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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简介（可另加附页）

成

果

曾

获

奖

励

情

况

获 奖

时 间

获 奖

种 类

获 奖

等 级

授 奖

部 门

学生技能大赛

2016.07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国家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委会

2016.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省级

一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委会

2016.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省级

二等奖

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组委会

2017.04

2017年中国技能大

赛第 44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 3D数

字游戏艺术项目比赛

第

六

名

中国技能大赛第

44届世界技能大

赛全国组委会秘

书处（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职业

能力建设司）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7.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8.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动画片制作项目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8.07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平面设计项目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19.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平面设计项目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0.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平面设计项目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1.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虚拟现实（VR）
制作与应用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2022.05
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虚拟现实（VR）
制作与应用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组委会

创新创业大赛

2021.12

第五届中华职业教育

创新创业大赛全国总

决赛项目《共享非遗

“磁灶窑”陶艺文创

－－让传承陶艺生活

化、产品定制亲民化》

国家

金奖

第一名

中华职业教育社

2021.11

第七届福建省“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项目《共享非遗

磁灶窑陶艺文创——

让传承陶艺生活化、

产品定制亲民化》

省级

金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22.08
第八届福建“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瓷吧文创》

省级

银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22.08

第八届福建“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发光瓷砖——越

夜越美丽》

省级

银奖
福建省教育厅

师生同赛国际化陶瓷创新设计大赛

2020.11
“何朝宗杯”中国陶

瓷工业设计大赛作品

《和餐具》

国际

佳作奖

世界组织WDO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工业设计艺委会

德化县政府

2020.12

福建省陶瓷艺术与设

计创新大赛荣获铜奖

作品《五牛纳福旅行

茶具》

省级

铜奖

福建省工艺美术

学会



2022.05

“何朝宗杯”中国陶

瓷工业设计大赛作品

《大红灯笼便携式茶

具》

国际

铜奖

世界组织WDO
中国陶瓷工业协会

福建省美术家协会

工业设计艺委会

德化县政府

2022.12

“中国海峡”工业设

计大赛暨第八届“海

峡杯”作品《欢腾鼓

舞便携式茶具》

国际

优秀奖

“中国海峡”工业设

计大赛组委会

工信部国际经济技

术合作中心作为

省工信厅

省教育厅

省人社厅

省总工会

泉州市政府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2016.12
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美

育课“创新杯”教师

信息化教学大赛

国家

一等奖

中国职业技术教

育学会

2022.08

福建省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参赛作品《世遗

“磁灶窑”吉祥物 IP
设计》

省级

二等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19.08 福建省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参赛作品《雨巷》

省级

一等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23.08
福建省教师教学能力

比赛参赛作品《世遗

磁灶窑折页设计》

省级

三等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17.10 泉州市优质课/公开

课《遮罩动画》

市级

优质课
泉州市教育局

2021.05 晋江市公开课《拟人

化 3D花盆建模设计》

市级

优秀
晋江市教育局



课题论文

2020.01

论文《中职“吉祥物

设计”项目教学中思

维导图策略应用探

究》

一等奖
福建省职业与成

人教育学会

2021.07

多专业“股份制”联

合双创模式在中职生

创新创业中的实践探

究

省级教

学成果

二等奖

福建省教育厅

2018.08
《移动互联网+师生

互动在专业教学创新

中的研究与实践》

市级重

点课题
泉州市教育局

2021.06
《基于 AR技术在建

材陶瓷产品外观设计

与展示的应用》

省级

课题
福建省教育厅

2020.12

《“磁灶窑”传统陶

艺在中职生非遗传承

与创新创业教育中的

应用研究》

市级重

点课题
泉州市教育局

2023.11

《基于信息化教学中

职生“自主、合作、

探究式”实训方式的

实践研究》

省级

课题

福建省职业技术

教育中心

政校企共建基地

2018.06 磁灶窑陶瓷烧制技艺

传习所

镇级

基地

联合磁灶镇人民

政府、晋江市文

物保护中心共建

2019.05
磁灶窑非遗人才培

养、文创专业群人才

培养校外实训基地

镇级

基地

与泉州世瓷文旅

发展公司共建

2019.12 校地共建磁灶窑非遗

传承基地

镇级

基地

与磁灶镇人民政

府、磁灶镇岭畔

村委员会共建



2019.12
福建省产创融合教育

实践示范基地晋兴智

汇融创基地

省级

基地
福建省教育厅

2021.04 引进磁灶窑非遗大师

工作室

镇级

基地

与磁灶镇岭畔村

委员会共建

2021.10 福建省中小学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

省级

基地
福建省教育厅

2021.12 晋江市中小学研学实

践教育基地

市级

基地
晋江市教育局

2020.08 福建省 VR/AR职业

教育实训基地

省级

基地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网龙公司

2022.07 磁灶窑非遗技艺产学

研基地

镇级

基地
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4.04 磁灶窑非遗陶瓷技艺

培训基地

镇级

基地
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3.04 福建省职业技能等级

认定点

省级

考核点

福建省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厅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

2023.07 泉州市文化创意产教

融合特色专业群

市级

专业群
泉州市教育局

2024.05 教师企业实践基地
省级

基地

中国海峡（晋江）

人才市场

2024.06 磁灶镇乡村振兴职业

技能培训中心

镇级

基地
磁灶镇人民政府

2024.07
菲律宾（海外）中资

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

训基地

海外
菲律宾校友联合

会

成果

起止

时间

起始： 2016年 2月

完成： 2018年 2月

实践

检验

时间

起始： 2018年 3月

年限： 6年



1.成果简介

2016年以来，泉州被定位为我国“海丝”申遗项目的核心城市，

大兴“世遗+非遗”文化产业，为晋江磁灶窑非遗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新

机遇。世遗泉州——磁灶窑，其精湛的陶瓷工艺在古代海上丝绸之

路闻名，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面临缺乏专

门专业、实践基地、师资团队和课程资源的问题。学校践行教育部

文化部国家民委《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文化传承与创新工作的意

见》的精神，依托市级产教融合文化创意特色专业群，遵循传承“窑

火文化”基因，弘扬“海丝工匠”精神的理念，开展世遗泉州背景

下“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

效。

1.1 打造职业教育与磁灶窑非遗传承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学校聚焦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创新“三方协同、三教谐

振、三维服务”培养途径，构筑“世遗泉州背景下‘职教+’磁灶窑

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新路径（如图 1）。近年来，文创专业群在招

生规模、社会服务和办学质量上取得显著成效。2016 至 2024年，

招生人数增幅 61.65%，社会服务项目数、培训人次分别增幅 55.2%、

35.2%。学校完成省级市级课题共 2项，发表论文 7篇，学生在省级

以上竞赛中获得奖牌数 26 枚，其中获得创新创业大赛国赛省赛金

奖、技能大赛国赛二等奖、省赛一等奖。



图 1 世遗泉州背景下“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结构图

1.2“三方协同”共建“磁灶窑海丝文化小镇育人平台”

依托政校企协同机制，学校携手福建省文化创意产教融合联盟、

磁灶窑企业共研磁灶窑非遗人培方案及教学体系，共建市级文化创

意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合作，打造集技艺

传习、教育培训和文旅为一体的非遗传承实践平台，获批省市级技

能培训和研学基地，形成独具特色的“磁灶窑海丝文化小镇育人平

台”。

1.3“三教谐振”创设磁灶窑非遗传承教学新模式

开展“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打造非遗三元教学创新



团队，创新构建“磁灶窑‘非遗+’习产创证服一体化”教学模式。

校企开发网络课程 6门（含精品课程 3门）、特色课程 1门，公开

出版教材 4门。教师团队在教学能力大赛中获得国赛一等奖、省赛

二等奖，3名成员获得省级优秀创新创业导师。

1.4“三维服务”形成磁灶窑非遗传承教育新生态

确立“人才培育、技术支持、文化传播”三维社会服务导向，

非遗教育紧跟市场需求，发挥社会服务功能，推动非遗的活态传承。

学校积极融入乡村振兴建设和“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累计开展社

会培训 3100余人次，新增非遗传承人 2名。师生在非遗产品创新大

赛中获得省级以上奖牌 5枚，其中获得国际级铜奖、省级铜奖，专

利 5项。



2.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及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2.1 成果主要解决的问题

（1）缺乏融入现代职业教育的专业教学。磁灶窑陶瓷技艺的

传承长期依靠传统师徒制，缺乏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融合，面临

传承断层的挑战。

（2）缺乏理实一体化的实践基地。磁灶窑陶瓷技艺的传承多

依赖于分散的家庭作坊式单一传授方式，缺乏与当代教育理念及现

代智能制造技术相结合的实训环境。

（3）缺乏专业化、复合型的师资团队。磁灶窑陶瓷技艺的传

承主要依赖于传统的师徒模式，缺乏专业化、复合型师资队伍，无

法为学生提供全面、深入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培训。

（4）缺乏标准化的课程资源。磁灶窑陶瓷手工艺工序复杂，

依赖传统口传身授，传习难度大，传习标准化程度偏低，不利于非

遗技艺的高效传承和传播。

2.2 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1）磁灶窑非遗技艺纳入专业教学

学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和高职院校协作，联合福建产教融

合联盟，共同优化工艺品设计、动漫设计、平面设计和建筑室内设

计专业集群构架，制订磁灶窑非遗技艺教学标准，推动文化创意“专

业群+非遗”融合人才培养的研究实践。磁灶窑非遗技艺纳入专业

群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实施非遗人才分类、分阶段对口培养，拓

宽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渠道，为地方非遗的传承与创新发展



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2）搭建磁灶窑非遗人才共育联合体

产教深度融合，校政企协同合作，与镇政府、镇文旅企业、晋

江文创园和福建网龙公司等，共建磁灶窑非遗陶瓷技艺传习所、技

能培训、大师工作室、VR/AR陶艺和 3D打印实训基地等，为学校

学生、社会人员和国际交流提供集磁灶窑非遗技艺传习、培训、教

育和文旅为一体的系统化、规模化的联合育人平台。

（3）建设磁灶窑非遗三元教学创新团队

组建磁灶窑非遗传承专业教师、传承人师傅、企业技术导师三

元教学创新团队。学校专业教师主要负责非遗理论与技艺进行标准

化教学，非遗传承人专注于传授精湛技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企业

技术导师负责引入新工艺和新技术，推动磁灶窑非遗传承与创新发

展。教师团队采取互助互学的“结对子”模式，在人才培养、课程

建设、实践教学、产品开发、技术服务、学生实习等方面紧密合作，

提高“双师”素养。

（4）数字化教学赋能磁灶窑非遗技艺传授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对磁灶窑非遗文化和技艺的数字化保存、

记录、展示和传播，与非遗传承人、泉州功夫动漫和福建网龙公司

合作共同开发《磁灶窑陶瓷工艺》《数字工匠造型师》等系列非遗

网络课程和教材；利用在线教学平台、虚拟现实技术等信息化手段，

构建系统化、智慧化的磁灶窑非遗教学资源库。



3.成果的创新点

3.1 跨界融合，构筑“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体系

服务“世遗+非遗”磁灶窑陶瓷文化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

结构、课程设置与磁灶窑非遗教育融合，以工艺品设计、动漫设计

和平面设计和建筑室内设计专业集群为试点，构筑泉州市文化创意

产教融合特色专业群，开拓非遗技艺纳入专业培养、拓展专业技能

方向、拓宽人才培养路径，实现职业教育与磁灶窑非遗技艺传承相

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3.2 资源联通，创新“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模式

三方协同，校政企共建基地、共享资源和共育人才，打造“磁

灶窑海丝文化小镇特色人才育人平台”。三教谐振，组建磁灶窑非

遗教学创新团队、开发特色课程与教材、引入现代数字教学手段，

实践作品化、产品化、商品化、标准化和社会化的五维培养路径，

创构“磁灶窑‘非遗+’习产创证服”一体化教学模式，畅通非遗

教育从学习、实践、创新、认证到服务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三维

服务，搭建“人才、技术和文化”社会服务的联通市场平台，促进

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走向现代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3.3 服务导向，激活“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价值

融入乡村振兴建设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面向镇村（社区）、

中小学、行业企业和海外等机构，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在职业教育活

动周、传统节日等活动中开展非遗产品展示、技艺培训、研学实践

和数字化非遗互动体验等活动。磁灶窑非遗教育紧跟市场需求，师



生“共服、共创、共传”开展社会服务，拓宽国际化视野，实现非

遗的活态传承。

3.4 思政融入，打造“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新范例

深度发掘磁灶窑“世遗+非遗”文化的思政元素，确立“文化

传承、技能本领、乡土情怀”三维思政教育目标。秉承“实践中学

习、学习中传播、传播中服务”的思政教育新理念，通过实践操作

深化思政教育，塑造和提升学生“文化认同、审美品位、精益求精、

守正创新、工匠精神、乡土情怀”的思政素养，形成校本特色“非

遗+”思政育人新范例。



4.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4.1“职教+”非遗传承引领学校教学质量提升

磁灶窑非遗教育、创新创业教育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入专业教学

实践，办学质量得到显著提升。2016年至 2024年，文创专业群招

生增幅 61.65%，社会服务项目数增幅 55.2%，社会培训人次增幅

35.2%；学生获国赛省赛奖牌 26枚，其中创新创业大赛取得全国金

奖第一名的优异成绩。形成磁灶窑非遗人才培育典型案例，成果在

福建省职业院校工艺美术类教师培训班中做专题发言。

4.2“职教+”非遗传承助推学校特色专业群建设

在教师团队中实施“五型五优工程”起到了标杆作用（如表 1），

助推学校省“双高计划”院校建设，获评泉州市文化创意产教融合

特色专业群，2个市级教学名师、大师工作室等，镇政府授予磁灶

窑传承基地 2个，教育厅和人社厅授予技能培训和考证基地。

表 1 “非遗+”专业群教师“五型五优”工程成果

4.3“职教+”非遗传承促成校企资源联通

教学创新团队引领智慧化教学，校企建设网络课程和教学资源，

精品课程 3门，公开出版教材 4 门，1个 VR/AR陶艺仿真学习平

台等，向社会开放和共享。其中黄炳忠老师主编出版教材《数字工



匠造型师》、主编教材《磁灶窑陶瓷工艺》，受到同行教师和学生

的好评，在闽西南协同发展区 7所合作职业院校中推广使用。

4.4“职教+”非遗传承赋能产教融合提质

产教互融助推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融合，开拓磁灶窑非遗传承

人才培养渠道，走向现代化、专业化和产业化。服务磁灶窑非遗产

品创新大赛获得国际铜奖 1项、优秀奖 2项、省级铜奖 1项，专利

5个，传承人新增认定 2人等。助推学校荣获产创融合示范基地校，

创新创业大赛金牌总数福建省排名第一，连续 5届荣获优秀组织奖，

在福建省教育厅创新创业大赛总结表彰会上作为唯一中职院校代表

作典型发言。

4.5“职教+”非遗传承催化学校服务海内外

区域服务：融入乡村振兴建设，累计开展社会培训 3100 多人

次，与企业合作创新非遗产品专利 5项。

国内辐射：与省内外 10多所院校建立合作；在省级职教宣传

周主会场开展非遗技艺和产品展示受到省厅和同行认可；黄炳忠老

师受邀担任福建省、泉州和厦门市技能竞赛专家裁判。

国际交流：融入“一带一路”交流，服务海外菲律宾晋江青年

开展非遗体验活动，与旅菲企业建立海外培训基地，与中外乌克兰

艺术学院建立合作交流。

社会反响：焕发“世遗+非遗”磁灶窑文化传承的活力，服务

泉州申遗过程，为职业教育与非遗传承的融合提供了可借鉴、可推

广的新路径，成果获得中新网、新福建、晋江经济报和电视台等媒

体矩阵报道。



二、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一完成人

姓 名
黄炳忠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3.09 最后学历 大学本科

参加工作时间 2006.09 院校教龄 18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实训处主任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689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艺术设计

工艺品设计与制作
移动电话 13626088699

电子信箱 2581076110 邮政编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09, 荣获福建省教育厅主办 2017 年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019.08，荣获福建省教育厅举办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021.07，荣获福建省教育厅主办 2020 年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2.08，荣获福建省教育厅举办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2021.11，被福建省教育厅评为“优秀创新创业导师”荣誉称号。

主

要

贡

献

主持与顶层设计。担任实训处主任（兼文创专业群负责人），磁灶窑非遗传承中心

负责人，泉州市中职教研中心组综合管理教学质量协作成员，泉州市工业设计协会会员

等。搭建文化创意产教融合院校联盟，指导和论证本成果的教学改革与实践，聚焦磁灶

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创新“三方协同、三教谐振、三维服务”的培养路径。

制定项目制实践方案。围绕产教融合、专业建设、队伍建设、教学改革、服务能力

和课程思政等七大项目，分工开展该成果的调研、探索、实践、提炼与宣传推广。

教育科研引领。主持课题、论文研究，牵头教学改革的创新和实践，深入一线教学，

开展“教师、教材、教法”改革，协同非遗传承人等建设非遗课程和编写教材；带领和指

导青年教师参加教学能力比赛，研究陶艺现代教学方法；指导学生参加中华职业教育创

新创业大赛荣获全国金奖第一名，带领师生参加政府联合行业举办的国际级、省级陶瓷

工业设计大赛，推动校企协同创新非遗产品，并转化为教育教学成果。

示范辐射推广。引领打造非遗教育社会服务品牌，拓展国际化交流，验收总结经验

成果，在省内外职业院校中推广经验。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2）完成人

姓 名
洪妈愿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5 年 5 月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5 年 8 月

院校

教龄
29 年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党总支副书记、

校长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3111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中职数学教学 移动电话 13799545474

电子信箱 598060844@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 年获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23 年获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职赛道一等奖

主

要

贡

献

晋兴职校是磁灶窑传承基地，本人规划建设磁灶窑传承基地，把磁灶窑

传统工艺引进课堂，邀请磁灶窑非遗传承人入校教学，选派教师向传承人学

习，同时选派教师往泉州工艺美院参加陶瓷制作工艺培训。把磁灶窑传统制

作工艺纳入文创专业群（包括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动漫与游戏制作、计算机

平面设计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非遗传承人才，组织磁灶窑产品研发，

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3）完成人

姓 名
蔡良根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8.06
最后

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3.08

院校

教龄
11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办公室副主任兼实训

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

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525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一线教学、职业技能培

训、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移动电话 18050990858

电子信箱 629440658@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9 年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省赛三等奖；

2021 年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国赛三等奖、省赛一等奖；

2022 年福建省职业教育优秀论文二等奖；

2021 年荣获福建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2021 年指导学生荣获第五届中华职业教育创新创业大赛全国第一名；

2021 年指导学生荣获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2021-2022 年指导学生荣获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银奖、铜奖各

一项。

主

要

贡

献

本成果的主要参与者与推动者，作为学校实训中心主任，主要负责学校职业技

能等级鉴定和对外培训服务工作。在成果前期形成过程，积极推动我校磁灶窑非遗

传承基地的对外共建、培训和辐射等业务，同时以指导老师的角色参与指导学生参

加中华职教杯、互联网+国家级、省级的创新创业竞赛，为本项目搭建成熟的“证”、

“服”、“创”体系，累积了大量的佐证素材和数据。主要负责本成果报告中传承

基地对外共建、培训和辐射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4）完成人

姓 名
苏秀华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3年9月
最后

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0年8月

院校

教龄
14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

学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525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一线教学

教学资源开发、建设
移动电话 13665970632

电子信箱 785331538@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9 年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教学技能竞赛三等奖；

2021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一等奖；

2021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近五年指导学生荣获福建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2 项目、铜奖 6 项。

主

要

贡

献

本成果的主要参与者，结合专业积极参与课改、教研，参与磁灶窑非遗+

“习产创证服”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建设，推进新教学模式的应用与实践。主

动参与磁灶窑非遗创新创业大赛的指导工作，总结经验，丰富素材。参与项

目成果调研、项目设计论证，参与成果提炼；参与成果申报书框架与内容的

讨论、修改，提出建议；负责文本材料的校对。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5）完成人

姓 名
黄生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6.11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9.08

院校

教龄
10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实训处副主任、智

汇融创中心主任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

职校
办公电话 0590-8585689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艺术设计、双创教育 移动电话 13805958500

电子信箱 58187878@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张林村西环路292号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第二届福建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新创业大赛 优秀

指导教师奖

主

要

贡

献

本成果的主要参与者，积极参与项目制实践方案的制定，参与产教融合、

专业建设等关键领域，为教学改革和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持。参与研究并实践

磁灶窑非遗+“习产创证服”教学模式，提高了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教学

效果。 做好学校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作，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的职

能，搭建平台开展各类对外服务、社会培训等业务。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6）完成人

姓 名
林晓珊 性别 女

出生年月 1988 年 6 月
最后

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4 年 8 月

院校

教龄
10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0-8585689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美术、漆画 移动电话 13559048625

电子信箱 39383993@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000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2 年《世遗“磁灶窑”吉祥物 IP 设计》获福建省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省二等奖

2024 年《世遗磁灶窑折页设计》获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

学能力比赛省三等奖

主

要

贡

献

结合磁灶窑非遗特色，积极参与构建“三方协同、三教谐振、三维服务”

的培养路径，为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参与课

题、论文研究，推动教学改革的创新和实践。深入一线教学，开展“教师、

教材、教法”改革，与非遗传承人合作，共同建设非遗课程和编写教材，提

升了教育教学质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7）完成人

姓 名
吴小清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7 年 8 月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0 年 3 月

院校

教龄
6

专业技术

职称
中级工艺美术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689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雕塑，闽南砖雕 移动电话 17750799505

电子信箱 118117112@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 年《一念》获第七届中国泥塑造像技艺大赛三等奖

2020 年《一念放下，万般自在》获福建省“白兰花”杯工艺美术现场技能大赛

银奖

主

要

贡

献

参与磁灶窑非遗课程的开发，确保教学内容与磁灶窑非遗的传承需求紧

密结合。参与实践教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包括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实践

教学项目的开发等，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机会。参与成果申报书框架与

内容的讨论、修改，提出建议，身体力行，积极参与本成果的探索与实践。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8）完成人

姓 名
洪应党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81.02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3.08

院校

教龄
21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教务处副主任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5-85855252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教务管理、课程开

发、双创教育
移动电话 18050889329

电子信箱 75227286@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 年福建省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二等奖；

2017 年指导学生获福建省首届黄炎培创新创业大赛银奖；

2020 年福建省职业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参与项目设计论证和成果提炼，积极探索我校磁灶窑“非遗+”习研产创证一

体化育人模式的教学研究，为我校磁灶窑“非遗”传承教育模式的创新提供可行方

案，结合双创教育提升“非遗”项目的市场认同和市场拓展。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9）完成人

姓 名
吴吉祥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04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88.06

院校

教龄

专业技术

职称

陶瓷工艺技师

文化资源研究员

现任党政

职务

泉州市世瓷文旅发展

有限公司负责人

工作单位
泉州市世瓷文旅发

展有限公司
办公电话 0595-85256473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非遗陶瓷文创工作 移动电话 13676538541

电子信箱 754722862@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泉州市世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年吴吉祥在陶瓷教育推广工作中成绩显著，被评为省级优秀农村实用人才；

2020年省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吴吉祥负责的泉州市世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成

功申报省级特色文化产业项目，为磁灶陶瓷文化产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主

要

贡

献

积极推动磁灶窑非遗实践项目的开展，如陶瓷体验基地、陶瓷文

创工作室等，使磁灶窑非遗传承人在实际操作中提高技艺，增强传承

能力。通过多种渠道宣传磁灶窑非遗文化，提升了磁灶窑的社会影响

力，为磁灶窑非遗传承人的培养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0）完成人

姓 名
郑振雷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79.08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2001.08

院校

教龄
23

专业技术

职称
教授

现任党政

职务

工作单位
泉州工艺美术职业

学院
办公电话 0595-83595878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陶瓷设计与工艺专

业教学，陶瓷艺术设

计

移动电话 17953679901

电子信箱 75227286@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21 年福建省陶瓷行业技术能手，2020 年全国轻工行业技术能手，2019 年福建省陶

瓷艺术大师，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入围第十三届全国美展

主

要

贡

献

参与“世遗泉州背景下‘职教+’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创新与实践”的

顶层设计讨论，并在教学中强调磁灶窑传统技艺的传承，鼓励学生进行技艺创新，

使磁灶窑非遗文化在传承中得以发展和更新。将自己在陶瓷艺术研究方面的成果转

化为教学资源，通过作品创作等方式，为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理论支

持和实践指导。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1）完成人

姓 名
饶晓雪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67 年 10 月
最后

学历
本科

参加工作

时间
1990 年 7 月

院校

教龄
29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政教处副主任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85855251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专任教师 移动电话 13599270004

电子信箱 88046185@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214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 32 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指导学生参加福建省工业产品设计大赛荣获三等

主

要

贡

献

参与与磁灶窑非遗传承相关的课题研究，通过科学研究，为人才培养提

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紧密结合人才培养需求，开展应用研究，将研究

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提升了教学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指导学生比赛，发现

了人才培养中的不足，及时调整教学策略，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主要完成人情况

第（12）完成人

姓 名
石开明 性别 男

出生年月 1990年3月
最后

学历
研究生

参加工作

时间
2013年8月

院校

教龄
11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现任党政

职务
无

工作单位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

专学校
办公电话 0590-85856890

现从事工作

及专长
美术设计、动漫 移动电话 15359632966

电子信箱 806024915@qq.com
邮 政

编 码
362000

详细通讯地址 晋江市磁灶镇大宅村顺发路32号（晋兴职校）

何时何地受何种

省部级及以上奖励

2017 年全国创新杯教师教学能力大赛《快门》获一等奖

2022 年《世遗磁灶窑》获福建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

赛省二等奖

主

要

贡

献

参与文化创意产教融合院校联盟的搭建，为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提

供了资源共享、信息交流的平台，促进了校际间的合作与交流。整合线上线

下教育资源，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

本 人 签 名：

年 月 日



三、主要完成单位情况

第一完成

单位名称
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 主管部门 晋江市教育局

联 系 人 黄炳忠 联系电话 13626088699

传 真 0595-85856890 电子信箱 2581076110@qq.com

通讯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

灶镇大宅村顺发路32号

（晋兴职校）

邮政编码 362200

主

要

贡

献

1.晋江市晋兴职业中专学校作为教育教学的主导单位和成果主要完成单

位，创新性地将磁灶窑非遗技艺纳入专业教学体系，推动了专业结构与磁灶

窑非遗教育的深度融合。

2.学校主导搭建了磁灶窑非遗人才共育联合体，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

和行业院校紧密合作，共同打造了磁灶窑海丝文化小镇特色人才育人平台。

3.学校组建了磁灶窑非遗三元教学创新团队，通过互助互学的“结对子”

模式，提升了师资团队的专业素质和实践教学能力。

4.学校利用数字化教学手段，与非遗传承人和企业合作开发了系列非遗

网络课程和教材，构建了系统化、智慧化的磁灶窑非遗教学资源库。

5.学校在成果的推广应用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举办各类活动，提

升了磁灶窑非遗教育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第（2）完

成单位名

称

泉州市世瓷文旅发展有

限公司
主管部门 晋江文旅

联 系 人 吴吉祥 联系电话 13805950893

传 真 0595-85856990 电子信箱 376987488@qq.com

通讯地址
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磁

灶镇岭畔村溪滨路 17号
邮政编码 362200

主

要

贡

献

1. 泉州市世瓷文旅发展有限公司作为行业企业代表，与晋兴职校紧密合

作，提供了实际的磁灶窑陶瓷技艺传承实践平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宝贵的

实操经验。

2. 公司参与了磁灶窑非遗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体系的研发，确保了教育

内容与企业需求的高度对接。

3. 公司与学校共建了 VR/AR 陶艺和 3D打印实训基地，引入了现代数

字技术，为磁灶窑非遗技艺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

4. 公司在产教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合作开展社会培训和产品创

新，推动了磁灶窑非遗传承人才培养的现代化、专业化和产业化。

5. 公司的参与为磁灶窑非遗产品创新大赛提供了实际案例和资源，促进

了非遗技艺的创新发展，并提升了企业的社会形象和品牌价值。

单 位 盖 章

年 月 日



四、申报、推荐意见

申

报

意

见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推

荐

意

见

推荐单位（设区市教育局或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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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反映成果的总结（不超过 6000字）

2．成果应用和效果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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