范教学、专项指

导等方式，不断落实开展更多创新智能活动。丰富中小学师生的学习生活，激发

他们的创新精神，同时逐步推广人工智能教育。通过开展全国学生信息素养提升

实践活动大赛培训活动，向全市师生展现了新技术的应用，并明确了未来的重点

培训内容，如人工智能、3D 创新设计、机器人、编程等，将技术应用到实际教

学场景中，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推动人工智能支撑下的教学变革，构建智

能化在线学习环境，建立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生态圈。以期加快推进泉州市中小

学科技创新教育的全面发展，培育具有泉州地域特色的科技创新教育新生态。

通过各类培训，我市科技辅导教师的业务指导水平不断提升，为我市青少年

科技教育工作的深入开展培育了一支强有力的骨干人才队伍。同时进一步优化了

青少年科学工作室组织管理，为促进未成年人素质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四、竞赛活动促提升。2021 年，泉州市青少年主要科技竞赛活动成绩继续

保持全省第一。 荣获了 3 个“双第一”：省创新大赛入围一等奖和获奖总数全

省第一，省机器人竞赛一等奖和获奖总数全省第一，省创意编程及智能设计比赛

一等奖和获奖总数全省第一。与市科协同心协作圆满完成科技竞赛、科技辅导教

师培训、青少年科技教育论文评选活动和青少年科普活动等常规性工作任务。成

功举办第五届泉州市青少年机器人竞赛、第七届泉州市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竞

赛、2021 年首届泉州市青少年创意编程与智能设计比赛。2022 年度在 2021

年的基础上，泉州继续延续之前的比赛培训模式，扩大培训面的同时积极遴选作

品参与省赛，在《第二十三届福建省学生信息素养提升实践活动》中，泉州市共



有 92 组参赛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 17 项、二等级 30 项、三等奖 45 项。相比

21 年项目获奖数增加 29 项。占全省获奖数近 16%。

在 2020 年“全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全市共获得省一等奖 11 项目，

二等奖 12 个，三等奖 36 个。全国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三等奖 17 项。

其中在人工智能和创客方向上，泉州有 5 件作品选送国赛（全省共 13 个件，位

列全省第一）。福建省“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大赛主赛道获得金奖 3

个，银奖 4 个，铜奖 6 个；红旅赛道银奖 1 个，铜奖 3 个，职教赛道金奖 6 个，

银奖 8 个，铜奖 9 个；萌芽赛道创新潜力奖 2 个，创新鼓励奖 3 个，并获得优

秀集体奖。2020 年全市在人工智能、创客领域获取奖项数在全省各地级市中名

列前茅。

2020 年疫情期间，组织参加数字中国创新大赛省中小学人工智能展示会，

入围 20 项作品，占全省入围项目总数超三分一。

每年组织学生参加 CSP、NOIP 培训 8 场、比赛 2 场，参加学生近 1000 人，

2020 年确保疫情防控安全的情况下，采取“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每月进行

一次培训（比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训，不断提升学生的信息素养，并组织学

生参加省赛，并取得良好的成绩。2017、2018、2019 年，连续 3 年成绩均居

全省第二，2020 年有 3 人进入省队。

五、体验交流拓视野。一是认真组织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组织全

市相关中小学校深入开展青少年科学调查体验活动。二是适时组织对外学习交

流。以青少年高校科学营为契机，组织多所科技教育活动开展较好、成绩突出的

学校师生，到高校进行学习交流，进一步拓宽师生创新思维和视野。三是成功举

办“泉州市融合教育暨公益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实践活动”。2020 年元月 13-18



日，由泉州市教育局主办，福建无声有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SOZOTEAM 大学

生公益组织承办，泉州特殊教育基金会、泉州市特殊教育学校协办的“少儿科技

梦，童心创未来——融合教育暨公益人工智能教育培训实践活动”在泉州市迎

宾馆举行。借助人工智能平台，共同探索残健融合无障碍特质教育模式的发展。

同时借助活动，推动残健融合教育的发展，引导特殊孩子坚定自信、学会交往、

融入社会，培养普通学生提高创新能力时更富有爱心、接受生命教育。我市心市

区 15 所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二至六年级在校生参加了此次活动。这次活动

以团队形式组建风格迥异的乐高机器人、Python 创客等课程的培训，让学生采

用游戏与学习相结合推动完成机器人作品（如陀螺发射器、声控飞机、稻草人、

声控打鼓机、人数计数器等）。同时借助活动推动残健融合教育的发展，引导“特

殊”孩子坚定自信、学会交往、融入社会，培养普通学生提高创新能力时更富有

爱心、接受生命教育。此次活动的开展借助人工智能平台，全面培养学生信息素

质，提高其创新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透过培训，观察、分析个别行为与专注力

的差异，论证自闭症儿童与正常儿童的融合模式，同时验证听障少儿在人工智能

领域发展的可能性，成为我市融合教育的一张新名片。

目前，泉州市共有全日制本科高校 7 所（公办 2 所、民办 5 所）、在校生

约 8 万人，全日制高职高专院校 11 所（公办 6 所、民办 5 所）、在校生约 4.9

万人。我市高校共与 2414 家企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其中校企共建各级各类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 334 个（国家级 16 个、省级 39 个、市级 7 个、校级 278 个）、

研发平台 57 个（国家级 4 个、省级 22 个）。这些产学研平台既有优质的师资

力量，又有先进的仪器设备，在为高校、企业提供教学、实训、科研等服务的同

时，也可以为中小学、幼儿园科技、科普教育提供支持。



今后我们将不断创新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继续开展丰富多彩的青少年科普

活动尤其是人工智能(或“AI”)实践课程教育，积极推动各县（市、区）新型科

技教育均衡发展。

感谢您对家乡教育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欢迎继续关注。

领导署名：蔡玉霖

联 系 人：王鸿燕

联系电话：0595—22782219

泉州市教育局

2022 年 7 月 25 日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市政府办公室、市政协提案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