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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办学历史
。

嘉应学院是一所省市共建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学校位于叶剑英元帅的家乡，著名的文化之乡、华

侨之乡、足球之乡——广东省梅州市。学校前身是创办于1913年的梅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先后经历了

65年的中专教育、22年的大专教育和16年的本科教育。

鲜明的办学特色

学校遵循“勤俭诚信，立己树人”的校训，坚持“立足梅州，面向基层，服务广东，辐射全国，延

伸海外”的办学宗旨，树立“育人为本、服务为荣、特色为魂”的办学理念，成功打造“根植侨乡，服

务地方，弘扬客家文化”的办学特色。

齐全的学科门类

学校开设了57个本科专业，涵盖文学、理学、工学、法学、医学等11个学科门类。拥有‘批国家级、

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及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专业：省级教学团队、省级精品课程等。

创新的协同平台

学校拥有粤台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广东客家地区基础教育师资培养培训协同育人中

心、南方足球创新人才培养培训协同中心、省级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苏区精神(广东)研究中心、省

“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中心”等省级协同创新中心(育人平台)及研究中心，产出了一批基于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资助的标志性成果。

领先的客家研究

学校客家研究院被列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东省客家学研究基地、地方

特色文化研究基地、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基地。“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客家学专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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