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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岩学院坐落于著名革命老区、客家祖地、国家森林城市——福建省龙岩市。学校是福建省示范性

应用型本科高校，前身为创办于1958年的龙岩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01年原福建资源工业学校并入。

2004年，学校升格为本科高校龙岩学院。

学校秉承“厚于德、敏于学”的校训，坚持“根植红土、致力应用、彰显特色、服务发展’’的办学

理念，坚持立足龙岩、服务海西、面向基层、紧贴行业，以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主要目标，直接

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服务。

曩———F；薄瀑闻萨鬻墨习髁譬影弭翻彦———■

学校注重构建“以文理为基础，做强应用学科、做精教育学科”的“一体两翼’’的学科布局，拥有

1个国家级特色建设专业、1个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6个省级重点学科、5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4个省级应用型学科等。201 7年，学校入选福建省硕士学位授予培育单位立项建设高校。

学校注重传承、弘扬闽西特色的红色文化和客家文化，成立了中央苏区研究院和闽台客家研究院。

加强“红土”文化研究，同时将红色文化、客家文化贯穿于培养学生的全过程，着力打造富有特色的

“红土”育人品牌。育人成果多次荣获教育部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奖和全国高校“礼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特色展示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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