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童食品儿童食品””是营养升级还是营销游戏是营养升级还是营销游戏？？

教育部近期印发通知，部署实施高校学生就业能力提升
“双千”计划，推动全国范围内开设1000个微专业或专业课程
群以及1000个职业能力培训课程。微专业到底是什么？如
何看待微专业背后的人才培养趋势？

小而精小而精，，微专业人气爆棚微专业人气爆棚

进入大二下学期，内蒙古师范大学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
生杜宛蓉比之前忙碌不少。除了主修课程，杜宛蓉周末还要
上智能传播理论、数据分析与挖掘等“智能传播”微专业课
程。

时下，周末去上微专业的风潮，正在不少高校流行开
来。微专业是高校在本科专业目录之外，围绕特定专业领
域、研究方向或者核心素养开设的一组小而精的课程，一般
属于非学历教育，具有学习周期短、学习时间灵活等特点。

“微专业将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和传统新闻专业结合，课
堂上既有校内老师，也有来自新媒体协会、融媒体中心的校
外专家，大大拓展了我们的眼界。”杜宛蓉说。

在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智慧教育”微专业的课
堂上，学生们正在收集学生课堂互动记录、在线学习轨迹和
作业反馈等多种类型的教学数据，并根据教育领域的经典理
论，运用智能算法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展开分析。教育科学学
院副院长韩建涛表示，“智慧教育”微专业是为响应国家教育
数字化发展战略，应对人工智能全面融入教育的新趋势而设
立的。

一些微专业走出校园，为社会人士提供学习机会。2023
年起，苏州大学部分微专业面向社会开放共享。其中，“教育
领导+”微专业面向陕西蓝田、云南宣威、贵州松桃和江西上
饶等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学教师免费开放，以提升中西部教师
教学水平和综合能力；“精准放射医学”微专业则面向国内开
设放射医学专业的9所高校开放共享，为放射医学本科教育
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融合实用融合实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微专业的课程内容多为学科前沿或交叉内容，突出融合
导向、实用导向，可成为新工科、新文科、新医科、新农科的落
地实践。

“微专业已成为打破学科专业壁垒的一大尝试。”内蒙古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芸对此深有感触，近年来人工
智能快速发展，给传统新闻行业带来较大冲击，正当张芸和
同事们思考新闻专业本科教育未来如何发展时，与人工智能
相结合的微专业为他们提供了新的方向。

扬州大学教务处处长严长杰表示，当前高校人才培养存
在“天然滞后期”，申报新的专业至少需要两三年时间，等到
专业正式开设还需4至5年的培养期，首届学生毕业可能早
已赶不上行业风口；微专业的设置轻巧灵活，一些反响好的
微专业有望成为传统专业的有效补充，未来可能发展成为正
式专业。

在助力学生提升就业能力的同时，企业也可以通过微专
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实现专业教育与职业需求的“双向奔
赴”。

插画、茶艺、客房创意服务……在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开
设的“民宿康养和数字化运营”微专业课堂上，更多的是实战
型操作。黄山学院旅游学院党委副书记姚李忠表示，在有关
民宿的微专业课上，民宿老板和学生交流互动，不少学生在
课堂上找到了就业方向。

微专业的设置，还有助于及时培养市场急需人才。针对
“双碳”背景下对相关领域人才的需求，内蒙古科技大学于
2023年开设“碳中和”微专业，为学生从事“双碳”工作提供必
需的基础理论知识和初步实践经验。

内蒙古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党委书记宋磊说，微专业
将新技术、新产业引进课堂，可以让学生第一时间接触行业
发展趋势，帮助学生补齐知识和技能短板，为学生就业助力。

避免一拥而上避免一拥而上，，高质量发展仍待破题高质量发展仍待破题

微专业打破了学科专业间的壁垒，也打通了学校和企业
间的人才培养通道，受到多方欢迎，众多高校纷纷开设。在
微专业遍地开花的同时，也要注意教育教学的精细化、特色
化和规范化，推动微专业高质量发展。

部分高校微专业教学效果参差不齐，面临课时少、课程
系统性弱、授课深度浅等问题，需做好精细化、定制化教学。
江苏一所省属高校教务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学校对已开设
的微专业进行教学质量监测后发现，部分微专业办学效果不
尽理想。为保证微专业教学效果，有必要对微专业授课进行
差异化设计，以精细化、定制化教学提升学生修读获得感。

警惕微专业立项追逐热度、一拥而上。微专业虽然聚焦
于热门行业、前沿领域，但是一哄而上追热门并不利于长远
发展。严长杰认为，微专业的设立应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顺
应时代发展需求，建议各高校建立微专业动态进入和退出机
制，合理控制立项总量，及时调整或取消不适应行业发展的
微专业。

整合资源，避免微专业设置单打独斗、重复摸索。高校
是微专业建设的主体，当前大部分高校对此仍处于摸索阶
段。业内人士建议，各地探索搭建微专业领域教育教学资源
共享和信息交流平台。

此外，诸如一些高校对微专业没有明确收费标准，修习
微专业获得的证书不能作为学历证明、社会认可度有待提升
等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探索破解之法。 本报综合消息

最近，各式各样的中药减重配方
开始走红网络，一些中医院也纷纷推
出了有减重减脂功效的中药茶饮，受
到不少网友的青睐。这些减重减脂茶
是所有人都能喝吗？如何使用中药进
行科学减重？
网上火爆的减重茶饮销量超上万袋

使用中药方剂减重的人越来越多，
有外地医院推出具有减重减脂茶后备
受关注。重庆两江新区中医院药剂科
主管中药师姜雪宏告诉记者，这款山楂
降脂茶是医院中医专家携手药剂科科
研人员研发的。他们从去年12月开始
研发调试配方，今年 5 月中旬正式推
出。因为重视体重问题的人群越来越
多，山楂降脂茶推出之后获得不少关
注，目前销售量已经超过上万袋。

姜雪宏介绍，这款降脂茶主要配

方有陈皮、山楂、茯苓、荷叶、菊花、芡
实等，选取的都是“药食同源”的药材，
该茶饮具有化浊降脂、燥湿利水、抗疲
劳等功效，适用于易积食、多食难化、
脘腹胀满、体倦怠动、肥胖人群，对减
重有一定的帮助。

中药对减重降脂确有疗效
目前中药减重掀起全民热潮，就

此，重庆两江新区中医院治未病科主
治中医师吴静告诉记者：研究与临床
实践均证实，中药对减重确有疗效。

“中医认为‘肥人多痰湿’，肥胖者
大多为脾虚痰湿，或兼内热、气滞，山
楂降脂茶正适用于此类人群。”吴静
说。记者也留意到，网上不少中药降
脂茶配方中，含有山楂、荷叶、茯苓、陈
皮等有利水、除湿、降脂等作用的常见
药材，另外还有泽泻、白术、黄芪、金银

花等与它们搭配。“中药茶饮或方剂讲
究配伍。例如，以山楂降脂茶为例，它
有理气健脾，燥湿化痰的功效，通过调
理肝脾，祛除痰湿，达到辅助减重降脂
的目的。其中，茯苓可健脾利水渗湿，
陈皮能理气健脾、燥湿化痰，荷叶能清
暑化湿、利尿消肿，山楂有消食健胃、
行气散瘀、化浊降脂之功，芡实有补脾
除湿之用，菊花有清肝清热之效。”吴
静表示。

用中药减重最好先挂号问诊
不过，如果市民想要采用中药减

肥，吴静建议最好先到医院进行挂号
问诊。“中药减肥遵循‘辨证论治’‘一
人一方’，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建议
经专业中医问诊后，根据个人体质和
肥胖类型辨证处方。不同肥胖人群的
病因不同，其所制定的治法方药也会
有差异。”

另外，一些药材在服用时存在禁
忌，这也是采用中药减重前最好先找
医生进行问诊的原因之一。“比如，医
院这款山楂降脂茶，虽然配方里都是
安全、常见，适用于大部分人的药物，
但仍然有注意事项。比如，饮食上不
宜与海鲜、火龙果、猪肝、胡萝卜同食；
孕妇以及胃溃疡、胃酸分泌过多、脾胃
虚弱、血脂过低者要慎用。市民如想
尝试这款茶饮，也需挂号问诊，经医生
评估是否适合服用。”吴静说。

吴静在此特别提醒大家，用中药
茶饮减重减脂只能针对亚健康状态进
行调理，如果是由疾病、药物或激素异
常导致的体重异常增加的病理性肥
胖，需通过医学干预解决病因。

本报综合消息

儿童食用油、儿童饼干、儿童水
饺……市面上，标注或通过包装设计
与儿童相关的食品，大多分量更小、
包装更萌、价格更高。

不少家长愿意购买“儿童食品”，
认为“更安全、更健康、更适合给儿童
食用”。

什么是“儿童食品”？其实，目前
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中并没
有“儿童食品”的定义。市面上常见的

“儿童食品”，大多印有卡通形象、宣称
含有更多营养素，品类繁多。

记者了解到，从配料和成分看，大
多数产品与普通食品无差异。有的

“儿童奶酪”等产品，还添加了更多的
香精、着色剂、增味剂等食品添加剂。

目前有与“儿童食品”相关的食品
安全标准吗？

市场监管总局食品生产经营安全
监督管理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除对0~3
岁婴幼儿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外，我国尚未对
其他未成年人食用的食品制定专门的
食品安全标准。对于3岁以上儿童的
食品（不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没有专门的强制性标准，食品生产企
业主要执行的仍是普通食品标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部门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制定过程中，已考虑到儿童的食品安
全和膳食营养需求，现行标准体系已
涵盖适合于儿童食用食品的安全和营
养要求。

山东省济南市市民肖琳为8岁儿
子挑选零食时，会优先选择“0 蔗糖”

“不添加蔗糖”的“儿童食品”。
“0添加”“0蔗糖”真的更健康吗？
记者尝试了一下宣称“0蔗糖”的

零食，口感仍有很强的甜味，查看配料
表，多数含有异麦芽酮糖醇、木糖醇等
代糖成分。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
中心主任钟凯介绍，“无添加剂”不等

于营养质量更好，需要结合产品配料
表以及产品特性来分析，比如“0 蔗
糖”，要看有没有其他糖，如果葡糖浆、
果糖、玉米糖浆等。

另一类营销“儿童食品”概念的方
向是声称含有更多营养素。“是否适合
吃加入保健成分的食物，因人而异。”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
院副教授范志红说，对儿童来说，最重
要的是养成健康饮食习惯，吃多样化
的天然食物，不能用某种有营养成分
的食品来解决所有的营养问题。

广告法规定“禁止在大众传播媒
介或者公共场所发布声称全部或者部
分替代母乳的婴儿乳制品、饮料和其
他食品广告”，但并没有针对“儿童食
品”设置的法律条款，只能适用于一般
性规定，如对商品性能、功能、产地、用
途等的宣传应当准确、清楚、明白，广
告内容不得虚假、不能损害未成年人
身心健康等。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督管理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尚无有关“儿童食
品”的法律概念。当前市场上不少商
家销售“儿童食品”，甚至以此为噱头
刻意炒作，配料不科学、不利于儿童成
长发育的所谓“儿童食品”也时有出

现。需要明确“儿童食品”的定义和具
体监管要求，为加强监管提供有力法
律支撑。

“儿童食品”的安全受到全社会关
注，国家相关监管部门历来高度重视

“儿童食品”质量安全监管。市场监管
总局在2018年就部署开展校园及周边

“五毛食品”整治，并持续加强校园周边
食品销售安全监管，督促校园周边食品
销售者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发布的《食品
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在“儿童食品”监
管方面有了明显进展。该办法明确规
定“没有法律、法规、规章、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依据的，食品标
识不得标称适合未成年人食用，欺骗、
误导消费者。”该办法2027年正式实施
后，相关市场将得到进一步规范。

也有专家建议，规范“儿童食品”
标识，可以探索使用专门标志或文字
对“儿童食品”进行明确标示。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制定部门可以借鉴有关国
家经验，结合营养评价体系，研究“儿
童食品”技术要求、标识标注和声称条
件，建立统一的“儿童食品”专用标识
系统，明确监管要求，让消费者更放
心。 本报综合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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