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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荒逐梦
答好安居百姓之问

初冬的安居中学校园里，学生运动会

热火朝天。崭新的标准化运动场上，健儿们

活力四射，走在校园各处，学生个个朝气蓬

勃。这所年轻的中学，正如这群少年一般，

尽显发展活力。安居中学的成长蝶变，正如

安居区的发展变迁。

遂宁市安居区，是一所建区20年的年

轻城区，从“有区无城”的农村集镇白手起

家，筚路蓝缕，取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

而在建区之初，安居区财政紧张，无力在安

居城区建设公办高完中，由企业投资开办

了一所民办中学，优质生源大多进入民办

学校。对于以农业人口为主的安居百姓来

说，民办学校学费昂贵，迫切需要一所优质

公办高中。

群众的需求，就是工作的方向，安居区

委、区政府回应群众关切，2014年，在安居

第一初级中学基础上开办完全中学。由于

硬件限制，学校和安居明德小学互换校区

办学。“无论运动场地还是教学设施都十分

紧张。”回忆往昔，老教师夏旭感慨万千。

困难是暂时的，安居区加大财政投入，

多方筹集资金。占地 200 余亩的安居中学

新校区顺利建成，学校初中部和高中部相

继迁入新址。崭新的现代化校园为学校发

展插上了腾飞之翼。无论是在过去的艰难

条件下，还是在如今的良好环境中，安居中

学团队都憋着一口气，铆足了劲追赶、超

越。

从1985年的安居坝乡初级中学校，到

2014年的高完中，再到如今的四川省示范

性普通高中，安居中学由昔日农村初中嬗

变为全区“一心两翼”公办教育核心，遂宁

市中学素质教育前十强。

开办高中之初，老百姓对公办学校认

可度低，优质生源纷纷流入民办学校。近年

来，老百姓认可度持续提高，优质生源逐步

回归，部分在民办学校就读的学生转入安

居中学。“我们不用再辛辛苦苦为民办学校

打工了。”家长的话很实在。

近几年，安居中学高考成绩持续提升，

今年高考重点上线增长率更是位列全市第

一。本校教师子女过去都是送出去读书，如

今纷纷选择本校就读。“我们向安居百姓交

上了一份满意答卷，并且必将在未来取得

更大发展。”校长王波的话充满底气。

事在人为
锻造一支过硬的师资队伍

“出口”畅带来“入口”旺，而另一方面，生源质量

又影响着最终“出口”质量。起步晚、生源薄弱的安居

中学如何追赶提质，赢得百姓认可？

事在人为，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如何建设一支引

得来、留得住、干得好的优秀教师队伍？

要引得进人才，就要有好的待遇。随着近年来遂

宁市的“遂州英才计划”和安居区的“琼江英才计划”

实施，安居中学抢抓机遇，引进知名高校研究生近30

名。同时，随着学校工作生活条件改善和愈加完善的

关怀举措，老师们在安居中学工作的幸福感越来越

强。

要留得住人才，就要有好的平台。“对我们来说，

专业成长和事业成就才是最大的福利待遇。”青年教

师梁爽说。为了让人才留得住、干得好，安居中学持续

加大教师培训培养力度，并将多数培训机会给予普通

教师，近几年每年用于教师培训费用均在 30 万元以

上。

另一方面，学校创新管理机制，促进教师专业成

长。除了常规的青蓝结对，安居中学2017年开始实施

年级、学科、班级三级捆绑考核，让老师结成命运共同

体，让优秀教师不仅耕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为

团队专业成长切实贡献力量。

“在学校最大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是学校为青年教

师搭建了学习和成才的舞台，促进了自我快速成长。”

梁爽于2020年通过“遂州英才计划”进入安居中学，短

短3年间快速成长，多次获得市区级赛课一等奖，现已

担任高三网班化学教学工作。

党的领导是事业成功的根本保障。学校将

党建与队伍建设、教学工作有机结合，打造“五

和”党建品牌，开展“三在、三亮”特色党建活动，

让党员教师切实发挥模范带头作用。

已经50多岁的党员教师何中文一直承担两

个班的英语教学工作，且教学质量名列前茅。

2019年、2020年连续两年有英语教师离职或生

育，作为党员的何中文以身为范，连续两年主动

补缺，担起 3 个高三班英语重担。业务精、挑重

担，已然成为党员教师的内在要求。

优秀的教师队伍给学校发展带来强大动

力，学校的发展给了老师们更大的舞台。如今安

居中学的教师队伍意气风发，向着下一阶段发

展目标凝心聚力，踔厉奋发。

立身之本
筑牢教学质量生命之基

优美的校园令人愉悦，但老百姓看一所学

校，首先看的是教学质量。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是学校的立身之本。“题海战术”“向时间要质

量”已不能适应当下人才培养需求。如何向课堂

要质量？安居中学将目光放在精细化管理上。

学校采用“部门负责、年级自管、学科督导”

三线交叉管理，充分调动中层干部、一线教师工

作积极性；各年级设年级主管1名，年级德育主

任、教学主任各一名，分工明确，精细管理；创新

设置督评办，对各年级各部门工作量化考核，对

学校重要工作安排进行督导；开展每周一研、集体

备课、学案导航、分层教学等“教学十大行动”……

一系列精细化管理手段，牢牢把握课堂主阵地。

传统的灌输课堂逐渐淘汰，创新的教学改革

百花争艳。如何找准方向行稳致远？安居中学在教

改大潮中充分分析本校学情，结合地方实际，在行

动研究中，探索实施“135”高效课堂模式。学校深

耕细作，不断探索、校正、提升，十年磨一剑，将

“135”高效课堂模式调适成了适合自己、得心应

手、成效显著的教学手段。

学校将“听、评、研、备”作为一项常规工作，

“人人讲课，人人评课”，努力让每一名教师的每一

堂课都成为“示范课”。分管教学副校长表示，过去

一些教师评课时净唱“赞歌”，净谈“学习”，不敢讲

真话、不想讲实话。如今，学校严禁“摆拍听课”“静

默评课”，要求听评课“红红脸、出出汗”，优点点到

为止，缺点或建议不得少于三条，“对校领导也毫

不例外。”系列举措下，学校教学质量稳步提升，多

数学科教学质量排名进入遂宁市前五，所有学科

位列前十，2023年高考成绩再创历史新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日，安居中学与成都

市树德实验中学联合举办第二届教研节活动，树

德实验中学名师团队与安居中学教师团队共同开

展赛课评课、集体备课、专题讲座。在成遂教育合

作中，安居中学积极作为，与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

等名校结对，常态化开展互派教师、联合教研、专

题讲座等活动，进一步助推学校教师专业成长、教

育教学提质增效。

全面发展
为学生幸福人生奠基

西南大学校园里，惠风和畅，书卷芬芳。安

居中学老师带着高二学生走进大学图书馆、实

验室、双创中心、24小时自习室……现场的西

南大学师生向这群学弟学妹分享校园生活、学

习方式，乃至学科研究前沿。

近年来，安居中学的“名校研学”活动已走

进西南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四川师

范大学等多所川渝高校。研学活动让学生受益

匪浅，有同学在“名校研学”后学习更加用功，

有同学明确了学习目标，甚至已经有同学考入

参观过的高校并进入当初参观的重点实验室。

学习不止在课堂，课堂不止在教室。随着

人才培养模式转变、教育评价改革以及新高考

实施，学校必须将目光从试卷投向更加广阔的

地方。

全面发展，德育为先。安居中学一直以来

始终把德育放在首位，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会

管的德育网络和德育队伍。高标准开齐开足各

类课程基础上，学校以丰富多样的活动为载

体，将德智体美劳有机结合，全面培养学生优

良品质，实现思想品德好、身体心理好、行为习

惯好、能力素质好、学业成绩好的“五好”培养

目标。“我们讲五育并举，其实五育是相互影

响、相辅相成的，比如心理状态直接影响学习

状态、体育运动促进心理健康……唯有全面发

展，方能健康成长、顺利成才。”高二班主任陈

艳表示，这已成为学校全体师生的共识。

全面发展，成才之路不是独木桥。在安居

中学老师们看来，没有笨学生，只有没有找准

优势的学生。学生蒯元朝文化成绩较差，学校

发掘其优势，动员其学习体育，帮助其成功考

入北京体育大学。像蒯元朝这样的案例在安居

中学并不少见，近年来，已有不少学生通过艺

体培养进入北京体育大学、四川音乐学院、四

川美术学院等一流艺体类高校。通过配好专业

师资、用好教学设施、做好教育引导，安居中学

充分挖掘学生多元智能，发挥学生特长优势，

为学生铺就了多元成才路径。

全面发展，就是为学生的幸福人生奠基。

“一所优质中学的追求，不仅仅是把学生送进

大学校门，更是要为他们的终生发展负责。”安

居中学党委书记张爱明表示，学校将始终全面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办全市一流、全省知名、全国有影响力的名校，

满足社会、家长对优质公办教育的美好需求。

（袁和）

遂宁市安居区，一个年轻的城区；四川省安

居中学，一所年轻的学校。10年前，安居城区无

公办高中，乡镇高中办学质量无法满足群众需

求，民办学校学费昂贵，老百姓迫切需要一所优

质的公办高中。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群众的需求就是工

作的方向。2014年，安居区在安居第一初级中

学基础上开办完全中学，即今天的四川省安居中

学。2023年，安居中学成功创建为四川省示范

性普通高中。这所年轻的学校，用十年时间实现

华丽蝶变，向安居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答卷。

四川省安居中学

砥砺十年磨一剑 踔厉奋发谱新篇

在一些人的传统认知中，穷人家的

孩子一旦考入顶尖大学，就意味着他们

已经是“人生赢家”了。然而，事实并非如

此。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安东尼·亚伯拉

罕·杰克所著的《寒门子弟上大学：美国

精英大学何以背弃贫困学生》一书，从美

国普通家庭的孩子读名校说起，真实记

录着他们的挣扎、焦虑、彷徨和挫败，以

纪实性的笔触，为我们揭示出美国精英

教育的本质。

本书作者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是

一个出生于美国迈阿密贫民窟的黑人男

孩。学生时代，他就凭借过人的天赋和顽

强毅力，考入阿默斯特学院的本科院校。

毕业后，他靠着深厚的学术涵养，成长为

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的助理教授。该书

是他历时3年，采访一百多位本科生之后

写下的一本教育力作。采访中，作者发

现，对于寒门子弟来说，踏入大学校园只

是一个开始，被录取并不代表能够融入。

在寒门子弟占少数的精英大学，政策和

环境把穷学生一步步推向边缘，阶级和

文化的差异驱动着教育不公的滋生，安

东尼觉得很有必要探究其根本成因。

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美国的

众多名校，学生们的家境大多比较优渥，

以中产和中产以上阶层为主。但也有一

部分穷人家的孩子，通过自身努力，幸运

地跨进了这些高等院校。那么，他们的真

实境况到底如何？为了了解美国精英教

育的真实样貌，安东尼有意识地选择了

富人家的孩子和穷人家的孩子，进行双

向对比。结果发现，在校园里，富家子弟

们大多挎着龙骧包、穿着露露乐蒙瑜伽

裤或“北面”冲锋衣。而穷人家的子弟，别

说购买这些名牌衣物，对有些奢侈品，他

们甚至连见都未曾见过。这些穷孩子的

父母，经常需要打两三份工，才能养活一

家人。因此，许多贫困家庭的学子，都异

常节俭。但是，许多家境好的学生却不是

这样。他们隔三岔五相邀着一起去校外

吃饭、购物。对此，一些家境困难的学生，

只能“一笑而过”。久而久之，富学生与穷

学生之间的心理代沟越拉越大。因为这

种疏离感，导致为数不少的穷人家学子，

逐渐被排弃在校园的主流圈子之外，成

为边缘一族。更有甚者，一些穷困学生因

此萌生了逃离校园的想法。

造成这种尴尬的局面，表面看是缘

于家境的不同。但深究之下，实则凸显出

美国教育制度的不平等。为什么家庭贫

困会传导到下一代，引发进一步的不平

等？安东尼认为，阶层固化是造成这种教

育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但并非不可改变，

关键取决于文化资本的介入。调查中，同

样是穷困学生，有的因为在高中阶段就

得到过相应的政策资助，提前进入到师

资力量雄厚的学校就读，解决了经济上

的后顾之忧，到了大学阶段真正踏进名

校之后，很快就能适应那些校园生活，从

而成为“寒门幸运儿”。反观那些没有获

得政策扶持的穷困生，即便凭自身实力，

跨进了名校的门槛，却因为骤然面对贫

富之间的差距，总是不能适应，甚至干脆

“躺平”，不幸沦为“双重贫困生”。

安东尼由此提出谏言，要解决这种

困局，必须让文化资本公平运作，以便给

那些考入名校的穷困生更多的经济扶

持。在他的建言下，许多名校因此做出改

变。自上世纪90年代末，它们纷纷开始尝

试无贷款助学政策，用奖学金和其他形

式的资助代替了贷款，希望借此帮助那

些出身卑微但却有学术天赋的申请人，

首先把他们招进大学，继而支持这些穷

孩子。从普林斯顿、阿默斯特、斯坦福、麻

省理工和杜克等私立学校，到北卡罗来

纳、弗吉尼亚、密歇根等公立大学，无贷

款助学政策在美国许多知名大学里相继

推开。尽管穷困学子受到经济资助的比

例较以往有所提高，但遗憾的是，却依然

无力改变一些名校更倾向于把教育的资

源分配给富家子弟的做法。究其根本，美

国的精英教育，实则就是金元至上的教

育。穷困家庭的学子，纵然有幸踏进这样

的名校，其实也很难有翻盘的机会。

安东尼一针见血的书写，将美国教

育、特别是精英教育中存在的流弊，逐一

呈现开来。振聋发聩的揭示，也从一个侧

面，为我们的高校教育，特别是全面深化

教育改革，提供了生动的他山之石。

童年是美好的，我们的回忆经常伴随着

零食的甜香。但是，可能很少有人意识到，我

们的零食记忆反映着社会的面貌、关乎着时

代的变迁。

这部《零食里的中国》，正是围绕着这一

主题展开的。作者王金玲任职于浙江省社会

科学院研究所，写这本书的初衷当然带着一

种社会学的目的，但是，该书与我们常见的

社会学著作有些不同，作者没有做广泛的田

野调查，而是围绕着“我的零食”“我的记忆”

而展开，所以，它带着鲜明的散文化的特征，

而学术气息较为清淡。

书中收纳了共计116种零食，其中，有我

儿时的回忆，像是彩虹糖、葵花籽、巧克力

等；也有我从未品尝乃至闻所未闻的枇杷

梗、酸妹妹、印糕等。王金玲出生于1955年，

和现在的年轻人之间隔着五六十年的岁月

变迁，代际的零食有哪些差异呢？是否足以

反映时代的变迁和传承？

书中提及一道浙江独有的特产：霉干

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是不喜欢吃霉干

菜的，这道菜色泽暗黑诡异，直到高中独自

上学时，学校的食堂实在让人厌倦，我尝试

了路边的梅（霉）干菜肉饼，我才体会到霉干

菜独特的风味。该书也解释了一个我多年的

疑问：霉干菜明明不“霉”，为何被冠上了此

名？原来，这背后竟然蕴含了绍兴的文化意

蕴。这种零食，也是几代人之间的共同回忆。

共同的回忆反映出的，是几代人之间的

历史传承。但独有的零食，却反映出了时代

的变迁。作者提及她小时候的一道零食“酸

妹妹”，读后我才知原材料是一种我家楼下

花坛里就有的小草：酢浆草。这种三叶的小

草曾经是我小时候的玩具，但我从未产生过

吃的想法。想来，采摘野草作为零食，也是那

个物资匮乏时代独有的特色吧。

物资匮乏的记忆早已远去，但旧时代的

回忆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蜷缩于舞台的

一隅，等待着有心人的发现。王金玲正是这

样一位有心人。

零食的选择，是带有浓厚的时代背景

的。烤红薯是一种备受当代年轻人喜爱的零

食，但却并未让作者收录到“她的零食”之

中。我想，其中的原因，足以说明这60年来生

产力的进步所带来的社会变迁。

零食产业的发展暗合着社会的发展，适

应着社会的需求。可以说，零食的发展同社

会的发展是步调一致的：既有传承，将深厚

的文化底蕴暗藏其中，在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过程中悄无声息地发扬光大；也有革新，，在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中化蛹成蝶。

这部《零食里的中国》，虽然采取的是私

人视角，但正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的：“个人

的即是社会的”“私人的即是公共的”，零食

作为文化记忆的载体的普及性，使得“我的

零食故事 ”足以成为大家的零食故事，成为

我们共同拥有的一部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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