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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一所人人向往的幸福学校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办学巡礼

江南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简称“江大附中”）位于锡山惠山山麓、京杭大运河西畔，可谓浸润
了江南文脉的余泽，承续了百年教育的余晖。2009年，在滨湖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江
大附中于青山高中旧址改建而成，高起点的办学瞬间吸引入了一大批省内外的优质师资加
盟。为进一步提升办学品质，学校于2015年在江南大学老校区旧址异地新建，2017年9月正
式入迁惠河路170号新校。10年来，学校以“尚行至善，为公益民”为校训，矜矜业业教学，勤勤
恳恳育人，努力办一所“人人向往的幸福学校”。

谈到理想中的学校，江大附中校长朱龙
祥有自己的定义：“要让学校成为提升师生幸
福指数的‘教育幸福场’，成为师生共同的精
神家园。”教与学是校园生活的主旋律，江大
附中的教师始终认为“幸福学校就要保证孩
子在学习的过程中享受快乐”，常常会告诉孩
子“我们的学习成果，绝不仅仅是一个分数，
更多的来自于每一节课的过程，来自于每一
节课的收获。享受每一节课的过程和收获，
就是享受学习的快乐”。

在专家的指导下，江大附中通过多年实
践，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五环节教学流
程”。这个流程包括课前预习、课内检测、课
堂探讨、巩固练习、提优补标五个环节，课前
预习指向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学生在预习
中发现问题，尽力解决问题，带着未解问题进

入课堂，为高效学习做好充足准备；课内检测
指向教师对学生学习力和理解力的把握，教
师通过检测的结果来教学，哪些该重点教，哪
些可以简单教，进一步解放教师；课堂探讨是
针对问题的师生活动，指向学习的现场，这个
现场的氛围决定了学习过程的快乐与否；巩
固练习指向学习成效的强化，通过知识的迁
移来验证学生的收获；提优补标则指向个性
化的满足，需要老师因材施教，运用恰当的方
法与手段，寻找机会去满足孩子。

为保证学生享受学习过程，江大附中每节
课的教学内容往往会有三次备课，即分工备课
——集体备课——个性化备课，既有分工又有
合作，既有集体智慧又有个性创造。轻松的课
堂、高效的收获，真正让每一名师生在学习过
程中体验收获的快乐，共享成功的幸福。

幸福，源于享受过程的学习

幸福，源于提升素养的课程
学校对“幸福”的追寻，

从唤醒自我的课程开始。“目
前我们正在对10年办学进
行总结梳理，结合滨湖区第
四轮校本提升战略的实施，
对学校的课程构架进行系统
规划，力争突破瓶颈，真正走
向幸福。”江大附中党支部书
记王星这样介绍。多年的办
学基础，江大附中已经形成
了较为清晰的课程体系，从
健康、习惯、方法、品德四个
维度，提出了学生“四个好”
的标准；从学科课程、德育课
程和特色课程三个方面，对
课程建设进行了系统思考。

学科课程，着力于培养
学生的人文与科学素养，既
着眼于学生的基本文化成绩
满足学生继续发展的需求，
又注重用学科特性培养学生
的兴趣爱好和学习方法，确
保学生有“好成绩”“好方
法”。诚如语文学科在落实
好语文的常规教学以外，还
分年级培养学生的书写练
字、课外阅读、研习传统文化
的学习习惯；英语学科则分
年级进行口语对话、短篇阅
读、国际理解的能力培养。
学科课程保证学生的文化基
础，力争为学生的未来幸福
生活奠基。

德育课程，着力于培养
学生的自主发展能力和道德
规范意识，通过有计划、分步

骤实施系列主题班会和主题
活动，确保学生养成“好习
惯”“好品德”。针对部分学
生家庭离校较远、家中无人
照料、独立意识较强等几种
情况，学校提供寄宿选择，通
过寄宿生活知识培训课程，
提高学生的独立自主能力。
德育课程保证学生的品格素
质，力争为学生的未来幸福
生活护航。

特色课程，定位于衔接
过去，立足现在，展望未来，
着力于培养学生的个性与兴
趣，提高学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衔接过去是指为已经具
备一定基础的学生提供高阶
课程，例如学校的比特实验
课程和机器人课程，满足了
来自对口小学部分学生的需
求；立足现在是指开设具有
江大附中特点的课程，例如
学校开设的文学社、艺术社
团，以锡惠两山和京杭大运
河为对象，旨在弘扬无锡地
方文化和江南文化；展望未
来是指开设满足未来社会生
活的课程，如英语、政史地组
跨学科推进的国际理解教育
课程，目的在于培养孩子了
解国际社会生活的能力，鼓
励孩子面向未来，融入世
界。特色课程保证学生的个
性特征，最大可能满足孩子
的幸福追求。

（符仲）

鲜为人知的是，一袋辣条已
经撑起了一个庞大的产业帝国。
数据显示，目前国内有面筋食品、
辣条厂家一千余家，产值至少达
580多亿元。

事实上，以辣条为代表的“五
毛食品”已经走红多年。

口红糖、香烟糖、无花果丝
……这些单价“五毛”左右的豆制
品、肉制品、水产制品、膨化食品
等小食品，因价格低廉、色泽艳
丽、口感辛辣刺激，尤其受到儿
童、青少年的青睐，成为学校周边
的畅销食品。

与此同时，一些“五毛食品”
假以“8090后怀旧食品”的名义
出现在各大网红打卡地和旅游景
点，让消费者为怀旧情怀买单。

然而，这些食品往往因为存
在高油高糖高盐或甜味剂、防腐
剂超标等食品安全问题饱受诟
病，有的甚至是“三无产品”。而
在城乡结合部、农村食品市场的
食品小超市、食杂店、食品流动摊
贩，除了辣条之外，价格在“五毛”
左右的油炸面制品、膨化食品、豆
制品、糖果、果味饮料等各种小零
食更是不计其数。

2018年4月, 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曾专门发布《关于开展校

园及周边“五毛食品”整治工作的
通知》，整顿校园食品安全乱象。

那么，这些承载80后 90后
童年记忆的网红零食是不是也应
该有统一的生产标准？从“地标”
到“国标”，辣条的“转正”之路又
能否带动其他网红食品走上健康
养生之路？

值得关注的是，12月1日起，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对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的制定做出了规
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范围仅
仅局限于地方特色食品，且主要
在本地范围内适用。结合实施条
例和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可以推
断，随着食品标准的清理和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和进一
步完善，未来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的数量将大为减少。

业内人士指出，此次统一辣条
生产标准,既解决了标准不同所导
致的纷争,又能促使企业改进生
产工艺、改良产品配方,提升食品
的营养健康水平，对于数量庞杂
的网红食品走上提质之路也是一
种督促。也就是说，不仅仅是辣
条，其他网红食品的标准、管理也
应力争实现全国统一，从源头保障
食品质量和安全。 （工人日报）

辣条“国标”出台，终结“南北之争”

“五毛食品”能否告别不健康
辣条曾是许多80后90后儿时味道，也是网红零食界的“扛把子”——近日，

它再次登上热搜。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加强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公

告，从统一“辣条”类食品分类、加强原辅料和生产过程管控、倡导减盐减油减糖

等6个方面对加强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监管提出要求。

长久以来，由于缺乏统一标准、监管体系不完善，网红食品一直都是食品安

全问题频发的“重灾区”,威胁着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此次辣条“国标”的出

台，不仅终结了辣条标准的“南北之争”，也让人们对以辣条为代表的网红食品的

“转正”之路有了更多期待。

南派辣条偏辣，北派
辣条偏甜——此前由于各
地对辣条食品中使用添加
剂的要求各不相同，这一
度被消费者称之为辣条标
准的“南北之争”。

记者了解到，南派辣
条以湖南平江的玉峰食品
为代表，依照湖南省《挤压
糕点地方标准》，添加剂遵
循糕点标准；北派辣条以
河南郑州的卫龙食品为代
表，依照河南省《调味面制
食品地方标准》，添加剂参
照糕点、膨化食品类执行。

在食品添加剂使用上
的“标准打架”，产生的直
接后果就是辣条食品安全

的异地监管问题。媒体报
道称，早在2015年至2017
年 6月，全国有15个省份
共计131家辣条生产企业
的195批次辣条上了原各
地食药监局的“黑名单”，
在通报的180起食品安全
问题中，食品添加剂不合
格都是主因，这些通报多
存在于异地抽检中。涉事
的企业认为是各地执行标
准不一致。

此次发布的公告中明
确，今后，辣条统一按照

“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
生产许可类别进行管理，
生产企业要按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使用标准》（GB 2760）的
相关规定使用食品添加
剂，不得超范围、超限量使
用食品添加剂，还要求辣
条生产企业改善产品配
方，减盐减油减糖。

记者查询发现，根据
“GB 2760-2014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辣条生产
企业将不得使用山梨酸及
其钾盐（以山梨酸计）和脱
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
乙酸计），甜蜜素的使用量
也将有严格限制。这也意
味着，不仅辣条可能会“变
味”，南北标准不统一带来
的异地监管困境也有望得
到破解。

■ 网红零食是不是也应该有统一生产标准？

■ 终结辣条“南北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