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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关系ꎬ人与自然的和解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ꎮ “究天人之际ꎬ通古今

之变ꎬ成一家之言”ꎬ这不仅是历史学研究的重大课题ꎬ而且是哲学社会科学几乎所有学科都要研究的重大课题ꎮ 习近平总

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２００ 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ꎬ用九个“学习马克思”详细阐述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向马克

思学习什么及如何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ꎮ 他将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作为其中的

一个重要内容ꎬ这对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深刻反思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生态灾难的深刻根源、通过

大力加强新时代生态文明实践从而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荣的关系ꎬ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ꎮ 从生态政

治哲学的视角看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着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组合体ꎮ
将长期征服自然、剥夺自然的态度转化为尊重自然、敬畏自然ꎬ达到人与自然和解ꎬ是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出路ꎮ 为

此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ꎬ要将目光返回到人自身ꎬ将注重加强生态物理环境的建设与加强生态人文环境的建设紧密结合起

来ꎬ培育具有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实践能力的现代化新人ꎬ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ꎮ 我们这组论文就是从

不同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所做的思考ꎮ (方世南)

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政治哲学意蕴∗

方 世 南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 　 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人类的永恒关系ꎬ只有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审视ꎬ才能把握其基本内涵、
本质特征、内在价值和发展趋势ꎮ 在生态政治哲学的视野内ꎬ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对应关系ꎬ而是和人

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着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组合体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

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ꎬ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同时产生和形

成的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态政治关系

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系统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ꎬ具有多方面的价值诉求ꎮ 人与自

然的关系还是社会历史性关系ꎬ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ꎮ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ꎬ努力构

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社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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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产生以来就有的关

系ꎬ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

史ꎮ 但是ꎬ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ꎬ人与自然的

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人与自然这两个方面

单一关系的对应ꎬ人与自然的关系史也不能简单

地将其称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史ꎮ 人与自然的关

系是和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紧密关联

的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关系系统ꎬ既体现为人在自

然这个具有内在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

种对象性关系ꎬ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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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形成的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ꎬ
体现为自然与政治联姻以及自然与文化联姻的生

态政治关系和生态文化关系等复杂多样的关系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价值关系ꎬ有着多种多

样的价值诉求和价值目标ꎮ 人与自然关系还是一

种社会历史性关系ꎬ处于不断的动态发展过程中ꎮ
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要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ꎬ全面

把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重大价值ꎬ从
将生态问题上升到关系执政党的使命、宗旨的重

大政治问题以及上升到关系民生福祉的重大社会

问题的高度ꎬ努力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共

荣的生态文明社会ꎮ

一、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认识人与自然

关系的复杂多样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必然

具有的关系ꎬ这种关系也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始

终的永恒关系ꎮ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

态»中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

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ꎮ 因此ꎬ第一个需要确认的

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

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ꎮ” [１]５１９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实

际上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史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

如何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予以广泛而深

刻的影响ꎮ 生态兴盛ꎬ则文明兴盛ꎬ生态衰亡ꎬ则
文明衰亡ꎬ这个客观事实深刻地反映了人与自然

的关系和谐与否对社会发展予以的不同影响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的视角看ꎬ人与自然的关系

一经形成就必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社会的

关系相关联ꎬ形成“人—自然—社会—人”紧密关

联并发生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系统复合体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既体现为人在自然这个具有内在

生命力系统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对象性关系ꎬ
又体现为在人与自然基础上形成的各种复杂多样

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

人的社会关系当作是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

关系ꎮ 要求人们对这两大关系的认识必须上升到

生态政治哲学的高度ꎬ全面地把握其内在联系、深
层本质以及基本规律ꎮ 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

与人的社会关系作为人类社会始终面临着的两大

关系ꎬ又由此派生出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

文化关系等诸多关系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ꎬ人
是具有双重属性即“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存在

物ꎬ“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那样支配自然

界ꎬ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

界———相反ꎬ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

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ꎻ我们对自然界

的整个支配作用ꎬ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ꎬ
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２]５６０ꎮ 人在自然

面前固然可以自称是具有能动性、创造性的主体ꎬ
但是ꎬ人又必须受自然规律的限制ꎬ因为ꎬ人既是

具有能动性的动物ꎬ同时又是具有受动性的动物ꎬ
一句话ꎬ人是有着能动性与受动性辩证统一双重

特性的动物ꎮ 因此ꎬ人必须进行两大提升ꎬ即“在
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ꎬ正像一

般生产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

出来一样” [２]４２２ꎮ 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为了优化

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与社会关系ꎬ最终达到两大

和解的目的ꎬ“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

的和解” [１]６３ꎬ人与自然以及人类本身的两大和解

充分体现了“彻底的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 [１]２０９ꎮ

二、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把握人与自然

关系的价值诉求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人与自然的关系是

一种有着深刻价值意蕴、价值诉求、价值目标的价

值关系ꎬ构建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

系ꎬ对于切实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ꎬ以生

态安全促进国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ꎬ推动

人们在探索和遵循自然规律以及社会规律中促进

经济社会文化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等方面的意义ꎬ
都充分体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价值诉求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切实保障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ꎬ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存

共荣关系最为根本、最为首要ꎬ也最为显性的价值

诉求ꎮ 在人与自然关系中ꎬ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

值ꎬ两者不是独立的价值体ꎬ而是有机统一的价值

共同体ꎬ如果只是注重人的价值ꎬ而不顾及自然的

价值ꎬ人的价值就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根之木ꎬ根本

无法实现人的价值ꎮ 而没有人的价值ꎬ也无从通

过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来实现自然的价值ꎮ 人创造

价值、实现价值和享受价值ꎬ都必须以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作为最重要的前提条件ꎮ 党的十九大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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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提出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ꎬ指出:“人民健康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ꎮ” [３]４８人民健

康要以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健康为根本前提和必

要保证ꎮ 生态不健康绝不可能有健康的社会和健

康的人类ꎮ 在由于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引发的生态

灾难、生态危机、生态矛盾面前ꎬ如在病毒肆虐、沙
漠蝗虫爆发、臭氧层稀薄、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样

性锐减、海洋污染、土壤侵蚀、热带雨林减少等状

态下ꎬ根本无法确保人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以生态安全促进国

家总体安全和人类共同安全是大力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所体现出来的又一重大价

值诉求ꎮ 生态安全是对传统安全观的补充和超

越ꎮ 生态安全是指具有能持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和保障人民以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主要内

容的生态权益、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受或少受

来自资源环境的制约的较为稳定健康的生态系

统ꎬ具有有效应对和解决生态灾难、生态风险、生
态危机的能力水平ꎮ 一般来说ꎬ良好的生态环境

有助于人类安全生产、安心生活并确保身体健康ꎬ
对生态环境的安全保障程度就是生态安全ꎬ具体

而言ꎬ生态安全包括对人类饮用水、土壤、居住环

境、食品、空气、声音等的安全保障程度ꎮ 第十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

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在第一条中明确规定:“为
了防治固体废物污染环境ꎬ保障人体健康ꎬ维护生

态安全ꎬ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ꎬ制定本法ꎮ”第
一次将维护生态安全作为立法宗旨写入我国法

律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了生态安全的重

要性ꎬ提出了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全球安全等重大

任务ꎮ 十九大报告指出:“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

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ꎬ建设美丽中国ꎬ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ꎬ为全球生态安全

做出贡献ꎮ” [３]２４因此ꎬ在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基础上

形成的生态文明ꎬ实质上就体现为在生态安全状

态下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ꎮ 在全球经济社会产生

广泛联系的情况下ꎬ生态安全和以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权益ꎬ具有全球性ꎮ 就

以病毒为例ꎬ它不需要护照和签证ꎬ其传播没有国

界ꎬ进攻对象不分性别、年龄、身份、地位、民族、种

族、强国、弱国ꎮ 在生态安全问题上ꎬ要以国际生

态安全理念代替地方保护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

义等狭隘的生态安全理念ꎬ倡导同一个地球和同

一个健康的全球生态安全理念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大力构建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共存共荣关系ꎬ对于在探索和遵循自然

规律、社会规律、思维规律中推进经济社会协调持

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价值ꎮ 生态政治哲学

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学问ꎬ规律是指事

物本身所固有的、深藏于各种纷繁复杂现象背后

并决定或支配现象的方面ꎬ列宁在«哲学笔记»中ꎬ
将规律称为是现象中同一的东西ꎮ 自然界、人类

社会和人的思维ꎬ在其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中ꎬ
都必须遵循其固有的客观规律ꎮ 规律具有客观

性、普遍性、必然性和永恒性ꎬ不以人们的意志为

转移ꎮ 违背客观规律必定会遭到辩证法的惩罚ꎮ
孟子提出“顺时应物”的生产发展观点ꎬ就是体现

了对于客观自然规律的遵循ꎮ 孟子说:“不违农

时ꎬ谷不可胜食也ꎻ数罟不入洿池ꎬ鱼鳖不可胜食

也ꎻ斧斤以时入山林ꎬ材木不可胜用也ꎮ 谷与鱼鳖

不可胜食ꎬ材木不可胜用ꎬ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

也ꎮ 养生丧死无憾ꎬ王道之始也ꎮ” 经济社会协调

持续健康发展体现的是以遵循自然资源承载力的

适度发展和稳态发展ꎬ以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相

得益彰的绿色发展ꎬ以实现自然价值、经济价值、
文化价值、人的价值为内容的协调发展ꎬ以体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全面小康和绿色生产力增长的

创新发展ꎬ以实现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安

全发展ꎮ

三、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展望人与自然

关系的愿景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人与自然关系经过

人类早期特别是在长期的农业文明阶段ꎬ即人对

自然的臣服、膜拜阶段ꎬ到工业革命带来的工业文

明阶段ꎬ即人为自然立法和对自然大肆征服改造

阶段ꎬ必定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ꎬ即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共存共荣的生态文明阶段ꎮ 生态文明阶

段的人与自然关系是一种在双向构建、双向创价

中推动人类永续发展的关系ꎮ
生态政治哲学对人与自然关系未来发展的趋

势持乐观态度ꎮ 生态危机并不意味着地球的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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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人类必定会在是死路一条还是寻找到新出路

中做出正确的选择ꎮ “现实是ꎬ我们正面临一个崩

溃的时代或突破的时代ꎮ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地球

环境去继续遭受蹂躏ꎬ直到它有朝一日再也不具

备可供人类居住的功能ꎮ 或者ꎬ我们能够认识到ꎬ
我们只有能与地球和谐相处ꎬ才能使人与人之间

和谐相处ꎮ” [４]２９人类面临的共同严峻的生态危机ꎬ
催生了生态意识的觉醒ꎮ 生态文明已经成为超越

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一个普适性的文明模式和

文明选择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人与自然关系新的

构建必定会催生出世界各国都要大力建设资源节

约型、环境友好型、生态健康安全型和人口均衡型

这紧密联系的四型社会的新理念、新实践、新趋

势ꎮ 即以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为特征的低碳经济、
循环经济、绿色经济ꎬ尽量减少资源环境赤字ꎬ达
到环境友好ꎮ 必定会大力建设将人的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作为首位的生态健康型社会ꎮ 生态健康

型社会是对生态病态、生态矛盾、生态不安全提出

的总体要求ꎬ生态健康体现出资源环境的优质增

长和人的身体健康ꎮ 必定会大力建设人口均衡型

社会ꎬ人口均衡型社会是对人口发展与经济、社
会、资源、环境等因素的发展处于相平衡的要求ꎬ
需要实现人口规模、人口素质、人口结构等要素之

间的协调平衡发展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人与自然关系新的

构建必定会催生出按照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要求

的通过全球生态合作达到的全球生态文明的新机

遇、新格局、新图景ꎮ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全球最为

普适性的关系ꎬ也只有通过全球携手合作ꎬ才能构

建地球美好生态新家园ꎮ 鸡蛋可以挑选ꎬ地球别

无选择ꎬ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地球ꎬ在人与自然关

系上必须从个体的“我”进入到群体的“我们”ꎻ从
代表个体、群体的“人”ꎬ进入到代表全球的 “人

类”ꎮ 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基础的是人类生态命

运共同体ꎮ 人与自然的共生带来的是希望ꎬ而人

与自然的共亡带来的则是绝望ꎮ
从生态政治哲学视角看ꎬ人与自然关系新的

构建必定会催生出具有尊重自然、呵护自然、顺应

自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文明、健康、科学的交往

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生态文明现代人ꎮ
生态矛盾、生态危机、生态灾难都是人不能善待自

然的恶性结果ꎬ反映了人文矛盾、人文危机、人文

灾难ꎮ 同时ꎬ呼唤着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处于主体

性和具有动力性的生态文明现代人的出场ꎮ 生态

文明现代人懂得敬畏自然、敬畏生命ꎬ能够自觉协

调人与自然关系来阻遏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ꎬ使
人与自然关系能够始终朝着有益于人类工作、生
活和健康的方向发展ꎮ 生态文明现代化还能把协

调人与人的伦理道德规范推进到协调人与自然的

关系上ꎬ将人的社会伦理与生态环境伦理有机地

结合起来ꎬ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紧

密结合起来ꎬ从而将人类的道德规范和伦理准则

指向人所处的一切关系上ꎬ在建设和谐的人与自

然关系的同时ꎬ推动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

关系ꎬ促进社会文明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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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和解的生态反思∗

孔　 川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 　 新冠疫情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解这一重大命题的时代价值ꎬ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的深

邃性和彻底性ꎮ 疫情为我们思考人与自然和解的重大命题提供了现代性检视的契机ꎬ同样也使我们认识到人与

自然和解这一重大命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ꎮ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ꎬ不仅要树立正确的生态观ꎬ更要从政治高度对

待生态问题ꎬ从社会制度层面开展生态实践ꎬ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ꎮ
[关键词] 　 和解 ꎻ　 自然解放ꎻ　 社会解放ꎻ　 生态反思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３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已经在全球“大流

行”ꎬ成为全球性重大的公共卫生安全事件ꎮ 面对

这场突发的疫情危机ꎬ我们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深

层次反思ꎬ尤其是要从生态文明的角度ꎬ再次认真

检视“人与自然和解”的重大命题ꎬ重新理性分析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ꎮ
一、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反思
人与自然的和解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解决人

与自然矛盾的必由之路ꎮ 面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

题ꎬ针对不断恶化的自然环境ꎬ恩格斯深刻地指

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人类同自然的

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 [１]６０３ꎮ 人与自然的和

解这个重大命题ꎬ涉及如何科学认识人与自然的

辩证关系ꎬ如何正确认识自然环境的本身价值ꎮ
目前疫情在全球的大流行ꎬ使我们深刻认识到这

一命题依然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ꎮ 从现实来看ꎬ
人与自然的和解之路依然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要走ꎮ
理解人与自然的和解ꎬ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

的关系ꎮ 马克思主义主张人具有自然属性和社会

属性ꎬ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ꎮ 人的自

然属性就是指人来自于自然ꎬ人本身就是自然界

的一部分ꎮ 人是自然界中的人ꎬ既是自然界的产

物ꎬ又是自然界中能动的一部分ꎮ 自然不仅为人

类提供生活资料ꎬ也为人类提供生产资料ꎮ 劳动

是人与自然发生关联的中介ꎬ劳动者本身是自然

界的产物ꎬ自然界也是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第

一源泉ꎮ 所以ꎬ不论从哪个角度出发ꎬ人始终离不

开自然界ꎬ人必须依靠自然界进行生产和再生产ꎮ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ꎬ早期阶段由于人

的力量相对弱小ꎬ人对自然最初是敬畏和恐惧ꎮ
随着人类学会了使用工具和从事劳动实践ꎬ人们

开始大规模利用自然和开发自然ꎬ人的力量开始

逐步影响自然、控制自然、干预自然ꎬ而自然界本

身对人的约束却越来越弱ꎮ 但是ꎬ人的物质欲望

并不满足于从自然界中获取必需的生存品ꎬ更多

的则是按照人类的想法和意愿开始肆无忌惮地改

造自然ꎬ实现自然的人化过程ꎮ 自然界中人的观

念、意志、烙印越来越多ꎬ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产生

以后ꎬ伴随社会生产力的飞速提升ꎬ科学技术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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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以及生产效率的整体提升ꎬ人类取得了史

无前例的发展和进步ꎮ 此刻ꎬ人与自然的关系开

始失衡ꎬ自然在人类面前变得无比渺小和卑微ꎬ自
然是人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ꎬ自然界存在

的价值就是满足人类的需要ꎬ人类的利益高于自

然ꎬ处于首位ꎬ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开始蔓延ꎮ
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ꎬ导致了人与自然的矛

盾ꎮ 人们普遍认同人类的利益高于自然的利益ꎬ
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ꎬ可以忽略或者不考虑自然

的利益ꎮ 人在世界万物中处于首要的位置ꎬ人类

是第一位的ꎬ自然是第二位的ꎮ 在这种观念的支

配下ꎬ人类肆无忌惮地使用资源、破坏资源、污染

资源和浪费资源ꎮ 人类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ꎬ满
足欲望ꎬ不惜损害自然、破坏自然、污染自然ꎮ 人

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污染ꎬ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

发、使用ꎬ对自然生态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ꎮ 当

然ꎬ人类在发展的初期ꎬ并没有预见到自身行为对

自然的破坏性影响ꎬ也没有考虑过自然的生态承

载力问题ꎮ 这是人类发展所不可避免的阶段ꎮ 由

于人类在大自然界中不受控制和约束的改造和征

服活动ꎬ生态环境遭到破坏ꎬ生态系统丧失平衡ꎬ
生态矛盾一步步被激化ꎬ大自然开始对人类实施

报复ꎮ 恩格斯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

类对自然界的胜利ꎮ 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ꎬ自
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ꎮ” [２]５６０

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的破坏和伤害ꎬ最后都

会伤及人类自身ꎬ因为人自始至终都是大自然界

的一分子ꎮ 如何看待并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ꎬ马
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就是和解ꎮ 通过人与自然的

和解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ꎮ 人类如果能够

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ꎬ真正学会在改造

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尊重自然、善待自然、敬畏自

然ꎬ树立环境保护的生态理念和生态自觉ꎬ践行绿

色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ꎬ积极践行社

会主义生态文明ꎬ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真正达到

和解状态ꎮ 人与自然的和解ꎬ并不是使自然复原

到最初原始、未开发的状态ꎬ也不是拒绝和否定人

类基于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对大自然合理的开发和

利用ꎬ更不是拒绝和否定人类对大自然的变革和

改造ꎮ 人与自然的和解状态应该达到的就是人的

自然本质和自然的人的本质的相互统一ꎮ 简单来

讲ꎬ人与自然的和解所要实现的就是人与自然的

生态平衡ꎬ既满足人类的生产生活需要ꎬ也确保自

然界的自我修复力和生态承载力ꎮ
其实ꎬ人无法离开自然界ꎬ因为人类只有从自

然界中获取资源才能够实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ꎬ
才能够实现自身的进步与和谐ꎬ人类必须依存于

自然界ꎮ 但是ꎬ自然界仍然需要人类的保护、爱护

和珍惜ꎬ因为自然界在人类面前处于弱势ꎬ是人类

开发、开采和利用的对象ꎬ需要人类给予人道主义

的考虑和反思ꎬ才能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持久、
融合的关系ꎮ

二、人与自然和解的基本路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走向和解之路ꎬ但是如

何和解却考验着人类的智慧ꎮ 实现人与自然和

解ꎬ要在社会中思考这个重大命题ꎬ把人的自然属

性和社会属性有机结合ꎬ把人与自然的和解问题

同人与社会的和解问题统一起来ꎮ 从 “自然—
人—社会”的整体逻辑出发ꎬ人与自然和解的难

题ꎬ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变迁ꎬ已成为

当今社会的重大命题ꎮ “从绿色政治学的视野看ꎬ
绿色发展问题是基于环境领域但又超越于环境领

域而与政治理念、政治决策、政治行为等关联的重

大政治问题ꎮ” [３] 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解ꎬ必须以政

治的视角进行考量ꎬ实现人与社会制度的和解ꎬ实
现制度上的升级和变革ꎬ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

才能够得以去除ꎮ
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自然危机的各种现象ꎬ

深刻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逻辑ꎮ 资本主义

私有制导致资本的唯一逻辑就是追逐利润ꎮ 资本

的逐利性ꎬ使得人类不断扩大生产和再生产ꎬ不是

为了满足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正当需要ꎬ而是要无

限制地激发人类的物质占有欲ꎬ通过不断刺激人

类的消费欲望ꎬ实现资本的增值ꎮ “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本性ꎬ决定了它不可能自始至终地按照生

态原则对待自然和组织生产ꎬ它必然超越生态所

能承受的极限ꎬ导致严重的环境危机ꎮ” [４]６８所以ꎬ
资本主义制度无法摆脱资本逻辑ꎬ生态问题不可

能得到真正的解决ꎬ只能是暂时性的缓解ꎬ这是马

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次批判所在ꎬ也
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所在ꎮ

生态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ꎬ是人类如何从

政治的角度和高度思考生态ꎮ 生态不单纯是保护

环境ꎬ更是政治上如何看待生态ꎬ如何对待生态ꎬ
如何发展生态ꎬ是关系到人民环境权益的重大政

治问题ꎮ 在政治上对生态的高度重视ꎬ不仅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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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优美的环境是人们共同追求的美好目标ꎬ更
是因为生态权益是人民群众权利的重要组成部

分ꎮ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ꎬ已经铲除了生态危机产

生的制度根源ꎬ但是在公民生态素质和政府生态

责任两个方面还存在不足ꎮ 目前公民的生态文明

素养还有待提高ꎬ全社会的生态文明意识还有待

增强ꎬ生态文化、生态道德还有待培育ꎬ生态文明

教育还有待深入ꎬ绿色消费方式、绿色生活方式还

有待完善ꎮ 此次疫情凸显了倡导绿色生活方式的

重要性ꎬ更凸显了公民生态文明教育的紧迫性ꎮ
此外ꎬ部分地方政府还存在错误的政绩导向和发

展导向ꎬ生态责任的缺失、生态意识的淡薄、过度

追求经济发展及忽视生态建设ꎬ从而导致社会发

展中的生态危机事件层出不穷ꎮ
人与自然的和解同人与社会的和解ꎬ都从属

于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的整体性逻辑ꎮ 人与

自然的和解ꎬ可以理解为自然解放ꎬ人与社会的和

解ꎬ可以理解为社会解放ꎮ “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

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ꎬ
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ꎮ ‘解放’是一种历史活

动ꎬ不是思想活动ꎬ‘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ꎬ是由

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

的ꎮ” [１]５２７马克思揭示了实现人类解放的根本条

件ꎬ同时也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解的症结所在ꎮ 当

我们在谈论生态问题时ꎬ一定不是为了限制生产

力的发展ꎬ不是为了不发展ꎬ而是发展要树立生态

理念ꎬ发展要体现生态导向ꎬ发展要实现生态价

值ꎮ 这就要求我们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生态论述ꎬ切
实把生态文明建设有机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ꎮ 因

为生态是不可逆的ꎬ一旦生态遭到破坏ꎬ那么生态

危机的影响将跨越几代人ꎮ 我们所要注重的就是

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ꎬ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生态建

设之间的兼顾问题ꎬ处理好人类利益和自然界利

益之间的兼顾问题ꎬ为人类解放奠定物质生产基

础ꎬ为人与自然的和解提供载体ꎬ牢固树立生态意

识ꎬ预防生态危机ꎬ共筑人类生态共同体ꎮ
人与自然的最终和解ꎬ一定是人与社会的最

终和解ꎮ 人与社会的最终和解ꎬ将使我们共同走

向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ꎮ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

会ꎬ作为两大和解的必由之路———未来自由人的

联合体ꎬ不仅是每个人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ꎬ同样

是生态的共同体ꎬ人类共同保护自然环境ꎬ共同维

护自然资源ꎬ共同呼吸新鲜空气ꎬ共同畅饮安全用

水ꎬ共同享受清新世界ꎬ共同构成和谐的人类命运

共同体ꎮ
人与自然和解这个重大的生态命题ꎬ要求我

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ꎬ必须始终尊重

自然规律ꎬ尊重自然的生态价值ꎬ爱护自然ꎬ保护

自然ꎬ合理利用自然ꎬ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ꎮ
我们不能搞过度开发ꎬ不能搞竭泽而渔ꎬ要站在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角度反思生态建设ꎬ树立保护

环境、节约资源、循环利用的自觉意识ꎮ 生态文明

的建设始终是一项整体性、系统化的工程ꎬ我们要

充分考虑生态文明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不平

衡性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ꎬ推动形成人

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格局ꎬ共同促进生态共同体

的建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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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敲响人与自然关系警钟∗

周 心 欣

(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江苏苏州　 ２１５００６)

　 　 [摘　 要]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ꎬ给全人类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造成严重伤害ꎬ敲响了人类与自然

关系异化的警钟ꎬ值得人类深刻反思和总结ꎮ 在此次疫情面前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不是空谈ꎬ更加

需要人类从身份、理念、行动上实现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值与自然

价值相统一”的转变、从“人支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ꎮ
[关键词] 　 人ꎻ　 自然ꎻ　 疫情

[中图分类号] 　 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０８－０３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

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ꎮ 对于每一次这样

的胜利ꎬ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ꎮ 每一次胜利ꎬ在第

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ꎬ但是在第二

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ꎬ
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ꎮ” [１]５５９－５６０这句经典语

录为人类敲响了一味征服和改造自然导致人与自

然关系异化的警钟ꎬ迅猛爆发并肆虐全球的新冠

肺炎疫情再次严厉地报复了人类ꎮ 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

大考ꎬ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ꎮ” [２] 历史上

发生的很多重大灾难ꎬ无不印证了人类追求自身

利益ꎬ违背自然发展规律而受到惩罚的深刻性和

远见性ꎬ也印证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论

断的客观性和准确性ꎮ 因此ꎬ面对疫情ꎬ我们需要

深刻反思人与自然关系ꎬ实现“三转变”ꎮ
一、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

虽然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溯源至今仍然

扑朔迷离ꎬ但其本质是人类为满足自身利益对自

然的过度索取和破坏ꎮ 反思疫情ꎬ人类首先需要

在身份上实现从“人”到“生态文明人”的转变ꎮ
人类的发展随着历史文明的变更有着不同的

意义ꎮ 在农业文明时期ꎬ人主要表现为“自然人”ꎬ
人类对自身的定位主要基于自然ꎬ对自然充满崇

拜ꎬ正如卡洛琳麦希特指出的ꎬ古代人以母亲比

喻地球ꎬ将地球看作是活动的有机体ꎬ人类活动受

制于自然ꎬ自然是世界的源头ꎬ为人类创造生存和

生活条件ꎮ 亚里士多德曾说ꎬ“大自然不可能毫无

用处地创造任何事物ꎬ如果自然无所不有ꎬ必求物

尽其用” [３]２３ꎮ 人类应该尊重自然ꎬ和自然处于和

谐相处的状态ꎮ 进入工业文明时期ꎬ人逐渐从“自
然人”转变为“主体人”ꎬ具有代表性的是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４]５３的提出ꎬ强调人的理性能力ꎬ认
识的主体是人ꎬ自然界则是客体ꎬ人类凌驾于自然

之上ꎮ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开展进一步促进了

人的思想解放ꎬ更加肯定了人的主体地位ꎬ出于对

利益的追求和自身物欲的膨胀ꎬ人类开始对自然

进行无限制的索取ꎬ人类主宰着自然ꎮ 虽然工业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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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时期ꎬ人类社会获得了巨大发展ꎬ但是这种发

展是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ꎬ生态危机日益凸

显ꎬ倒逼人类进行变革进入生态文明时代ꎬ也是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要求ꎮ 习近平总书记在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

生改变ꎬ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不仅表现为对物

质、精神的追求ꎬ也扩展到生态环境领域的深层次

追求ꎬ而无论是“自然人”还是“主体人”ꎬ其与自然

的关系都是不平等不均衡的ꎬ因此生态文明呼唤

“生态文明人”的产生ꎬ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更

是唤醒民众要成为“生态文明人”ꎮ 所谓“生态文

明人”不仅具有敬畏自然的生态文明理性意识ꎬ将
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ꎬ也能尊重每个人的

生态权益ꎬ做到与自然和谐共处ꎬ既是主体也是客

体ꎮ 新时代ꎬ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ꎬ从“人”到
“生态文明人”的转变ꎬ一方面ꎬ促使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ꎬ对野生动物及大自然

心生敬畏ꎻ另一方面ꎬ也有助于推动人类将保护自

然、尊重自然的举措落到实处ꎮ
二、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

值与自然价值相统一”的转变

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的不对等、人与自然的

非正常互动ꎬ促进新冠肺炎疫情迅猛发展ꎬ给中国

和全世界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带来了巨大伤害和

沉痛教训ꎮ 通过这场战疫ꎬ更加凸显了以往人类

单纯以人作为唯一目的和以单一的工具价值把握

自然价值观念的不合理性ꎬ呼唤人类要在理念上

实现从“只重视人的价值”到“将人的价值与自然

价值相统一”的转变ꎮ
价值反映了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ꎬ“只

重视人的价值”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ꎬ其认

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ꎬ人是具有内在价值的主

体性存在ꎬ自然则是客体ꎬ只具有工具价值ꎬ自然

中的植物、动物等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

存在ꎬ人要脱离自然ꎬ从自然中解放出来ꎬ洛克认

为“对自然界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 [５]ꎬ将人

与自然分裂成两个独立的个体ꎬ自然价值作为客

体满足人类主体性的利益需要ꎬ人类通过统治、主
宰自然ꎬ获得幸福和满足ꎮ 而此次疫情的爆发则

警示人类必须反思并纠正将自然仅仅作为工具价

值的片面性ꎮ 一方面ꎬ自然有其固有的内在价值ꎬ
完全不同于其作为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价值ꎬ自
然的内在价值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ꎬ它是自然界

一切生物之间相互作用的反映ꎬ是对自然规律的

把握和遵循ꎮ 自然的内在价值不仅促进生态系统

的运转ꎬ也为人类发展提供必要的生存条件ꎮ 习

近平总书记对自然的内在价值给予高度评价ꎬ他
提出“环境就是民生ꎬ青山就是美丽ꎬ蓝天也是幸

福” [６]１９ꎮ 自然本身所蕴含的经济价值、政治价值、
文化价值、社会价值ꎬ对人类产生重要的影响ꎬ与
人的价值具有统一性ꎮ 另一方面ꎬ自然的工具价

值、内在价值与人的价值并不矛盾ꎬ人的价值的实

现依赖于自然价值ꎬ而自然工具价值的实现往往

又反映和体现着自然的内在价值ꎬ正如马克思认

为的人靠自然界生存发展ꎬ“它把整个自然界———
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ꎬ其次作为人的生

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

身体” [７]５５ꎮ 人类需要自然界ꎬ也离不开自然界ꎮ
因此ꎬ在抗击疫情的斗争中ꎬ我们要摒弃过去“只
重视人的价值”的单一价值取向ꎬ将人的价值与自

然价值相统一ꎬ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ꎬ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三、从“人支配自然”到“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转变
历史上的非典、埃博拉、天花、黑死病等疫情

都曾给人类社会带来惨痛代价ꎬ新冠肺炎再次以

类似的形式向人类发出大自然的警告ꎬ可以看出ꎬ
人类早就认识到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危害性ꎬ但
是悲剧依然在发生ꎬ提醒人类需要重新认识和思

考人与自然的关系ꎬ“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 [８]５０

不是一句口号ꎬ而是要从行动上实现从“人支配自

然”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转变ꎮ
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的地方在于人类可以通

过主观能动性支配和改造自然ꎬ能够认识和利用

自然发展规律ꎬ这种独特性使得人类凌驾于自然

之上ꎬ不顾自然规律地不合理开发自然ꎬ对此ꎬ习
近平总书记就提出“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资源ꎬ而首

先要考虑保护和培植资源ꎮ 不能只是向自然界索

取ꎬ而是要给自然界以‘返还’ꎬ使自然资源更长久

地为人类所享用、所利用” [９]１３７－１３８ꎮ 强调人与自然

是互利互生的关系ꎬ人类善待自然ꎬ自然必将回报

人类ꎬ否则ꎬ人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也会伤及人类

自身ꎮ 因此ꎬ疫情昭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首先ꎬ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内蕴着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

体ꎬ自然界的所有生物都是自然的一分子ꎬ人类不

能孤独的存在于自然之中ꎬ必须与万物共生共存ꎬ
(下转第 ５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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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的建构∗

———基于名教师和师范生观点的调查比较

韩 典 荣１　 王　 高２　 万 东 升３　 李 佶 莲１

(１.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ꎻ
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 江苏省师干训中心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ꎻ

３.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 　 运用德尔菲研究方法ꎬ整理总结 １６ 名基础教育名教师的观点ꎬ得出教师教育中师范生培养的 １３
项主要素养内容ꎮ 运用问卷调查法ꎬ对名教师和师范生进行调查ꎬ最终确定 １３ 项内容中的 １０ 项为师范生核心素

养内容ꎬ涉及教育理念与师德、学科知识与能力、教育理论与应用以及教学技能与实践 ４ 个领域ꎮ 调查也揭示了

师范生和名教师对师范生核心素养理解的差异性:师范生更注重培养知识素养ꎬ而名教师则更关注教学能力

素养ꎮ
[关键词] 　 教师教育ꎻ　 核心素养ꎻ　 名教师ꎻ　 师范生ꎻ　 调查研究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１０－０７

　 　 当今社会ꎬ科学技术飞速发展ꎬ基于“核心素

养”理念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时俱进ꎬ这给教师

教育带来了较大的冲击ꎮ 师范院校在修订学生培

养方案时ꎬ不断将新理念、新技术引入教师教育课

程中ꎬ这些理念和课程的加入ꎬ在丰富了教师教育

课程体系的同时ꎬ也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新形势下ꎬ教师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这不

但关乎教师教育的基础ꎬ同时直接影响着我国教

师培养的方向和质量ꎮ 构建师范生核心素养ꎬ使
其具备适应现代和未来基础教育发展所需要的必

备品格和关键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ꎮ 然

而ꎬ师范生核心素养涉及内容纷繁复杂ꎬ是关系知

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

体ꎬ目前对其进行全面论述的研究成果较少ꎮ 本

研究从核心素养的角度出发ꎬ采用德尔菲法和问

卷调查法相结合的方式研究了师范生教育的“核
心素养”内容ꎬ深入分析了“培养学生未来成为一

名合格教师ꎬ师范教育阶段应注重培养师范生哪

些关键能力和价值观念”这一核心问题ꎮ 本研究

所运用的研究方法给这类复杂问题的解决提供了

重要启示ꎬ研究结论为有效提高教师职前培养和

职后培训效果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ꎮ
一、研究方法

１.德尔菲法简介
德尔菲法(Ｄｅｌｐｈｉ ｍｅｔｈｏｄ)是指由研究者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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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表ꎬ按照指定程序通过函件和电话征询专家

组成员意见ꎬ专家组成员之间通过研究者的反馈

材料匿名地交流意见ꎬ经过若干轮的反馈(一般三

到四轮)ꎬ专家组成员的意见逐渐集中ꎬ最后通过

对每位专家个人观点进行相关数据的处理ꎬ建立

共识ꎬ从而获得统计意义上的专家集体判断结果ꎮ
德尔菲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对未来做出主观推

测时ꎬ几个人的智慧要胜过一个人” [１][２]ꎮ 德尔菲

法能够很好地整合专家的观点ꎬ建构具有代表性

的观点集合ꎬ解决特定的、复杂的、真实世界的

问题ꎮ
在应用德尔菲法进行研究的过程中ꎬ通常用

“共识度”和“稳定性”作为研究完成的判断目标ꎮ
由于师范生素养的内容十分丰富ꎬ为了使师范生

核心素养的研究更突出“核心”二字ꎬ在我们进行

的三轮调研中ꎬ每轮的“共识度”和“稳定性”的判

断标准不尽相同ꎬ但价值取向是一定的ꎬ下文会做

具体介绍ꎮ
２.专家组构成
专家组提供观点和数据来源ꎬ对整个研究过

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目前对于专家组的最佳

人数设定没有公认的标准ꎬ通常可接受的人数范

围在 １５~２５ 人之间ꎮ
由于研究对象是师范生“核心素养”ꎬ为此我

们确定专家组选择的范围为:(１)中学在职且具有

正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ꎻ(２)从事教师教育且具

有教授职称的高校教师ꎬ最终 １６ 名符合要求的专

家同意参加本次德尔菲研究ꎬ其中具有正高级职

称的中学教师 １４ 名ꎬ从事教师教育研究的高校教

授 ２ 名ꎮ 这 １６ 名专家非常关注我国的基础教育和

教师教育ꎬ对我们的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ꎬ这在很

大程度上保证了研究的有效性ꎮ
二、研究过程
研究共进行了三轮问卷调查ꎬ持续时间约为 ６

个月ꎮ 前两轮问卷的发放和回收以邮件和电话的

方式进行ꎬ以专家参与为主ꎬ属于德尔菲法ꎮ 第三

轮问卷调查采取网络问卷调查的方式ꎬ参与人数

超过两百人ꎬ包括师范生和有 １０ 年及以上工作经

验的中学高级教师(包括专家组成员)ꎬ属于普通

问卷调研法ꎮ 所有调研都以匿名的形式进行ꎬ被
调查者之间并不知道彼此的身份信息ꎬ以保证被

调查者可以自由地、无压力地、无影响地发表

意见ꎮ
１.第一轮德尔菲调研———师范生核心

素养的初始建构
“核心素养”概念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和发展性

的特点ꎬ目前世界上各地区和国家对其还没有统

一的概念和解释ꎬ但对核心素养本质的理解几乎

达到了一致ꎬ我国的林崇德教授将核心素养定义

为:“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相应学段的教育过程

中ꎬ逐步形成的适应个人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

要的必备品格与关键能力ꎬ是关于学生知识、技
能、情感、 态度、 价值观等多方面要求的结合

体” [３]ꎮ 这一定义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核心素养的

本质ꎮ 师范生核心素养属于核心素养下的一个分

支ꎬ套用核心素养的定义ꎬ可以将其理解为:师范

生核心素养是学生在接受教师教育的过程中ꎬ逐
步形成的适合教师终身发展和教育发展需要的必

备品格与关键能力ꎬ是关于教师知识、技能、情感、
态度、价值观等多个方面要求的结合体ꎮ 为了能

够准确地体现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内涵以及专家对

于师范生核心素养的理解ꎬ初始调查问卷采用的

是开放式的主观题形式ꎬ具体问卷问题如下:(１)
引言:简单介绍在当今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

形势下师范生面临的挑战ꎬ引导被调查者从核心

素养的角度思考教师教育的目标和任务ꎮ (２)提

出问题:结合工作经历ꎬ谈一谈成为优秀的中小学

教师所需要的核心素养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ꎬ我们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向

１６ 名专家发放了第一轮德尔菲研究的调查问卷ꎮ
１０ 月 ２０ 日得到了所有专家的回复ꎮ １６ 位专家分

别提出了 ３ ~ １０ 项教师应具备的核心素养内容ꎮ
经过整理ꎬ按照提及次数进行统计ꎬ我们认为提及

两次及以上的内容应该是专家较为重视的因素ꎬ
代表了第一轮调研的“共识度”和“稳定度”ꎬ整理

结果如表 １ 所示:

表 １　 专家视角下的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统计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１ 教师职业道德(敬业、关爱学生、品德高尚) １２ １１ 文史知识 ３

２ (语言 ＼文字)表达能力 ９ １２ 创新精神 ３

３ 沟通交流能力 ８ １３ 教学管理能力 ３

４ 学科知识 ８ １４ 合作能力 ３

—１１—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序号 内容 提及次数

５ 信息(媒体技术)应用能力 ６ １５ 教学研究能力 ３

６ 自学能力 ６ １６ 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２

７ 实践能力 ５ １７ 钻研精神 ２

８ 科学思维 ５ １８ 科研意识 ２

９ 信息技术知识 ４ １９ 课程意识 ２

１０ 教学能力 ４ ２０ 实验能力 ２

　 　 由于调查问题具有开放性ꎬ调研得到的观点

比较分散ꎬ为了使调研结果的描述更具准确性ꎬ分
类更为科学ꎬ我们查阅了近几年国家出台的关于

教师教育的相关文件ꎬ主要包括: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颁

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试行)»、２０１４ 年颁布的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的意见»、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份颁布的«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

行)»等ꎮ 参考这些文件中对教师教育内容的分类

和描述ꎬ通过整合专家观点概括了 １１ 项师范生核

心素养内容ꎮ 这 １１ 项内容与专家组调研结果的对

应关系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参考国家教师教育要求的专家意见分类

对相关文件中教师教育内容要求的提炼 专家观点

理解教育的意义ꎬ理解教师职业道德ꎬ热爱教育事业 教师职业道德(爱岗敬业)
具有德育能力ꎬ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ꎬ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
教师职业道德(品德高尚)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生ꎬ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教师职业道德(关爱学生)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ꎬ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能力
自学能力、合作能力、钻研精神

理解课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设计教学 教学能力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ꎬ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实践能力、教学管理能力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沟通交流能力、信息(媒体技术)应用能力、(语

言、文字)表达能力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ꎬ关注学科发展ꎬ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

类发展的意义
课程意识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学科知识、科学思维、信息技术知识、文史

知识、实验能力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ꎬ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教育学、心理学知识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ꎬ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创新精神、教学研究能力、科研意识

　 　 这 １１ 项内容涵盖了专家提及两次及以上的所

有观点ꎬ并对其做了更为准确的描述ꎮ 对于专家

提及一次的观点ꎬ如:人格魅力、乐观、身心健康、
人文(科学)素养、信息素养等内容则需要在第二

轮调研中予以论证ꎮ
２.第二轮德尔菲研究———意见的集中

和整合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 日ꎬ我们将整理出的 １１ 项内

容和专家在第一轮调研中提及一次的内容编订成

第二轮的问卷内容ꎬ发放给专家进行讨论ꎮ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２６ 日问卷收回ꎬ１６ 名专家都参与了第二轮

的研究ꎬ问卷回收率为 １００％ꎮ 第二轮问卷内容包

含两个部分:(１)第一轮 １１ 项内容的评议ꎮ 要求

专家对第一轮观点提炼出来的 １１ 项内容进行等级

评分ꎮ 评分采用的是五点式李克特量表的形式ꎮ
(２)对第一轮 １１ 项内容进行增减建议ꎮ 我们将第

一轮中提及一次的内容提供给专家ꎬ请他们进一

步确定其重要性ꎬ决定是否纳入师范生的核心素

养体系ꎮ
对于评议内容ꎬ结果显示ꎬ没有专家提出删减的

意见且 １１ 项内容的平均分都超过了 ４ 分ꎬ标准差小

于 １(如表 ３ 所示)ꎬ这说明 ８０％以上的专家认同这 １１
项内容作为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内容ꎬ尤其是对“教
师职业道德”这一项ꎬ专家组全部认同ꎬ意见统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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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调查统计表

序号 内容 平均分 标准差

１ 理解教育的意义ꎬ理解教师职业道德ꎬ热爱教育事业 ５ ０
２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４.８６ ０.３５
３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４.８６ ０.３５
４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ꎬ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４.５４ ０.５０
５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生ꎬ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４.５ ０.５０
６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ꎬ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４.４３ ０.４９
７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ꎬ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４.２９ ０.２６
８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ꎬ关注学科发展ꎬ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４.２９ ０.４５
９ 掌握教育理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ꎬ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４.１４ ０.３５
１０ 理解课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设计教学 ４.０７ ０.６４
１１ 具有德育能力ꎬ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ꎬ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４.０７ ０.２６
∗ 具备信息素养ꎬ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 ４.２１ ０.４１
∗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４.４３ ０.４９

　 　 注:∗内容为后期增加内容

　 　 对于增添内容ꎬ我们认为超过半数的专家认

可即可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中ꎮ 有 ８ 位

专家认为前面提及一次的人文(科学)素养也应纳

入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ꎬ理由是不论理科师

范生还是文科师范生都应具备较为全面的人文素

养和科学素养才能胜任未来教师的工作ꎻ有 ９ 位专

家认为信息素养也应是师范生必备的素养之一ꎬ
理由是现代社会信息技术高速发展ꎬ作为未来教

师应具备较高的信息收集、处理、应用和创新能力

才能有效地利用各种资源提高教学效率ꎮ 除了人

文(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两项内容ꎬ其他第一轮

调查提及一次的内容且没有达到半数及以上专家

的认可ꎬ因此不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中ꎮ
根据专家组的意见ꎬ我们将“具备综合的科学

素养和人文素养” “具备信息素养ꎬ能够适应和促

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两项内容加入表 １ 中ꎬ并
将调查分析结果再次发给专家ꎬ请他们对新增的

两项内容进行打分ꎬ两项平均得分分别为 ４.２１ 和

４.４３ꎬ标准差也小于 １ꎬ这说明新增的两项内容也

得到了专家组成员的认同ꎮ
整合专家组成员以上意见形成了师范生核心

素养内容的 １３ 项内容ꎬ并将以此作为第三轮调研

的内容ꎮ
３.第三轮问卷调研———名教师①与师范

生观点的比较
考虑到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主体ꎬ他们对

师范生核心素养也有着自己的理解ꎬ为此第三轮

问卷调研ꎬ扩大了调研范围ꎬ邀请了在职教师和师

范生共同参与ꎬ利用网络问卷的形式ꎬ题目由打分

式改为排序式ꎬ这样更能显示各项调研内容被关

注程度的差别ꎮ ２０１９ 年寒假期间ꎬ我们将前两轮

调研提炼出的 １３ 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编辑成网

络调查问卷ꎬ发放给在校的大学三、四年级师范专

业学生和具有 １０ 年以上教学经验、具备高级及以

上职称的教师(包括前期参与调研的 １６ 名专家)
进行填写ꎬ要求他们从 １３ 项师范生素养内容中选

取至少 １ 项、最多 １０ 项教师教育必需的内容ꎬ并依

照重要性进行排序ꎮ 在回收的有效调查问卷中共

有 １０４ 名名教师和 １０８ 名在校高年级师范生参与

了问卷调查ꎮ 在数据处理上我们采取了记分法的

方式ꎬ基本计算公式如下:
选项平均综合得分 ＝ (∑频数×权值) /本题填

写人数

权值设置规则由选项排列的位置决定ꎬ因为

有 １３ 个选项ꎬ排在第一位的权值为 １３ꎬ第二位权

值为 １２ꎬ第三位权值为 １１ꎬ依此类推ꎬ未参与排序

的选项得 ０ 分ꎮ 平均综合得分反映了综合排名的

情况ꎬ得分越高表示综合排序越靠前ꎮ
调研结果如表 ４ 所示ꎬ表 ４ 中参与排序比例是

指被选入 １０ 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的次数与总人

数的比值ꎬ即表示认同该项为师范生核心素养内

容人数的百分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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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区别于一般教师概念的使用ꎬ本文对第三轮问卷调研中邀请的具有 １０ 年以上教学经验、具备高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包括前

期参与调研的 １６ 名专家)称为“名教师”ꎮ



表 ４　 名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统计

内容

名教师 师范生

综合得分
参与排

序比例

排序

名次

综合

得分

参与排

序比例

排序

名次

理解教育的意义ꎬ理解教师职业道德ꎬ热爱教育事业 １２.０６ ９１.３５％ １ １１.４９ ８７.９７％ １

理解课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设计

教学
９.１３ ７６.９２％ ３ ９.０４ ７５.０９％ ２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ꎬ有自我

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８.２５ ７５.００％ ４ ８.７５ ８２.４０％ ４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ꎬ关注学科发展ꎬ理解所教学科

的发展历程和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６.８８ ６４.４２％ ７ ６.７１ ６４.８０％ ７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生ꎬ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

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９.１７ ８７.５０％ ２ ８.８５ ８５.２０％ ３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ꎬ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７.２４ ７５.９６％ ６ ７.００ ７３.１０％ ６

具备信息素养ꎬ能够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 ４.１１ ５０.９６％ １０ ３.７８ ４８.１０％ １１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７.６５ ８６.５４％ ５ ７.３６ ７７.８０％ ５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

顺利实现
６.１３ ７５.００％ ８ ５.０８ ６３.００％ ８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 ３.３０ ４７.１２％ １３ ４.１９ ５６.５０％ １０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ꎬ并能在教学

中加以应用
３.９２ ４６.１５％ １１ ３.０７ ３８.００％ １２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ꎬ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 ３.６３ ４８.０８％ １２ ２.９２ ３８.００％ １３

具有德育能力ꎬ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ꎬ促进学

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４.９０ ５９.６２％ ９ ４.６７ ５２.８０％ ９

　 　 我们对 １３ 项内容的平均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

ｔ 检验ꎬ１３ 项综合得分的 ｜ ʈ ｜ <ʈ０.０５(ｄƒ ＝ ２００)ꎬ表明

名教师和师范生对这 １３ 项的关注程度没有显著性

差异ꎮ 但从分值、排序和参与排序的百分比上可

以看出名教师和师范生对这 １３ 项内容的理解存在

差异ꎬ主要体现在:
(１)分值上ꎬ除“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

师发展的途径ꎬ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和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项外ꎬ其余

１１ 项名教师给出的分数均高于师范生ꎮ 分值差异

最多的有两项ꎬ一项是“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

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ꎬ名教师给

出了 ６.１３ 分高出师范生给出的 ５. ０８ 分ꎬ另一项

“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选项上ꎬ师范

生给出了 ４.１９ 分高于名教师给出的 ３.３０ 分ꎮ
(２)排序上ꎬ差异最大的一项是“具备综合的

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ꎮ 名教师将其排在最后一

位ꎬ而师范生将其排在第 １０ 位ꎮ 除此之外ꎬ名教师

对“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生ꎬ乐于善于创造

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具备信息素养ꎬ能够

适应和促进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 “掌握教育学、
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ꎬ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

用”“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ꎬ理解并促进教学

改革”这四项的排序都先于师范生ꎮ 而师范生对

“理解课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
设计教学”“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两
项内容的排序先于名教师ꎮ

(３)从参与排序比例来看ꎬ虽然名教师和师范

生都有 １０ 项内容参与排序的比例超过了 ５０％ꎬ但
主要差异表现在“具备信息素养ꎬ能够适应和促进

当今信息社会的发展”被 ５０.９６％的名教师选入师

范生核心素养中ꎬ而师范生将其纳入核心素养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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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的比率只有 ４８.１％ꎻ“具备综合的科学素养和人

文素养”被 ５６.５％的师范生选入师范生核心素养的

范围内ꎬ只有 ４７.１２％的名教师认为该项应为师范

生的核心素养ꎮ
综合名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的差异可以总

结出ꎬ名教师比较注重“教学能力” “尊重学生”
“信息素养” “教学创新”等与实际教学相关的内

容ꎬ而师范生则更注重“自我发展” “综合素养”等
与知识能力培养有关的内容ꎮ

表 ４ 中有 ９ 项内容同时被超过半数的名教师

和师范生选择参与到排序中ꎬ分别为“理解教育的

意义ꎬ理解教师职业道德ꎬ热爱教育事业”“理解课

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设计教

学”“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ꎬ
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具备正确的学科

理念ꎬ关注学科发展ꎬ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

对人类发展的意义”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

生ꎬ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具
有教学组织能力ꎬ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具备扎

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具有表达、沟通、信息

技术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具有

德育能力ꎬ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ꎬ促进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ꎮ 这说明名教师和师

范生对这 ９ 项内容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中达

成较为一致的意见ꎮ
值得深思的是ꎬ在所有选项中ꎬ名教师和师范

生都将“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ꎬ教学法知识ꎬ并
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

力ꎬ理解并促进教学改革”这两项内容排在了后面

且低于半数的被调查者将其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

体系中ꎮ
我们将调查结果整理后发给专家组成员ꎬ请

他们针对名教师和师范生的调研结果差异以及师

范生核心素养的具体内容发表意见ꎮ １６ 位专家中

的 １４ 位进行了回复ꎬ他们一致认同将选择超过半

数的 ９ 项内容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体系ꎮ 对于名

教师和师范生调查结果的差异ꎬ１４ 位专家的意见

基本一致ꎬ具体整理如下:
(１)“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ꎬ教学法知识ꎬ

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选项没有得到重视并不

是说明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不重要ꎬ
而是被调查者没有意识到其重要性ꎬ教育学与心

理学理论是进行教育教学的基础知识ꎬ隐含在实

际的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的过程中ꎬ应
该被纳入师范生核心素养的体系中ꎮ

(２)“具备教学研究和创新能力ꎬ理解并促进

教学改革”这一内容排在后面ꎬ这是因为进行教学

创新和促进教学改革是教育教学中较高层次的活

动ꎬ需要丰富的教学经验作为基础ꎬ在教师职前教

育阶段提出教改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有些超

前ꎬ但要注重对师范生创新意识的培养ꎮ
(３)名教师关注与实际教学相关的内容ꎬ而师

范生关注知识能力发展的内容ꎬ这是因为两者站

的角度不同ꎬ师范生处在教育理论积累、教学技能

养成的阶段ꎬ自然对知识的重视高于对教学实际

的重视ꎬ而名教师与实际教学接触较多ꎬ其对教学

的关注程度相对高于师范生ꎮ
通过进一步与两位专家面谈ꎬ与 ６ 位专家进行

电话沟通ꎬ最后确定参与排序比例超过半数的 ９ 项

内容ꎬ加上“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

识ꎬ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一项内容ꎬ共 １０ 项作

为师范生核心素养的内容ꎮ 达成共识的 １０ 项核心

素养内容具体描述了师范生培养的关键ꎬ我们将

其进一步归类为四大领域ꎬ并对 １０ 项内容进行了

高度概括ꎬ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

领域 素养 内容

教育理念与师德

热爱教育 理解教育的意义ꎬ理解教师职业道德ꎬ热爱教育事业

自我发展
具有自我发展的意识ꎬ了解教师发展的途径ꎬ有自我学习和终身学习的

能力

关爱学生 理解学生成长规律ꎬ尊重学生ꎬ乐于善于创造条件和机会促进学生发展

德育能力
具有德育能力ꎬ能够结合教学进行德育工作ꎬ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

观、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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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 素养 内容

学科知识与能力

学科知识与能力 具备扎实的学科知识和学科能力

学科理念
具备正确的学科理念ꎬ关注学科发展ꎬ理解所教学科的发展历程和对人

类发展的意义

教育理论与应用 教育理论与应用 掌握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和教学法知识ꎬ并能在教学中加以应用

教学技能与实践

教学设计能力 理解课程标准ꎬ能够树立科学合理的教学目标ꎬ设计教学

教学组织能力 具有教学组织能力ꎬ使教学设计顺利实施

教学实施能力 具有表达、沟通、信息技术等教学能力ꎬ保证教学目标顺利实现

　 　 三、结论与讨论

本次研究运用了德尔菲调查法和普通问卷调

查法相结合的方式收集名教师和师范生对师范生

核心素养的观点ꎬ并得出了具有共识性和权威性

的研究结论ꎮ
１.研究结论

本研究得到了名教师和师范生对“师范生核

心素养”这一问题达成共识的观点ꎬ具体内容见表

５ꎮ 这 １０ 项内容与国家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试行)»和«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内容

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一致ꎬ同时考虑到时代的特点ꎬ
更突出了师范生培养的核心内容ꎬ为师范生培养

的高效实施提供了重要参考ꎮ
２.研究启示

研究方法上采用了两种调查相结合的方式ꎮ
师范生核心素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ꎬ直接影

响着未来教育的面貌ꎬ应使研究结果能够对教师

教育的现在及未来有重要参考价值ꎬ同时尽可能

地具备权威性ꎬ克服主观性ꎬ德尔菲法是一个较为

理想的研究方法ꎮ 这种研究方法可以在专家经验

集合的基础上ꎬ提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师范生核心

素养内容ꎮ 此外ꎬ德尔菲法与普通问卷调研法结

合可以将专家的观点放在更为广阔的范围进行检

验ꎬ使研究结论更具普遍性ꎮ 这两种研究方法相

结合的研究形式可以为很多教育问题的探索提供

参考ꎬ尤其是那些具有未来性、发展性、主观性以

及结论要求具备权威性和普遍性的问题ꎮ
研究结论上ꎬ利用德尔菲法和普通问卷调研

法得出的涉及四大领域的 １０ 项师范生核心素养内

容是经过专家反复考量和评判得出的ꎬ并且经过

了名教师和在校师范生的认可ꎬ丰富了我国教育

体系中核心素养的内容ꎮ 这 １０ 项内容构成了一个

从思想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的有机整体(如图 １
所示)ꎬ可以通过相关课程与专业培养和职业培训

结合起来ꎬ指导和引领教师教育课程改革和实践ꎬ
成为我国教师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图 １　 师范生核心素养内容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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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实践教学的视角

吴　 晋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 　 实践教学在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达成中起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ꎬ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ꎬ
实践教学面临着执行不到位、经费投入不足、师资力量薄弱、与基础教育一线脱节等问题ꎮ 为解决上述问题ꎬ可从

强化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平台建设ꎬ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ꎬ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估机制等方面入手进

行探索ꎮ
[关键词] 　 师范生ꎻ　 教师专业素养ꎻ　 实践教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５２.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１７－０４

　 　 师范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工作母机ꎬ具有先

导性、基础性的战略地位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中共中

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

建设改革的意见»ꎬ同年 ３ 月教育部等五部委也随

之联合印发了«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２０１８—
２０２２ 年)»ꎮ 由此可见ꎬ实施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

划ꎬ大力构建以师范院校为主体、高水平非师范院

校参与的中国特色师范教育体系ꎬ在政策和资源

配置等方面对师范院校进行了有力的支持和政策

上的倾斜ꎮ 在此背景下ꎬ作为师范教育的培养对

象、拥有当下“学生”和未来“教师”双重属性的师

范生ꎬ其预期培养要求进一步提高ꎬ师范生将来走

上教师工作岗位需要具备的专业素养ꎬ尤其是决

定应用型人才达成度的实践教学问题备受关注ꎮ
基于此ꎬ本文拟从改进和完善实践教学的角度ꎬ对
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现实困境

进行分析ꎬ并尝试探索解决途径ꎮ

一、实践教学对发展师范生教师专业素

养的重要意义

师范生的教师专业素养是对其将来走上教师

岗位的从业要求ꎮ 素养本身是一个类概念ꎬ教师

专业素养可以理解为教师拥有的有关教学的专业

能力、专业品德、专业情感和专业理念的集合ꎮ 专

业能力ꎬ反映着教师的教学水平ꎻ专业品德ꎬ对应

着教师的师德修养ꎬ决定着将来其从教的努力程

度ꎻ专业情感ꎬ对应着教师从教的自我感受和可持

续性ꎻ专业理念ꎬ反映着教师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努

力的方向是否正确ꎮ
实践教学对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意义

在于ꎬ素养是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综合体ꎬ其发展

过程不同于纯粹理论知识的习得ꎮ 所有的知识ꎬ
只有成为学习者探究和实践对象的时候ꎬ其学习

过程才有可能成为素养发展的过程ꎮ 从这个意义

上说ꎬ实践教学是教师专业素养之母ꎮ 现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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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创始人之一、实用主义的集大成者约翰杜威

在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ꎬ提出了“从做中

学”这个基本原则ꎮ 杜威认为ꎬ“从做中学”也就是

“从活动中学”“从经验中学”ꎬ它使得学校里知识

的获得与生活过程中的活动联系了起来ꎮ 他说:
“为了实现教育的目的ꎬ不论对学习者个人来说ꎬ
还是 对 社 会 来 说ꎬ 教 育 都 必 须 以 经 验 为 基

础ꎮ” [１] ２９７经验从何而来? 很显然ꎬ这种直接的经

验只能从实践中、从活动中、从知识与实践的联合

中而来ꎮ 通过实践教学的真实情境ꎬ让师范生不

断摸索尝试ꎬ直至最终解决问题ꎬ这一过程实质上

就是通过实践来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过程ꎮ 实践

教学不仅对在校师范生意义重大ꎬ即便对入职多

年的教师来说ꎬ不断的实践操练仍然是提升教师

专业素养的不二法门ꎮ 顾明远先生认为:“成熟的

教师也需要长期的培养和训练ꎬ除了学习和掌握

教育理论和技能外ꎬ还要经过较长时间的实际操

练ꎮ” [２] １１２－１１３“无论师德养成抑或教师气质涵养ꎬ无
论是教育教学的基本能力的提高抑或教育智慧的

生成ꎬ皆离不开实践教学的设计与实施ꎮ” [３]

二、实践教学在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素

养中的现实困境
基于实践教学对发展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

重要意义ꎬ教育部在发布的系列文件中均强调师

范生的教育实践时间累计不得少于一个学期ꎬ并
对实践教学的形式做了具体的规定ꎮ 然而ꎬ在实

际的操作过程中ꎬ实践教学却面临着种种困境ꎮ
１.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相比ꎬ依然处于

弱势地位

实践教学从属于课堂理论教学的观念根深蒂

固ꎮ 其一ꎬ主要表现在师范生培养院校对实践教

学经费的投入不足ꎬ如经笔者调查后发现ꎬ目前有

相当一部分的师范生培养院校ꎬ其给予师范生的

实习、见习经费与十年前相比没有显著变化ꎬ这显

然不能满足当下实践教学经费的增长需要ꎻ其二ꎬ
不少院校的实践教学指导教师队伍力量薄弱ꎬ高
职称、高学历和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尤其是学科

与课程教学论专业的教师数量严重不足ꎮ 许多学

校为了弥补这一师资缺口让辅导员、实验技术员

或者教学行政人员等没有任何实践教学经验的年

轻教师担任教学实践指导教师ꎬ其指导效果可想

而知ꎻ其三是实践教学条件较为简陋ꎮ 某些师范

生培养院校甚至没有设立专门的教师教学发展中

心ꎬ缺乏专门用于师范生实践教学的实验实训室ꎻ

其四是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对实践教学的参与度还

较低ꎬ学习态度不端正ꎬ应付了事者有之ꎬ弄虚作

假者也有之ꎬ以各种原因如考研考编请假者更不

在少数ꎮ
２.实践教学依然是师范生培养的薄弱

环节ꎬ实际教学效果不如人意

出于接受教育行政部门评估和人才培养的需

要ꎬ绝大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对实践教学的重视

程度越来越高ꎬ都纷纷把凸显实践教学作为其办

学特色ꎬ如大幅增加实践教学的学时学分ꎬ在课程

理论教学之外还加入实践模块等ꎮ 但是ꎬ在实际

的操作过程中实践教学的效果却大打折扣ꎮ 这主

要表现在:许多课程的实践教学操作起来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或缺乏可模仿的先例ꎬ导致课

程实践教学“换汤不换药”ꎬ流于形式者居多ꎻ师范

生的教育实习缺乏集中统一管理ꎬ高校指导教师

到教育实习基地的次数极为有限ꎬ缺乏对师范生

教育实习的现场指导ꎻ担任教师教育课程的教师

埋头于理论研究ꎬ缺乏对基础教育一线的教育教

学改革实践情况的了解和掌握ꎮ 针对这种窘况ꎬ
«教育部关于加强师范生教育实践的意见» (教师

〔２０１６〕２ 号)指出ꎬ“师范生教育实践依然是教师

培养的薄弱环节ꎬ师范毕业生的教育教学能力尚

不能完全适应中小学的需要”ꎮ 另外ꎬ有学者专门

对某校实习的师范生们进行问卷调查后发现ꎬ“实
习的学生中 ８３.５％的学生认为ꎬ自己在学校所学的

教育教学方法ꎬ在实习中完全用不上ꎬ５１％的师范

生认为所学的很多教育理念早已过时ꎬ已经不能

适应当前的教学需要”ꎮ “据调查ꎬ在实习过程中ꎬ
实习学生登台授课次数在 ８ 次以上的占 ２６％ꎬ大
多数次数在 ２—３ 次ꎬ远远没有达到相应要求ꎮ” [４]

３.实践教学中心或基地建设不能充分

满足当前师范生教学专业素养发展的需要

其一是有的师范院校校内实训条件简陋ꎬ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数量不足ꎬ如此导致师范生培养

院校难以集中统一安排所有的师范生进行教育实

习ꎬ难免会有一部分师范生处于“分散放羊式”实

习ꎬ教育实习效果得不到保证ꎻ其二是教育实践基

地数量虽充足但是缺乏互惠共赢关系和稳定的机

制纽带ꎮ 高校与校外基地联系的纽带不紧密ꎬ更
多是“熟人社会”的人情ꎬ常会因各种情况处于变

化中ꎻ其三是师范生培养院校与校外实践教学基

地人才培养信息沟通不畅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ꎬ
高校闭门办学的惯性导致其培养的师范生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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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一线的真实需求ꎬ基础教育教学一线也

无法发挥职后反哺的功能ꎬ如此便有可能导致学

生在实习中参与度不够ꎬ实践锻炼机会少ꎮ 最后ꎬ
从了解到的现实情况来看ꎬ师范生的校外实践教

学尤其是教育实习的指导工作ꎬ主要由教育实习

基地的教师来完成ꎮ 师范生培养院校实践教学指

导教师的指导工作是否到位ꎬ工作成效如何ꎬ师范

生的实习效果如何等ꎬ这些都缺乏有效的评价和

监控机制ꎮ 上述种种情况的存在ꎬ对师范生的教

师专业素养的培养和发展极为不利ꎮ
三、改进实践教学ꎬ切实提高师范生教

师专业素养
针对当下实践教学面临的种种问题ꎬ应该在

政策层面确保教育行政部门、中小学幼儿园参与

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全过程ꎬ尤其要根据新时代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趋势ꎬ结合师范类专业认证评

估要求ꎬ共同构建实践取向鲜明的人才培养方案ꎬ
做好师范生人才培养的上层架构ꎮ 同时通过改革

实践教学课程内容、增加实践教学的学分学时比

重等措施ꎬ形成与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为一体的实

践教学体系ꎮ 当然ꎬ体系构建得再好ꎬ如果不加以

落实或者落实不到位的话ꎬ依然只是美丽的空中

楼阁ꎮ 所以ꎬ重在落实和落实到位ꎬ这是改进实践

教学、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不二选择ꎮ
１.正确认识和真正重视师范生实践

教学

改善师范生实践教学的现状ꎬ不管是高校、教
师还是师范生本人ꎬ首先ꎬ必须对师范生实践教学

有一个清晰的定位ꎬ不能盲目地把它归类于哪一

种教学形式ꎬ或是认为它从属于哪一类教学形式ꎮ
实践教学是和理论教学相对等的一种教学形式ꎬ
它不是理论教学的衍生物或者附属品ꎬ它依赖的

基础虽然是理论ꎬ但它又高于理论ꎬ理论知识最终

还要依赖于实践来检验校正ꎮ 因此ꎬ师范生实践

教学培养体系中的任何一员ꎬ首先都必须对实践

教学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定位ꎬ不能把实践教学

作为理论教学的附属品或者衍生物ꎬ也不能让实

践教学代替理论教学ꎮ 教育教学人员对师范生实

践教学树立正确的认识是做好实践教学工作的第

一步ꎮ 其次ꎬ应对实践教学高度重视ꎮ 对高校来

说ꎬ就是在人、财、物等方面对实践教学给予保障

甚至进行适当的倾斜ꎮ 如确保师范生实践教学特

别是教育实习合理的经费投入、改善实践教学的

硬件设施条件、为实践教学配备质量合格的师资

队伍并给予其不低于理论教学的课时费等ꎬ即为

实践教学的顺利实施提供必要条件ꎻ对高校教师

而言ꎬ就是要把师范生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置于

同等重要的地位ꎬ认真备课ꎬ精心指导ꎬ严格考核ꎬ
完成好每一个教学环节ꎻ对师范生而言ꎬ则是要保

质保量认真完成每一项实践教学活动ꎮ
２. 以“协同育人”为机制ꎬ强化师范生

教师专业素养发展平台建设

校内外实践中心和基地是实践教学的主要场

所ꎬ是锻炼师范生实践能力、提升师范生教师专业

素养的重要平台ꎮ 做好师范生实践教学工作ꎬ实
现其培养目标ꎬ除了加强校内教师教学技能实训

场所的建设之外ꎬ更需要加强与地方政府、基础教

育用人单位多领域、深层次的合作ꎬ即努力贯彻教

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

２.０ 的意见»(教师〔２０１８〕１３ 号)的最新理念ꎬ打造

“协同制定培养方案、协同建设教(导)师团队、协
同建设实践基地”合作育人平台ꎬ打通大学、政府

和中小学(幼儿园)之间相互隔离的壁垒ꎮ 具体做

法是与中小学(幼儿园)共同实施综合实践课程的

探索与实践ꎬ与基础教育用人单位供需对接ꎬ构建

“订单培养”就业模式ꎻ整合各参与主体的优势资

源ꎬ深度合作ꎬ开展基础教育一线用人单位教师职

后培训、教育科研课题合作立项等活动ꎻ形成“Ｕ－
Ｇ－Ｓ”三方协同育人的运行机制ꎬ打造人才培养共

同体ꎮ 推动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中小学

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的成长、区域教育教学质量

的提高ꎬ使人才培养的三方协同机制真正落到

实处ꎮ
当然ꎬ从目前师范生实践教学平台的建设和

“协同育人”机制的构建情况来看ꎬ当前推进情况

不尽如人意ꎬ高校“一头热”的情况普遍存在ꎮ 要

改变这种窘境ꎬ在政策层面需要进一步强化ꎬ使地

方教育行政部门、基础教育一线用人单位协同师

范生培养成为一种常规责任和义务ꎬ这需要一个

过程ꎮ 相当一部分师范生培养院校为给师范生的

实践教学提供良好条件ꎬ还组建了实体化的附属

幼儿园和中小学ꎬ甚至组建了教育集团ꎬ从实施的

效果来看ꎬ值得大力推广ꎮ
３.多措并举ꎬ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

建设

师资队伍是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能否得到有

效提升的另一关键因素ꎮ 一支业务水平高、德才

兼备的指导教师队伍是实践教学得以顺利、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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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重要保障ꎬ师范生培养院校要高度重视师

资的引进和培养ꎮ 综合近年来比较好的经验和做

法ꎬ主要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要大力引进

基础教育名师ꎬ改善教师队伍结构ꎬ发挥一线名

师、教育科研专家对师范生培养的引领作用ꎮ 这

种“引进”可以是刚性的ꎬ即从基础教育一线招聘

优秀的专职教师ꎬ直接为我所用ꎻ二是通过实施双

导师制ꎬ柔性聘请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教师为师

范专业实习生的校外导师ꎻ三是要采取有效措施ꎬ
不断提升专任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ꎮ 如积极选派

教师赴中小学(幼儿园)实践学习ꎬ通过与基础教

育一线的亲密接触ꎬ了解其需求ꎬ提高师范生教师

专业素养培养的针对性ꎮ 对新入职教师的岗前培

训进行强化ꎬ以教研室为单位定期进行教学观摩

和研讨等ꎻ四是要契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ꎬ确
保配齐配足配好实践教学指导教师ꎮ 同时在制度

上确保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同工同酬ꎬ对在实践

教学中工作成绩突出的教师ꎬ可以在职务职称晋

升和评优评奖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ꎻ五是加强教

师职业道德教育ꎮ 引导教师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有理想信念ꎬ有道德情操ꎬ有扎实学识ꎬ有仁爱

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的要求ꎬ建立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实践教学教

师队伍ꎮ
４.多方参与ꎬ建立健全实践教学评价

机制

实践教学评价机制对实践教学的有效开展具

有导向作用ꎮ “在实践教学环节ꎬ建立多方参与的

评价机制ꎬ不仅有助于调动相关各方参与培养的

积极性ꎬ而且有助于提升实践教学评价的准确性ꎬ
促进教师教学的实效性ꎮ” [５] 师范生培养受到多方

关注与参与ꎬ师范生究竟需要具备怎样的教师专

业素养不是师范院校单方面决定的ꎬ培养院校、中
小学幼儿园、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甚至我们整个国

家和社会ꎬ都是利益相关方ꎮ 因此ꎬ参与实践教学

评价的主体理应由上述成员组成ꎬ在参与评价活

动时ꎬ包括教学质量目标的确定、主要教学环节质

量标准的确定、信息的收集与评估、信息的反馈与

调控各方面均应由多方主体共同参与ꎮ
在师范生实践教学评价机制的建立上ꎬ一是

要建立健全评价机制ꎮ 如可以采取校领导及二级

学院领导定期走访实习基地制、师范生教育实习

达成度调查、基础教育一线指导教师满意度调查

等ꎮ 二要建立及时反馈机制ꎮ 不能虎头蛇尾ꎬ光
评价不整改ꎬ必须强调纪律的严肃性ꎬ将评价结果

作为师生评奖评优的重要依据ꎬ并纳入学院教师

年度绩效考核ꎮ 三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与手

段ꎮ 实践教学弱化或者说执行不到位的重要原因

之一在于教学场地在空间上远离了培养高校ꎮ 但

是在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科学技术迅猛

发展的今天ꎬ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可以有效补足空

间上的短板ꎮ 有条件的师范生培养院校可以建设

自己的远程教育教学管理平台ꎬ条件暂时不成熟

的ꎬ也可以充分利用一些性能可靠的网络平台进

行教育实践工作的组织、指导和管理等ꎮ 另外ꎬ值
得一提的是ꎬ应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手段加强

师范生信息技术能力培养ꎮ “从评估反馈情况来

看ꎬ不少人谈到了现代教育技术问题ꎬ客观地讲师

范院校目前信息化水平是比较滞后的ꎮ” [６] 因此现

代教育技术的掌握与应用水平ꎬ无疑是当代师范

生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在强化学科基

础的同时ꎬ要重视对师范生进行现代教育技术能

力训练ꎬ并将此内化到师范生实践教学能力培养

的过程中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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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

宋　 雅１　 章　 飞２

(１.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ꎻ
２.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 　 以往的教师专业素养结构没有区分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在成分与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要素ꎬ如ꎬ
常将专业知识与专业能力并列为教师专业素养ꎬ且内容描述多有重复ꎮ 在调研、反思的基础上ꎬ分析认为教师专

业素养包括专业能力、专业理念、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 ４ 个相互独立的维度ꎬ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

构成支撑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 ３ 个方面ꎬ这 ３ 个方面各有侧重ꎬ同时协同作用ꎬ共同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ꎮ
高校在设计有关教师专业素养发展的课程时ꎬ应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和综合性ꎬ注重以实践性任务为载体ꎬ协同发

展学生的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ꎮ
[关键词] 　 教师专业素养ꎻ教师教育ꎻ师范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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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大计ꎬ教师为本” [１]ꎬ教师素质直接影响

着学生素养的提升ꎬ教师的专业化水平对教学质

量有很大影响ꎮ ２０ 世纪末ꎬ叶澜提出教师专业素

养包含教育理念、专业知识与实践能力[２]ꎻ２１ 世纪

初ꎬ不少学者提出对照学生核心素养发展指标ꎬ设
计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ꎬ时代发展对教师专业

素养内涵结构有了新的要求ꎮ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

体系如何重构? 支撑教师专业素养的系统如何建

构? 基于以上问题ꎬ本文展开探讨ꎬ以期为教师专

业发展提供目标指向ꎮ

　 　 一、教师专业素养现有结构及问题分析

　 　 １.国外观点

国外相关研究起步较早ꎬ美国、英国、欧盟、澳
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家都对教师专业素养结构进

行了划分ꎮ 美国发布«共同核心教学标准»提出ꎬ
内容和基本技能、营造课堂环境能力、规划学生学

习能力、开展教学活动能力、评价教学成果能力、
教育领导力ꎬ是教师专业素养的 ６ 个组成部分[３]ꎻ
英国发布的«英国教师专业标准框架»将教师专业

标准分为专业知识和理解、专业素质及专业技能 ３
个维度[４]ꎻ欧盟逐步建立起教师核心素养模型或

框架ꎬ包括与他人合作ꎬ充分运用知识、技术和信

息ꎬ紧密联系社会 ３ 个维度ꎻ澳大利亚的教师专业

标准中ꎬ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实践成为教师

专业素养的主旨[５]ꎻ新加坡国立教育学院制定的

“２１ 世纪教师教育模型”强调了学习者中心、教师

身份认同、服务专业和团体三方面的价值维度[５]ꎮ
　 　 ２.国内观点

国内研究多以思辨分析为主ꎬ采用三分、四分

和五分结构对教师专业素养进行建构ꎮ 三分结构

一般包括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情意ꎻ四分结

构一般包括专业信念、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

精神ꎻ五分结构一般包括专业精神、专业理念、专

—１２—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互联网＋’背景下师范生教师专业素养发展体系的立体建构与

实践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ＳＪＺＤＩ１７４)ꎬ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中美卓越教师职前培养质

量评价比较研究”(项目编号:２０１８ＳＪＡ０５２６)ꎮ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１２－２０
[作者简介] 宋　 雅ꎬ女ꎬ河南安阳人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助理研究员ꎬ硕士ꎮ
[通讯作者] 章　 飞ꎬ男ꎬ江苏如皋人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科研处处长ꎬ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ꎬ教授ꎮ



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智慧ꎮ 近年来ꎬ学者开始

关注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教师专业素养构成和表

现ꎻ采用质性研究工具对政策文件和问卷调查进

行分析ꎬ构建教师专业素养框架ꎻ从关注教师专业

素养向关注职前教师核心素养迈进ꎬ如柯勤飞、张
益提出的 ＳＣＩＬ 师范生核心能力素养模型[６]ꎮ
　 　 ３.共性及问题分析

国内外有关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体系的研究有

很多ꎬ大多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角度ꎬ采用文献研

究、问卷调查、专家咨询等方法ꎬ构建教师专业素

养的结构框架ꎬ基于不同的视角ꎬ研究者对教师所

应具备的专业素养也有不同的解读ꎬ但所得要素

数量众多ꎬ要素所属层级及隶属关系尚不明晰ꎬ内
涵结构还处在探索和完善中ꎮ 如国内各种框架中

都具有知识、能力、精神 ３ 个维度ꎬ但在具体内容描

述中多有重复ꎬ特别是有关知识和能力的部分ꎮ
为此ꎬ在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过程中ꎬ应力求

各一级指标处于同一层次ꎬ应相互独立ꎬ互不交

叉ꎮ 同时ꎬ需构建教师专业素养实现的支撑系统ꎬ
支持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与提升ꎮ
　 　 二、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

无论是教师专业素养的发展还是测评ꎬ都需

要了解其内在结构ꎮ 本研究通过查阅大量文献ꎬ
邀请高校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等相关学科专家ꎬ
中小学一线教师ꎬ师范院校教学管理人员等ꎬ就教

师专业素养结构进行多次研讨和修正ꎮ 在研讨过

程中ꎬ逐步形成下列共识:一个优秀的教育工作者ꎬ
首先要有完成教学任务、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完善自

我发展的相关能力ꎻ其次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ꎬ保
证其教育教学方向的正确性ꎻ还要认同教育教学

工作ꎬ愿意终身为其奉献ꎬ以上几方面都需要教师

具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个人修养来作为做保障ꎮ
因此ꎬ我们认为ꎬ教师专业素养结构体系应包括专

业能力、专业理念、专业情感和专业品德这 ４ 个一

级指标ꎬ如图 １ 所示ꎮ

图 １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图

１.专业能力

专业能力反映了教师的教学、育人和自我发

展水平ꎬ包括教学设计能力、教学实施能力、教学

管理能力、教学评价能力、教学研究能力和自我发

展能力这 ６ 个二级指标ꎬ其中ꎬ教学设计、教学实

施、教学管理和教学评价能力直接指向教学过程ꎬ
教学研究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指向教师自身专业

发展ꎬ详细内容如表 １ 所示ꎮ

表 １　 专业能力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能力

教学设计能力

１.能结合学科要求和学生认知特点ꎬ确定适切的教学目标ꎻ
２.能根据学习任务的特征ꎬ设计合理的学习流程ꎻ
３.能基于教学环节的需要ꎬ选择适切的教学素材ꎻ
４.能基于教学目标和教学素材ꎬ灵活选择适切的教学方式ꎬ包括基于线上线下混合式学习

方式等ꎻ
５.能基于教学内容和学生特点ꎬ合理设计教学评价方案ꎻ
６.能基于阶段性教育教学现状ꎬ合理设计丰富多彩的班队活动

教学实施能力

１.能结合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经验ꎬ激发学习兴趣ꎬ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ꎻ
２.能灵活运用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等教学方式ꎬ发挥学生主体性ꎬ引发学生独立思考和

主动探究ꎻ
３.能判断学生的学习状态ꎬ用科学的方法阻止、矫正不良行为ꎻ
４.能合理处理课堂偶发事件ꎬ监控和调整学生学习过程ꎬ并根据学生反应调整教学活动ꎻ
５.能将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应用到教育教学中ꎬ为学生学习发展和教学过程评价、结果反馈

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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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能力

教学管理能力

１.能帮助学生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ꎬ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ꎻ
２.能采用多样化策略ꎬ了解情况不同的学生ꎬ组织管理好课堂ꎻ
３.能了解班队管理的基本方法ꎬ引导学生自我管理ꎬ形成集体观念ꎻ
４.能与家长进行有效沟通ꎬ共同开展家校合作ꎬ促进学生发展ꎻ
５.能妥善应对突发事件ꎬ积极进行处理并及时控制局势

教学评价能力

１.能基于不同的评价方法ꎬ设计相应的评价量表ꎻ
２.能了解并使用多元教学评价方式方法ꎬ给予学生恰当的评价和指导ꎻ
３.能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ꎬ并给予学生相应指导ꎻ
４.能根据评价结果进行反思ꎬ不断改进教学行为

教学研究能力

１.具有研究意识ꎬ善于从教学实践中发现研究问题ꎻ
２.了解教育研究的常规方法ꎬ能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现实问题ꎬ进行探索和研究ꎻ
３.善于对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提升ꎬ能够组织实施教学研究课题ꎬ撰写教学研究论文ꎻ
４.能将研究成果应用于教学实践ꎬ并在教学实践中检验、完善

自我发展能力

１.能认识自我ꎬ并制定专业发展与自我发展规划ꎻ
２.能坚持终身学习ꎬ不断提高专业素质ꎬ如积极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活动、专业培训研

修等

２.专业理念

专业理念决定了教师教育教学努力的方向ꎬ
包括教师的教师观、学生观、教学观和知识观 ４ 个

二级指标ꎬ教师观和学生观着眼于教育活动中最

活跃的因素ꎬ教学观和知识观着眼于教育活动中

的内容和过程ꎬ详细内容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专业理念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理念

教师观

１.认识到教师是学习环境的营造者ꎬ教学活动的组织者ꎻ
２.认识到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ꎻ
３.认识到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ꎬ学生发展的促进者ꎻ
４.认识到教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和反思性实践者ꎻ
５.认识到教师是学生的人生导师ꎬ处处可开展教育活动

学生观

１.相信学生具有发展的潜力ꎬ用发展的观点认识学生ꎻ
２.认识到学生的独特性和个体差异性ꎬ能公正地给予所有学生关心与支持ꎻ
３.相信学生是学习的主体ꎬ是具有独立意义的人

教学观

１.相信教育教学对学生成长、教师自身发展以及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ꎻ
２.相信教学是一门科学ꎬ具有自身的规律ꎬ教学活动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ꎬ教学过程需要严

谨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的教学方法ꎻ
３.相信教学是一门艺术ꎬ教学活动不拘泥于法则ꎬ充满了创造的乐趣

知识观

１.相信所教授知识的科学价值、应用价值、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ꎬ欣赏所教授知识的智慧

之美ꎻ
２.相信知识具有动态性ꎬ不是固定不变的ꎬ而是不断地发展和改变的ꎻ
３.相信知识具有主观性ꎬ是个体在实践活动中ꎬ面对新事物、新现象和新问题做出的暂时性

假设和解释ꎻ
４.认识到知识获取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ꎬ学生学习是个体知识的建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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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专业情感

教师的专业情感对应着其从教的自我感受和

可持续性ꎬ决定着教师从教的愿望ꎬ包括职业认同

和职业信念这两个二级指标ꎬ职业认同是专业情

感形成的基础ꎬ职业信念决定了专业情感的深厚

程度ꎬ详细内容如表 ３ 所示ꎮ

表 ３　 专业情感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情感

职业认同
１.具有职业理想、敬业精神ꎬ热爱教育教学事业ꎬ理解教育教学工作的意义ꎻ
２.注重自身专业发展ꎬ认同教师专业性和独特性ꎬ愿意从教

职业信念
１.接纳、肯定自身的工作ꎬ乐于成为教师ꎻ
２.相信自己能够提供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教学

４.专业品德

专业品德对应着职业道德和个人修养这两个

二级指标ꎬ教师的师德和个人修养是隐性的ꎬ对学

生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职业道德指向教师从事

这一职业所特有的品德ꎬ个人修养指向教师作为

个体所应具备的素质ꎬ详细内容如表 ４ 所示ꎮ

表 ４　 专业品德指标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专业品德

职业道德
１.贯彻党和国家教育方针和政策ꎬ遵守教育法律法规ꎻ
２.具有良好职业道德修养ꎬ为人师表ꎬ关爱学生ꎬ具有责任意识

个人修养

１.富有三心ꎬ即爱心、耐心和责任心ꎻ
２.富有亲和力ꎬ性格热情开朗ꎻ
３.具有一定的情绪调节能力ꎬ能保持平和乐观的心态ꎻ
４.具有不断学习和进取的精神ꎻ
５.穿衣得体整洁ꎬ语言健康规范ꎬ举止礼貌文明

三、教师专业素养支撑系统的构建

教师专业素养结构的重构为教师专业发展指

明了方向ꎮ 我们认为ꎬ要实现教师需要达到的目

标性素养ꎬ应构建以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

业技能为底盘的支撑系统ꎬ如图 ２ 所示ꎮ
通用能力指一个优秀公民应该具备的通用的

能力ꎬ包括学习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和思维

能力ꎻ专业知识指作为教师应掌握的知识ꎬ包括人

文社会与科学素养知识、教育教学知识、学科知

识、学科教学知识、学生发展知识和自我发展知

识ꎻ教师职业技能指教师职业特有的一些技能ꎬ包
括口语技能、书写技能和信息技术技能等ꎬ具体内

容如表 ５ 所示ꎮ

图 ２　 教师专业素养的支撑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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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教师专业素养支撑系统内容解读一览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通用能力

学习能力

１.具备终身学习观ꎻ
２.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ꎻ
３.依据社会发展和个人需求ꎬ选择合适的学习内容

表达能力

１.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ꎬ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念ꎻ
２.具有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力ꎬ能艺术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ꎻ
３.能较好地使用肢体语言ꎬ通过面部表情、手势、动作和身体姿势等辅助有声语言传达有效

信息

合作能力
１.具有合作的意识ꎬ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ꎻ
２.能与他人通力协作完成工作ꎬ具有乐于分享、善于沟通、协同互助等方面的特质

思维能力

１.具有分析、综合、抽象、概括等逻辑思维能力ꎬ掌握归纳、推理等常规思维方法ꎻ
２.具有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ꎬ具有独立思考的能力ꎬ善于冲破思维定式ꎬ敢于质疑ꎬ善
于释疑

专业知识

人文社会与

科学素养

知识

１.具有相应的人文素养、科学素养、艺术素养、人类社会发展、全球和环境意识等跨学科

知识

教育教学知识

１.了解相关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划等方面的知识ꎻ
２.掌握师德修养方面的知识ꎻ
３.掌握多种教学方法ꎬ并能根据具体教学任务加以选择ꎻ
４.掌握教育的基础知识ꎬ包括教育基本理论、学生和教师发展知识、学校组织与运行等ꎻ
５.掌握教学设计的基础知识ꎬ包括学生学习需求分析、学习内容选择、综合实践活动等ꎻ
６.掌握教学实施的基础知识ꎬ包括教学组织、教学监控等ꎻ
７.掌握教学管理的基础知识ꎬ包括课堂管理ꎬ班级管理ꎬ与学生、家长、社区等沟通的知识ꎻ
８.掌握教学评价的基础知识ꎬ包括评价方法、评价量表的制定、评价工具的运用、反思方

法等ꎻ
９.掌握教学研究的基础知识ꎬ包括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学研究论文撰写方法等

学科知识

１.掌握所教学科的基本思想、知识、技能和方法ꎻ
２.能从体系上把握所教学科知识ꎬ了解所教学科知识的历史发展脉络和未来发展趋势ꎻ
３.了解所教学科的文化价值与认知价值ꎬ以及对学生素质发展的价值和意义ꎻ
４.了解所教学科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ꎬ与社会实践的联系ꎬ对社会发展的价值

学科教学知识

１.掌握所教学科的课程指标、教学要求等各类标准ꎻ
２.了解学生在学习学科内容时的认知特点ꎻ
３.掌握学习具体学科内容时ꎬ具体的方法与策略ꎻ
４.掌握学科课程资源开发、校本课程开发的方法与策略

学生发展知识

１.了解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规定ꎻ
２.了解不同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ꎬ掌握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知识与方法ꎻ
３.了解不同学生的学习特点ꎬ掌握学生良好行为习惯养成的知识和方法ꎻ
４.了解学生安全防护的知识ꎬ以及预防与应对方法

自我发展知识

１.明确自我专业发展的重点ꎬ了解教师专业素养的核心内容ꎻ
２.了解自我发展的阶段与途径ꎬ熟悉设计发展规划的方法ꎻ
３.了解影响自我发展的因素ꎬ利用各种机会和途径提升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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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教师职业技能

口语技能
１.普通话语音标准ꎬ语法规范ꎬ通过普通话等级考试ꎬ并获得所教授学科相应等级证书ꎻ
２.能使用符合学生特点的语言进行教育教学ꎬ与学生进行有效沟通

书写技能

１.能规范书写钢笔字、粉笔字和毛笔字ꎻ
２.能基于学科特点ꎬ进行板书、板画、作图等ꎻ
３.能进行板书、板画、图表等的设计与布局

信息技术技能

１.具有适应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和方法的现代化信息技术技能ꎬ娴熟地将信息技术与学习、
教学充分结合ꎻ
２.具有技术平台下资源的检索、搜集、评估与整合等技能ꎻ
３.了解并能熟练应用与教学相关软硬件ꎬ如熟练掌握课件制作ꎬ在线课程录制等技能ꎻ
４.通过多种途径获取数字教育资源ꎬ掌握相应的工具与方法ꎻ
５.能借助技术工具收集学生学习的过程信息ꎬ并加以整理分析ꎻ
６.能利用技术工具进行学习测评ꎬ并基于测评结果及时调整教学

　 　 通用能力、专业知识、教师职业技能ꎬ三者从

不同的维度共同支撑着教师的专业能力、专业理

念等专业素养ꎮ 通用能力保障教师成为一个优秀

的善于不断学习的公民ꎻ专业知识保障教师具有

从教相应的专业知识基础ꎻ教师职业技能确保教

师能够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外显出来ꎮ 三者的侧重

点不同ꎬ但它们与教师专业素养之间并非单一的

对应关系ꎬ而是三者协同作用共同促进教师专业

素养的提高ꎮ 例如ꎬ良好的教学实施能力ꎬ既需要

教师具有教学实施的相关知识(如学科知识、教育

教学知识等)ꎬ保证教学内容与方法的正确性ꎬ通
俗地讲ꎬ就是保证“自己肚子里有货”ꎻ也需要教师

具有良好的通用能力(如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ꎬ
确保能和学生进行沟通ꎬ通俗地讲ꎬ就是保证“能
将肚子里的货倒出来”ꎻ还需要特定的职业技能ꎬ
从而保证师生的交流更为专业化、艺术化ꎬ达成更

高的效果ꎬ通俗地讲ꎬ就是保证“货倒得更漂亮”ꎮ
为此ꎬ师范院校在设计有关教师专业素养发

展的课程时ꎬ务必加强课程的实践性和综合性ꎬ注
重以实践性任务为载体ꎬ协同发展学生的通用能

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技能ꎮ 例如ꎬ可在师范生

学习过有关教学理论之后ꎬ布置实践性任务:制作

教学微视频并进行交流评议ꎮ 在微视频制作过程

中ꎬ首先需要根据有关学科知识和教学理论进行

相对完善的教学设计ꎬ这是对其相关知识掌握情

况的一次检阅ꎻ同时需要将教学设计转化为微视

频设计ꎬ需要制作精美、流畅、体现过程性的演示

文稿等教学文件ꎬ是对师范生信息技术相关技能

的一次考察ꎻ当然ꎬ还需要师范生录制微视频ꎬ又
是对其口语表达技能的一次全面检阅ꎻ在微视频

的交流评议过程中ꎬ同样考察了师范生的表达能

力、合作能力、思维能力等通用能力ꎮ 总之ꎬ一个

任务ꎬ力图将有关通用能力、专业知识和教师职业

技能很好地融合起来ꎬ协同发展ꎮ

四、反思与展望

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在结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

断更迭和丰富ꎮ 为此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ꎬ我们

对教师专业素养的内涵结构进行了深入探讨ꎮ 当

然ꎬ教师专业素养不同维度之间有何关系ꎬ职前教

师专业素养发展现状如何ꎬ教师专业素养各构成

要素发展有无敏感期ꎬ如何从敏感期视角构建一

个发展性的体系ꎬ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

题ꎬ需要进一步开展实证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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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

———来自融合幼儿园教师及幼儿的声音

郭 文 斌１ꎬ２　 苏　 蒙１

(１.伊犁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ꎬ 新疆伊宁　 ８３５０００ꎻ
２.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ꎬ 陕西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　 要] 　 为深入探究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ꎬ通过对 ３ 位融合幼儿园教师和 ２ 名融合

班级幼儿进行深度访谈ꎬ并运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ꎬ结果发现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

到直接和间接双方面因素影响ꎮ 直接影响因素由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两方面构

成ꎻ间接影响因素由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接纳程度、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构成ꎮ 为了提升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

接纳态度ꎬ特建议:国家加大经费投入力度ꎬ完善康复设施配备ꎻ社会提高宣传力度并建立早期融合教育区域联

盟ꎬ实现资源共享ꎻ家庭注重教育方式ꎬ创设有爱的家庭氛围ꎬ培养幼儿亲社会能力ꎻ幼儿教师提升专业化水平ꎬ采
用多种干预方式合理引导ꎮ

[关键词] 　 普通幼儿ꎻ　 特殊幼儿ꎻ　 接纳态度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０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２７－０９

一、研究问题的提出

学前融合教育是将 ３—６ 岁具有发展障碍的特

殊幼儿安置在普通班级中ꎬ同普通幼儿共同学习

和生活ꎬ并为特殊幼儿提供适合其发展的特殊教

育服务ꎬ使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相互融合ꎬ成为一

体[１]ꎮ １９７５ 年ꎬ美国颁布了«全体障碍儿童教育

法»(Ｐ.Ｌ.９４－１４２ 公法)ꎬ强调为特殊儿童提供一个

正常化的教育环境而非隔离的教育环境ꎮ 此法的

颁布标志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开端ꎬ随后在全世界

范围内广泛传播[２]ꎮ １９９４ 年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市

召开世界特殊教育大会并提出了“全纳教育”思

想ꎮ 此后ꎬ融合教育的思想和理念便在世界各国

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ꎮ 我国在此背景下形成了

“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ꎬ大量附设特教班和随班

就读为主体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融合教育发展

格局” [３]ꎮ ２００９ 年ꎬ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八

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

发展的意见»提出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４]ꎮ ２０１３ 年ꎬ«残疾人教育条例»指出:要建立

与保育、康复相结合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制度ꎬ教
育机构要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备和专业康复

人员[５]ꎮ ２０１４ 年ꎬ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下发«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指出:各地要将残

疾儿童学前教育纳入当地学前教育发展规划ꎬ支
持普通幼儿园创造条件接受特殊儿童等ꎮ ２０１７
年ꎬ«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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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表明支持普通幼儿园接收残疾儿童ꎬ并为学

前教育机构中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功能评

估、训练、康复辅助器具ꎬ提供半日制、小时制、亲
子同训等早期教育服务[６]ꎮ 上述教育政策文件表

明学前融合教育已慢慢转向实践应用ꎮ ２０１８ 年教

育部公布数据显示ꎬ以融合形式接受义务教育的

残疾学生 ３３２ ３８４ 人ꎬ占所有在校残疾学生的

４９.９１％[７]ꎮ 可见ꎬ融合教育已经成为我国特殊儿

童的主要安置形式ꎮ 随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ꎬ
学前融合教育从关注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是否共

处(即物理融合)ꎬ转向关注特殊幼儿是否被普通

幼儿接纳与尊重(即心理融合)以及特殊幼儿是否

接受了适宜的教育(即教学融合) [８]ꎮ 但目前现状

主要是物理融合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

度仍处于一个消极被动状态ꎬ并未实现真正的接

纳[９]ꎮ 基于此ꎬ研究拟在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的

基础上ꎬ对融合幼儿教师及普通幼儿进行深度访

谈ꎬ了解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程度及其影

响因素ꎬ以期为转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

态度提供思路ꎮ

二、研究目的和动机

随着时代的发展ꎬ学前融合教育日益受到社

会各界的广泛关注ꎬ但多数研究主要是从学前融

合教育理论、教师接纳态度以及从国外获得的融

合教育启示、经验等方面进行探讨ꎬ有关普通幼儿

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研究较少ꎬ而普

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直接影响融合教育

的质量及儿童未来生活的各个方面ꎮ 因此ꎬ研究

通过对 ３ 位融合幼儿园教师和 ２ 名融合班普通幼

儿进行访谈ꎬ深入探寻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

态度的影响因素ꎬ以期找到有效的应对措施ꎬ通过科

学的应对手段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

的转变ꎮ

三、研究方法选择和运用

１.研究方法

采用半结构化访谈法对 ３ 位融合幼儿园教师

及 ２ 名普通幼儿进行深度访谈ꎬ选取质的研究方

式ꎬ深入探寻和挖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

度的影响因素ꎮ 一方面ꎬ通过教师日常生活中对

幼儿的观察与了解获得相关信息ꎻ另一方面ꎬ通过

对教师为研究者选取的 ２ 名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

的普通幼儿进行访谈获得相关信息ꎮ 访谈主要包

括两个维度:第一ꎬ对残疾的认识ꎬ包括残疾的定

义及致残成因等ꎻ第二ꎬ对残疾幼儿的接纳态度ꎬ
包括是否喜欢与特殊幼儿做好朋友及原因ꎮ

２.研究对象

选择 ３ 位具有 ３ 年以上从事融合教育的幼儿

教师及 ２ 名融合班普通幼儿作为研究访谈对象ꎬ详
情见表 １ꎮ 选择从事融合教育 ３ 年以上的幼儿教

师作为研究对象有两点原因:第一ꎬ他们比新手融

合幼儿教师经验丰富ꎬ对不同障碍类型、不同发展

阶段的特殊幼儿的性格、身心发展特征等更为了

解ꎻ第二ꎬ３ 年也是教师专业化成长的一个周期ꎬ有
３ 年从事融合教育经验的教师就普通幼儿对特殊

幼儿接纳态度的转变过程也更为了解ꎮ 选取 ２ 名

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的普通幼儿有 ３ 个标准:第
一ꎬ语言表达能力好ꎬ可以进行访谈ꎻ第二ꎬ与特殊

幼儿接触时间较多ꎬ有过合作与交往ꎻ第三ꎬ智力

正常ꎬ无视力、听力、肢体障碍等ꎮ

表 １　 研究对象基本信息

研究对象 性别 年龄 教龄 学历 专业背景 任教班级 特殊幼儿障碍类型 是否班主任

Ａ 教师 女 ２９ ５ 本科 学前教育 大班 唐氏综合征儿童 是

Ｂ 教师 男 ３５ １０ 本科 特殊教育 大班 智力障碍儿童、多动症儿童 是

Ｃ 教师 女 ２５ ３ 本科 美术设计 大班 听力障碍儿童 否

Ａ 幼儿(来自 Ａ 教师班级) 女 ６

Ｂ 幼儿(来自 Ｃ 教师班级) 男 ６

３.访谈过程

首先ꎬ与当地特殊教育研究权威人士取得联

系ꎬ向其表明研究意愿并说明研究目的和内容ꎬ取
得支持和帮助ꎻ其次ꎬ在权威人士帮助下ꎬ联系了 ３
所融合幼儿园的园长并与其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

愿ꎻ再次ꎬ在园长的允许和支持下ꎬ仔细挑选了 ３ 位

符合条件的幼儿教师ꎬ教师的姓名对园长保密ꎻ最
后ꎬ和任课教师约好访谈的时间和方式ꎬ并就访谈

目的、情况及交谈规则、保密措施达成一致ꎮ 对 ３
位融合幼儿教师均采用线上语音方式进行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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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ꎬ每次长达 １ 个小时左右ꎮ 第一次访谈基于访

谈提纲ꎬ根据实际情况ꎬ秉承尊重、倾听、开放的原

则ꎬ保证研究对象能在轻松的氛围中坦诚交谈ꎮ
第二次访谈就第一次访谈的问题进行深入与完

善ꎮ 每次与教师访谈结束后ꎬ由教师为研究者挑

选 ２ 名与特殊幼儿接触较多的普通幼儿进行访谈ꎬ
并约好访谈时间与地点ꎬ时间大约为 ３０ 分钟ꎬ地点

为幼儿园的会议室ꎮ 访谈时间开始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３ 日ꎬ结束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ꎮ

４.材料整理
首先ꎬ进行录音材料的文字转录ꎻ其次ꎬ核对

整理转录的文字材料ꎬ请被访谈者确认并加以修

改ꎻ第三ꎬ编码文字材料ꎻ第四ꎬ归类分析编码材料

并对其具体含义进行解读ꎮ

四、研究结果

根据编码结果ꎬ研究得出普通幼儿对特殊幼

儿接纳态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直接和间接两方面ꎬ
详情见表 ２ꎮ

表 ２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影响因素

直接影响因素 间接影响因素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 幼儿自身特征品质 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接纳程度 社会资源支持

认知特点 普通幼儿特征品质 普通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融合观 人员投入

能力判断 特殊幼儿特征品质 特殊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教师经验量 设施配备

教师干预法 宣传力度

五、讨论分析

１.影响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

的直接因素

同伴关系主要是指同龄人间或心理发展水平

相当的个体间在交往过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

种人际关系[１０]ꎮ 维持良好的同伴关系是接纳的前

提ꎬ同伴关系的形成受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

知理解与幼儿双方自身特点两方面影响ꎮ
(１)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

第一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特点

　 　 当被问到“什么是残疾”时ꎬＡ 幼儿摇摇

头ꎬ说:“不知道ꎮ 他们应该就是需要别人帮

助的人ꎬ可能是坐轮椅的人、戴眼镜的人、需

要我们当小老师的人ꎮ”Ｂ 幼儿说:“他们可能

听不见ꎬ戴着助听器ꎬ可能看不见ꎬ也可能是

少一条腿或者是没有胳膊的人ꎮ” Ｃ 教师说:
“当我给他们讲要小心一点ꎬ不要碰到小朋友

的助听器时ꎬ提醒他们在和小朋友说话要大

点声时ꎬ他们会问ꎬ为什么他听不清ꎬ为什么

他要戴助听器ꎬ他是不是生病了ꎮ”当再次被

问及“你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ꎬＡ
幼儿说:“他们可能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的ꎮ”
Ｂ 幼儿说:“他们可能被别人打残了ꎬ或者是

被车撞了ꎬ要不然就是耳屎把耳朵堵住了ꎬ所

以听不见ꎮ”Ｃ 教师说:“孩子们对残疾的认知

理解及致残成因并不清楚ꎬ以为他们生病了

或者是各种千奇百怪的原因ꎮ”

可见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大多

停留在直观形象层面ꎮ 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

论ꎬ普通幼儿的发展水平处于前运算阶段ꎬ主要是

直观形象思维的发展ꎬ根据事物的表象进行思维ꎬ
思维受到感知经验和行动的约束ꎬ缺乏观点采择

能力[１１]ꎬ因而ꎬ他们对特殊幼儿的残疾认知较多停

留在外在形象这一直观、浅显的层面ꎮ 关于致残

原因ꎬ普通幼儿大多将其归因于出生时所带来的

内部原因或将其归因于外部环境致残等浅层次原

因ꎬ对于深层次的本质原因尚不清楚ꎮ
第二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能力判断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能力判断决定着普通

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与认可程度ꎮ 听障幼

儿和普通幼儿各方面发展差距甚微ꎬ尤其是在有

先天语言的基础上ꎬ由疾病等后天因素致残的听

障幼儿在配戴助听器后ꎬ便可得到很好的听力补

偿ꎬ虽然在听力和理解上相较于普通幼儿存有一

定的差距ꎬ但其通过后天培养可以弥补不足并能

够与普通幼儿达到同等水平ꎮ
　 　 Ａ 幼儿说:“亮亮总是需要别人提醒与帮

助ꎬ该去排队了ꎬ该去做操了ꎬ好多东西老师

讲很多遍都学不会ꎬ很少有小朋友愿意和他

一起玩ꎮ”Ｂ 幼儿说:“博博和我一样ꎬ只是需

要我对他说话时声音大一点ꎮ 我们经常一起

玩ꎮ”Ｂ 教师说:“在日常生活中ꎬ孩子们在一

起做游戏的时候ꎬ会说‘他怎么这么笨呀’ꎬ不
喜欢和他们玩ꎬ我会提醒普通幼儿ꎬ他们只是

慢了一点ꎬ然后引导普通幼儿去帮助他们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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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能力的判断会影

响其同伴关系ꎬ普通幼儿常常会挑选与其能力水

平相似的小朋友一起玩ꎬ特殊幼儿的障碍类型、残
疾程度直接影响着普通幼儿对他们的接纳态度ꎮ

(２)幼儿自身特征品质

第一ꎬ普通幼儿特征品质

普通幼儿的特征品质主要包括性格特点、语
言互动能力、亲社会行为等方面ꎮ

　 　 在性格特点上ꎬＡ 教师说:“乐于助人、温

和善良的孩子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更好ꎬ被

家里溺爱的孩子对这些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相

对差一些ꎮ”Ｃ 教师说:“本身比较听话的、心

智比较成熟的孩子比性格蛮横、霸道的孩子

接纳度要高ꎮ”在语言互动能力上ꎬＢ 教师说:
“活泼的、乐于助人的、热情的、善于表现自己

的小朋友对特殊小朋友接纳度比较高ꎬ性格

稍微内向的、不太喜欢与人交流的小朋友接

纳度比较低ꎮ” 在亲社会行为上ꎬＡ 幼儿说:
“妈妈总是告诉我在学校要好好和小朋友们

相处ꎬ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要帮助他们ꎮ 我

经常帮助亮亮ꎬ做他的小老师ꎬ提醒他不要捣

乱ꎬ玩游戏的时候叫他一起玩ꎮ 老师每次都

会夸我ꎬ称我为小老师ꎬ我很开心ꎮ” Ｂ 幼儿

说:“博博是我的好朋友ꎬ我很喜欢和他一起

玩ꎮ 当他听不清的时候ꎬ我就大声叫他ꎬ他就

听见了ꎮ”
普通幼儿的特征品质直接影响着其对特殊幼

儿的接纳态度ꎮ 如果普通幼儿自身有良好的同理

心、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及性格特点ꎬ他们就会积

极转变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ꎬ这与已有研究一

致[１２]ꎮ 但是ꎬ受生活经验的局限、认知思维的发展

水平影响及家长引导的缺失常常会使普通幼儿对

特殊幼儿的接纳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态度ꎮ
第二ꎬ特殊幼儿特征品质

特殊幼儿的特征品质会直接影响到普通幼儿

对他们的接纳态度ꎬ主要涉及性格、情绪及问题行

为等层面ꎮ
　 　 在性格特点上ꎬＢ 幼儿说:“博博很可爱ꎬ
他经常会带好吃的给我们ꎬ下课和我们一起

玩ꎬ一起做游戏ꎬ成绩也很好ꎬ经常借给我们

东西ꎬ就是有时候他听不到我们叫他ꎬ我们要

叫他很多次他才可能听到ꎮ”在情绪上ꎬＡ 教

师说:“情绪稳定、性情温和的小朋友更容易

被接纳ꎮ”在问题行为上ꎬＡ 幼儿说:“亮亮有

时候不好好听课ꎬ总是东张西望ꎬ还爱哭ꎬ有

时候脾气很暴躁ꎬ还会在班上乱跑乱跳ꎬ惹老

师生气ꎮ”Ｃ 教师说:“之前有名中度自闭症幼

儿ꎬ经常尖叫ꎬ上课乱跑ꎬ自言自语ꎬ对别的小

朋友有攻击性行为ꎬ在玩区域角活动的时候ꎬ
毁掉小朋友刚搭好的积木ꎬ导致小朋友们都

不喜欢和他玩ꎬ即使他去主动和别的小朋友

说话ꎬ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ꎮ”
可见ꎬ特殊幼儿自身的特征品质也会直接影响

到普通幼儿对他们的接纳态度ꎮ 一般情况下ꎬ性格

温和、情绪稳定和无破坏行为的特殊幼儿更容易被

接纳ꎮ 有研究表明ꎬ有较多攻击行为、不合群行为以

及沟通互动困难的特殊幼儿较不容易被普通幼儿

接纳[１３]８７－９０ꎮ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到普通幼

儿对特殊幼儿的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的

影响ꎬ目前接纳态度仍不容乐观ꎮ 为改变此状况ꎬ
首先ꎬ在符合普通幼儿认知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引

导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加以正确的认识ꎬ可以从

对肢体残疾、视力障碍、听觉障碍等外显性障碍儿

童的认识过渡到对智力落后、自闭症等内隐性障

碍儿童的认识ꎻ其次ꎬ可以通过绘本、角色扮演等

游戏活动介绍不同障碍类型的特殊幼儿ꎬ引导普

通幼儿更加了解与关注他们ꎻ再次ꎬ要帮助普通幼

儿发现他们和特殊幼儿的相似点ꎬ并亲身体验和

感知特殊幼儿的生活ꎬ从特殊幼儿的需求角度以

及普通幼儿的积极自我价值归因去提高普通幼儿

帮助特殊幼儿的自觉性[１４]ꎻ最后ꎬ可以通过媒体宣

传ꎬ在影视作品或文学作品中增加特殊幼儿的正

面形象ꎬ提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了解与认识

度ꎬ增加接纳度与认可度ꎻ通过上述举措不仅可以

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与尊重ꎬ而且可

以通过早期融合教育为后续衔接教育阶段融合打

下坚实的基础ꎮ
２.影响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

的间接因素

(１)家庭教育方式

第一ꎬ普通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普通幼儿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接纳态度是

顺利开展融合教育的前提和基础ꎮ 有研究表明ꎬ
只有 １８. ７％ 的普通家长赞同招收特殊幼儿入

园[１５]ꎬ和特殊幼儿家长相比ꎬ大多数普通幼儿家长

不了解融合教育ꎬ担心孩子的学习质量会因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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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影响ꎬ因而反对招收特殊幼儿入园ꎮ 普通幼儿

家长的教育方式、态度及家长对特殊幼儿的关注

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普通幼儿的性格养成及对特殊

幼儿的接纳态度ꎮ
　 　 Ｂ 教师说:“融合班成立之初ꎬ家长要求

进班听课ꎬ不太接纳特殊孩子在我们班中ꎮ
后来ꎬ经过几次在家长会上的宣传和共同亲

子活动的举办ꎬ家长也就不再反对了ꎬ还是挺

支持的ꎮ”Ａ 教师说:“据我了解ꎬ家长们很少

在家向幼儿普及特殊教育方面的知识ꎬ很少

在日常生活中对特殊幼儿加以关注ꎮ”Ａ 幼儿

说:“妈妈是一名志愿者ꎬ经常去帮助别人ꎬ所
以我也要帮助那些有困难的小朋友ꎮ”
可见ꎬ父母的榜样力量及父母对特殊幼儿的

态度会间接影响普通幼儿的行为ꎮ 一方面ꎬ家长

应该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ꎬ并将这种理念传授给

幼儿ꎻ另一方面ꎬ孩子的亲社会能力是需要体验、
积累的ꎬ家长应该以身作则ꎬ用自己的行动去感染

幼儿并帮助其建立这种亲社会情感ꎬ激发孩子内

心帮助他人的欲望ꎬ使其体验帮助他人后获得的

快乐ꎬ对他们的良好行为给予正向强化ꎮ
第二ꎬ特殊幼儿家庭教育方式

特殊幼儿家长在态度、行动上更愿意自己的

孩子接受融合教育ꎬ期望孩子能够在融合幼儿园

中被接纳ꎬ与小朋友们和睦相处并收获友情ꎬ但
是ꎬ一部分特殊幼儿家长由于自己孩子的不良状

况经常处于低落消极的情绪状态ꎬ致使家庭氛围

紧张、压抑而缺少爱ꎮ 有研究表明ꎬ父母消极悲观

的心态会使特殊幼儿在其性格养成中产生一定的

缺陷ꎬ从而间接影响他们在园中的被接纳程度ꎮ
　 　 Ｃ 教师说:“博博妈妈为了更好地照顾博

博的生活起居辞掉了工作ꎮ 妈妈很乐观ꎬ经

常会为博博做各种爱心甜点并让博博带到学

校和小朋友们分享ꎻ当有小朋友过生日的时

候ꎬ会和博博一起为小朋友制作礼物ꎻ节假日

会带博博出去旅行ꎬ感受大自然ꎬ开阔视野ꎮ”
Ｃ 教师还提道:“之前班上有一名中度自闭症

幼儿ꎬ幼儿的母亲是一个单身妈妈ꎬ忙于生

计ꎬ对孩子的陪伴很少ꎮ 把孩子送到学校后

就不闻不问ꎮ 我当时还没有任何融合幼儿经

验ꎬ而且孩子问题行为很严重ꎬ上课闹起来时

我总是感到束手无策ꎬ外加没有助教辅助ꎬ教

学压力很大ꎬ孩子们接纳度也很低ꎮ”Ａ 教师

说:“我和特殊幼儿的妈妈每周五下午都会抽

出半个小时进行线上交流ꎬ反馈孩子本周的

情况、所学的内容ꎬ实行家园一体化ꎬ家长也

很配合ꎮ 有时ꎬ特殊幼儿的家长还会邀请一

些普通小朋友去家里做客ꎮ 孩子在幼儿园和

父母帮助下有了明显的进步ꎮ”
家长不仅是儿童生活中的照料者ꎬ还是特殊

儿童干预和康复中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实施者[１６]ꎮ
因此ꎬ特殊幼儿的家庭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
特殊幼儿家长一方面应该保持良好的心态ꎬ营造

有爱的家庭氛围ꎬ向幼儿积极地传播正能量ꎻ另一

方面ꎬ特殊幼儿家长应多和老师交流沟通ꎬ只有家

园合作ꎬ才会更好地促进特殊幼儿的成长ꎮ
(２)教师接纳程度

第一ꎬ教师的经验量

教师丰富的融合教育支持经验在一定程度上

会提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度ꎬ还会使特

殊幼儿无论是在生活自理能力上还是人际交往沟

通能力上取得很大的进步ꎮ
　 　 Ａ 教师说:“我在本科期间很少接触特殊

幼儿ꎬ遇到的多为调皮、淘气的孩子ꎬ学校也

没有开过特殊教育相关课程ꎬ我刚工作时幼

儿园也没有开展相关的特殊幼儿培训工作ꎮ
班里来了一位唐氏综合征宝宝ꎬ我心理压力

很大ꎬ害怕自己无法掌控这个局面ꎮ 后来我

在网上查阅资料深入了解融合教育ꎬ并向特

殊教育教师请教相关专业知识ꎬ吸取经验ꎬ尽

可能多地找教学方法帮助特殊幼儿适应在普

通班级的学习和生活ꎮ”Ｂ 教师说:“我会经常

出差参加培训ꎬ不仅学习学前技能培训、蒙氏

教学、班级日常管理、一日行为规范ꎬ而且学

习有关问题行为、正向行为支持、ＶＢ－ＭＡＰＰＥ
评估等特殊教育专业知识ꎮ 我们园所会邀请

专家对新入职的融合幼儿教师进行岗前培

训ꎬ园所内部也会经常举行专题讨论会ꎮ” Ｃ
教师说:“我本科学的是美术设计ꎬ工作后很

少接受培训ꎬ到目前为止只参加过两次培训ꎬ
主要是有关普通幼儿的教学教法ꎮ 关于特殊

幼儿教育教学的培训大多为理论知识ꎬ实操

性内容很少ꎮ 特殊幼儿进我们班的时候ꎬ我

有些担心教不好他们ꎬ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

方式方法去教ꎮ ”
３ 位教师只有 Ｂ 教师接受过专业系统的特殊

教育及培训ꎬ另外两位教师本科阶段没有接受过

特殊教育ꎬ工作后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培训ꎬ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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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教育的过程中ꎬ因为缺乏知识ꎬ面临各种各样的

教学及管理压力ꎮ 总体来看ꎬ当前幼儿教师在专

业技能方面存在特教专业知识与技能不足、缺少

专业训练、无法同时处理教学与其他班务等问题ꎬ
难以兼顾特殊幼儿和一般幼儿ꎮ 融合教育并不只

是将特殊幼儿安置于普通班级中ꎬ也需要相关资

源的融合ꎬ而课程与教学的调整是实现真正融合

的关键[１７]ꎬ幼儿教师缺乏融合教育经验间接影响

了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ꎮ
第二ꎬ教师的融合观

教师融合观是实现特殊幼儿被接纳的前提ꎬ
如果教师有积极的融合观ꎬ便会主动采取一系列

干预措施ꎬ想方设法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

接纳ꎬ帮助特殊幼儿在班级里获得归属感与安全感ꎬ
获得来自班级的关爱ꎻ反之ꎬ便会起到相反的作用ꎮ

　 　 Ａ 教师说:“融合会让普通幼儿接受差

异、接受多元化ꎬ幼儿长大后也会更容易接受

这个充满多样性、差异性的社会ꎮ”她同时也

提道:“好多特殊幼儿的家长存有一定的理念

误区ꎬ认为只要孩子进入普通幼儿园就是好

的ꎮ 融合教育并非适合所有特殊幼儿ꎬ家长

应该摆正心态ꎬ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找寻适

合孩子的受教育方式ꎮ 幼儿园应该灵活安

排ꎬ可以开设一个小时的融合班级ꎬ为特殊幼

儿提供机会ꎬ保证康复与教学相融合ꎮ” Ｂ 教

师说:“融合教育是让特殊幼儿加入普通班级

中ꎬ但并不是随班就座、随班就读ꎬ而是去真

正融合ꎬ促进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真正接

纳ꎬ使双方都能身心健康发展ꎮ 但是ꎬ教师在

教育教学中会存在很大的压力ꎬ不仅要照顾

好普通幼儿ꎬ还要考虑特殊幼儿的适应能力ꎮ
在座位安排、课程设置、内容讲解、方式方法

上都需要注意ꎮ”Ｃ 教师说:“我认为融合教育

适合在幼儿园开展ꎮ 幼儿园班级中同伴中介

影响比较大ꎮ 同时ꎬ幼儿园小朋友无论是向

师性还是模仿性都比较强ꎬ在老师的引领与

教导下ꎬ他们会逐渐接纳特殊幼儿ꎮ”
可见ꎬ大多数教师持有积极的融合观念ꎬ他们

认为融合教育不仅能培养特殊幼儿的人际交往能

力ꎬ而且能提高普通幼儿对差异化、多元化社会的

认知ꎬ同时能促进普通幼儿自尊感、自我效能感、
怡情能力等社会性的发展ꎮ 于此同时ꎬ教师也承

担着一定的心理压力ꎮ Ａ 教师提到了要根据孩子

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安置方式ꎬ在当前的社会

背景下ꎬ融合教育是否适合所有的特殊幼儿ꎬ仍是

值得人们深思的一个问题ꎮ
第三ꎬ教师的干预法

研究表明ꎬ学前融合教育虽为特殊幼儿提供

了未来生存与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发展经验ꎬ但融

合环境并不会自发地引起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的

互动甚至是接纳特殊幼儿[１８]ꎬ因此ꎬ教育工作者的

引领至关重要ꎮ 幼儿教师应创设一个强调积极

性、关注相似性、包容差异性、接受多样性的环境

氛围ꎬ实施系统的、有目的的干预措施ꎮ
　 　 Ａ 教师说:“首先ꎬ我引导亮亮去参加集

体活动ꎬ鼓励孩子们主动和他交朋友ꎬ上课

时ꎬ会让他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ꎮ 其次ꎬ举办

了两个专题活动ꎬ一个是每周挑选关于唐宝

宝的绘本讲给孩子们听ꎬ促进其内部转化ꎻ另

一个是举行了一场‘拥抱亮亮小朋友’ 的活

动ꎬ让孩子们更加了解他ꎬ并且让亮亮体会到

小朋友们对他的关爱ꎬ促进其外部转化ꎮ 最

后ꎬ我有意识寻找活泼的、乐于助人的小朋友

充当他的小老师ꎬ并且定期为小老师颁发小

红花和奖品ꎮ 小朋友们和亮亮相处得还是比

较愉快的ꎬ接纳度比较高ꎮ”Ｂ 教师说:“首先ꎬ
特殊幼儿除了有固定的影子教师外ꎬ还会为

他寻找一个小老师ꎮ 其次ꎬ举行亲子融合互

动活动ꎬ邀请普通幼儿家长和特殊幼儿家长

一起陪伴幼儿玩游戏ꎮ 再次ꎬ积极宣传融合

教育理念ꎮ 家长和幼儿在经过几次亲子活动

后ꎬ接纳度和支持度都有很大的提升ꎮ 最后ꎬ
在幼儿园课上的合作活动中渗透融合教育ꎮ
当教师发现普通幼儿嘲笑特殊幼儿时ꎬ常常

采取冷处理方式ꎬ慢慢引导普通幼儿帮助特

殊幼儿一起完成任务ꎬ提升普通幼儿成就感

的同时也促进了两者的互动交往ꎮ”
经过教师们的有效干预ꎬ大多数普通幼儿转

变了对特殊幼儿的态度ꎬ不仅变得更加自信ꎬ而且

愿意主动去帮助特殊幼儿完成一些任务ꎮ 特殊幼

儿的人际交往能力也不断得以提升ꎬ主动性语言

慢慢增多ꎬ生活自理能力也逐渐提高ꎮ 台湾研究

者发现ꎬ如果缺乏成人有效、系统的指导ꎬ特殊幼

儿与普通幼儿的同伴互动会低于师幼互动ꎬ并出

现忽视、拒绝、难以维持的特点ꎬ使特殊幼儿处于

被动、不被理睬的地位[１９]２８ꎮ 众多学者提出ꎬ教师

干预引导有助于促进儿童间的积极交往ꎬ更有学

者指出若未给予适当的引导ꎬ不仅特殊儿童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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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普通儿童建立友谊ꎬ发展人际关系[２０]ꎬ而且会令

普通儿童缺乏对人类差异的理解ꎬ“同理心”及人

文关怀欠缺ꎮ 因此ꎬ教师不仅应加强对普通幼儿

的正确引导ꎬ减少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错误认

知ꎬ而且应密切关注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的互动ꎬ
并适当给予介入ꎬ转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

纳态度ꎮ
(３)社会资源支持

第一ꎬ投入人员

人员投入决定着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ꎬ团队

合作对特殊幼儿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Ａ 教师说:“我认为应该成立融合幼儿园

小组ꎬ要有专家指导ꎬ并进行合适的评估ꎬ同

时应该有足够的师资来管理课堂ꎬ或者缩小

班额ꎬ一个班 ２５ 个孩子实在不好管ꎮ”Ｂ 教师

说:“我们会给每个孩子做课堂记录表并且每

周开展教师研讨活动ꎬ我们会给特殊教育康

复教师讲特殊幼儿在普通课堂上可能会遇到

的问题ꎬ会针对孩子的问题对他们进行个别

化训练ꎬ而且会定期开展家长课堂ꎬ帮助家长

获得相关的育儿知识ꎬ家园合作ꎬ促进幼儿

成长ꎮ”
当前我国大陆地区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正处

于起步阶段ꎬ存在特殊教育师资不足、教师融合教

育素养缺失等问题ꎮ 幼儿教育融合素养的缺失ꎬ
使得教师在面对班里特殊幼儿时不能采取有效合

理的教育手段ꎬ影响了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２１]ꎮ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中

明确指出:“促进医教结合ꎬ建立多部门合作机制ꎬ
加强专业人员的配备与合作ꎬ提高残疾学生评估

鉴定、 入学安置、 教育教学、 康复训练的有效

性ꎮ” [６]学前融合教育是需要幼儿园、家庭、社会通

力合作的工程ꎬ一个好的融合教育团队应该包括

学前融合教育专家、园长、学前融合幼儿教师、幼
儿家长及特殊教育教师、语言康复师、物理治疗师

等ꎮ 目前我国学前融合教育团队支持体系的建构

仍处于探索与尝试阶段ꎬ大多数幼儿园尚未组建

团队ꎬ不仅给融合幼儿教师带来了巨大压力ꎬ也阻

碍了特殊幼儿的成长ꎮ 为改变现状ꎬ可以通过自

上而下或自下而上两种模式进行团队建设ꎬ加强

团队合作ꎬ实现资源共享ꎬ支持普通幼儿教师和特

殊教育专业领域的康复教师进行合作ꎬ共同为特

殊幼儿的需求做出反应ꎬ并持续参与特殊教育专

业训练课程建设[２２]ꎮ 家园、社会通力合作ꎬ共同为

特殊幼儿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ꎮ
第二ꎬ配备设施

«第二期特殊教育 提 升 计 划 (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指出:“加大力度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ꎬ并
为学前教育机构中符合条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功能

评估、训练、康复辅助器具等基本康复服务ꎮ” [６] 目

前大多数幼儿园的管理者能够认识到融合对特殊

幼儿的积极意义ꎬ但是ꎬ配备相关专业人员、建设

康复设施、设置课程、建立相应评价体系都需要经

费投入和大量的人员投入ꎬ管理者感到力不从心ꎮ
　 　 这 ３ 所融合幼儿园只有一所有专业的康

复设备ꎮ Ｂ 教师说:“我们融合幼儿园有专业

的康复师资和康复设备ꎬ融合幼儿除了在融

合幼儿园学习之外ꎬ还会在这里进行康复训

练ꎮ 教师每周都会开展研讨活动ꎬ对每一个

特殊幼儿制定教育计划ꎬ并针对其在课堂上

出现的行为问题进行讨论ꎬ寻找解决方案ꎮ”Ａ
教师说:“我们很需要建立资源教室ꎬ需要康

复教师和康复仪器ꎮ 我们幼儿园并没有相应

的设备与教师ꎬ我们班特殊幼儿手脚无力ꎬ语

言表达不清晰ꎬ没有受过相应的物理治疗和

语言治疗ꎮ”Ｃ 教师说:“未来ꎬ可能会有多种

类型的特殊儿童进入我们的融合幼儿园ꎬ不

同类型的特殊孩子所需要的康复设备、个别

化教育计划均不相同ꎬ因此ꎬ幼儿园应该尽可能

完备这些措施或者是同康复机构进行合作ꎮ”
可见ꎬ完善康复设备很有必要ꎬ但目前大多数

幼儿园并没有配备相应的康复设施ꎮ 就特殊幼儿

而言ꎬ康复与学习缺一不可ꎬ应齐头并进ꎬ康复设

备等硬件条件不足对特殊幼儿的影响是巨大的ꎮ
随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ꎬ未来会有不同障碍类

型、不同程度的特殊幼儿进入融合幼儿园ꎬ不会仅

局限于轻度障碍幼儿ꎬ融合教育应该是安置特殊

幼儿的起点而并非终点ꎬ普通教育学校应该设置

最少受限制环境ꎬ保障特殊幼儿拥有平等的受教

育权利ꎮ
第三ꎬ加大宣传力度

社会的接纳与支持有助于特殊幼儿认知、情
绪和社会性等多方面的发展和补偿ꎬ并为义务教

育阶段的融合教育奠定良好的基础[２３]７６－７７ꎮ 美国

从 ２０ 世纪中叶便开始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的传

播ꎬ并不断探索创新教育实践模式ꎬ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

使用 ＲＴＩ 模式ꎬ为学业存在困难的学生提供有效

的支持与服务ꎬ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良好的反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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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虽颁布了一系列保障特殊幼儿接受平等的受

教育权的条例ꎬ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并未真正落

实ꎬ社会宣传作用未有效发挥ꎬ学前融合教育理念

未深入人心ꎬ特殊幼儿未得到平等的待遇与尊重ꎮ
　 　 Ａ 教师说:“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学的是学

前教育专业ꎬ几乎没有接触过特殊幼儿ꎬ也没

有听说过融合教育ꎮ”Ｂ 教师说:“普通幼儿的

家长起初并不同意特殊幼儿进入班级ꎬ担心

会影响到自家孩子的成长ꎮ”Ｃ 教师说:“家长

们自身都不太了解融合教育ꎬ我起初也不太

了解ꎬ更别说给孩子们树立正确的理念了ꎮ”
特殊教育工作者及残联人士应该担负起责

任ꎬ倡导社会普遍树立一种包容、开放的教育和人

权理念ꎬ将对特殊幼儿的接纳与支持视为社会发

展的文明尺度ꎬ创设具有人文关怀的环境ꎮ 可以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正面传播有关特殊幼儿的

专业知识、学前融合教育理念ꎬ引起社会的广泛关

注ꎬ提高整个社会对特殊人群的接纳度ꎮ
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受到家庭教

育方式、教师接纳程度、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间接

影响ꎬ因此ꎬ在家庭教育中ꎬ家长应注意言谈举止ꎬ
为幼儿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ꎬ为幼儿营造有爱的

家庭氛围ꎮ 在教师接纳程度方面ꎬ加大教师培训

力度ꎬ帮助教师树立积极的融合观念ꎮ 在社会资

源支持方面ꎬ教育部应加强顶层设计ꎬ科学统一部

署ꎬ通过建立区域早期融合教育联盟并发挥联盟

平台的功能ꎬ成立由学前特殊教育专家引领ꎬ园
长、教师、家长等共同组成的工作小组ꎬ发挥组织

协调功能ꎮ 建立特殊幼儿的个人数据档案ꎬ实现

幼儿园资源共享ꎮ 辐射核心幼儿园的融合教育经

验ꎬ实现特色课程、优质教学案例、教学经验的线

上线下共享ꎮ 通过联盟ꎬ积累对儿童评估、干预、
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的经验ꎬ并打造教师与家长

之间相互理解、共同信任的新格局[２４]ꎮ

六、结论与建议

１.结论

第一ꎬ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的接纳态度包含

直接和间接两方面影响因素ꎮ
第二ꎬ直接影响因素由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

的认知理解及幼儿自身特征品质两方面构成ꎮ
第三ꎬ间接影响因素由家庭教育方式、教师接

纳程度及社会资源支持三方面构成ꎮ
第四ꎬ通过访谈发现ꎬ在学前融合教育方面ꎬ

存在以下问题:幼儿教师对特殊幼儿接纳度低ꎬ幼
儿教师教育特殊幼儿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缺失ꎬ幼
儿教师对学前融合教育价值认可度较低ꎬ教育支

持系统尚不完备ꎬ社会群体对融合教育理念认识

不够ꎬ家庭教育方式有待优化ꎬ尚未组建学前融合

专业团队ꎮ
２.建议

第一ꎬ加大融合教育宣传力度ꎬ使全社会树立

起正确的融合教育理念ꎮ
第二ꎬ提高国家经费投入力度ꎬ完善融合幼儿

园康复设施ꎬ建立资源教室ꎮ
第三ꎬ注重融合幼儿教师职前职后培训ꎬ创设

温馨和谐的园本环境ꎬ采用多种游戏活动促进普

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正确的认知理解ꎮ
第四ꎬ注重家庭教育方式ꎬ创设良好的环境ꎬ

保证幼儿身心健康发展ꎬ培养幼儿亲社会行为ꎬ实
现家园共育ꎮ

第五ꎬ建立早期融合教育区域联盟ꎬ以区域特

殊教育指导中心和教育康复中心为核心ꎬ建设由

专家引领的团队ꎬ建立融合教育资源优秀案例库ꎬ
实现教师交流互动、经验共享ꎮ

七、研究反思

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融合学前教育理念、融合

幼儿教师、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态度研究ꎬ较少

有研究关注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的影响

因素ꎬ本研究主要从幼儿教师和普通幼儿的角度

进行了深度访谈ꎬ挖掘其背后的影响因素ꎬ同时也

对如何改变普通幼儿对特殊幼儿接纳态度提出了

一些建议ꎮ 但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处ꎬ只深度访

谈了 ３ 位融合幼儿教师和 ２ 名普通幼儿ꎬ未来应扩

大研究对象的范围ꎬ深化该领域的研究ꎻ同时ꎬ要
处理好与一线教师的人际距离问题ꎬ通过采取更

加合理有效的方法尽可能消除受访者的心理顾

虑ꎬ以便更好地引导其与研究者深入交谈ꎬ从而获

得可靠的信息和资料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ＢＵＹ ＳＥＥ ＶꎬＢＡＩＬＥＹ Ｄ Ｂ.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 ｏｕｔｃｏｍｅｓ ｉｎ ｙｏｕｎｇ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ｚｅｄ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ｏｍ￣
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３(４):１９－３５.

[２]余强.美国学前阶段特殊教育全纳安置模式述评

[Ｊ].外国教育研究ꎬ２００８(８):４４－４８.

—４３—



[３]朴永馨.融合与随班就读[ Ｊ].教育研究与实验ꎬ
２００４(４):３７－４０.

[４]教育部ꎬ发展改革委ꎬ民政部ꎬ财政部ꎬ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ꎬ卫生部ꎬ中央编办ꎬ中国残联.关于进一

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ＥＢ / ＯＬ].(２００９－
０５－０７)[２０２０－０１－２０].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 / ｊｙｂ＿
ｘｘｇｋ / ｍｏｅ ＿ １７７７ / ｍｏｅ ＿ １７７８ / ２０１４１０ / ｔ２０１４１０２１ ＿
１８０３６８.ｈｔｍｌ.

[５]王家勤.«残疾人教育条例»的修订:理念创新与制

度完善[Ｊ].人权ꎬ２０１８(２):３６－４３.
[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办公厅.七部门关于印发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７—２０２０ 年)»的

通知[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７－０７－２８) [２０２０－０１－２０].ｈｔ￣
ｔｐ: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ｃｎ / ｘｉｎｗｅｎ / ２０１７ － ０７ / ２８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５２１４０７１.ｈｔｍ.

[７]教育部.特殊教育基本情况[ＥＢ / ＯＬ].(２０１９－０８－
０９) [２０２０－ ０１－ ２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ｅ. ｇｏｖ. ｃｎ / ｓ７８ /
Ａ０３ / ｍｏｅ＿ ５６０ / ｊｙｔｊｓｊ ＿ ２０１８ / ｑｇ / ２０１９０８ / ｔ２０１９０８１２ ＿
３９４１６９.ｈｔｍｌ.

[８] ＦＵＣＨＳ ＤꎬＦＵＣＨＳ Ｌ Ｓ.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 Ｊ].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１９９４(４):２９４－３０９.

[９]宁亚飞ꎬ刘春玲.５~ ６ 岁普通幼儿对特殊需要幼儿

的接纳状况[Ｊ].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８(４):３－９.
[１０]邹泓.同伴关系的发展功能及影响因素[ Ｊ].心理

发展与教育ꎬ１９９８(２):３９－４４.
[１１]王琳琳ꎬ韩文娟ꎬ邓猛.普通幼儿眼中的残疾:一

项融合幼儿园的质性研究 [ Ｊ].中国特殊教育ꎬ
２０１９(７):８－１４.

[１２]ＤＹＳＯＮꎬＬ Ｌ.Ｋｉｎｄｅｒｇａｒｔｅｎ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ａｎ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ｗａｒ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Ｊ].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５

(２):９５－１０４.
[１３]钮文英.拥抱个别差异的新典范———融合教育

[Ｍ].台北:心理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１４]刘颂ꎬ钱红ꎬ付传彩.北京市学前融合班级中普通

幼儿对残疾的认识与接纳态度[ Ｊ].中国特殊教

育ꎬ２０１３(１０):３－８.
[１５]严冷.北京普通幼儿家长全纳教育观念的调查

[Ｊ].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０９(９):８－１８.
[１６]孙静雯.家庭中心模式在特殊儿童早期干预中的

应用[Ｊ].现代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７(２２):６９－７３.
[１７]陈全银ꎬ魏燕荣.台湾学前融合教育现况及困境

之探究[Ｊ].现代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７(８):５３－５８.
[１８]ＹＵ Ｓ ＹꎬＯＳＴＲＯＳＫＹ Ｍ ＭꎬＭＥＹＥＲ Ｌ Ｅꎬｅｔ ａｌ.Ｕｓｉｎｇ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ｉ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ｅｆ￣
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Ｊ]. Ｔｏｐｉｃｓ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ꎬ２０１６(４):２４５－２５５.

[１９]周念丽.学前融合教育的比较与实证研究[Ｍ].上
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８.

[２０]魏寿洪ꎬ王雁.自闭症儿童社会技能评估的研究

进展[Ｊ].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０(１０):５１－５６.
[２１]赵鑫鑫ꎬ王庭照.我国台湾地区幼儿教师融合教

育素养的培养特点及启示 [ Ｊ].现代特殊教育ꎬ
２０２０(３):７３－７９.

[２２]叶增编ꎬ吴春玉ꎬ廖梅芳.学前融合教育:理想与

现实———基于一名自闭症幼儿融合教育的个案研

究[Ｊ].中国特殊教育ꎬ２００９(１２):７－１１.
[２３]杨楠.学前融合教育支持系统的个案研究[Ｄ].金

华:浙江师范大学ꎬ２０１２.
[２４]王瑶ꎬ张薇.区域早期融合教育联盟的建设与发

展[Ｊ].现代特殊教育ꎬ２０１７(３):６９－７１.

(责任编辑　 刘敏慧)

—５３—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第 ３６ 卷　 第 ２ 期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Ｓｅｃｏｎｄ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ｐｒ.２０２０

Ｖｏｌ.３６　 Ｎｏ.２

幼儿人际问题解决中教师的影响及教育策略

黄 心 彤　 吴 吉 惠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ꎬ 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 　 解决人际问题是当今世界个体社会化发展不可避免的一部分ꎬ这些问题从婴儿和照顾者之间的

关系开始ꎬ并随着孩子的成长与发展继续在幼儿园这个微型社会中进行ꎮ 作为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发展中的

重要他人ꎬ教师关于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认知、介入行为、师幼互动和师幼关系都深刻地影响着幼儿人际问题解

决的倾向、认知与行为以及人际问题解决模式ꎮ 教师可以通过丰富自身问题解决的知识与经验ꎬ转变教育思维ꎬ
增强行为指导能力ꎬ把解决问题的权利移交给幼儿ꎬ改善与特定幼儿的关系ꎬ增加对幼儿的行为期望和情感支持

等方式ꎬ提升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ꎮ
[关键词] 　 幼儿ꎻ　 问题解决ꎻ　 人际问题ꎻ　 教师影响ꎻ　 冲突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１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３６－０４

　 　 人际问题解决技能作为幼儿建立健康人际关

系所必需的社会能力之一ꎬ从有效预测幼儿未来

的社会适应以及外化行为问题层面上来说ꎬ学前

教育中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教育目标之一就是培养

幼儿理解问题的性质并解决人际问题的技能ꎮ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ꎬＳｈｕｒｅ 和 Ｓｐｉｖａｃｋ 在人际问题

解决领域进行了大量的开创性研究工作ꎮ 为提高

幼儿的人际问题解决技能ꎬＳｈｕｒｅ 和 Ｓｐｉｖａｃｋ 最先

设计出在幼儿园环境中实施的人际认知问题解决

干预项目( ＩＣＰＳ) [１]ꎮ 在幼儿园环境中ꎬ幼儿教师

是开展活动、进行干预的主要实施者ꎬ其直接或间

接的影响以及对幼儿的指导质量ꎬ对发展幼儿人

际问题解决技能具有显著作用ꎮ 因此ꎬ本文从幼

儿教师入手ꎬ深入分析幼儿人际问题解决中教师

的影响ꎬ并为教师在培养和指导幼儿人际问题解

决技能发展方面提供思路ꎮ
一、教师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影响

１.教师关于人际问题解决的认知对幼

儿人际问题解决倾向的影响

幼儿正处于语言表达能力有限、兴奋强于抑

制的自我控制困难年龄段ꎬ在问题解决过程中ꎬ他
们常常因为想要快速表达想法容易将互动行为发

展为冲突ꎮ 幼儿发生与解决冲突最容易引起教师

的关注ꎬ也是教师主动干预频率较多的问题情境ꎮ
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ꎬ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平”的

交往方式ꎬ因此ꎬ多数教师会对幼儿这种“特殊”的
社会互动方式感到不安ꎬ从一定程度上认为这是

一种消极的、负面的现象ꎬ甚至将冲突与攻击性画

上等号ꎮ 事实上ꎬ冲突在幼儿人际交往过程中是

一种相当正常的社会现象ꎮ 通常ꎬ这种行为背后

并没有恶意ꎬ而是一种发现事物运作规律的方

法[２]ꎮ 如果教师没有形成正确的冲突观ꎬ无法有

效区分解决问题的冲突行为与纯粹的攻击行为ꎬ
那么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ꎬ教师面对幼儿间出现

较激烈冲突的情况时ꎬ他们的焦虑、紧张程度可能

会随着幼儿情绪的高涨而加剧ꎮ 研究显示ꎬ高度

焦虑会通过干扰工作记忆的资源来阻碍教师解决

问题的能力[３]ꎮ 在介入幼儿试图解决问题的过程

中ꎬ当教师无法有效控制自身情绪时ꎬ教师的消极

情绪水平就会变高ꎬ特别是面对那些试图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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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却又缺乏问题解决技能的孩子ꎬ教师会表现出

更多非积极的态度ꎮ 教师非积极的态度无益于引

导幼儿积极解决问题的倾向和行为ꎬ幼儿也无法

在这种情境下专注于问题解决ꎬ因为他们随时会

陷入被打断的局面ꎮ 教师的积极态度和反应会正

面影响幼儿解决问题的后续行为以及教师自身的

干预行为ꎮ
在一项研究中ꎬ教师不仅报告了与问题解决

能力有限幼儿的冲突感ꎬ也报告了与提出多种不

同解决策略幼儿的冲突感ꎻ从亲社会与攻击性两

个维度评估幼儿的问题解决策略时ꎬ教师指出了

与提供攻击性策略幼儿之间的冲突关系ꎬ但并没

有指出与亲社会策略幼儿之间的亲密程度[４]ꎮ 由

此看来ꎬ教师对提出不同数量和不同类型问题解

决策略幼儿的冲突感知相差无几ꎮ 如果幼儿为解

决问题提出多种可替代解决策略或亲社会解决策

略ꎬ那么ꎬ师幼亲密程度会增加ꎮ 从幼儿角度分

析ꎬ幼儿尽可能地提出更多在他们看来可能是最

优的解决方案ꎬ这类幼儿解决问题的导向更倾向

于积极方向ꎬ比问题解决策略有限幼儿的认知灵

活性更高ꎮ 认知灵活性中的替代维度与问题解决

技能中的坚持不懈、建设性问题解决的因素呈高

度正相关[５]ꎮ 当幼儿问题解决策略越多时ꎬ最有

效的问题解决策略产生的概率越大ꎮ 尽管解决策

略类型的社会可接受度还有待提升ꎬ幼儿可能只

是缺乏解决问题的经验技巧以及缺乏对策略适用

性和有效性的思考ꎮ 鉴于此ꎬ我们似乎更应该将

问题的焦点转向对待有着不同表现的幼儿却有相

似感知的教师ꎮ 教师是幼儿获取知识经验的主要

信息源之一ꎬ研究显示ꎬ知识丰富信息源与儿童问

题解决呈显著正相关ꎬ不知道信息源和错误信息

源与儿童问题解决呈显著负相关[６]ꎮ 教师若储存

了可能的问题解决知识经验ꎬ对问题内容和性质

理解会更丰富ꎬ对幼儿问题解决线索也会更敏感ꎬ
应对幼儿解决问题行为的表现就会很不一样ꎮ

２.教师介入行为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

认知与行为的影响

自由玩耍时间、活动过渡间隙以及参加大型

活动时幼儿人际问题发生最为频繁ꎬ材料和玩具

共享、争夺领导地位、团体游戏中的角色分配、嫉
妒等常常是引起幼儿人际关系问题的重要原因ꎮ
当这些人际问题出现时ꎬ教师的一些适当(如提供

情绪安慰、推理和解释、目光接触、引导孩子解决

问题)和不适当(责骂、忽视、嘲笑、惩罚等)的行为

都被用于解决人际问题[７]ꎮ 教师对幼儿同伴冲突

的介入行为研究中ꎬ教师以权威仲裁、单纯制止为

主要介入行为[８]ꎮ 这样的介入行为反映出教师不

恰当的问题解决示范和对人际问题的高度控制ꎮ
由于幼儿认知理解和对合理社会行为的判断意识

尚未发展稳定ꎬ年龄较小的孩子更容易相信攻击

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ꎮ 尤其是当教师作为一个权

威影响源ꎬ以简单粗暴的制止、强制分开、责骂等

消极行为应对幼儿攻击性行为时ꎬ幼儿可能会错

误知觉教师的消极行为是可以解决问题的方法ꎬ
这无疑会强化年幼孩子的错误认知和攻击性行为ꎮ

此外ꎬ当安全问题升级、教室秩序和教学计划

被扰乱等具有挑战性的情境出现时ꎬ教师通常会

控制问题解决的主导权ꎬ限制和减少幼儿尝试解

决问题的机会ꎮ 控制行为的实质是将幼儿间的问

题呈现给教师自己ꎬ目的是让问题更快更容易地

消失ꎬ教师甚至不使用语言或投入情感指导幼儿

自主解决问题ꎬ而是直接提出建议ꎬ告诉幼儿“应
该怎么做”或“不应该怎么做”ꎮ 幼儿可能会因为

教师的要求而采取暂时服从的行为ꎬ但这并不能

促进幼儿的自我控制、谈判、协商等问题解决技能

的发展ꎬ反而破坏了培养幼儿社会能力的长期目

标的实施进程ꎮ 研究表明ꎬ５ 岁幼儿面对问题情境

时ꎬ很少主动提问或解释说明自己对问题的想

法[９]ꎮ 教师适当提供指导能够有效帮助幼儿解决

问题ꎬ教师的控制行为会让幼儿几乎没有机会表

达他们的需求、感受ꎬ更不足以让幼儿真正明确问

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ꎮ 由于缺乏问题解决技能

的有效锻炼ꎬ幼儿经常在短时间内再现同样的问

题情境ꎮ 另外ꎬ教师对幼儿解决问题的控制ꎬ也会

让幼儿误以为解决问题是教师或者成人的工作ꎬ
会在无意间鼓励或默许幼儿面临问题时不经自身

努力就依赖教师的行为ꎮ
３.师幼关系、师幼互动对幼儿人际问题

解决模式的影响

早期的师幼关系对幼儿如何解决人际问题和

处理同伴关系等问题解决技能的习得至关重要ꎬ
幼儿很可能会将师幼互动经历运用到其他关系

中ꎮ 根据交互作用理论的观点ꎬ师幼关系会在产

生行为交换的师幼互动过程中受到影响ꎬ师幼互

动也受到教师如何看待自身与孩子关系的影响ꎮ
以往研究发现ꎬ问题解决策略思考能力有限的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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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可能会因为问题行为导致师幼之间的有效沟通

中断ꎬ教师也最可能感知到这些幼儿的冲突[４]ꎮ
在与存在冲突关系的幼儿进行互动的过程中ꎬ教
师更倾向于给幼儿贴上相处困难的标签ꎬ减弱对

这类幼儿的耐心和理解ꎬ并可能进一步减少与他

们的交往机会ꎮ 尤其是对那些容易与自己产生冲

突感的幼儿ꎬ教师可能常采用强制的方法处理自

己和幼儿以及幼儿彼此之间的关系[１０]ꎮ 教师采取

的这种问题解决方法为幼儿提供了一种不适当的

人际问题解决模式ꎮ 低质量的师幼互动直接导致

了低质量的师幼关系ꎮ 师幼关系的亲密感与幼儿

的同伴交往能力呈显著正相关[１０]ꎮ 高质量的师生

关系也有助于提升孩子的社会能力ꎬ能够进一步

促进孩子情绪智力和社会问题解决技能的发

展[１１]ꎮ 对幼儿来说ꎬ教师与幼儿之间的积极人际

关系经历促使幼儿对人际关系进行正面归因ꎬ而
这些归因很可能会帮助幼儿形成对人际关系模式

的正确认知ꎮ 当以正确的认知去指导问题解决的

行动时ꎬ幼儿可能就会更倾向于使用亲社会策略

解决同龄人之间的人际问题ꎮ 因此ꎬ师幼关系的质

量影响着幼儿社交能力的发展ꎬ师幼之间的交往互

动为幼儿解决人际问题的互动起着重要示范作用ꎮ
二、优化教师对幼儿人际问题解决的教

育策略

１.教师应丰富问题解决的知识与经验ꎬ
转变教育思维

幼儿的人际交往网络随着从家庭向幼儿园、
再向社会逐渐过渡变得更加复杂和紧密ꎬ未知的

事物给幼儿、教师带来更多的挑战ꎬ教师需要提升

专业素养ꎬ转变教育思维模式ꎮ 一是树立正确的

冲突观ꎮ 多数时候由于缺乏对幼儿自主解决人际

冲突问题的价值认识ꎬ教师对幼儿间解决冲突的

行为会产生较大的反应ꎮ 当教师了解了幼儿人际

问题产生的基本原理ꎬ放下对幼儿间冲突的偏见ꎬ
对幼儿解决问题的行为投入更多正向支持时ꎬ幼
儿的人际问题解决能力可能会快速增长ꎮ 教师也

会在思想转变的过程中逐渐强化问题意识、机会

意识ꎬ以及培养幼儿自主解决问题习惯的自觉意

识ꎮ 二是倾听幼儿的声音ꎬ正确认识幼儿ꎮ 教师

习惯代替幼儿解决问题ꎬ缺乏对幼儿本身问题解

决能力的认识ꎮ 教师需要静心聆听幼儿的声音ꎬ
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看待处于问题情境中的幼

儿ꎬ相信他们有能力以孩子的方式尝试解决问题ꎬ

而不是有意激化问题ꎮ 事实上ꎬ那些首先选择向

教师求助的幼儿中ꎬ大部分能够在教师不在场时

提出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１２]ꎮ 三是丰富自身的知

识和经验储备ꎬ善用典型案例与老教师或专家教

师交流ꎮ 老教师或专家教师拥有大量的实践经

验ꎬ能灵活自如地应对幼儿提出的问题解决策略ꎬ
从而激发幼儿解决问题的潜能ꎮ 通过探讨与分析

幼儿问题解决案例或教师指导案例ꎬ教师能够学

习到如何帮助幼儿获得人际交往的知识ꎬ指导幼

儿更好地掌握情绪调节、自我控制等问题解决

技能ꎮ
２.教师应增强行为指导能力ꎬ把解决问

题的权利移交给幼儿

教师把解决问题的权利移交到幼儿手中ꎬ让
幼儿把握问题解决的发展方向ꎬ是促进幼儿人际

问题解决能力快速成长的最好指导ꎮ 幼儿提出的

问题解决策略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已有的经验ꎬ而
经验中的信息是有限的ꎬ教师允许幼儿直接参与

和体验问题解决过程远比口头说教的效果好ꎮ 因

此ꎬ教师只有增强自身行为指导能力ꎬ才能保障对

幼儿的强有力支持ꎮ 教师行为指导能力包括观察

力、判断问题解决发展趋势能力、高水平提问能力

与实践反思能力等ꎬ具体表现为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
教师提升自身的观察能力ꎬ当好幼儿人际问题解

决过程中的观察者ꎮ 当教师发现幼儿间尝试解决

问题的方式不会对幼儿造成伤害时就应耐心等

待ꎬ放手给予幼儿足够的时间与空间探索问题解

决办法ꎮ 第二ꎬ教师应增强对问题解决发展趋势

的判断力ꎬ时刻保持专业敏感性ꎮ 教师需要判断

问题解决的走向和幼儿可能采取的问题解决策

略ꎬ时刻注意幼儿间争端的轻重和可能会升级的

危险ꎬ从而等待恰当的介入时机ꎬ为幼儿提供关键

性指导ꎮ 第三ꎬ教师应有意识地训练向幼儿提出

高水平问题的能力ꎮ 指导幼儿解决问题的途径是

提问ꎬ教师巧妙的提问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思考ꎬ
从而帮助幼儿学会从多角度探究解决问题的新方

法ꎮ 同时ꎬ可在原有问题情境的基础上深化问题

或者创设出新问题情境ꎬ制造更多发展幼儿语言

沟通、观点采择和移情等社交技能的机会ꎮ 第四ꎬ
教师应加强自身的实践反思能力ꎮ 通过反思ꎬ教
师可深度分析对幼儿指导行为的思维过程ꎬ明确

指导行为中的可取之处ꎬ以及如何应对类似的情

况ꎮ 随着实践反思能力的提高ꎬ教师协助幼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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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问题的方式可以更多变、更有效ꎮ
３.教师应改善与特定幼儿的关系ꎬ增加

对幼儿的行为期望和情感支持

高质量的师幼互动与师幼关系ꎬ对幼儿在不

伤害他人情感或身体的情况下解决问题、管理关

系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相比那些与幼儿存在冲突关

系的教师ꎬ幼儿更容易接受与自身关系亲密的教

师的引导ꎮ 当师幼出现关系问题时ꎬ教师需要通

过人际问题解决模式来改善师幼关系ꎬ向幼儿示

范正确的人际问题解决方式ꎮ
首先ꎬ教师可以设定一个特定时间ꎬ改善与特

定幼儿的互动ꎬ增进师幼关系ꎮ 教师需要认真思

考与幼儿之间的关系ꎬ识别出自己对幼儿的感受ꎬ
尽可能找出存在的问题并做出正确归因ꎬ解决问

题ꎬ改善师幼关系ꎮ 同时ꎬ教师还应该了解幼儿的

情感和需求ꎬ思考如何感知与回应幼儿的需要ꎮ
教师厘清这一系列的问题后ꎬ才能形成正确的问

题解决思路来改善师幼关系ꎮ 教师处理师幼人际

问题的一系列改变之举ꎬ可以深刻影响幼儿问题

解决的行为ꎬ进一步完善对幼儿间人际问题解决

的指导策略ꎮ 高质量的师幼关系与持续互动ꎬ能
够促进教师为丰富幼儿人际问题解决技能做出更

多的努力与尝试ꎮ
其次ꎬ增加对幼儿行为的期望ꎬ给予幼儿更为

积极的情感支持ꎬ可以成为促进幼儿解决人际问

题的另一种方式ꎮ 教师的期望对幼儿自我认知积

极偏向有直接的预测作用[１３]ꎮ 当教师给予幼儿较

高的期望和更为积极的情感支持时ꎬ幼儿对自己

的认知往往也会变得更为积极ꎬ相信自己有能力

解决问题ꎬ进而调整解决问题的行为以符合教师

和幼儿自我的期待ꎬ逐渐缩小行为与自我认知的

距离ꎮ 教师的行为也会随着对幼儿的期望和情感

的改变而调整ꎬ幼儿通过教师的行为状态能感受

到自己处于被信任和安全的环境ꎮ 处于这种环境

下的幼儿不仅能够充分表达内心的真实感受ꎬ而
且他们的自我意识和他人意识会得到发展ꎮ 幼儿

开始学习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ꎬ逐渐消除“以自我

为中心”的思维方式ꎬ从而逐渐能够在与教师、同
伴交往中处理好彼此间的人际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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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迷失与回归

钟 宜 君　 冯 季 林

(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ꎬ 广西桂林　 ５４１００６)

　 　 [摘　 要] 　 游戏精神贯穿集体教学活动的全过程ꎬ是幼儿教育的价值追求ꎮ 当前ꎬ教师对游戏的理解抽离

了游戏的精神内核ꎬ偏重于游戏的娱乐功能ꎮ 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功利化取向剥夺了儿童的独立性ꎬ唯知识论取

向侵占了儿童的愉悦性ꎬ浅层互动化掠夺了儿童的体验性ꎬ程序化取向禁锢了儿童的创造性ꎬ导致游戏精神偏离

的现象ꎮ 为使游戏精神复归ꎬ幼儿集体教学活动需要解放儿童ꎬ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ꎻ返回本真ꎬ满足儿童的

愉悦性ꎻ尊重儿童ꎬ培养儿童的体验性ꎻ理解儿童ꎬ培养儿童的创造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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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爱游戏是儿童的天性ꎮ «３—６ 岁儿童学习

与发展指南»提出“游戏是儿童的生活方式ꎬ幼儿

园要以游戏为基本活动”ꎬ即提倡游戏是幼儿园的

基本活动方式ꎮ 游戏是一种古老的社会文化现

象ꎬ它不仅指外显的游戏活动形式ꎬ还蕴含内在的

游戏精神ꎬ两者共同构成完整意义上的游戏ꎮ 目

前ꎬ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异化现象严

重ꎬ游戏成为一些教师向幼儿传授知识技能的工

具性手段ꎬ成为一些功利性教学目标的附庸ꎮ 在

许多由教师导演的游戏教学活动中ꎬ幼儿对游戏

的迫切需求逐渐消失ꎬ幼儿逐渐成为教师主导下

的游戏附庸ꎬ规训意味下的幼儿集体教学活动更

是徒有游戏形式ꎮ 这些现象是游戏精神迷失与消

亡的表现ꎮ 游戏精神是游戏的本质ꎬ正是游戏精

神散发的迷人魅力使游戏成了“生活的一个最根

本的范畴” [１]２３ꎮ 对游戏者而言ꎬ真正的游戏意味

着蕴含抽象性的游戏精神ꎬ也包括具体的游戏活

动方式ꎮ 游戏的本真必须含游戏精神的本质ꎮ 由

此ꎬ复兴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游戏精神”是促

进幼儿身心健康发展的内在价值诉求ꎮ

一、游戏与游戏精神

１.何为游戏

对于“游戏”定义的诠释ꎬ学术界众说纷纭ꎬ它
一直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词源学、哲学、美学、
文化学、心理学等诸多领域人士进行探讨ꎮ 从词

源学来看ꎬ“游戏”的基本含义是嬉戏与娱乐ꎬ表示

一种逍遥自得的意思ꎮ 而英文的“ｐｌａｙ” “ｇａｍｅ”和
德语的“ｓｐｉｅｌ”亦指娱乐的意思ꎮ 康德在«判断力

批判»中ꎬ从哲学的角度将游戏与初级的艺术形式

做比较ꎬ认为游戏是能给人带来愉悦的娱乐活

动[２]１４９ꎮ 加达默尔从本体论的角度提出游戏是艺

术作品的存在ꎬ认为游戏应与存在结合起来ꎮ 席

勒从美学的角度认为ꎬ游戏冲动是感性冲动和形

式冲动的桥梁ꎬ只有处于游戏状态之中ꎬ人才能实

现内涵与形式的统一ꎮ 因此ꎬ“只有当人在充分意

义上时ꎬ他才游戏ꎬ只有当人在游戏时ꎬ他才是完

整的人” [３]９０ꎮ 赫伊津哈从文化学的角度提出了

“人人都是游戏者”的观点ꎬ认为游戏提供了某种

超出了生活直接需要并将意义赋予行为的东西ꎬ
游戏的特征在于趣味性、自主性、秩序性及自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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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４]ꎮ 本文将游戏理解为包括实体性的游戏活

动和抽象性的游戏概念ꎬ即游戏精神ꎬ游戏的本质

是游戏活动与游戏精神的高度融合ꎮ
２.何为游戏精神

“游戏精神是一种状态和趋势ꎬ是一种态度和

境界ꎬ是一种激情和力量ꎮ” [５] 真正的游戏不是宣

传ꎬ它的目的就在它自身之中ꎬ它那平易的精神是

幸福的妙谛[６]２３５ꎮ 游戏精神是游戏的内核ꎬ游戏精

神本质上是一种自由的境界ꎬ是一种生活态度和

生存方式ꎬ希望摆脱外部压抑与强制ꎬ持守生命本

有的生机与活力ꎬ关注人生的终极意义[７]ꎮ 胡伊

青加曾在«人———游戏者»一书中提出游戏性为

“趣味性、自愿性、自称目的性及开放性” [１]２３ꎮ 从

幼儿与教育的角度来审视游戏ꎬ本文所说的游戏

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１)自由性

完整意义上的游戏包括了它的自由性ꎮ “游
戏是自愿的行为ꎬ被迫游戏不再是游戏ꎬ它至多不

过是一个强制模拟而已ꎮ” [６]８这种自由的品质肯定

了儿童的主体性ꎮ 对儿童而言ꎬ满足当下的需求

才是最重要的ꎬ儿童可以自由地以此时此刻的需

求来组织及开展游戏活动ꎬ不断通过自我活动来

认识自我及发展自我ꎬ自我活动的过程就是游戏

的表现ꎮ 儿童是游戏活动的主体ꎬ相对于秩序化

的集体教学活动来说ꎬ游戏具有自身的独立性ꎮ
由此ꎬ教师要尊重儿童的想法ꎬ耐心倾听儿童的意

见ꎬ尊重儿童自由的游戏权ꎬ避免过多地人为控制

与干预儿童的游戏活动ꎮ
(２)愉悦性

愉悦是游戏的原有品质ꎬ游戏愉悦性的实现

在于满足儿童生理与心理对游戏的需求ꎬ在于使

儿童身心得到放松、自由发展智力、自由发展与释

放情感ꎮ 儿童在游戏过程中可以满足内心的许多

梦想ꎬ游戏可以给他们带来无穷的愉悦与满足ꎮ
但是ꎬ有些教师为了有效完成教学目标ꎬ常常人为

地干预和控制儿童游戏ꎬ剥夺了儿童自由实现梦

想的机会ꎮ 这种做法不能给儿童带来愉悦感ꎮ 当

游戏成为一种徒有其表的伪游戏时ꎬ也就失去了

其内在的本质ꎮ
(３)体验性

“体验者ꎬ以身体之ꎬ以心验之之谓也ꎮ” [８]７０体

验不仅是指参与过程ꎬ还指从参与中获得感受ꎮ
由此ꎬ体验具有存在性ꎮ 游戏虽是一种虚拟活动、

一种假想的情境ꎬ却有一种“内在的真实”ꎬ这种内

在的真实有一些内在的关联ꎮ 可见ꎬ游戏者的体

验是真切的ꎬ通过活动来激发、唤起和沟通ꎮ 幼儿

自由地选择游戏、尽情地沉浸于游戏之中ꎬ没有任

何目的ꎬ不知疲倦地享受游戏带来的感受ꎬ这一过

程则是体验ꎮ 在一定程度上ꎬ体验的意义在于它

是幼儿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ꎮ 幼儿通过游戏获得

知识是一种顺应生命发展规律的事情ꎮ 有的教师

为了有效或快速完成教学目标ꎬ经常会人为改变

或控制游戏的走向ꎬ使幼儿正沉浸于游戏中的体

验突然终止ꎬ必然给幼儿带来一定的失落感ꎮ 以

游戏为工具的伪游戏不仅无法给幼儿带来愉悦的

体验ꎬ还削弱了幼儿积极参与游戏的热情ꎬ幼儿变

成了教师导演游戏下的附庸ꎬ而不是富含灵性的

生命ꎮ
(４)创造性

“游戏是创造性的源泉ꎮ” [９]２３创造是儿童游戏

的最大收获ꎬ它可以促进幼儿心智的高度活跃、情
感的高度自我肯定、动手能力的高度形成和团结

氛围的高度融洽ꎮ 创造力是人类发展的动力与源

泉ꎬ也是游戏的核心与本质体现[１０]ꎮ 儿童期是幼

儿创造性思维萌发的时期ꎬ游戏能够激发和培养

幼儿丰富的好奇心和想象力ꎮ 自主的游戏活动、
宽松的游戏环境可以满足幼儿自由创造、积极创

造、享受创造的需求ꎮ 教师预设和干预的次数越

频繁ꎬ幼儿的心理就越烦躁ꎬ也就影响其参与游戏

的热情ꎮ 因为游戏具有自成目的性ꎬ没有任何功

利性ꎬ无所谓成败ꎬ可见ꎬ游戏目的不在于要求得

到怎样的效果ꎮ 对幼儿而言ꎬ能在游戏中无拘无

束地发挥想象力才是最终的目的ꎮ

二、游戏精神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的

迷失

１.功利化的教学目标剥夺了幼儿的自

由性

现实的幼儿教育主要是传授知识技能ꎬ注重

传统知识的传授ꎮ 幼儿教育目标更多的是追求教

学效率ꎬ很多教师进行游戏教学主要是调节课堂

气氛和吸引幼儿的注意力ꎬ幼儿集体教学活动虽

看似形式多样ꎬ但缺乏实质ꎬ教师过于注重游戏的

工具性ꎮ 在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ꎬ教师对一些游

戏情境的创设、游戏材料的选择、游戏活动的指

导、游戏活动进程的控制暴露了“揠苗助长、循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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蹈矩”的痕迹ꎮ 为了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ꎬ一些教

师严格控制幼儿的游戏过程ꎬ力图将游戏过程导

向自己预设的理想教学进程中ꎬ希望幼儿能在游

戏教学中以最短的时间有效获得更多的知识技

能ꎬ达到立竿见影的教学效果ꎮ 由此ꎬ许多教师在

幼儿园教育中过多干预和控制“游戏”ꎬ幼儿在“游
戏”活动中难以自主ꎬ并不愉快ꎮ 例如:在一次关

于小蝌蚪如何变成青蛙的活动中ꎬ活动刚开始时ꎬ
幼儿对小蝌蚪如何变成青蛙的过程充满期待ꎬ然
而ꎬ教师多次对幼儿的惊叹、兴奋及活动形式加以

干涉ꎮ 为了让幼儿更快地“体验”小蝌蚪变成青蛙

的过程ꎬ在教师多次指导和干涉下ꎬ幼儿不得不按

部就班地完成教师安排的游戏表演活动ꎮ 在游戏

教学的控制下ꎬ幼儿的独立性受到了极大的约束ꎬ
幼儿成了教师的附属品ꎬ游戏成了教师宣示自己

主权的形式ꎬ剥夺了儿童在游戏中的独立性ꎬ这样

的教学活动异化了游戏的本质ꎮ

２.唯知识论的教学内容侵占了儿童的

愉悦性

唯知识论的教学内容偏向系统的学科逻辑知

识的学习ꎬ无视幼儿独特的经验与爱好ꎬ忽视对幼

儿人文素养的培养ꎬ抽象化、唯科学化的知识脱离

幼儿的认知范畴ꎬ不利于幼儿内在意义的建构或

生成ꎮ 教师根据教学目标的要求ꎬ预先指定教学

设计ꎬ忽视幼儿接受水平及能力ꎬ让幼儿在集体教

学活动中被动地接受和消化知识ꎬ处于一个“失
语”的状态ꎮ 例如:在一个“我们一起来认识花”的
主题游戏活动中ꎬ教师拿着向日葵的图片问孩子

们为什么它叫向日葵ꎮ 一个孩子回答:“因为长得

像向日葵ꎮ”另一个孩子说:“因为它的颜色和太阳

一样ꎮ”教师听后直接加以否定ꎬ之后ꎬ讲解向日葵

的自然知识:向日葵的花序是围着太阳转的ꎬ它是

一种菊科草本植物显而易见ꎬ教师设计游戏

的目的就是传授知识ꎬ唯知识性的教学内容虽披

着游戏外在的糖衣ꎬ却无法掩饰其内在的功利性ꎬ
侵占了儿童游戏体验的愉悦性ꎮ

３.集体教学活动的浅层互动掠夺了儿

童的体验性

游戏体验是幼儿游戏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心理

成分ꎬ也是游戏的魅力所在[１１]ꎮ 幼儿往往通过手

舞足蹈、挤眉弄眼、大喊大叫等兴奋夸张的表情与

动作表现出在游戏中获得的愉悦体验ꎬ可以看到

最纯真的师幼关系、最真实的幼儿个性、幼儿最本

真的自我ꎮ 然而ꎬ在现实的教学活动中ꎬ出于功利

性的教学目的ꎬ教师往往频繁地干预幼儿手舞足

蹈、哈哈大笑等行为ꎬ要求幼儿“认真”“正经”地游

戏ꎮ 例如安静地活动、有秩序地表演、有礼貌地交

流、按顺序跳舞等ꎮ 在游戏过程中ꎬ教师过多的无

效介入与负效干扰ꎬ实则是变相掠夺幼儿游戏体

验的权利与机会ꎬ也就剥夺了幼儿游戏的愉悦感

与积极性ꎮ

４.程序化的教学过程禁锢了儿童的创

造性

游戏结构充满开放性与不确定性ꎬ游戏过程

中不断产生新的可能ꎬ会给游戏者带来无限创造

的机会ꎮ 教学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ꎬ师幼双方

可以将出现的有创见的问题及情境作为契机ꎬ互
相交流ꎬ产生思维碰撞的火花ꎬ即时生成课堂动态

创生资源ꎮ 然而ꎬ在现实的幼儿集体教学活动中ꎬ
大部分教师对教学目标与教学活动预设过多ꎬ儿
童自由探索、自由创造的机会受到了限制ꎮ 例如:
在一节美工课上ꎬ教师布置幼儿用橡皮泥完成作

品ꎬ一个小朋友提前完成了任务ꎬ突发奇想ꎬ把红

色、黄色、蓝色的橡皮泥放在一起搓成了另一种颜

色的橡皮泥ꎮ 小朋友特别有成就感ꎬ兴奋地探索

着其中的奥秘ꎬ却遭到教师批评ꎮ 教师一般都注

重教学过程的预设性和规范性ꎬ也没有对孩子们

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发生的“意外”做好充足的准

备ꎬ往往以控制与干预的方式来解决发生的“意
外”ꎮ 教师未能及时有效捕捉课堂动态资源ꎬ容易

禁锢幼儿随时迸发的创造性思维ꎮ

三、游戏精神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回归

１.解放儿童ꎬ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

幼儿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游戏人”ꎬ使每

个幼儿都喜欢游戏ꎬ都会游戏ꎬ都能在游戏中成为

“真正的游戏者”ꎮ 游戏的动机源于幼儿的内趋推

动力ꎮ 游戏自主是其内在目的ꎬ也是幼儿教学本

身的需求ꎮ 游戏自主意味着以下几个方面:首先ꎬ
教师要解放儿童ꎬ给予儿童自由游戏的权利ꎬ让儿

童依据自身需求去尝试挑战他们想做的任何有益

的活动ꎮ 其次ꎬ教师应为儿童提供一个宽松的环

境和相对自由的游戏氛围ꎬ把游戏活动时间和空

间还给幼儿ꎬ让他们能在幼儿园教育中尽情地享

受游戏带来的快乐ꎮ 此外ꎬ教师要相信儿童ꎬ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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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具有珍贵的精神资源[１２]ꎮ 教师要相信儿童是

玩游戏的真正高手ꎬ相信儿童有能力在游戏中得

到意想不到的收获ꎬ同时ꎬ教师要尊重儿童游戏的

自由权ꎬ尊重和理解儿童在游戏中独自创造的“成
果”ꎮ 笔者曾观摩过一节课ꎮ 教师准备了蔬菜、水
果及厨具ꎬ以为幼儿会穿上围裙ꎬ进行厨艺大赛ꎬ
结果ꎬ幼儿利用教师准备的材料“演奏”了一场音

乐会ꎮ 他们自主扮演了不同的蔬菜、水果和厨具ꎬ
教师因势利导ꎬ有效提问ꎬ领会了孩子们的意图

后ꎬ即兴伴奏ꎮ 随着音乐响起ꎬ不同的“蔬菜” “水
果”“厨具”依次出场ꎬ表演了许多歌曲ꎬ孩子们玩

得非常尽兴ꎮ 在这节课上ꎬ幼儿从“音乐会”中认

识了很多蔬菜、水果及厨具ꎬ同时也学会了哼唱一

些儿童歌谣ꎮ 由此可见ꎬ幼儿在游戏中应该是自

得其乐的ꎬ教师应充分给予孩子自由ꎬ运用教育智

慧ꎬ帮助幼儿达成心愿ꎬ让孩子在游戏中成为“真
正的游戏者”ꎬ从而更好地培养幼儿的独立性和创

造性ꎮ
２.返回本真ꎬ满足儿童的愉悦性

游戏是儿童的存在方式ꎬ愉悦是游戏的本质ꎮ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能够充分享受自由与快乐ꎬ并
深深被这种愉悦体验所吸引ꎬ至于游戏结果ꎬ幼儿

并不过于在意与关注[１３]ꎮ 教学的本真在于让幼儿

在教学过程中获得丰富和多元的愉悦体验ꎮ 为

此ꎬ教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ꎮ 第一ꎬ教师应尊

重幼儿的年龄特点ꎬ满足幼儿对游戏的需求ꎮ 皮

亚杰认为ꎬ儿童需要游戏ꎬ因为幼儿难以适应周围

的现实世界ꎮ 幼儿借助游戏来表达对世界的认

识ꎬ满足自我对情感的需要[１４]ꎮ 比如ꎬ在角色游戏

中ꎬ老师看见一名“护士”正往“病人”的背上打针ꎬ
马上叫停ꎬ并且加以纠正:“打针一般是往病人的

屁股上打的呀!”笔者认为ꎬ角色游戏的目的不在

于让孩子们学会如何给病人打针ꎬ而是在于让孩

子们通过扮演“医生” “病人”角色的游戏ꎬ学会依

据游戏角色与人沟通交流、合作交往和帮助他人ꎬ
进而在游戏过程中获得成就感和愉悦体验ꎮ 第

二ꎬ教师应设置趣味性的游戏活动ꎮ 教师可从幼

儿的实际情况出发ꎬ注意把握教学内容ꎬ创设教学

情境ꎬ选择教学方法ꎬ激发儿童的兴趣ꎮ 有趣的活

动、有节奏的旋律、新奇的故事情节、搞笑的歌词

等都会激发幼儿极大的兴趣ꎬ并使其产生愉悦的

体验ꎮ 笔者曾观摩“我的厨艺我来现” 的游戏活

动ꎮ 一个女孩套着围裙ꎬ用玩具厨具艰难地切着

橡皮泥ꎬ边切边兴奋地喊着 “糖醋排骨、糖醋排

骨”ꎬ时不时变换炒菜姿势ꎬ乐在其中ꎬ完全沉浸在

“展示厨艺”的愉悦之中ꎮ 可见ꎬ游戏具有自成目

的性ꎬ游戏的目的在于愉悦儿童ꎬ给予儿童以儿童

的生活ꎬ满足儿童的需求ꎮ
３.尊重儿童ꎬ培养儿童的体验性

体验是个体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ꎮ 在幼儿那

里ꎬ“听到的不如看到的ꎬ看到的不如做到的ꎬ体验

到的才是最深刻、最鲜活的” [１５]４４ꎮ 这就要求教师

首先得尊重幼儿的生活体验ꎬ尊重幼儿的个性与

特点ꎬ有帮助每个幼儿从体验中获得成长的美好

愿望ꎮ 其次ꎬ营造真实可感的生活情境ꎬ深入了解

孩子的特点ꎬ倾听孩子的想法ꎬ以便帮助孩子更好

地体验生活ꎮ 再次ꎬ创造丰富有趣的游戏情境ꎬ为
孩子参加游戏提供更多的选择ꎮ 最后ꎬ尊重孩子

在游戏中创生新的游戏ꎬ仔细观察ꎬ合理引导ꎮ 比

如:教师给幼儿设计了“聚餐”的游戏ꎬ其间ꎬ突然

发生变化ꎬ孩子们拿着水枪、电话、桶ꎬ在屋里屋外

跑来跑去ꎬ现场混乱ꎮ 教师并没有立即干预ꎬ在一

旁仔细观察ꎮ 当孩子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停止后ꎬ
教师才进一步询问缘由ꎬ孩子们七嘴八舌回答:
“刚才我们打算一起做饭聚餐ꎬ不小心引起了火

灾ꎮ 我们赶紧联系消防员ꎬ和消防员叔叔一起接

水灭火的ꎮ”教师表扬了孩子们的机智勇敢ꎬ赞扬

了孩子们的团结协作ꎬ同时ꎬ教育幼儿火灾发生时

必须第一时间逃离现场ꎬ然后设法和消防员取得

联系ꎬ不能盲目救火ꎮ 对幼儿而言ꎬ在玩“聚餐”游
戏时生发出来的救火游戏是合情合理的ꎮ 执教者

有效观察ꎬ耐心倾听ꎬ并且能及时赞扬孩子们的行

为ꎬ难能可贵的是ꎬ教师及时纠错ꎬ教会了幼儿应

对火灾的正确处理方法ꎬ充分表现出她的教学智

慧ꎮ 正是在游戏体验后ꎬ孩子们明白了玩火是很

危险的ꎬ同时学会了应对火灾的正确方法ꎮ
４.理解儿童ꎬ培养儿童的创造性

“幼儿就其天性来讲ꎬ是富有探求精神的探索

者ꎬ是世界的发现者ꎮ” [１５]４５ 幼儿是充满好奇心的

“发明家”ꎬ对事物充满了疑问ꎬ对世界充满好奇ꎮ
“你给他一个世界ꎬ他立刻可以创造出无数个世界

还给你ꎮ” [１６]儿童期是幼儿创造性思维萌发时期ꎮ
游戏是创造性的源泉ꎬ为了有效激发儿童丰富的

联想和想象力ꎬ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ꎮ 其一ꎬ设置

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游戏活动ꎮ 幼儿在游戏过程中

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ꎬ例如ꎬ还不够高的幼儿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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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拿到桌子上的玩具ꎻ游戏中没有做饭的厨具怎

么办ꎻ想什么办法在游戏中捉到别人自己避免被

捉到ꎬ等等ꎮ 游戏本身就是要求游戏者积极思考ꎬ
解决问题ꎬ克服困难ꎮ 如:由于衣服太小ꎬ小女孩

无法包住娃娃ꎬ经过思考ꎬ小女孩尝试了一种包娃

娃的最佳办法ꎬ即用衣服的对角线作为长度来包

娃娃ꎮ 可见ꎬ游戏的魅力在于其对幼儿提供的挑

战性ꎬ幼儿通过游戏过程ꎬ不仅能学会思考解决问

题的方法ꎬ还能培养克服困难的意志力ꎮ 其二ꎬ游
戏活动自始至终需要保持神秘感ꎮ 好奇心是幼儿

的特性ꎬ神秘感对幼儿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ꎬ能
够激发幼儿的内在动机ꎮ 教师应设置层层递进的

游戏ꎬ激发孩子的求知欲ꎮ 比如在“挑战你我他”
的活动中ꎬ教师通过模拟不同动物的声音让幼儿

辨别ꎬ并设置竞赛环节ꎬ要求幼儿又快又准地做出

该动物的动作ꎮ 在幼儿辨别并模拟出前一个动物

的动作后ꎬ教师模拟下一个神秘动物的声音ꎬ激发

孩子的创造性思维ꎬ让其享受游戏带来的成就感ꎮ
其三ꎬ有效把握预设与生成ꎮ 预设为幼儿游戏提

供了条件ꎬ生成为幼儿游戏提供了生命ꎮ 预设与

生成相辅相成ꎬ目的在于满足幼儿游戏的需求ꎬ为
幼儿游戏提供条件ꎬ使幼儿既不受束缚又不感觉

无从下手ꎬ这样才能实现幼儿游戏的真正“自由”ꎮ
例如:大班韵律活动“小豆豆的舞蹈”中需要幼儿

舞蹈表演ꎬ教师发现幼儿难以自行设计舞蹈动作ꎬ
就给孩子们提供了几个动作示范ꎬ孩子们受到启

发ꎬ很快编出富有童趣的舞蹈动作ꎮ 可见ꎬ教师灵

活地调整预设与生成ꎬ有效支持与适当放手可以

激发幼儿的创造性ꎮ
游戏精神源于游戏又高于游戏ꎮ 幼儿教育的

宗旨是要求幼儿教学活动的各个环节始终体现并

渗透游戏精神ꎬ游戏精神成为贯穿整个幼儿园教

育的灵魂ꎮ 只有这样ꎬ幼儿园教育才能满足幼儿

冲动情绪的释放与情感欲望的表达ꎬ才能保证幼

儿有足够的空间自由幻想与创造ꎬ满足幼儿享受

自身感知世界的方式ꎮ 幼儿集体教学活动要回归

游戏的本质ꎬ回归幼儿的天性ꎬ让他们能在和谐的

游戏活动中健康快乐成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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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连续性教育思想视域下幼儿园挫折教育策略研究∗

姜　 晓 　 胥 兴 春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ꎬ 重庆　 ４００７１５)

　 　 [摘　 要] 　 当前幼教界对挫折教育的概念界定与方式方法处于简单的经验总结阶段ꎬ缺乏科学的理论依据

与实践指导ꎮ 基于博尔诺夫非连续性教育思想的相关概念ꎬ提出以“遭遇”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ꎻ以“危

机”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契机ꎻ以“告诫”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方式ꎻ以“唤醒”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支撑ꎬ
为幼儿教育工作者有效实施挫折教育提供理论依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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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内外已有的调查研究表明ꎬ造成当今青少

年自杀率“低幼化”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幼儿教育

中挫折教育的缺失[１]ꎮ ２００１ 年ꎬ«幼儿园教育指导

纲要»将“培养幼儿坚强、勇敢、不怕困难的意志品

质”作为健康领域的重要目标ꎮ ２０１６ 年修订实施

的«幼儿园工作规程»中也明确提出“培养幼儿克

服困难等良好的品德行为和习惯以及活泼开朗的

性格”ꎮ 但具体落实时ꎬ对幼儿教师仍是一个极大

的挑战ꎮ
德国教育学家 Ｏ.Ｆ.博尔诺夫提出的非连续性

教育思想为教育者提供了探讨挫折教育的新视

角ꎬ对我国实施幼儿挫折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ꎮ
一、挫折教育意涵探析

“幼儿挫折教育”另有“逆境教育” “抗挫折教

育”“磨难教育”等说法ꎮ 幼儿挫折教育应重点培

养幼儿的抗挫耐受力和挫折排解力[２]ꎮ 抗挫耐受

力是指幼儿面对困难时的心理承受机制ꎬ勇于面

对困难ꎬ能积极思考并探索解决困难的方式方法ꎻ
挫折排解力即关注幼儿经历挫折后的心理调适机

制ꎮ 幼儿不会长时间沉浸在悲伤、难过的情绪中ꎬ

能够在成人帮助下或自主缓解情绪ꎬ增强抗挫能

力ꎬ当他们再次面临挫折时能够具备良好的心态ꎮ
笔者通过文献梳理ꎬ总结出“幼儿挫折教育”应包

括 ３ 点要素ꎬ即科学性、情境性、目的性ꎮ 科学性主

要强调挫折教育要遵循教育教学规律和幼儿发展

规律ꎻ情境性主要强调挫折教育的教育途径和教

育依托应与真实情境相联系ꎻ目的性强调挫折教

育的实施结果ꎬ既包括形成应对困难的心理防御

机制ꎬ又包括在困难和挫折出现后应对挫折和解

决问题的抵抗力ꎮ 基于上述要素ꎬ幼儿的挫折教

育即指根据幼儿身心发展和教育的需要ꎬ创设或

利用某种情境或难题ꎬ鼓励幼儿勇敢面对挫折ꎬ解
决问题ꎬ帮助幼儿树立正确的挫折观ꎬ培养良好的

自我心理调控能力及克服困难的能力ꎮ
不同学者对挫折教育实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的看法不同ꎮ 多数研究者对幼儿的挫折教育持积

极的态度ꎬ认为实施挫折教育是在幼儿自身发展

和幼儿园教育功能双重要求下的选择[３]ꎮ 他们认

为挫折教育对幼儿具有重要意义ꎬ如激发潜能ꎬ释
放创新能力ꎮ 有的研究者认为实施挫折教育能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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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幼儿认识自己ꎬ客观面对困难ꎻ增强信心ꎬ健康

成长等[４]ꎮ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ꎬ他们侧重分析

挫折教育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ꎬ他们考虑到幼儿

心理发育稚嫩ꎬ挫折教育所带来的消极情绪会使

幼儿失去自信心等[５]ꎮ
挫折教育对幼儿的发展有心理学和教育学上

的意义ꎬ学者已经意识到挫折教育中形成的过量

的消极情绪对幼儿自信心与自尊心的培养将产生

负面影响ꎮ 如何衡量这个度ꎬ何种挫折有益于幼

儿身心发展ꎬ何种挫折可能超出幼儿心理承受范

围ꎬ研究者并没有给出有效的分析和解答ꎮ
二、非连续性教育思想探析

德国教育学家 Ｏ.Ｆ.博尔诺夫是教育人类学的

杰出代表ꎬ他首次提出非连续性教育的观点ꎮ 他

认为人类的教育存在连续性教育和非连续性教育

两种形式ꎮ 连续性教育即狭义的教育概念ꎬ认为

教育是一种连续性的活动ꎬ是一种循序渐进的不

断趋向完善的塑造过程ꎮ 但是ꎬ仅仅把教育看作

一种连续性的教育活动是不够全面的ꎮ 在教育过

程中ꎬ会出现一些无法避免的、阻碍教育进程的事

件ꎬ这些事件通常被认为是教育的干扰因素ꎬ应尽

量避免ꎬ甚至认为这些事件的出现是教育的失败ꎬ
是教育者的失职ꎮ 这种观点在博尔诺夫看来是错

误的ꎬ他认为ꎬ这些事件是必然发生且无法避免

的ꎬ蕴含着丰富的教育价值ꎬ这些“中断”事件以危

机、遭遇、唤醒、告诫 ４ 种形式构成非连续性教育的

重要素材ꎬ只有积极应对这些事件ꎬ才能使人向更

高阶段迈进ꎮ
教育者越来越重视可能中断教学进程的对幼

儿的正常生活产生影响的事件ꎮ 挫折教育与非连

续性教育思想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落实均具有高度

的契合性ꎮ 挫折作为可能会中断教学进程、会对

幼儿生活产生影响的非连续性呈现形式ꎬ其实施的

理论基础可以在非连续性教育的内涵中找到依托ꎮ
三、非连续性教育视域下幼儿挫折教育

实施策略

１.“遭遇”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

博尔诺夫认为ꎬ突然闯入人的生活ꎬ中断人们

的正常活动ꎬ能够冲击心灵的重大特定经验可以

称作遭遇ꎬ不仅仅是生活中的痛苦的体验ꎬ也可能

是一个故事、一件艺术品、一个重要他人[６]５８ꎮ “遭
遇”具有不可预知性ꎬ它的出现也无法人为决定ꎮ
基于博尔洛夫“遭遇”的意涵分析ꎬ幼儿教师在面

对“遭遇”时应做到以下几方面ꎮ
(１)勇于接纳ꎬ面对幼儿可能会经历的 “遭

遇”ꎮ 首先ꎬ幼儿教师要接纳“遭遇”的存在ꎮ “遭
遇”在幼儿成长过程中可能会以极具冲击的形式

出现ꎬ教师应做好心理准备ꎬ运用教育智慧ꎬ引导

幼儿度过遭遇期ꎮ 比如ꎬ幼儿在遭遇父母离婚、亲
人亡故、幼儿身体受伤等事件时ꎬ都会陷入恐慌ꎬ
或压抑ꎬ或宣泄ꎮ 教师在面对幼儿的“遭遇”时ꎬ应
勇于担负责任ꎬ尽最大可能陪伴幼儿度过“遭遇”ꎮ

(２)厘清强度ꎬ关注幼儿个体差异ꎮ 教师应充

分意识到对成年人可能造成“遭遇”的经验强度与

幼儿能够经受的强度是不同的ꎬ可能在成人看来

是习以为常的事情ꎬ对于首次经历的幼儿来说ꎬ却
是一次心理成长的重要转折点ꎮ 教育者应站在

“儿童本位”的视角ꎬ理解并感受幼儿的情绪与承

受能力ꎮ 同样ꎬ差异不仅存在于成人与幼儿之间ꎬ
相同年龄段的不同幼儿的心理发展也存在差异ꎮ
相同的经验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幼儿产生“遭遇”
现象ꎬ全体幼儿也不会在同一时间“遭遇”同一个

对象ꎮ 因此ꎬ教师应根据幼儿的年龄阶段和个体

差异ꎬ以敏锐的教育感知力及时发现幼儿的危机

和遭遇ꎬ持续跟踪ꎬ关注和判断不同幼儿可能正在

面临的“遭遇”ꎬ不可激发ꎬ也不消极回避ꎬ选择合

适的时机ꎬ对幼儿实施行之有效的挫折教育ꎮ
(３)提前准备ꎬ帮助幼儿应对“遭遇”ꎮ 幼儿的

遭遇是不可预料的ꎬ出现的时间和强度也无法人

为控制ꎮ 教师应该做好应对“遭遇”到来的准备ꎬ
包括经验的准备以及物质材料的准备ꎮ 教师可以

根据教学经验以及与家长的互动交流ꎬ对不同年

龄段及不同性格的幼儿可能会“遭遇”的挫折提前

加以思考ꎬ做好应对的准备ꎬ如:随着中班竞争类

体育活动增多ꎬ幼儿可能面临失败或受伤等问题ꎻ
单亲家庭的幼儿在幼儿园参与母亲节、父亲节活

动时可能会遭遇情感挫折等ꎮ 根据幼儿遭遇的情

况ꎬ教师应采取不同的策略ꎬ可以提前借助相应的

绘本、影视作品、艺术品ꎬ进行集体教学活动ꎬ或借

助区角活动相关材料ꎬ通过组织小组活动ꎬ或采取

结对活动ꎬ发挥榜样力量ꎬ为幼儿提供有效的经验

准备ꎬ提前做好幼儿的心理建设和认知建构ꎮ 这

样ꎬ当面对突如其来的“遭遇”时ꎬ幼儿会降低“陷
入”的危险ꎮ 幼儿在认识、探索、感性体验和强化

的过程中受到榜样的引导ꎬ会不断实现认知中“平
衡—不平衡—平衡”的发展ꎮ

当然ꎬ由于幼儿教育具有广泛性和生活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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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ꎬ不是所有的教学问题都可以提前准备和预

设的ꎮ 当面临个别性的突发的“遭遇”时ꎬ教师要

给予幼儿接受现实和发泄情绪的时间ꎬ使用适合

幼儿个体的方式方法加以引导疏通ꎬ及时与家长

沟通ꎬ形成教育合力ꎮ 这既需要教师了解和熟悉

不同幼儿的个性ꎬ也依赖教师教学经验的积累和

教育机智的运用ꎮ
２.“危机”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契机

“危机”与“遭遇”具有相似性ꎬ表现在突发性、
中断性和冲击性ꎮ 博尔诺夫认为“向某个新的生

命阶段的过渡、获得独立和成熟都只有通过危机

才能实现” [６]６３ꎮ 在幼儿的生活中ꎬ危机普遍存在ꎬ
比如成长危机(生病、换牙)、信任危机(谎言)、交
往危机(同伴选择和同伴冲突)、学习危机(升班和

幼小衔接)ꎬ等等ꎮ 面对幼儿每天都可能遭遇的危

机ꎬ幼儿教师应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ꎮ
(１)理论认知ꎬ正视危机ꎮ 教师普遍认为危机

是令孩子感到害怕和矛盾的ꎬ因此ꎬ他们往往会在

日常工作中选择避免危机的发生或者通过包办代

替的方式帮助幼儿规避或处理危机ꎬ通过安慰幼

儿或者责怪他人的形式缓解危机给幼儿带来的冲

击和恐慌ꎮ 幼儿随时可能处于危机中ꎮ 教师可以

通过对话讨论、绘本教育等方法ꎬ带领幼儿正视可

能会出现的危机ꎮ 例如ꎬ当幼儿面临长牙等生理

成熟危机和“去自我中心化”独立性发展等心理成

熟危机时ꎬ若教师没有及时加以积极引导ꎬ幼儿就

容易产生害怕、恐慌等情绪ꎬ严重的甚至会产生心

理问题ꎮ 教师可提前干预每个幼儿都会遇到长

牙、换牙时产生的恐慌ꎮ 在幼儿将要长牙时就开

始对其进行健康领域的教育ꎬ让他们了解长牙是

长大的表现ꎬ每个小朋友都会经历ꎬ属于正常现

象ꎬ帮助幼儿提高认知能力ꎮ
(２)情感体验ꎬ理解危机ꎮ 在幼儿了解到危机

具有可克服性后ꎬ教师应以情绪体验的方式帮助

幼儿理解危机不一定全部是负面的和令人害怕

的ꎬ有可能是充满挑战的ꎬ帮助幼儿勇敢面对“危
机”ꎮ 教师应在危机发生过程中掌握幼儿的具体

情况ꎬ及时引导ꎬ使幼儿能够明白危机发生时自己

应承担的责任ꎬ发挥主观能力性努力度过危机ꎬ获
得更高水平的发展ꎮ

当面对感冒、发烧、肚子疼等生病危机时ꎬ幼
儿可能会慌乱ꎬ情绪失控ꎬ教师可以在班级幼儿有

生病或者流感等现象频发过后ꎬ开设集体教学活

动ꎬ以角色扮演、绘本阅读等形式让幼儿了解细菌

会导致我们生病ꎮ 向幼儿介绍多种办法避免或减

少细菌入侵ꎬ赶走病菌ꎬ强壮身体ꎬ如:多吃水果蔬

菜ꎬ勤洗手ꎬ多锻炼身体ꎬ增强体质等ꎮ 整合各领

域课程ꎬ让幼儿得到全方位的有助于身体健康的

知识ꎮ 这样ꎬ幼儿不仅在科学、健康、语言多方面

获得发展ꎬ更重要的是ꎬ幼儿能够积极勇敢地面对

生病危机ꎬ获得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ꎬ积极增强体

质ꎮ 理解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危机ꎬ也可

以解决危机ꎮ 在幼儿即将升班或升小学前ꎬ教师

也可以带领孩子提前感受哥哥姐姐们的生活ꎬ通
过“手拉手”活动、组织混龄教学活动、参观小学校

园等方式ꎬ为幼儿面临即将到来的适应危机奠定

心理基础ꎮ
(３)行为指导ꎬ转危为“机”ꎮ 教师应把危机理

解为开创新起点的机会ꎮ 这就需要教师具备冷静

的教育态度、丰富的教育教学知识、敏锐的观察力

和随机应变的教育教学机智ꎬ把每一次危机的发

生当作教育契机ꎬ并不断强化指导幼儿的行为能

力以解决危机ꎬ不断提高幼儿的心理承受能力ꎬ和
幼儿一起探寻克服危机的方式方法ꎬ引导幼儿尝

试独自安静思考ꎬ舒缓面临危机时的情绪ꎬ必要时

寻求老师帮助ꎬ或者和同伴交流ꎬ而非单一采取哭

泣的宣泄方式ꎮ
３.“告诫”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方式

博尔诺夫认为“人的发展经常会由于障碍和

偏离ꎬ或者普遍地由于人的弱点而中断或误入歧

途ꎬ这时就要借助外部的推动ꎬ使中断的发展重新

走上正轨” [６]６５ꎮ 幼儿的自我觉醒和纠偏能力尚未

发展成熟ꎬ必须借助一些外力的推动ꎬ帮助其意识

到当前所处状态的合理性ꎮ 因此ꎬ博尔诺夫提出

“告诫”这一教育措施ꎬ即对幼儿采取强化和惩罚

的特殊表达方式ꎮ
(１)善用强化ꎬ慎用批评ꎮ 通常情况下ꎬ教师

对幼儿正确的行为予以奖励与鼓励的正强化ꎬ当
幼儿做出正确行为时ꎬ应撤除先前给予他的厌恶

刺激的负强化ꎬ幼儿在持续做错事情后给予其言

语的批评ꎬ或采取冷却法惩罚方式ꎬ这些都是通过

不同的形式对幼儿进行告诫ꎬ增强幼儿区分是非

对错的判断力ꎬ提高幼儿的辨别力ꎬ也是通过他律

的方式激发幼儿的自律意识ꎮ 积极的告诫能够给

予幼儿不断发展的内驱力和推动力ꎬ惩罚、批评类

的告诫ꎬ则属于挫折教育的一种ꎮ 两种形式的教

育各有利弊ꎬ必须结合使用ꎮ 法国心理学家高顿

通过一项专题研究证实ꎬ那些难以接受批评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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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长大后ꎬ大多会对批评持“避而远之”或干脆采

取“拒之门外”的态度ꎮ 因此ꎬ对幼儿实施必要的

批评和使用鼓励是同样重要的ꎮ 在使用时ꎬ教师

需要根据幼儿的个体差异注重告诫的强度ꎮ 在幼

儿面对危机时ꎬ若幼儿性格内向ꎬ教师教导时ꎬ可
以采取温柔的鼓励、借助绘本加以启发等隐性方

式ꎻ若幼儿活泼开朗ꎬ教师可以采取适当的激发策

略ꎬ在幼儿面对问题停滞不前时提供助推力ꎮ 当

然ꎬ也存在幼儿为博取关注夸大危机的情况ꎬ教师

应了解幼儿行为蕴藏的原因ꎬ可以采取冷却的方

式给予幼儿宣泄和释放的时间ꎬ观察幼儿的变化ꎮ
无论采取何种告诫方式ꎬ切不可当着全体幼儿的

面ꎬ使用给幼儿品格定性的方式ꎬ使幼儿的自尊心

和自信心受挫ꎮ
(２)家园配合ꎬ巩固监督ꎮ 家长需要积极配合

教师的教育活动ꎬ以巩固幼儿良好的行为ꎬ纠正幼

儿错误的行为ꎮ 幼儿在发展过程中心智不成熟ꎬ
会产生一些不合规范的行为ꎬ需要我们教导和帮

助ꎬ帮助他们少走弯路ꎬ但幼儿有时也需要经历试

误的过程ꎮ 教育者不应在幼儿还未做任何体验和

探索时就给予幼儿说教式的教育ꎬ而是应该在幼

儿面临无法前进的困难、始终没有进展时给予告

诫和帮助ꎬ帮助其增强改变现状的信心ꎬ逐步掌握

相关技能ꎬ并在日常生活中向幼儿描述积极的生

活、学习和交往的方式ꎮ 家长和教师可以通过建

立日常规则体系ꎬ通过采取引导幼儿同伴监督、适
当激励等强化手段以及大人自身的榜样示范等方

式起到告诫和提醒的作用ꎮ
４.“唤醒”为幼儿挫折教育的重要支撑

博尔诺夫认为ꎬ人的心灵深处存在一种所谓

“本源性”的道德意识ꎬ教育的任务就应该是“帮助

儿童回到本源形态中去”ꎬ使他们真正认识自己和

自己周围的世界ꎮ “唤醒”强调的是教师对幼儿能

动性的关照ꎮ “唤醒”的使用是伴随着“危机” “遭
遇”“告诫”的ꎬ也应伴随教育的始终ꎮ 正如存在主

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所言ꎬ“教育并非理智知识和

认识的堆积ꎬ而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７]２４ꎮ 根据博

尔诺夫的“唤醒”观点ꎬ教师在进行挫折教育时ꎬ应
关注幼儿的心灵层面ꎬ激发其面对挫折、克服挫折

的主动性ꎮ
(１)以爱施教ꎬ良性互动ꎮ 幼儿教育的发展目

标中ꎬ情绪情感与社会性目标的达成比知识和技

能目标的达成更重要ꎬ情感层面目标的达成首先

需要教师传达情感ꎮ 教师应主动营造充满爱的教

育氛围ꎬ形成良好的师幼互动关系ꎬ这样ꎬ当幼儿

面对挫折或挑战时ꎬ教师充满爱的鼓励和引导会

使幼儿获得安慰后增添勇气ꎻ当幼儿选择了错误

的方式或做出不当行为时ꎬ教师耐心的“唤醒”也

会让幼儿感受到爱ꎬ促进教育力量的最大化发挥ꎮ
(２)平等唤醒ꎬ打破权威ꎮ 教师在实施唤醒时

应给予幼儿适当的引导和提示ꎬ而非包办代替幼

儿解决问题或粗暴施以指令ꎮ 在幼儿面临遭遇和

危机时ꎬ教师应唤醒幼儿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ꎬ以
充满爱与信任的师幼关系ꎬ鼓励幼儿勇于面对挫

折和挑战ꎮ 我们应关注幼儿生理健康ꎬ也要关注

其精神层面的需要ꎬ幼儿教师可采取精神奖励与

物质奖励相结合的方式ꎬ运用最佳唤醒方式ꎮ
当前较多幼儿教师和家长仍然致力于帮助幼

儿打造完全脱离幼儿真实生活情境的“纯理想化”
的环境ꎬ剥夺了幼儿面对挫折和克服挫折的机会ꎬ
对幼儿未来的社会适应性、心理承受力、塑造坚毅

勇敢的品质以及提高生活的满足感和幸福感产生

了负面影响ꎮ “挫折教育是一种有着强烈人文关

怀的教育理念ꎬ应是教育对生存困境中人的关

照” [８]２６ꎮ 教师应以丰富的教育教学经验及科学的

理论知识做支撑ꎬ将把挫折教育重点放在幼儿的

心理建设上ꎬ为幼儿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坚强意志

品质的形成奠定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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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与主观情绪标签的差异:来自 ＥＲＰ 的证据∗

邓　 欢　 李 振 兴

(淮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ꎬ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采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ꎬ选择 ３４ 名大学生被试ꎬ比较了客观情绪标签、主观情绪标签以及观看

间的时间进程差异ꎮ 结果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下ꎬＬＰＰ 波幅在 ５００—５５０ｍｓ 和 ５５０—６００ｍｓ 两个时间窗口内均大于

观看ꎻ主观情绪标签下 ＬＰＰ 波幅与观看没有显著差异ꎻ在 Ｐ３ 波幅上ꎬ客观情绪标签大于主观情绪标签ꎮ 这提示ꎬ
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可能在情绪评价上存在差异ꎬ进而呈现出不一样的情绪调节效果ꎮ

[关键词] 　 客观情绪标签ꎻ　 主观情绪标签ꎻ　 事件相关电位

[中图分类号] 　 Ｂ８４２.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４９－０６

　 　 情绪标签(ａｆｆｅｃ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是指个体将刺激的

情绪特征或自己的情绪感受转换为语言的过

程[１]ꎮ 研究已证实ꎬ情绪标签可以有效调节个体

的情绪[２]:个体将情绪转换为语言后ꎬ与情绪体验

相关的杏仁核活性减弱[３－４]ꎬ外周神经活动也降

低[５－７]ꎮ 根据情绪来源的不同ꎬ情绪标签可分为指

向刺激情绪的客观情绪标签和指向内在情绪的主

观情绪标签[８]ꎮ 已有研究发现ꎬ与客观情绪标签

和主观情绪标签相关的脑区有所不同[９]:标签刺

激情绪时更多地激活腹外侧前额叶ꎬ反映了知觉

加工过程ꎻ而标签自己的情绪时ꎬ脑岛和前侧扣带

回的激活指示对内在情绪体验的觉察过程ꎮ 由此ꎬ
对不同来源的情绪进行标签时所激活的脑区不同ꎬ
相关的评价过程也不同ꎬ会不会进一步引起情绪调

节效果的差异? 这是本研究想重点探讨的问题ꎮ
Ｋｉｒｃａｎｓｋｉ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 Ｃｒａｓｋｅ(２０１２)的研究

虽然同时设置了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ꎬ
但他们并没有直接探讨标签不同来源的情绪是否

存在差异[１０]ꎮ ＭｃＲａꎬ Ｔａｉｔａｎｏ ＆ Ｌａｎｅ(２０１０)比较

了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后个体皮肤电随

时间的变化ꎬ结果发现ꎬ标签完刺激的情绪后ꎬ个
体所体验到的情绪有所减弱ꎬ表现为皮肤电的降

低ꎬ而将自己的情绪转换为语言后并没有呈现出

这种效果ꎬ皮肤电反而有升高的情况ꎬ由此否定了

主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作用[１１]ꎮ 但 ＭｃＲａ 等的

研究只是将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进行了

比较ꎬ并没有设置观看等控制条件ꎮ 有可能与控

制条件相比ꎬ客观与主观情绪标签都显示出情绪

调节的效果ꎬ只是主观情绪标签下情绪的减弱不

如客观情绪标签显著ꎬ且皮肤电的变化并不能直

接揭示情绪标签内在的加工过程ꎮ 因此ꎬ本研究

在比较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

效果时ꎬ将增加观看作为控制条件ꎬ并采用事件相

关电位(Ｅｖ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ｅ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ＥＲＰ)技术深入

分析两者的内在机制及其差异ꎮ
已有研究采用 ＥＲＰ 技术探讨情绪标签的时间

进程后发现ꎬ与观看条件相比ꎬ情绪标签下顶叶晚

正成分( Ｌａｔ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ＬＰＰ)先上升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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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ꎬ提示情绪标签对情绪的调节可能显示出先增

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１２]ꎻ且与性别标签相比ꎬ情绪

标签会诱发更强的 Ｐ３ 波幅ꎬ这可能体现了情绪标

签 独 特 的 情 绪 的 符 号 加 工 过 程 ( Ｓｙｍｂｏｌｉｃ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ＡｆｆｅｃｔꎬＳＰＡ) [１３]ꎮ 这些研究中个体是

将刺激的情绪转换为语言ꎬ属于客观情绪标签ꎮ
如果进行标签自己所体验到的情绪感受这一主观

情绪标签任务ꎬ会不会表现出与客观情绪标签不

一样的时间进程? 且标签任务的不同会不会体现

在可能代表 ＳＰＡ 过程的 Ｐ３ 波幅上的差异? 据此ꎬ
本研究主要关注标签不同来源的情绪时个体的顶

叶 ＬＰＰ 和额叶 Ｐ３ 的波幅变化ꎬ并假设:其一ꎬ客观

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下 ＬＰＰ 波幅均先大于观

看ꎬ后与观看无显著差异ꎻ其二ꎬ客观情绪标签与

主观情绪标签在 Ｐ３ 波幅上不存在显著差异ꎮ
一、研究方法

１. 被试
本实验共招募 ４０ 名右利手大学生参与ꎬ(校正)

视力正常ꎬ精神状态正常ꎮ 有 ６ 名大学生因脑电数据

质量不达标而被剔除ꎬ有效被试为 ３４ 名(其中ꎬ男生

１６ 名ꎻ年龄范围为 １９—２３ 岁ꎻ平均年龄为 ２０.６ 岁)ꎮ
本研究获伦理委员会同意ꎬ被试签署知情同意书后自

愿参加ꎬ实验后均获得相应的报酬ꎮ
２. 实验材料
为有效诱发个体的主观情绪ꎬ从国际情绪图

片 系 统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ｉｃｔｕ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ＩＡＰＳ)中选择图片作为实验材料ꎮ 因 ＩＡＰＳ 中悲伤

的图片相对更多ꎬ只探讨个体对悲伤这种负性情

绪的标签过程ꎮ 为了减少个体对悲伤的习惯性反

应ꎬ加入少量的愉快和中性图片作为填充材料ꎬ个
体也需要对这些图片进行反应ꎬ但不纳入数据分

析中ꎮ 共从 ＩＡＰＳ 中挑选了 １６０ 张图片ꎬ其中ꎬ１００
张悲伤图片、３０ 张愉快图片以及 ３０ 张中性图片ꎮ
再经预实验选择情绪认同度大于 ８０％的图片ꎬ最
终确定实验所用材料ꎬ包括 ７０ 张悲伤图片(效价

３.１１±０.６９ꎬ唤醒度 ６.３１±０.７９)ꎬ１０ 张愉快图片ꎬ以
及 １０ 张中性图片ꎮ

３. 实验设备
采用 ６４ 导电极帽(Ｂｒａｉｎ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Ｇｅｒｍａｎｙ)记录

脑电(Ｅｌｅｃｔｒｏｅｎｃｅｐｈａｌｏｇｒａｍꎬ ＥＥＧ)数据ꎬ并使用软件

Ｅ－ｐｒｉｍｅ１.０ 设计实验程序和记录行为反应数据ꎮ
４. 实验程序
给被试安装好实验设备后ꎬ主试向其说明实

验要求ꎬ之后ꎬ被试开始进入练习阶段(９ 个 ｔｒｉａｌ)
和正式实验阶段ꎮ 实验任务主要分为 ３ 种ꎬ客观情

绪标签、主观情绪标签和观看(见图 １)ꎮ 客观情绪

标签下ꎬ被试要从图片下文的情绪词中选择能表

达图片情绪的标签词ꎻ主观情绪标签下ꎬ被试要从

图片下文的情绪词中选择能表达自己情绪的标签

词ꎻ观看下ꎬ被试只静静地观看图片ꎮ
每个 ｂｌｏｃｋ 以说明任务要求的提示语(如客观

情绪标签)开始ꎮ 注视点随机呈现 ３００—５００ｍｓꎬ之
后ꎬ屏幕中央显示图片(２５００ｍｓ)ꎬ被试需要在规定

时间内完成相应的实验任务ꎮ 出现空屏后进入下

一个实验流程 (见图 ２)ꎮ 正式实验包括 ３ 个

ｂｌｏｃｋꎬ分别对应 ３ 种实验任务ꎬ采用不完全被试内

设计平衡 ｂｌｏｃｋ 的顺序ꎮ 每个 ｂｌｏｃｋ 内被试需要完

成 ９０ 个 ｔｒｉａｌꎬ共计 ２７０ 个ꎮ 被试完成实验后ꎬ摘除

其设备并洗头ꎮ

图 １　 实验任务示例图

图 ２　 实验流程示意图

５. 数据采集与分析
记录脑电数据时ꎬ参考电极放置在左乳突ꎬ接

地点 ( Ｇｒｏｕｎｄ ) 在 ＦＰｚ 和 Ｆｚ 中 点ꎮ 垂 直 眼 电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ｃｕｌｏｇｒａｍꎬ ＶＥＯＧ) 和水平眼电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Ｅｌｅｃｔｒｏｏｃｕｌｏｇｒａｍꎬ ＨＥＯＧ)分别贴在右

眼上下和两眼外侧ꎮ Ａ / Ｄ 采样率为 ５００Ｈｚꎮ 保证

所有的头皮电阻均小于 ５ｋΩ 后才开始采集数据ꎮ
脑电数据的离线处理流程如下:以双侧乳突的平

均重置参考电极ꎬ校正眼动ꎬ滤波的低通为 ３０Ｈｚꎬ
大于±１００μＶ 的波幅被视为伪迹排除ꎮ 以刺激前

２００ｍｓ 作为基线ꎬ分析刺激出现后 １０００ｍｓ 内的波

幅ꎮ 叠加每种实验条件下的脑电数据并进行平均ꎮ
根据总波形图和已有文献ꎬ本研究采用平均

波幅法分析两个脑电成分:５００—１０００ｍｓ 内的晚期

正成分 ＬＰＰꎬ以及 ３５０—５００ｍｓ 内正波 Ｐ３ꎮ 其中ꎬ
—０５—



ＬＰＰ 的记录电极为 ＰＯｚ、Ｐｚ、Ｐ２ꎬＰ３ 的记录电极为

Ｆｚ、ＦＣｚ、Ｃｚꎮ
采用 ＳＰＳＳ２１.０ 完成以下数据分析过程:在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中比较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以及

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下 ＬＰＰ 波幅的差异ꎻ采用配

对样本 ｔ 检验比较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

下 Ｐ３ 波幅的差异ꎻ分别统计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

情绪标签的正确率和反应时ꎬ进行配对样本 ｔ 检验ꎮ

二、结果

１. 行为数据
分别统计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正

确率以及正确反应的平均反应时ꎬ结果见表 １ꎮ 经

检验ꎬ客观情绪标签正确率比主观情绪标签高ꎬ ｔ
(３３)＝ ２.９４ꎬｐ<０.０１ꎬｄ＝ ０.３８ꎻ且客观情绪标签反应

时比主观情绪标签短ꎬｔ(３３)＝ －２.４７ꎬｐ<０.０５ꎬｄ ＝
０.３０ꎮ

表 １　 两种任务下被试的正确率和反应时

统计指标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Ｍ ＳＤ Ｍ ＳＤ

正确率 ０.８５ ０.１２ ０.８０ ０.１４

反应时(ｍｓ) １１３１.７０ ２８８.９０ １２２６.１０ ３３０.００

　 　 ２. ＥＲＰ 数据
观看下不涉及 Ｐ３ 波幅ꎬ其余各实验条件下被试的 ＬＰＰ 波幅和 Ｐ３ 波幅的描述统计见表 ２ꎮ

表 ２　 各条件下被试的 ＥＲＰ 数据(Ｍ±ＳＤ)(单位:μＶ)
统计指标 时间窗口(ｍｓ)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观看

ＬＰＰ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４.７８±２.８７ ５.０５±３.１９ ４.５９±２.８７

Ｐ３ ３５０—５００ ４.３９±２.３５ ３.４８±２.２７

　 　 (１)ＬＰＰ 波幅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事前比较发现ꎬ客观情

绪标签与观看下 ＬＰＰ 波幅不存在显著差异ꎬ

Ｆ(１ꎬ３３)＝ ０.０９ꎬｐ>０.０５ꎬη２ ＝ ０.０７ꎻ主观情绪标签和

观看下 ＬＰＰ 波幅也不存在显著差异ꎬＦ(１ꎬ３３)＝ ０.４２ꎬ
ｐ>０.０５ꎬη２ ＝ ０.１５ꎮ 相应的波形图详见图 ３、图 ４ꎮ

图 ３　 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ＰＯｚ 和 Ｐｚ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图 ４　 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ＰＯｚ 和 Ｐｚ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１５—



　 　 虽然整体上并未发现客观情绪标签与观看以

及主观情绪标签与观看在 ＬＰＰ 波幅上的差异ꎬ但
从其波形图中可知ꎬ两种情绪标签下的 ＬＰＰ 波幅

均在 ５００—７００ｍｓ 有所增加ꎮ 因此ꎬ进一步将 ＬＰＰ
波幅的时间窗口细分ꎬ以 ５０ｍｓ 为间隔分段统计ꎬ
具体见表 ３ꎮ

表 ３　 各条件下被试的分段 ＬＰＰ 数据(Ｍ±ＳＤ)(单位:μＶ)
统计指标 时间窗口(ｍｓ) 客观情绪标签 主观情绪标签 观看

ＬＰＰ ５００—７００ ５.７８±３.８０ ５.５８±３.５３ ４.７５±２.９９

ＬＰＰ ５００—５５０ ５.６１±３.８２ ４.９２±３.６７ ４.４０±３.１４

ＬＰＰ ５５０—６００ ６.１９±４.００ ５.８８±３.５９ ４.８６±３.２５

ＬＰＰ ６００—６５０ ６.０５±４.１２ ６.０３±３.８０ ４.９７±３.０２

ＬＰＰ ６５０—７００ ５.２６±３.６３ ５.４８±３.６９ ４.７６±３.０６

　 　 再次进行各时间窗口内的统计分析ꎬ结果发

现ꎬ客观情绪标签下 ＬＰＰ 波幅在 ５００—５５０ｍｓ [Ｆ
(１ꎬ３３) ＝ ３.０３ꎬｐ ＝ ０.０９ꎬη２ ＝ ０.３５]和５５０—６００ｍｓ
[Ｆ(１ꎬ３３)＝ ２.２２ꎬｐ＝ ０.０９ꎬη２ ＝ ０.３６]这两个时间窗

口内大于观看ꎻ其余时间窗口内情绪标签与观看

均没有显著差异ꎮ
(２)Ｐ３ 波幅

已发现ꎬ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在 ＬＰＰ

波幅上的变化趋势不同ꎮ 这可能是因为两者在情

绪的符号加工过程上存在差异ꎬ使得情绪调节的

效果表现出不同[１２]ꎮ 因而ꎬ进一步探讨两者在代

表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的额叶 Ｐ３ 波幅上的可能

差异ꎮ 配对样本 ｔ 检验发现ꎬ客观情绪标签下的

Ｐ３ 波幅大于主观情绪标签ꎬｔ(３３)＝ ２.６９ꎬ ｐ<０.０５ꎬ
ｄ＝ ０.３９ꎮ 相应的波形图见图 ５ꎮ

图 ５　 客观情绪标签与主观情绪标签在 Ｆｚ 和 ＦＣｚ 点诱发的波形图和地形图

　 　 三、讨论
已有研究发现情绪标签对情绪的调节可能呈

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１３]ꎬ但这一结果针

对的是客观情绪标签ꎬ主观情绪标签是否也表现

出这种动态过程? 如果标签客观刺激的情绪和标

签自身所体验到的情绪存在差异ꎬ这种差异又会

表现在哪种脑电波上?
本研究中ꎬ被试同时进行客观情绪标签和主

观情绪标签ꎬ结果发现ꎬ客观情绪标签下 ＬＰＰ 波幅

在 ５００—５５０ｍｓ 和 ５５０—６００ｍｓ 两个时间窗口内均

大于观看ꎬ其他时间窗口未发现与观看的显著差

异ꎻ而主观情绪标签下 ＬＰＰ 波幅的这种变化趋势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支持ꎮ 这提示ꎬ标签客观

刺激的情绪和标签自身所体验到的情绪可能确实

存在差异ꎬ使得两者的情绪调节效果表现出不同ꎮ
为进一步探明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情绪标签的可

能差异ꎬ比较两者的 Ｐ３ 波幅ꎬ结果发现ꎬ两者的 Ｐ３
波幅存在显著差异ꎮ 这说明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

情绪标签中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可能不同ꎬ使得

表征情绪调节效果的 ＬＰＰ 波幅也体现出不同的变

化趋势ꎮ
１.情绪调节作用的分析
本研究发现客观情绪标签的情绪调节作用ꎬ

而未证实主观情绪标签对个体情绪体验的调节ꎮ
—２５—



这结果一方面与已有研究一致[１１]ꎬ说明个体用语

言描述刺激的情绪属性这一标签任务可以有效地

降低情绪刺激给个体带来的情绪反应ꎮ 这进一步

证实了阻断理论的主张ꎬ即有意识的加工情绪刺

激能有效地抑制情绪ꎬ从而降低个体对情绪刺激

的反应[１４]ꎮ 但另一方面ꎬ本研究并没有发现阻断

理论对主观情绪标签的预测ꎬ这可能与主观情绪

标签相较于客观情绪标签所具有的自身特点有

关ꎮ 主观情绪标签下ꎬ个体在用语言表达自己的

情绪体验之前ꎬ需要先对其进行系统的加工ꎮ 这

可能因为这对内在情绪的自我反省ꎬ使得主观情

绪标签与客观情绪标签呈现出不同的情绪调节效

果ꎮ 也就是说ꎬ主观情绪标签中同时涉及对自身

情绪的内省和标签过程ꎮ Ｌａｎｅ 等人的情绪意识的

认知发展模型指出ꎬ个体对自身情绪的内省涉及

躯体反应、行为倾向、情绪识别等不同层级的加工

过程ꎬ内省层级越高ꎬ个体所体验到的情绪越强

烈[１５ꎬ １６]ꎮ 据此ꎬ主观情绪标签下对内在情绪的反

省应该产生更大波幅的 ＬＰＰꎬ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

数据的支持ꎮ 这可能是因为主观情绪标签中 ＬＰＰ
波幅的变化是对情绪内省与标签的综合作用ꎬ但
何时体现为内省ꎬ何时体现为标签ꎬ则应进一步分

析主观情绪标签中所涉及的情绪加工过程ꎮ
２.情绪评价过程的分析

理论上看ꎬ主观情绪标签涉及个体对自己情

绪的内省ꎬ并进一步通过标签过程将情绪体验转

换为语言ꎬ内省和标签的综合作用将使个体的情

绪也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变化趋势ꎮ 但这一理

论分析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数据支持ꎮ 这说明ꎬ与
客观情绪标签相比ꎬ主观情绪标签还是存在一些

不同的情绪加工过程ꎬ使得其呈现出不一样的 ＬＰＰ
波幅变化ꎮ 已有研究证实ꎬ客观情绪标签和主观

情绪标签的差异也可体现在皮肤电反应的变化

上[１０]ꎮ 为更直接分析两者内在的情绪加工过程ꎬ
比较两者在表征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的 Ｐ３ 波幅

上的差异ꎮ 结果发现ꎬ两者的 Ｐ３ 波幅存在显著差

异ꎮ 这更说明主观情绪标签存在与客观情绪标签

不同的情绪的符号加工过程ꎬ这种不同有可能是

加工程度的差异ꎬ也有可能是相关脑区的差异ꎬ使
得两者的 Ｐ３ 波幅显示出不同ꎮ

Ｌｅｅ 等人的情绪评价的相互作用模型认为ꎬ情
绪评价涉及情绪与认知的交互作用ꎬ根据情绪的

来源ꎬ情绪评价可分为评价刺激的情绪和评价自

己的情绪[９]ꎮ 两种评价任务均涉及情绪、认知以

及整合情绪与认知相关的脑区ꎬ如杏仁核、外侧前

额叶和背内侧前额叶ꎮ 但这两种指向不同来源情

绪的评价过程ꎬ也会激活一些特异的脑区ꎮ 大脑

在评价刺激的情绪时ꎬ首先由感觉皮层分析刺激

的物理属性ꎬ之后ꎬ由腹外侧前额叶进行更高水平

的加工ꎬ主要涉及调用关于刺激的概念来解释当

前的感觉信息ꎻ而在评价自己的情绪时ꎬ个体在脑

岛处有意识地加工内在状态ꎬ并进一步将其与已

有经验进行整合ꎬ最后在前侧扣带回处形成相应

的情绪体验ꎮ 根据 Ｌｅｅ 等人的模型ꎬ客观情绪标签

中个体主要评价刺激的情绪ꎬ相应的脑区主要涉

及感觉皮层和腹外侧前额叶ꎬ而主观情绪标签中

个体需要评价的是自己的情绪ꎬ经由脑岛和前侧

扣带回完成情绪的加工过程ꎮ 由此ꎬ客观情绪标

签和主观情绪标签虽都涉及将情绪转换为语言的

标签过程ꎬ但其标签的情绪来源不同ꎬ与此相关的

脑区也不同ꎬ产生的情绪反应也会有所不同ꎬ表现

为本研究中所发现的不同的 ＬＰＰ 波幅变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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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文献综述∗

———基于 ＣＮＫＩ 数据知识图谱分析

蒋　 瑾　 唐　 梦　 王 丹 伊　 涂 颖 莹

(安徽建筑大学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６０１)

　 　 [摘　 要] 　 以 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年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数据库收录的有关“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期刊为研究对

象ꎬ分析了近 ２０ 年国内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发展历程ꎮ 运用可视化工具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绘制图谱进行阶段

性分析和多维度综述ꎮ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得出涵盖文献时间分布、主题分布、期刊分布和著者关系等知识图谱ꎬ
并用软件对近年文献进行统计分析ꎮ 总结了近年研究热点的 ４ 个主要内容: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价值观的影响、
网络消费安全性、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大学生行为及其相关因素的研究与探究ꎮ 网络消费研究受全国高校广泛

关注ꎬ更多的社会机构应加入该课题的研究中ꎬ研究者应当不断扩展思维ꎬ多维度多层次掌握大学生网络消费及

其心理ꎬ寻求新的研究方向ꎬ引导大学生树立理性的网络消费观ꎮ
[关键词] 　 大学生ꎻ　 网络消费ꎻ　 心理ꎻ　 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４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５４－０６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使网络消费被越来越多的

人接受ꎮ 第 ４４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由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ＣＮ－ＮＩＣ)在北京发

布[１]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底ꎬ我国网民规模达 ８.５４
亿ꎬ互联网普及率达 ６１.２％ꎬ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

８.４７ 亿ꎬ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 ９９.１％ꎬ我国

网络购物用户规模达 ６.３９ 亿[１]ꎮ １０—３９ 岁群体

占总体网民的 ６５.１％ꎬ其中 ２０—２９ 岁网民群体占

比最高ꎬ达 ２４.６％ꎮ 大学生作为接受和学习新鲜事

物最快的群体之一ꎬ现已成为网络消费的主力军

之一ꎮ 研究者虽然对大学生网络消费进行了多方

面的调查研究ꎬ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仍

不够ꎮ 由数据可知ꎬ研究者的数量呈现出缺乏的

状态ꎬ并未出现核心的作者群体ꎮ 理论研究及高

质量论文明显不足ꎬ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

深度研究呈现出不平衡性ꎮ 本文尝试通过对文献

的时间分布、数量分布、作者分布及关键词的热点

分析等ꎬ对文献研究主题、研究领域和发展趋势进

行归纳总结ꎬ力求给后期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２]ꎮ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１.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上ꎬ主要借助陈超美[３] 教授开发

的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可视化工具ꎬ此工具基于 ＪＡＶＡ 程序

进行数据挖掘、信息处理等新型技术手段ꎬ将蕴含

在整个研究领域的潜在知识、内在逻辑结构等以

图形的方式展现出来ꎬ不仅增强了人们对某领域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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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理解的直观性ꎬ而且可以客观揭示某研究领

域的动态发展态势ꎮ 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软件中的

关键路径算法(Ｐａｔｈｆｉｎｄｅｒ)ꎬ对 ＣＮＫＩ 检索到的大

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研究论文的高产机构合作关系

进行分析ꎻ选择 Ａｕｔｈｏｒ(作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机构)、
Ｋｅｙｗｏｒｄ(关键词)、节点ꎬ对发文作者分布、发文机

构分布及合作情况、主要研究内容等进行可视化

定量分析ꎻ利用 Ｂｕｒｓｔｎｅｓｓ(突现词)功能分析相关

研究领域的热点和现状ꎬ以期对未来高校大学生

网络消费心理相关研究有所裨益ꎮ
２.数据来源

在本次研究中ꎬ将中国知网(ＣＮＫＩ)作为文献

的检索平台ꎬ以“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和“大学生

网络消费”为检索词进行检索ꎮ 为保证检索文献

的准确性ꎬ剔除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

文献中作者或刊名不健全、重复的 １３ 篇文献ꎬ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３ 日ꎬ共获取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有

效文献 ８１４ 篇ꎮ
二、文献计量分析

１.文献时间分布

本文以 ＣＮＫＩ 为检索源ꎬ检索词为“大学生网

络消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ꎬ检索到的文献年

份最早为 ２００２ 年ꎬ最晚为 ２０１９ 年ꎮ ２００１ 年ꎬ中国

移动通信的移动梦网正式开通ꎮ 手机用户可通过

移动梦网ꎬ运用移动游戏、信息点播、网上购物等

多种功能ꎮ 笔者以年份为横坐标ꎬ发表的文献数量

为纵坐标ꎬ建“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

数量的时间分布折线图”(见图 １)ꎮ

图 １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数量的

时间分布折线图(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由图 １ 可知ꎬ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研究

文献呈现出先波动后持续增加的总体趋势ꎬ清晰

呈现出 ３ 个不同的阶段ꎮ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 ５ 年间发文量较低且保持稳定ꎬ这一阶段

共发文 ８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１. ０４０ ３％ꎻ第二阶段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０９ 年 ３ 年间发文量有小幅度上涨ꎬ但
仍保持在较低水平ꎬ共发文 ３９ 篇ꎬ占总发文量的

５.０７１ ５％ꎻ第三阶段从 ２０１０ 年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年间持

续增长ꎬ其中ꎬ２０１８ 年达到峰值 １３１ 篇ꎬ总体呈现

急速上升的趋势ꎮ 第三阶段的发文量为 ７２２ 篇ꎬ占
总发文量的 ９３.８８８ １％ꎮ 从 ２００２ 年到 ２０１９ 年ꎬ发
文量总体呈上升趋势ꎬ表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

心理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ꎮ 自 ２００５ 年网

络消费全面兴起ꎬ文献数量更是直线式上升ꎬ引起

党和政府以及学者们的高度重视ꎮ
２.文献主题分布

关键词是一篇文献的精华所在ꎬ也是反映研

究热点和研究主题的重要标志ꎮ 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将

检索到的有效文献导入后得到关键词共现的知识

图谱ꎮ 网络消费盛行这些年ꎬ在大学生网络消费

及其心理的研究中ꎬ“消费行为” “大学生” “网络

购物”等关键词在不同时期的高频次出现足见研

究课题的关注焦点ꎮ
通过多次的调试程序ꎬ设置适合本次研究的

参数阈值ꎬ生成如图 ２ 所示的关键词共现知识

图谱ꎮ

图 ２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关键词

知识图谱(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该图谱将检索到的信息可视化ꎬ将信息科学

等理论与计量学引文分析、关键词词频共现分析

等方法相结合ꎬ形象地表现了大学生网络消费心

理的核心结构ꎬ将检索到的众多文献加以融合ꎬ最
终得出关键词[４]ꎮ 它将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相关

领域进行数据挖掘和信息处理ꎬ然后把得到的数

据或以知识计量ꎬ或以图谱表现出来ꎬ对后期深入

研究提供参考价值ꎮ 由该图谱可知ꎬ节点数为

１３１ꎬ连线数为 ４２６ꎬ网络密度为 ０.０５ꎮ 由此可得ꎬ
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结构较为紧密ꎮ 由此可知大

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热度一直呈增长趋势ꎮ
—５５—



图 ３　 “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主题(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图 ３ 显示出研究的热点主题ꎬ其中ꎬ网络

消费及其网络购物所占比例最大ꎮ

图 ４　 “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层次(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图 ４ 显示出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研究层次及比

例ꎮ 由图 ４ 可得基础研究(社科)和行业指导(社
科)在研究层次上所占比例较大ꎬ其他研究层次所

占比例较小ꎮ
Ｂｒｕｓｔｎｅｓｓ 突发性节点可以检索突发性关键

词ꎬ指某些年份发表文献中骤增的专业术语ꎬ突变

词可表征相关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５]ꎬ通过整

理被引用频次、梳理共现频次突现度增加的节点或

者是在一段时间里文章的关键词ꎬ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预测领域内研究前沿的演变趋势ꎬ详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研究的关键词

及其强度(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关键词 强度 高频年份

网络游戏 ３.５８６ ６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网络购物 １０.４３６ ３ ２００８—２０１１

网上购物 ３.９９３ ３ 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网络团购 ４.８０９ ２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影响 ３.５９６ ３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理性消费 ３.２４０ ９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消费信贷 ３.１５９ ７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网络借贷 ７.３１４ ４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由表 １ 可知ꎬ国内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

究聚焦的热点为“网络游戏”“网络借贷” “网络购

物”“影响” “理性消费”等ꎬ还可以得出其突变强

度(Ｓｔｒｅｎｇｔｈ)和持续时间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呈现

其突变特征ꎮ 其中ꎬ突变强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出

突变词的兴起和衰落情况ꎮ 突变强度较大且持续

时间较长ꎬ说明这类突变词是较为成熟的研究热

点ꎬ如“网络购物”的突变强度高达 １０. ４３６ ３ꎬ从
２００８ 年到 ２０１１ 年持续了 ３ 年ꎮ 网络购物被越来

越多的人接受ꎬ如何做到合理网络购物也成了一

个网络消费不可忽视的热点问题ꎮ 突变强度较大

但持续时间较短ꎬ说明突发性较强ꎬ如“网络团购”
的突发强度为 ４.８０９ ２ꎬ持续时间仅为 １ 年ꎬ而“网
络借贷”的持续时间为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两年ꎬ突变强

度高达 ７.３１４ ４ꎬ网络团购和网络借贷均为网络消

费发展的中间产物ꎬ网络借贷更是因为大学生的

经济情况特殊而兴起的一种网络产物ꎬ故而此类

突变词为过渡性热点ꎮ 突变强度较低但持续时间

较长ꎬ说明该类突变词是较为稳定的热点ꎮ 如“网
络游戏” 的突变强度为 ３. ５８６ ６ꎬ但持续时间为

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ꎮ 自 ２００６ 年第四代网络游戏开始ꎬ
网络游戏消费逐渐成为大学生网络消费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ꎬ但由于其为网络消费的细节之处ꎬ不
能聚集成规模ꎬ故而突变强度较弱ꎮ

高频关键词的出现使我们可以在研究中看出ꎬ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ꎬ网络消费的方式趋于复

杂化、多样化ꎬ对大学生的网络消费行为产生影响ꎮ
３.文献作者分析

在本次检索到的文献中ꎬ作者共计 １ ２９１ 名ꎬ
将文献导入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 中ꎬ可以得出研

究作者共现图谱ꎬ如图 ５ 所示ꎮ

图 ５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论文

研究作者共现图谱(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由图 ５ 可知ꎬ在本次研究检索的文献中出现了

一些作者合著群体ꎬ其中ꎬ最大的群体由 ６ 人组成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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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来自天津工业大学理学院ꎬ于 ２０１７ 年在杂志

«教育现代化»上发表相应论文ꎮ 黑龙江八一农垦

大学出现 ５ 人组成的合著群体ꎬ在杂志«合作经济

与科技»发文研究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ꎮ 虽图中

含有较多的合著群体ꎬ但是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

心理的研究作者群体结构仍然较为松散ꎬ图中连

线较少代表着其联系并不密切ꎬ节点数为 ３６ꎬ而连

线数仅为 ３３ꎬ合作密度较低ꎮ
成为该领域核心人物的关键点之一是作者发

表文章的数量ꎮ 本研究发现发文 １ 篇的作者有

１ １６９位ꎬ约占总数的 ９０.５５０％ꎬ发文量为 ２ 篇的作

者共 １２１ 人ꎬ占总发文量的 ９.３７２％ ꎬ发文量为 ３
篇的只有一位ꎬ即黄祖辉教授ꎮ 广东医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黄祖辉教授的研究方向为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与理论研究ꎬ他在研究领域有着很

深的造诣ꎬ曾发表论文«大学生网络消费文化取向

反观»«大学生网络消费异化的哲学反思»«大学生

网络消费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探索»等ꎮ 如何判

断我国研究该领域文献的核心作者群成熟度ꎬ本
研究采用综合指数法ꎬ根据普赖斯公式:Ｎ ＝ ０.７４９

ｍａｘ (Ｎ 为可作为候选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ꎬ
ｍａｘ 为统计时间段内最高产作者的发文量)ꎮ 本研

究中 ｍａｘ 的值为 ３ꎬ可以计算得出 Ｎ≈１.２９７ꎬ即规

定核心作者候选人的发文量为 ２ 篇或者 ２ 篇以上ꎮ

本次研究中共有 １２３ 位核心作者候选人ꎬ共发文

２４９ 篇ꎬ被引频次 ７７１ꎬ再根据综合指数公式计算候

选核心作者的综合指数ꎮ 通过计算可知ꎬ候选核

心作者的平均发文量约为２.０２４ꎬ平均被引频次为

２.２６８ꎮ 当综合指数大于 １００ 时ꎬ就可认为该著者

为该领域的核心作者ꎮ 经计算候选核心作者的综

合指数可知ꎬ在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这

一领域的领军人物为黄祖辉教授ꎬ但由研究作者

共现图谱可得ꎬ黄祖辉教授与其他研究者的合作

较少ꎬ并未形成以黄祖辉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体ꎬ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的团队性研究可适当增

加ꎬ加强该领域的研究ꎮ
４.文献机构分析

文献的研究机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机构

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这一领域的研究水平

和重视程度ꎮ 据统计可知ꎬ本次研究检索到的文

献中ꎬ期刊共 ５９１ 篇(包含报纸 １ 篇)ꎬ学位论文共

２４５ 篇(其中ꎬ硕士论文 ２３６ 篇ꎬ博士论文 ９ 篇)ꎬ会
议论文共 ５ 篇(包括国际会议 ２ 篇ꎬ中国会议 ３ 篇)ꎮ

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主要研究机构为

各大高校ꎬ本研究中检索文献涉及 ４６８ 个研究机

构ꎬ其中ꎬ以西南财经大学发文量最多ꎬ共 １１ 篇ꎬ发
文量为 ６—１１ 篇的如表 ２ 所示ꎮ

表 ２　 主要研究机构及其发文量(２００２—２０１９)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序号 机构 发文量

１ 西南财经大学 １１ １０ 浙江大学 ６

２ 郑州大学 １０ １１ 南京邮电大学 ６

３ 福建师范大学 １０ １２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６

４ 西南交通大学 １０ １３ 黑龙江大学 ６

５ 安徽大学 ９ １４ 吉林大学 ６

６ 江西财经大学 ８ １５ 山东大学 ６

７ 安徽财经大学 ８ １６ 河北经贸大学 ６

８ 延安大学 ７ １７ 华中师范大学 ６

９ 山西财经大学 ７ １８ 中国人民大学 ６

　 　 这些高校成为主要研究机构ꎬ 占总量的

３.８４６％ꎬ发文量为 ３—５ 篇的共有 ７１ 个研究机构ꎬ
占总量的 １５.１７０％ꎬ发文量为 １—２ 篇的机构约占

总量的 ８０.９８２％ꎮ 研究机构除各大高校ꎬ还有中国

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公司以及中国人民财产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等社会机构ꎬ凸显

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心理的热点性ꎬ具有一定的研

究水平ꎮ
三、国内大学生网络消费研究热点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

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ꎬ国家的希望在青年ꎬ民族

的未来在青年[６]ꎮ 大学生的网络消费及其心理在

—７５—



一定角度折射出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发展趋势ꎬ其
研究热度近年来也在不断升高ꎮ 关于大学生网络

消费的研究热点内容基本包括以下 ４ 个方面:
１.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价值观、生活等

多方面的影响

电子科技大学的马天琛在博士论文中指出网

络已成为高校学生课堂学习和日常生活的重要组

成部分ꎬ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高校学生思想认识、
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的形成与塑造有着重要的影

响[７] ６ꎮ «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刊发的 «网络文学

消费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对策»探

究了网络文学对大学生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影响及

其对策[８]ꎮ 探究大学生网络消费对其成长的影

响ꎬ已成为研究大学生成长的热点ꎮ
２.大学生网络消费安全性的研究讨论

近年来ꎬ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ꎬ面向大学生的

网络贷款平台迅速袭入高校校园ꎮ 谭子鑫通过调

查影响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的因素ꎬ如生活水平、
生活费来源及网络贷款的用途等ꎬ科学分析ꎬ为政

府职能部门提供解决问题的参考依据[９]ꎮ 厦门大

学的王嘉琪从传播学角度对网络消费信贷产品进

行研究ꎬ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新视角ꎬ研究结果对

大学生今后的信贷消费行为具有指导意义[１０] ４ꎮ
３.大学生网络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

的探究

东华理工大学的张路易分析了当代大学生的

消费类型和范围ꎬ就不同消费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加以剖析ꎬ 概括出大学生消费的主要特征ꎬ探究了

运用绿色消费观引导大学生网络消费的路径[１１] ４－５ꎮ
４.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及相关方面的

探究

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心理的研究较少ꎬ研究

方向也较为单一ꎬ大多为网络购物消费心理或网

络文化消费心理等ꎮ 吉林大学博士刘紫涵分析了

大学生消费网络新闻时的需求和动机ꎬ并且透过

心理特征探寻影响消费心理的因素ꎬ继而通过数

据结果所表明的大学生对网络新闻报道渠道、报
道内容以及报道形式的选择倾向来总结大学生消

费网络新闻的行为特征[１２] ４ꎮ 在网络购物消费心

理上ꎬ学者发现大学生在网络购物中表现出趋我

性、从众性和多元化等消费心理特点ꎬ这些特点受

到消费需求、商品价格和质量、支付风险和售后保

障的影响[１３]ꎮ

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

取向ꎬ青年又处在价值观形成和确立的时期ꎬ抓好

这一时期的价值观养成十分重要ꎮ 关于大学生网

络消费及其心理研究的方向虽然并不相同ꎬ但目

的都是通过研究相关课题ꎬ探讨当代大学生的价

值取向ꎬ从中发现问题ꎬ并提出建设性的意见ꎬ从
而引导当代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ꎮ

四、研究结果及分析

本次研究针对文献的时间、主题、作者和机构

这四大方面ꎬ结合了可视化软件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ꎬ将知网

上检索到的文献绘制成相应知识图谱ꎬ同时使用

计量法进行数学统计ꎮ 大致了解关于大学生网络

消费及其心理的现状ꎬ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预测ꎮ
１.全国高校广泛关注

本研究表明ꎬ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心理受到

广泛关注ꎮ 研究结果显示ꎬ有关大学生网络消费

的文献出自各大高校居多ꎬ研究机构中包含众多

知名院校ꎬ如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

等ꎮ 高校注重这一领域的调查ꎬ便于发现问题ꎬ及
时加以解决ꎮ 近十年来ꎬ关于大学生网络消费及

其心理的研究越来越广泛ꎬ表明这已成为当今社

会的热点问题ꎮ 根据发文量的不断增多ꎬ预计未

来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一领域的文章出现ꎮ
２.研究尚待多元化

(１)从研究机构的角度来看ꎬ本研究发现ꎬ关
注大学生网络消费的研究机构多为各大高校ꎬ少
部分研究机构为社会机构ꎮ 心理学、管理学、经济

学这类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学科方法应用较少ꎮ
社会机构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大学生网络消费及其

心理进行调查ꎬ使研究论文逐渐走向深入和细化ꎮ
(２)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ꎬ在研究中应当不断

扩展思维ꎬ多维度多层次理解大学生网络消费及

其心理ꎬ才能寻求新的研究方向ꎮ
网络消费受到人们的追捧ꎮ 大学生树立何种

消费观ꎬ不仅会影响自身的消费行为ꎬ还会影响社

会其他群体的消费习惯[１４]５ꎮ 大学生思想活跃ꎬ追
求时尚ꎬ对新鲜事物接受速度快ꎬ对网络消费的认

可度高ꎬ但是ꎬ他们的社会阅历尚浅ꎬ对自身的消

费能力认识不足ꎬ 容易在网络消费中迷失自

我[１５]４ꎮ 家庭、高校、社会应当形成合力ꎬ培养当代

大学生正确的网络消费心理ꎮ 多数大学生的主要

经济来源于家庭ꎬ家长对子女的消费可适当做出

约束ꎬ比如要求定期报账ꎬ及时掌握子女的消费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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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ꎬ发现问题ꎬ主动和子女沟通ꎬ防止其盲目、过度

消费ꎮ 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可融入相关知识ꎬ引导

学生正确、合理地进行网络消费ꎬ促其树立科学节

约、理性绿色的消费观ꎮ 社会应加大宣传力度ꎬ弘
扬正确的网络消费观ꎮ 在家庭、学校及社会的多

方努力下ꎬ大学生应自觉提升个人修养ꎬ不断加强自

身建设ꎬ学会不冲动消费ꎬ不在网络消费中迷失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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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要在空间上坚持“平等”ꎬ在时间上考虑“可持

续”ꎬ也要尊重代内与代际之间的环境权益ꎬ以敬

畏自然与生命的意识与自然和谐相处ꎮ 其次ꎬ构
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绿色治理体系ꎬ不仅需要政府

的引导和支持ꎬ也要“发动群众开展环境卫生专项

整治ꎬ教育引导群众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生活方

式” [１０]ꎬ党群同心共同战胜疫情ꎮ 最后ꎬ以生态文

明制度体系筑牢防控疫情的自然防线ꎬ严惩一切

杀害、食用、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的行为ꎬ杜绝打着

“保护自然”的旗号实则获取利益的做法ꎬ依靠法

治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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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生语文读写能力转换的梯度

王 家 伦　 和 苗 苗

(苏州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 苏州　 ２１５１２３)

　 　 [摘　 要] 　 在整合理念的指导下ꎬ历份语文教学大纲与课程标准以及“部编版”教材的编写体系皆体现出读

写结合的趋势ꎬ要求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ꎮ 但是ꎬ在实际教学实践中ꎬ读写结合主要体现的是阅读与写作

之间“道”的结合ꎬ而实际上ꎬ从语文核心素养的基本理念来看ꎬ更应将结合点着眼于“文”ꎬ从“语言的建构与运

用”出发ꎬ注重句、段、篇三个梯度的建构ꎬ以促进学生语文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ꎮ
[关键词] 　 读写结合ꎻ　 语言建构与运用ꎻ　 读写能力转换

[中图分类号] 　 Ｇ６３３.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６０－０５

　 　 一直以来ꎬ“阅读”占据了语文教学的半壁江

山ꎬ“写作”教学名义上很受重视ꎬ但实际上却逐渐

被“边缘化”ꎬ成为语文教学中最令教师和学生头

疼的环节ꎮ “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密切联系一直

得不到应有的重视ꎬ两者逐渐“分道扬镳”ꎮ 随着

语文课程改革的深入ꎬ我们更应重视综合性理念

在教学中的运用ꎬ加强读写之间的联系ꎬ以切实提

高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ꎮ

一、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读写结合理念

在每一次语文课程改革中ꎬ语文课程的性质

以及语文教学的目标一直是被关注的重点ꎬ也是

具体教学实践重要的出发点ꎮ 语文教学应该以提

高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ꎬ提升学生的语

文素养为终极目标ꎬ这一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ꎮ
在这样的改革背景下ꎬ提倡整合教学ꎬ注重读写结

合ꎬ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便成为语文教学新

的探索点ꎮ

１.读写结合是历份教学大纲、课程标准

的一贯要求

强调读写结合ꎬ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ꎬ
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ꎬ这是语文教学一直延

续的思考与探索ꎬ在历份大纲、课程标准中皆可找

到依据ꎮ
１９５６ 年«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便明确

提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应当密切结合的要求ꎬ
认为阅读文章是学生进一步学习写作的基础ꎬ并
直接将作文教学的效果与阅读教学的质量相

关联ꎮ
１９６３ 年«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草案)»

承续 １９５６ 年教学大纲的理念ꎬ进一步指出“课文”
不仅适用于阅读教学ꎬ同时也是写作教学的重要

依据ꎬ并要求教师在对文章的讲读分析中示以“用
词造句、篇章结构”之范例ꎬ以求更好地为写作教

学服务ꎮ
１９７８ 年«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语文教学大

纲(试用)»则从“如何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密切

配合”出发ꎬ将两者转换的连结点更加具体化ꎬ注
重从选择素材、确定中心、选词造句等方面构建阅

读与写作之间的内在联系ꎬ并提出“作文教学时ꎬ
要指导学生灵活运用在阅读中学到的知识和技

能”的要求ꎮ
１９８６ 年 «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以及

１９９２ 年«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语文教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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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用)»进一步继承了读写结合的理念ꎬ并将其具

体化、系统化、完整化ꎮ 不仅要求学生学习仔细观

察分析事物的方法ꎬ而且也提出了学习遣词造句、
连句成段、连段成篇等方法的建议ꎬ从而进一步

“引导学生把从阅读中学到的基本功ꎬ运用到自己

的作文中去”ꎮ
总之ꎬ要求加强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之间的

联系ꎬ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是语文教学大纲、
课程标准的一贯要求ꎮ

２.新课程标准对读写结合的要求更为

具体

作为课程改革具体“产物”的新课程标准对读

写结合的要求更为具体ꎮ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

指出ꎬ写作教学的总目标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

顺地表述自己的意思ꎮ 能根据日常生活需要ꎬ运
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 [１]ꎮ 这里的“表达方式”
并不是教师专门教授的语文知识ꎬ而是在具体的

阅读教学中不断学习总结的结果ꎮ 同时ꎬ在阅读

文章的过程中ꎬ学生可以学习作者的写作技巧与

手法ꎬ感受生动明确的表达方式ꎮ 这些都是“读写

结合”理念的具体体现ꎮ 再者ꎬ各个教学阶段的阶

段目标也有明显的表述ꎮ 比如ꎬ第一学段中明确

指出ꎬ“在写话中要乐于运用阅读和生活中学到的

词语”ꎻ在其他阶段的目标中也表现出阅读与写作

在语句、标点符号、语法、情感等方面的联系ꎮ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中也提出了

相应的建议ꎮ 在“阅读与鉴赏”模块中要求学生在

阅读过程中把握内容ꎬ揣摩文章语言ꎬ并要有自己

的判断、思考ꎬ这些都基于一个出发点ꎬ即要培养

学生独立的思维与想法ꎬ这正可以服务于学生之

后的独立写作ꎻ同时阅读中涉及不同体裁、不同文

类的文章ꎬ学生通过阅读可以学习到多种表现手

法与表达技巧ꎬ这样在写作中便可以根据表达目

的做出合理的选择ꎬ从而不断提高其记叙、说明、
议论等基本表达能力ꎮ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１ 年版)»适应

语文课程改革的浪潮ꎬ承袭了«全日制义务教育语

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的一些观点ꎮ 其中ꎬ它明

确要求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联

系”“重视写作教学与阅读教学、口语交际教学之

间的联系ꎬ善于将读与写、说与写有机结合ꎬ相互

促进” [２]ꎮ 在各个阶段目标中ꎬ也从标点符号、语
言材料、表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具体的阐述ꎮ 凡

此种种ꎬ都体现出通过阅读积累知识ꎬ培养语感ꎬ
输入语言材料ꎬ并在写作中将其输出运用ꎬ不断促

进学生读写能力转换的要求ꎮ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指出ꎬ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综合性、实
践性课程” [ ３ ]ꎮ “综合性”既是学习与生活的综

合ꎬ也是听说读写等语言运用的综合ꎬ这同样也要

求加强阅读与写作之间的联系ꎬ以促进学生读写

能力的转换ꎮ “实践性”是说学生语文知识的获得

和语文能力的取得必须在真实的语文学习情境中

进行具体练习运用ꎬ也就是说学生从阅读中学得

的语文知识、积累的语文材料可以借助写作得到

运用与实践ꎬ从而化“学得”为“习得”ꎬ不断实现其

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ꎬ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核心

素养ꎮ 这些既是对教师组织教学提出的具体要

求ꎬ同时也是相应的教学建议与引导ꎮ

３.“部编本”语文教材读写能力转换理

念的体现

在新课程标准的指导下ꎬ“部编本”语文教材

深入贯彻“整合教学”的理念ꎬ切实注重语文教学

的综合性ꎮ 首先ꎬ从语文教材的板块结构来看ꎬ仍
然是分单元组织教学ꎬ以七年级上册的教材为例ꎬ
该册书共有六个单元ꎬ每个单元都设有阅读教学ꎬ
紧随其后的便是写作教学板块ꎮ 除这两个板块之

外还设有三次综合性学习、两个名著导读和两个

课外古诗词诵读ꎮ 如此设计ꎬ不仅突出了阅读与

写作的重要地位ꎬ同时也体现了综合性的设计理

念ꎬ彰显了编者力求通过读写结合ꎬ切实促进学生

读写能力转换的思考ꎮ
其次ꎬ从板块内的具体内容来看ꎬ较以往也有

了新的调整ꎮ 各个单元不同板块的内容都有统一

的指向ꎬ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板块之间内容相互

联系ꎬ彼此相关ꎮ 如七上第三单元中ꎬ在阅读板块

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再塑生命的人»两篇现

代文ꎬ这两篇皆为写人记事的文章ꎬ运用不同的描

写技巧ꎬ各用其能ꎬ各显神通ꎬ刻画出神态不一、性
格各异的人物ꎬ每个人物都各具特色ꎻ在写作板

块ꎬ则围绕阅读所教所学设置了“写人要抓住特

点”的教学要求ꎬ如此一来ꎬ学生便可以将从阅读

课上学习到的知识与技能及时地运用于写作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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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进行消化吸收ꎬ促进自身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ꎮ
最后ꎬ从板块目标来看ꎬ各个板块都遵循“文

道各一ꎬ文道结合”的原则ꎬ注重“工具性”和“人文

性”的双重教育ꎮ 以七上第一单元为例ꎬ阅读板块

的导语中说到“本单元课文用优美的语言ꎬ描绘了

多姿多彩的四季美景ꎬ抒发了亲近自然、热爱生活

的情怀”ꎬ力求帮助学生树立热爱生活ꎬ热爱自然

的思想情感ꎻ同时也谈到学习本文的一些方法与

重点ꎬ“要重视朗读课文” “把握好重音和停连”
“体会比喻和拟人等修辞手法的表达效果”ꎮ 凡此

种种ꎬ都立足于语文教学的“工具性”ꎬ力求培养学

生的语感ꎬ积累语言素材ꎬ提高语文素养ꎮ 而在写

作板块同样也从“文” “道”出发ꎬ基于阅读板块的

学习有针对性地设置教学目标ꎬ以便使学生及时

地将所学运用于写作中ꎬ切实促进读写结合ꎮ 如

此ꎬ精准把握读写结合的理念ꎬ力求加强阅读与写

作之间的联系ꎬ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ꎬ可谓用

心良苦ꎮ

二、学生语文学习读写能力转换的价值

取向

众所周知ꎬ“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是语

文课程的基本性质ꎮ 语文教学不仅要本着以德树

人的原则ꎬ关注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态度、价值

观ꎬ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格信仰ꎻ另外还要关注

课程的“语文性”ꎬ通过教学不断提高学生的语文

核心素养ꎮ 因此ꎬ读写能力转换ꎬ不仅仅是立足于

思想方面的结合ꎬ更为重要的是要注重语言的建

构与运用ꎬ使学生学会并熟练地将从阅读课中学

习到的语文知识与能力顺利运用于书面表达中ꎬ
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ꎬ切实提高学生的

语文素养ꎮ

１.读写转换不应限于“道”
在具体的教学探索过程中ꎬ常有从“道”出发

关注读与写之间转换的现象ꎮ 如不少语文教师在

教学完朱自清的散文«背影»之后ꎬ在“父子情深”
上大做文章ꎬ极力渲染父爱的深沉伟大ꎬ要求学生

在课后模仿课文来写“母爱”ꎮ 这种基于“道”来进

行语文读写转换的教学设计ꎬ有其必要性ꎬ但也有

本末倒置之嫌ꎮ 单纯的思想陶冶ꎬ不仅会使学生

产生“被说教”的不悦情绪ꎬ同时由于背离语文教

学的主旋律ꎬ因而很难使学生关注到语文课程的

重点ꎮ

２.应该从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出发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是语文教学的出发点与立

足点ꎬ“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ꎬ提
升学生的综合素养”是语文课程的本质要求ꎮ 因

此ꎬ教师在进行读写结合教学设计时主要也应从

语言的建构与运用出发ꎬ立足语文课程的本质属

性ꎬ使学生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品味语言ꎬ培养语

感ꎬ不断积累丰富的词汇、语句等语言材料ꎬ体会

具体的表达方式的用法ꎬ学习各种修辞手法的运

用ꎬ为书面表达准备充足的写作素材ꎮ 教师在写

作教学中可以链接阅读教学中涉及的这些知识与

能力ꎬ让学生通过学习模仿ꎬ不断运用ꎬ不断创新ꎬ
掌握书面表达的技巧ꎬ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

和水平ꎬ从而实现读写能力的转换ꎮ
以“部编版”七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的“写作”为

例———“写人要抓住特点”ꎮ 教师首先要指导学生

仔细观察想要描写的人物ꎬ抓住人物的特点ꎻ接着

要引导学生对其进行描写ꎮ 那么“描写什么”以及

“如何描写”便成为教师指导写作的关键ꎮ 教材在

写作提示中给出了描写五官、描绘衣着等方面的

建议ꎮ 如何将人物的特点用书面语言表达出来且

表现得传神独特呢? 这时教师便可以回归课文ꎬ
将课文中描写精彩的句、段、篇作为学生模仿学习

的案例ꎮ 由于这些课文已经经过教师系统的讲

解ꎬ学生更加熟悉ꎬ稍加点拨ꎬ学生便能够理解接

受ꎮ 接着ꎬ教师再指导学生一步步模仿创作ꎬ将积

累的语言材料进行表达运用ꎬ从而成功完成写作ꎮ
基于语言建构与运用指导学生写作ꎬ把课文用作

学习范本ꎬ将写作为表达的手段ꎬ能够不断提高学

生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ꎬ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积

极转换ꎮ

三、从模仿到创新的读写能力转换过程

阅读教学中的大多数文质兼美的文本基本都

可以作为写作教学的范文ꎬ供学生学习模仿ꎬ通过

不断的练习运用ꎬ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水平ꎮ 一

般而言ꎬ写作教学主要关注“写了什么” “怎么写

的”以及“为何这样写” 三个方面ꎮ 其中ꎬ“写什

么”是文章的选材立意问题ꎬ这可与阅读教学中的

“写了什么”相对接ꎬ即在阅读文章时让学生体会

作者为表达某一情感都写了哪些内容ꎬ启发学生

写文章时要选取典型事件来记述ꎬ这一方面较易

掌握ꎻ“怎么写”是写作教学以及学生独立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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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ꎬ学生“谈写作色变”大都是不知道该如何写ꎬ
因此要与阅读教学中“怎么写的”相联系ꎻ“为何这

样写”与阅读中“为什么这样写”相对接ꎬ主要用于

修改环节ꎬ检查语言表达运用得合理与否ꎬ这一环

节又以“怎么写”为基础ꎮ 因此ꎬ阅读与写作教学

结合的衔接点应重点放在“怎么写”上ꎮ 但是ꎬ“冰
冻三尺ꎬ非一日之寒”ꎬ学生读写能力的成功转换

也不可能一蹴而就ꎬ需要对其通过句、段、篇三个

梯度进行层递式训练ꎮ 下文以记叙性文本的读写

转换为例进行阐述ꎮ
１.第一梯度:仿句、造句

一座座精美的建筑拔地而起ꎬ都始于一砖一

瓦的精心堆砌ꎻ一篇篇优秀作文的完成ꎬ同样也离

不开一词一句的斟酌组合ꎮ 因此ꎬ读写结合的第

一梯度应着眼于句子的练习ꎬ即在阅读教学过程

中ꎬ教师应指导学生关注一些表达生动的语句以

及一些优美新颖的词语ꎬ进行仿句、造句练习ꎬ进
一步使习得的语言材料得到运用ꎬ从而丰富学生

的书面表达素材ꎮ
仿句、造句的练习目的在于每一句话的生动

准确表达ꎬ所以关注的对象不妨放在修辞格的运

用、标点符号的正确使用以及某些程度副词的改

写上ꎮ
比如ꎬ在教学朱自清的«春»这篇文章时ꎬ教师

便可以将文中表达生动新颖的语句作为例子供学

生模仿练习ꎮ 如开头一句“盼望着ꎬ盼望着ꎬ东风

来了ꎬ春天的脚步近了”ꎬ这句运用拟人修辞ꎬ将春

拟人化ꎬ既传达出春天到来的讯息ꎬ同时也让人感

受到了春天来临时的喜悦与期盼ꎬ给人以一种充

满生机的感觉ꎮ 这时可让学生随堂运用拟人的修

辞ꎬ模仿描写其他季节到来时的场景ꎮ 学生可能

会写出如“冬爷爷拖着长长的白胡子ꎬ迈着小碎步

缓缓来到人间”ꎬ如此ꎬ便将僵硬的诸如“冬天来

了”的表达“改装”得更为生动形象ꎬ同时大大增强

了语言的感染力ꎮ 文中还有许多运用修辞的语

句ꎬ教师都可作为范例ꎬ指导学生进行感悟学习ꎬ
并练习运用ꎬ如此进一步丰富学生的表达ꎮ

其次ꎬ文中标点符号的运用也较为丰富ꎮ 在

教学中教师也要指导学生学习运用ꎬ增强语句的

节奏感ꎮ
再者ꎬ恰当的表述“程度”也应作为学生写作

训练的要点ꎮ 例如文中表现小草很嫩的形态时ꎬ
并没有直接用“很嫩很绿”来修饰ꎬ而是化“很”为

叠词ꎬ“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ꎬ嫩嫩的ꎬ绿绿

的”ꎬ将程度副词改成更为形象具体的描绘ꎮ 这也

可以让学生以“这里的风景真好看”为例做模仿练

习ꎬ变死板的程度副词为生动具体的描绘ꎬ从而丰

富学生的语言表达ꎬ增强文章的可读性ꎮ

２.第二梯度:(连)段

连段练习是促进读写能力转换的第二个梯

度ꎮ 每一个段落大都是由一个个完整的句子连缀

而成ꎮ 如果说ꎬ基于句子练习的读写转换更多的

是集中于组词技巧的学习ꎬ那么ꎬ段落的连缀则需

要从描写视角和思路着手ꎬ其关注重点应放在写

作角度以及句与句之间的组织逻辑上ꎮ
同样以«春»这篇文章为例ꎮ 在教学描写花儿

的这个段落时ꎬ教师应指导学生了解作者的描写

思路:作者先是正面描写了桃花、杏花、梨花的形

态与香味ꎬ接着又从侧面描写蝴蝶、蜜蜂的活动ꎬ
进一步烘托花之香ꎮ 最后将视角从高转低ꎬ描写

了遍地的野花ꎮ 作者充分调动了视觉、嗅觉等感

觉器官ꎬ将正侧面描写相结合ꎬ同时又使视角高低

转换ꎮ 这样一来ꎬ将一个个句子巧妙排列组合ꎬ使
得整个段落具体完整ꎬ而且充分展现出事物的特

点ꎬ可谓独具匠心ꎮ 以此为范例ꎬ教师可以指导学

生以“描写校园一角”为例ꎬ要求运用多种感官ꎬ多
种描写方法或者转换视角进行连段练习ꎮ 久而久

之ꎬ学生便可以真正地掌握连段的技能ꎬ进一步提

高语言的组合表达能力ꎬ进而实现其读写能力更

深入的转换ꎮ

３.第三梯度:(成)篇

成篇练习是读写能力转换的第三个梯度ꎮ 要

想室内装修得实用并精致华美ꎬ不仅需要精心选

择每一件家具ꎬ同时还要关注到家具的位置摆放ꎬ
位置摆放不妥当同样也将影响到整体的效果ꎮ 文

章也是如此ꎬ打造好段落之后ꎬ还需要将其合理归

置ꎮ 在这一梯度的练习中ꎬ结合的立脚点应当放

在文章的结构、详略安排以及写作的顺序上ꎮ
结构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文章的整体效果ꎬ因

此ꎬ结构的安排也是写作教学的关键ꎮ 当然ꎬ在有

限的写作教学课堂中难以完全将结构的安排方式

进行系统讲解ꎬ或者说单纯讲一些结构理论显然

不利于学生的学习与消化ꎮ 这时ꎬ教师不妨通过

结构不同的文本的阅读教学ꎬ在解读文本时顺势

引导学生分析并学习文章写作的结构方式ꎬ结合

—３６—



生动形象的范例ꎬ这样更加利于学生的接受与学

习ꎮ 比如ꎬ教师在讲解«春»这篇文章时ꎬ可以引导

学生学习并列式的结构方式ꎻ又可以通过«雨的四

季»这篇文章ꎬ使学生对“总分总”的结构有更清晰

的认识ꎻ抑或通过文章«白杨礼赞»的分析ꎬ来学习

其先抑后扬的独特结构如此一来ꎬ教师便可

以引导学生学习多种具体的结构安排方式ꎬ体味

各种方式的布局谋篇ꎮ 课后也可以指导学生根据

某个主题做“列提纲式”训练ꎬ进一步将心中所想、
运用所学化为笔尖的表达ꎬ逐步提高其谋篇布局

能力ꎬ促进其读写能力的转换ꎮ
其次ꎬ详略的安排也是整个成篇训练中需要

关注的要点ꎮ 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同样需要指

导学生关注并学习文章的详略布局ꎬ“哪些部分要

详写”“哪些部分可以略写”“为什么要详写”以及

“如何详写”ꎮ 比如通过«阿长与山海经»«秋天

的怀念»等多篇文章的学习ꎬ引导学生理解详略叙

述的要义及作用ꎬ学习详略安排的方法ꎮ 之后给

以某个主题及素材ꎬ让学生构思时考虑应该详写

什么ꎬ略写什么ꎬ从而不断提高其在写作中详略得

当、主次分明的意识ꎬ进一步促进其雕饰文章的功

力ꎬ进而更好地促进其读写能力的积极转换ꎮ
再者ꎬ写作的顺序也是需要学习借鉴的部分ꎮ

叙述一件事时ꎬ先叙述什么ꎬ后叙述什么都要有一

定的顺序ꎮ 可以按照事情发生的先后来安排ꎬ也
可以按照空间转换的顺序来安排ꎬ同样也可以按

照时间顺序来记叙ꎬ如此等等ꎮ 通过文章来学习

具体的写作顺序更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成效ꎮ 比

如ꎬ通过«雨的四季»«再塑生命的人»«猫»等文章

的分析ꎬ可以学习按时间展开故事的方法ꎻ通过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文章的学习ꎬ可以分析

空间转换的具体运用方法同样可以通过具体

文本来学习顺叙、倒叙、插叙等多种记叙顺序ꎬ在
学生头脑中储蓄丰富的记述写作方法ꎬ形成相关

的知识框架ꎬ并进行一些相关的成篇练习ꎬ从而将

其内化为学生自觉的思维意识ꎬ转换为切实可行

的书面表达能力ꎬ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ꎮ
以阅读为基础ꎬ以写作为升华ꎬ从句的组织到

段落的连缀ꎬ再到整个篇章的布局ꎬ一步步指导学

生学会合理地进行语言表达ꎬ不仅可以将学生从

阅读中学到的知识与技能逐渐在写作中得到运

用ꎬ而且能够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书面表达能力ꎬ切
实促进学生读写能力的转换ꎮ 基于语言的建构与

运用ꎬ将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紧密联系ꎬ进而提高

学生合理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ꎬ提升学生的

语文核心素养ꎬ这是语文教学的真谛ꎬ也适应了学

生学习的规律ꎬ是较为理想的教学方式ꎮ 当然ꎬ在
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仍然需要教育工作者的共同探

索与尝试ꎬ需要不断地改革与创新ꎮ

[ 参 考 文 献 ]
[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实验稿) [ Ｓ].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１.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 版) [ Ｓ]. 北 京: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ꎬ２０１１.
[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７ 年 版) [ Ｓ]. 北 京: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ꎬ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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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

小说选文的比较分析

刘 玉 婉　 吕 华 亮

(淮北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安徽淮北　 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 　 目前ꎬ不同版本的高中语文教材的选文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ꎬ而不同版本的选文对比研究ꎬ
还有广阔的开拓空间ꎬ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阅读板块中的小说选文就很值得关注ꎮ 从选文概

况、编排方式的特点、助学系统的设置和教学考量等因素ꎬ对高中语文(必修)两个版本教材的小说选文进行比对

分析ꎬ不仅可以看到二者各自的特点ꎬ也可以体现两本教材编选者在选文过程中按照“新课标”对语文课程的教

学要求ꎬ为突出语文教学的工具性和人文性特色做出的种种努力ꎮ
[关键词] 　 高中语文ꎻ　 教材ꎻ　 人教版ꎻ　 苏教版ꎻ　 阅读板块ꎻ　 小说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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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ꎬ各地使用的高中语文教材存在人教版、
苏教版、鲁教版、语文版等不同版本ꎬ同时部编本

也开始进入大众视野ꎬ其中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

使用范围比较广泛ꎬ对它们的对比研究也逐渐引

起学术界的重视ꎮ 如曲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级教育学

硕士李娜的论文«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

教材比较»ꎬ对两版教材的整体结构、编排方式、单
元组织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ꎬ继之比较了二者

阅读部分选文的整体特色ꎮ 南京师范大学 ２０１４ 级

教育学硕士刘艳霞在其毕业论文«人教版与苏教

版高中语文必修选文系统比较研究»中ꎬ对选文教

学系统的编排、篇目、时代分布、空间分布等几个

方面进行比较分析ꎬ同时指出两版教材的教学价

值和文献价值ꎮ 上述研究确实体现了两版教材的

特点ꎬ然而ꎬ一些细部的异同却没有受到学界的关

注ꎮ 综上所述ꎬ本文选择这个论题ꎬ旨在克服过往

研究中存在的大而化之的偏差ꎬ尝试从细部的异

同体会教材编选者的良苦用心ꎬ为此类研究提供

一个可供参考的角度ꎮ

一、“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
修)教材的小说选文概况

１.“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

说选文概况

“人教版”的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人民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出

版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以下简称

“«课程标准»”)编写而成ꎮ 其编排体系分为四大

板块ꎬ即阅读鉴赏、表达交流、梳理探究和名著阅

读ꎮ 阅读鉴赏板块包含精读及自读范文ꎬ表达交

流板块分为口语交际和写作专题ꎬ梳理探究板块

设置梳理归纳和专题探究ꎬ名著阅读板块未有细

化ꎬ我们所研究的小说选文包含在阅读鉴赏板块

中ꎬ大致分布情况如表 １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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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分布概况[１]

册数

单元
必修一 必修二 必修三 必修四 必修五

第一单元
情感与意象

(现代诗歌)
情趣与理趣

(中外抒情散文)
人物与环境

(小说一)
性格与冲突

(中外戏剧)
情节与语言

(小说二)

第二单元
提要钩弦

(古代叙事散文)
含英咀华

(诗经ꎬ楚辞ꎬ汉魏六朝诗歌)
感受与共鸣

(唐宋诗)
情思与意境

(宋元词曲)
披文入情

(古代抒情散文)

第三单元
品人与品文

(记叙散文)
情景交融

(古代抒情散文)
质疑解难

(古代议论散文)
理清思路

(社会科学论文ꎬ随笔)
融会贯通

(文艺学论文)

第四单元
博观约取

(新闻、报告文学)
对话与交流

(演讲词)
启迪与想象

(科普科幻作品)
知人论世

(古代人物传记)
概括与归纳

(自然科学散文)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首先ꎬ“人教版”教材涉猎较

广ꎬ符合新课程标准时代性和人文性的要求ꎮ 其

次ꎬ人教版教材的选文严格遵循文章的体裁特点ꎬ
系统性和逻辑性较强ꎬ每一单元选取同一类型的

文体ꎬ便于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接续性ꎮ 再次ꎬ
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的教学重点是人物、环境、情
节与语言等ꎮ 例如ꎬ必修三中«祝福»«林黛玉进贾

府»«老人与海»的选入具有代表性ꎮ 而在必修五

中又选入了«装在套子里的人» «林教头风雪山神

庙»«边城»ꎮ 从这 ６ 篇小说选文可知ꎬ在时间跨度

上ꎬ都是 ２０ 世纪左右的作品ꎻ在作家地域上ꎬ«老
人与海»是美国作家海明威的作品ꎬ«装在套子里

的人»是俄国作家契诃夫的作品ꎬ其余 ４ 篇则是我

国清朝和民国时期的小说代表作品ꎻ在小说的主

题上ꎬ选取的中国小说主题是对于社会黑暗的揭

露以及对人所处境遇的感慨和无奈ꎮ 选取的外国

小说主题则是对学生进行一种生命教育观的

展现ꎮ
２.“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

的选文概况
语文学科的性质是一个长期争论又十分有价

值的课题ꎬ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

基本属性ꎬ即重视工具性ꎬ突出人文性ꎮ 各教材版

本虽有不同但都应体现这个基本属性ꎮ 苏教版高

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分为 ５ 个模块ꎬ每册

为一个模块ꎬ均有 ４ 个专题ꎮ 专题以话题为序ꎬ其
中包括“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主线(如
表 ２、表 ３ 所示)ꎮ

表 ２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选文概况[２]１４０

人与自我 人与社会 人与自然 语文文化

必修一 向青春举杯
获得教养的途径

月是故乡明
像山那样思考 ———

必修二
珍爱生命

(小说选文)
和平的祈祷(小说选文)

历史的回声
———

慢慢走ꎬ欣赏啊

(小说选文)

必修三
号角ꎬ为你长鸣

(小说选文)
文明的对话 ———

语言ꎬ存在的家园

寻觅文言津梁

必修四 我有一个梦想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小说选文)
———

笔落惊风雨

走进语言现场

必修五 此情可待成追忆 直面人生
科学之光

心连广宇
———

表 ３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小说选文概况例举[３]

序号 篇目 作者 国别 年代 册数

１ «最后的常青藤» 欧亨利 美国 １９ 世纪 必修二

２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肖洛霍夫 苏联 ２０ 世纪 必修二

３ «流浪人ꎬ你若到斯巴» 海因里希伯尔 德国 ２０ 世纪 必修二

４ «林黛玉进贾府» 曹雪芹 中国 １８ 世纪 必修二

５ «祝福» 鲁迅 中国 ２０ 世纪 必修二

６ «品质» 高尔斯华绥 英国 ２０ 世纪 必修三

７ «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 雨果 法国 １９ 世纪 必修四

—６６—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编写方式以专题

的方式展开ꎬ每个专题又有具体的划分ꎬ使我们能

够清晰看到苏教版教材的整体构造ꎬ就其编写特

色而言ꎬ该教材是以人文话题统领专题ꎬ以促进学

生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ꎮ 比如ꎬ由表 ２ 可以看出每

一个必修专题都是以“人文”开头ꎬ继而统领下面

各个专题ꎬ小说选文也遵循这一特点ꎬ引导学生进

行学习ꎬ对文本知识进行探讨ꎬ加强与学生生活和

社会生活的联系ꎻ表 ３ 中介绍了苏教版高中语文

(必修)教材小说选文在节选、国别、地域方面的不

同ꎬ这些选文的目的是丰富学生的人文感受ꎮ

二、“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
修)教材小说的选文比较

１.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情况及小说

选文的占比分析

表 ４ 呈现了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数量的比

较情况ꎮ 由表 ４ 可知ꎬ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

材在文学作品的选文总量上占据优势ꎬ现当代文

学选文占比更胜一筹ꎮ 表 ５ 表明ꎬ人教版高中语文

(必修)教材中小说共有 ６ 篇ꎬ苏教版的小说共选

入 ９ 篇ꎬ在总的篇幅上苏教版更具优势ꎮ 但是ꎬ无
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小

说选文所占的比重都较少ꎬ人教版小说选文占总

体选文的 ６％ꎬ苏教版小说选文占总体选文的 ７％ꎮ
虽然占比较少ꎬ但选文仍遵循了经典选文的原则ꎮ

表 ４　 两版教材文学作品选文数量比较[４]

类 别

版 本
古代文学(篇) 现当代文学(篇) 外国文学(篇) 总计(篇)

人教版 ４２ ２３ １４ ７９

苏教版 ３７ ４７ ２９ １１３

合计 ７９ ７０ ４３ １９２

表 ５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比较

版本 册数 单元(专题) 篇目

人教版
必修三 第一单元 «林黛玉进贾府»«祝福»«老人与海»

必修五 第一单元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装在套子里的人»«边城»

苏教版

必修二

珍爱生命 «最后的常青藤»«说书人»

和平的祈祷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流浪人ꎬ你若到斯巴»
慢慢走ꎬ欣赏啊 «祝福»«边城»«林黛玉进贾府»

必修三 号角ꎬ为你长鸣 «品质»

必修四 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 «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

　 　 由表 ４、表 ５ 可以看出ꎬ人教版高中语文(必
修)教材中的 ６ 篇小说选文都是必读选文ꎬ苏教版

高中语文(必修)教材中 ９ 篇小说选文中的 ７ 篇是

必读选文ꎬ«说书人»和«边城»为选读选文ꎮ 而从

两个版本教材选取的共同篇目———«祝福» «林黛

玉进贾府»«边城»来看ꎬ对«边城»这篇小说选文ꎬ
两版教材的教学要求有所不同:在人教版中该篇

小说是必读篇目ꎬ在苏教版中是选读篇目ꎻ两版教

材为其设定的教学目标的侧重也有所不同ꎬ人教

版教材要求是从三维目标出发ꎬ通过学习这篇小

说ꎬ要求培养学生语言赏析能力ꎬ使学生认识作品

中“翠翠”“傩送”等人物形象ꎬ并在鉴赏湘西的风

土人情上学习作品的叙事笔调ꎬ感受边城的美景、
风俗和人情美ꎮ 而苏教版教材的教学任务中仅将

该文作为培养学生阅读兴趣的选文ꎬ不做具体的

教学要求ꎮ
２.两版教材编排方式与选文来源对比

分析

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在小说

选文的编排方式上也有所差别ꎬ人教版教材按照

分类的方式进行编排ꎬ条理清晰ꎬ自成体系ꎮ 而苏

教版教材则是以专题为基本结构组织编写ꎬ旨在

突出主题思想ꎮ
(１)人教版教材的编排方式和选文来源ꎮ 人

—７６—



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共有 ５ 册必修教材ꎬ每
一册必修内容分为“阅读与鉴赏” “表达与交流”
“梳理与探究”以及“名著导读”４ 个部分ꎮ 在这四

部分中ꎬ每一部分又下设 ４ 个单元ꎬ每一单元都有

“单元提示” “精读、略读课文” “研讨与练习”３ 个

部分ꎮ 小说选文属于“阅读与鉴赏”部分ꎮ 我们所

研究聚焦的小说选文出自必修三与必修五ꎬ人教

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均出自权威出版社ꎬ可见选文

注重经典性ꎮ 如必修三第一单元ꎬ«林黛玉进贾

府»选自小说«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ꎻ«祝福»选自«彷徨»(«鲁迅全集»第 ２
卷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版)ꎻ«老人与海»节

选自«外国短篇小说选(下)» (湖南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７９ 年版)ꎮ 同样在必修五的第一单元ꎬ«林教头

风雪山神庙»节选自«水浒»七十一回本(人民文学

出版社ꎬ１９７３ 年版的第十回ꎬ是清初金圣叹的删节

本)ꎻ«装在套子里的人»选自«契诃夫小说选»(汝
龙译ꎬ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ꎻ«边城»节选

自«边城»(«沈从文选集»)第 ４ 卷ꎬ四川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８３ 年版)ꎮ
人教版教材的选文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

的精髓ꎬ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ꎬ更好地促进学生多

元、开放思维的培养ꎮ 人教版教材选文在本土文

化与外国文化的比重分配上也较为合理ꎬ对于文

化的继承与发展、交流与促进都具有深远的意义ꎮ
(２)苏教版教材的编排方式和选文来源ꎮ 苏

教版教材也包括 ５ 册必修教材ꎬ其最大的特点是选

文的文本组合注重现实境况ꎬ贴合个人自身ꎬ关注

学生的身心发展ꎮ 每册必修教材都有 ４ 个专题ꎬ其
每一个专题都由“专题名称” “导语” “学习板块”
“积累与运用”“写作”等部分构成ꎮ 苏教版教材以

专题为基本结构编写ꎬ突出整合的思想ꎬ其内容组

织不分时代、体裁、题材ꎬ而将文本编辑到一起进

行讨论ꎬ增加了其广域性ꎬ也为我们的小说研究带

来了新意ꎮ 苏教版教材中的小说编排ꎬ如在必修

二的“珍爱生命”专题中ꎬ有«最后的常青藤»选自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王永年译ꎬ人民文学出版

社ꎬ２００３ 年版)ꎻ在“和平的祈祷”专题中«流浪人ꎬ
你若到斯巴»选自«伯尔中短篇小说选»(黄文

华译ꎬ外国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０ 年版)ꎻ在“慢慢走ꎬ欣
赏啊”专题中ꎬ«祝福»选自«鲁迅全集»第二卷(人

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版)ꎬ«边城»选自«沈从文

小说选»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１９８２ 年版)ꎬ
«林黛玉进贾府»选自«红楼梦»第三回(人民文学

出版社ꎬ１９８７ 年版)ꎮ 在这一专题中还包括了其他

文学体裁的篇目ꎬ如«荷塘月色» «听听那冷雨»
«金岳霖先生»«亡人逸事»ꎬ这 ４ 篇是散文体裁ꎬ由
此我们可以看出苏教版教材的编写更加注重文体

的整合ꎮ 细观其小说选文篇目的选择ꎬ苏教版教

材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ꎬ侧重选取具有丰

富文化内涵的作品ꎬ比如«红楼梦»片段的选取ꎮ
同时对于另外两个短篇小说的选取ꎬ则是为了培

养学生阅读的个性化ꎬ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ꎮ 同

样在必修三的“号角ꎬ为你长鸣”专题中ꎬ«品质»选
自«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作品选» (浙江人民出版

社ꎬ１９８１ 年版)ꎮ 必修四的“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

界”专题中的«一滴眼泪换一滴水»选自«巴黎圣母

院»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２ 年版)ꎮ 这些

小说选文的选入都体现了语文教材综合性的编排

理念ꎮ
可见ꎬ无论是人教版还是苏教版教材ꎬ对于小

说的选入都注明了具体出处ꎬ篇目无论是节选还

是全选ꎬ均有标注ꎮ 两版教材都十分注重选取经

典篇目ꎬ但是在选入国外小说作品方面ꎬ人教版略

逊一筹ꎬ仅收入«老人与海»«装在套子里的人»两
篇小说ꎬ侧重以生命教育为主题ꎮ 而在苏教版的

必读篇目中除了«林黛玉进贾府»和«祝福»外ꎬ所
选都是外国小说ꎬ都是以“人”为中心对学生展开

的生命情感教育ꎮ 所以通过两版教材选入的小说

选文的比较可以看出ꎬ在选文方面ꎬ人教版教材坚

持传统ꎬ继承经典ꎻ苏教版教材则吸纳广阔ꎬ继往

开来ꎬ各具优势ꎻ但从总体上看ꎬ两套教材小说篇

目的选择数量总体还是偏少ꎬ建议适量增加小说

选文的比重ꎮ

３.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的单元设置比较

(１)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

单元设置ꎮ 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设置在“阅读与

鉴赏”部分ꎮ 每册教材在“阅读与鉴赏”之下都分

设 ４ 个单元ꎬ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文学体裁来设

置ꎬ以“必修三”为例ꎬ我们可以看出人教版教材小

说选文单元设置的特点ꎬ如表 ６ 所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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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人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必修三小说单元选文举例 [５] １－２

单元 文体 作者 课文

第一单元 小说

曹雪芹

鲁　 迅

海明威

«林黛玉进贾府»

«祝福»

«老人与海»

第二单元 诗词

李　 白

杜　 甫

白居易

李商隐

«蜀道难»

«秋兴八首»«咏怀古迹»«登高»

«琵琶行»

«锦瑟»«马嵬»

第三单元 文言散文

孟　 子

荀　 子

贾　 谊

韩　 愈

«寡人之余国也»

«劝学»

«过秦论»

«师说»

第四单元 科普科技文

周立明

卡尔萨根

加来道雄

«动物游戏之谜»

«宇宙的边疆»

«一名物理学家的教育历程»

　 　 在表 ６ 中ꎬ可以看出各个单元的设置以及所对

应课文的类别、体裁ꎮ 人教版教材必修三小说单

元教学要求是着重欣赏人物形象ꎬ注意情节、环境

与人物的关系ꎬ深入分析小说语言和人物的性格

特征ꎬ感受不同作者的创作风格ꎮ 同样必修五小

说单元的教学要求是要注意把握小说的主题和情

节ꎬ要理解作品蕴含的感情ꎬ分析作者意图ꎬ要从

人物、情节、环境这三点进行分析ꎮ 两版教材关于

小说的教学重点都是在强调学生对于小说三要素

的把握ꎮ
(２)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的单元设

置ꎮ 苏教版教材的单元设置是专题形式ꎬ以“必修

二”为例ꎬ如表 ７ 所示:

表 ７　 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教材必修二小说单元选文举例

专题 珍爱生命 和平的祈祷 历史的回声 慢慢走ꎬ欣赏啊

课文

史铁生

«我与地坛»
[苏联]肖洛霍夫

«一个人的遭遇(节选)»
苏洵

«六国论»
朱自清

«荷塘月色»

余光中

«听听那冷雨»
(节选)

[美]欧亨利

«最后的常青藤叶»
[德]海因里希伯尔

«流浪人ꎬ你若到斯巴»
杜牧

«阿房宫赋»
汪曾祺

«金岳霖先生»

孙犁

«亡人逸事»

[美]海伦凯勒

«假如给我三

天光明(节选)»

[德]安妮弗兰克

«安妮日记»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
辛弃疾«永遇乐京口

北固亭怀古»

曹雪芹

«林黛玉进贾府»

[美]劳伦斯

«鸟啼»
朱启平

«落日»
鲁迅

«祝福»

«勃兰特下跪赎

罪受到称赞»
沈从文

«边城(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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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７ 可见ꎬ苏教版教材并不着重于文学体裁

的划分ꎬ每一个专题涉及多个文学体裁ꎬ同时古今

中外文学也多有选入ꎮ 总体看ꎬ在苏教版教材中ꎬ
必修二、必修三、必修四这 ３ 册教材均有小说的编

入ꎬ但必修二中更为偏重ꎮ 同时在此专题中还包

括其他体裁的选文ꎬ虽然在设置中不如人教版教

材中小说的选文突出ꎬ但是也给此类专题添加了

色彩ꎬ比之人教版教材单元设置的传统性ꎬ苏教版

教材单元设置更具灵活性ꎮ 苏教版教材的小说单

元不够具象ꎬ多是在综合的专题中有所体现ꎬ其小

说教学要求也是对于小说三要素的把握ꎬ注重人

物、情节、环境的分析ꎬ引导学生注重小说语言的

表达以及叙述方式的学习ꎮ 总之ꎬ人教版与苏教

版教材中小说选文的单元设置既有共同之处ꎬ又
各具特色ꎮ

４.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助学系统的比较
语文教材中助学系统是重要的一个学习辅助

工具ꎬ王玉辉先生认为ꎬ“助学系统是人们对学生

的语文自学能力的认识提高的产物” [６]７３ꎮ 人教版

教材持“守正出新”的教学理念ꎬ而苏教版则是以

“人文话题”为统领ꎬ并下设各个专题ꎬ关注学生的

身心发展ꎮ 因此ꎬ由于两版教材选文的理念不同ꎬ
助学系统也各有不同ꎮ

(１)两版教材小说选文的助学系统的特点ꎮ
其一ꎬ人教版的开篇题词“致同学”栏目以书信的

形式展开ꎬ总体阐述模块内容与学习方法ꎻ苏教版

的以主题词的形式呈现ꎬ给出建议ꎮ 其二ꎬ目录形

式不同ꎬ人教版以单元展开ꎬ苏教版以专题形式呈

现ꎮ 其三ꎬ单元(专题)导语各异ꎮ 人教版介绍本

单元体裁、所学内容和语言特色ꎬ单元体裁统一ꎬ
便于教学的系统性ꎮ 苏教版概括主题内容与思想

内涵ꎬ穿插不同的体裁篇目ꎬ与人教版统一性的编

排不同ꎬ更具灵活性ꎮ 其四ꎬ选文注释的方式基本

相同ꎻ其五ꎬ插图设置各具特色ꎮ 两套教材在色彩

的运用中有一定的差别ꎬ如人教版教材中«祝福»
一课的插图ꎬ描绘祥林嫂形象采取的是以淡黄色

作为底色ꎬ素笔勾勒ꎬ形神兼备地展现了封建礼教

压迫下的女性形象ꎮ 苏教版则采用黑白色调ꎬ祥
林嫂右手拄着一根木棍ꎬ左手挎着篮子ꎬ步履蹒

跚ꎬ头发花白ꎬ身形佝偻ꎬ同时在人物刻画的背后

黑色占据主体ꎬ略有留白来反映祥林嫂的悲剧命

运ꎮ 这一黑一白绘图手法形成强烈的对比ꎮ 两版

教材人物刻画明显不同ꎬ描绘的是不同时期的祥

林嫂形象ꎬ学生的直观感受也不同ꎻ其六ꎬ人教版

的“旁注”补充用于选文中知识的拓展ꎬ苏教版的

“对话栏”则用于解读语句段落ꎮ
综上所述ꎬ人教版和苏教版教材的助学系统

的不同特点ꎬ显示了助学系统的丰富性ꎬ为今后语

文教材的完善提供了多种可能ꎮ
(２) 两版教材小说选文作业系统的比较ꎮ 作

业系统看似和助学系统独立分开ꎬ其实是对助学

系统的补充ꎮ 我们不妨对比两个版本教材所选的共

同篇目«林黛玉进贾府»来探讨二者的主要练习目标ꎮ
从课后作业系统来看ꎬ二者的目标各不相同:
人教版对这一篇题目布置的作业是:
研讨与练习


２.同为小说的主要人物ꎬ王熙凤和贾宝玉的出

场有什么不同ꎬ作者介绍这两个人物各用了什么

艺术表现手法?
３.品味下列的语言ꎬ分析他们的不同身份和

性格ꎮ
王熙凤:

(２)天下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ꎬ我今才算见

了! 况且这通身的气派ꎬ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

儿ꎬ竟是个嫡亲的孙女ꎬ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口头心

头一时不忘ꎮ

４.参考下面的资料ꎬ以“话说贾宝玉”为题ꎬ谈

谈你对这一人物形象的看法ꎮ

悲凉之雾ꎬ遍被华林ꎬ然呼吸而领会之者ꎬ独

宝玉而已ꎮ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５] １２

苏教版的作业目标是:
文本研习


２.下面是清人脂砚斋对王熙凤、贾宝玉和林黛

玉的出场做的评点ꎬ你同意他的见解吗? 请说说你

的理由ꎮ

林黛玉出场:
奇眉妙眉ꎬ奇想妙想ꎮ 奇目妙目ꎬ奇想妙想ꎮ
积累与应用


２.脂砚斋评点“林黛玉进贾府”有“总借黛玉一

双俊眼中传来”之语ꎮ 阅读«红楼梦»第六回“刘姥

姥进荣国府”、第三十九至四十回“刘姥姥进大观

园”ꎬ将它们和本文进行比较ꎬ讨论交流不同的“眼

睛”所观察到的不同的生活风貌ꎬ人情世故ꎮ[７]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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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作业设置可以发现:其一ꎬ人教版教材

设置了四个大题ꎬ苏教版教材则是三题ꎬ这是量的

差别ꎮ 其二ꎬ两版教材作业的共同之处是都注重

让学生通过人物的具体表现深入理解人物性格ꎬ
并在此基础上注重挖掘作品细节ꎮ 但人教版教材

比较重视对文本的开掘ꎬ着力点在引导学生把握

作家的写作手法上ꎮ 苏教版教材着眼于拓展学生

的视野ꎬ更加注重学生发散性思维的培养ꎬ体现出

文学阅读感悟的多样性特质ꎮ 人教版教材则注意

技巧的把握忖度ꎬ讲求循序渐进ꎮ 后者锐意出新ꎬ
注意经典的加入ꎬ注重学生思维发散的培养ꎬ提高

学生的参与度ꎬ目标是培养学生的个性ꎮ 那么ꎬ如
何能够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ꎬ是今后语文教材编

写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ꎮ
５.两版教材对新课标的吻合程度比较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标准»(２０１７ 年版)(以

下简称为“新课标”)对语文的课程性质、课程理

念、课程理念、课程结构、实施建议、附录等方面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２００４ 年版)(以

下简称为“原课标”)有较大的转变ꎬ我们可以通过

表 ８ 看到二者的区别ꎮ

表 ８　 两个课程标准的比较

课标

内容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 [８]１ꎬ３ꎬ７ꎬ１４ꎬ１５

( ２００４ 年版)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９]１ꎬ４ꎬ８ꎬ１１ꎬ４１ꎬ５４

(２０１７ 年版)(原来基础上的新增或删减)

课程性质
１.语文作为交际工具ꎬ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

２.提升学生语文素养

１.新增了对课程性质、特点及育人功能的阐述

２.注重发展文化ꎬ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课程理念

１.注重学生的语文素养

２.促进学生项个性能力发展

３.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ꎬ构建开

放ꎬ有序的语文课程

１.坚持以道德育人

２.以核心素养为中心ꎬ促进课程教学的革新

３.注重学习方式的多样兼具实践性

４.构建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

课程结构

１.必修课程依据“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两个目

标ꎬ组成“语文 １”至“语文 ５”５ 个模块

２.选修课程设计 ５ 个系列:诗歌与散文ꎻ小说与戏剧ꎻ
新闻与传记ꎻ语言文字应用ꎻ文化论著研读

１.新设了选择性必修课程

２.以学习任务群的形式展开ꎬ每个部分分别安排 ７－９
个学习任务群

３.突出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这
几个方面的内容始络贯穿教材

课程目标

学生应该在以下 ５ 个方面获得发展:“积累整合”
“感受鉴赏” “思考领悟” “思维拓展” “发
现创新”

１.语言的凝聚

２.语言表达与交流

３.语言梳理立与整合

４.形象思维能力提升

５.发展逻辑思维

６.思维品质改善

７.促进祖国对语言文字的美感体验

８.欣赏文学作品

９.美的表达与创造

１０.传承中华文化

１１.理解多样文化

１２.关注、参与当代文化

实施建议

１.教学建议

２.评价建议:
制定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的评价体系ꎮ (１)通过学

习情境的创设ꎬ开展新的学习方式ꎻ(２)教学方式能

够紧跟时代的步伐ꎻ(３)要求教师的能力与课程开发

与设计共同发展

１.教学建议:
(１)通过创设情境ꎬ开展自主、合作探究学习ꎻ(２)教
学方式要与时代贴近ꎻ(３)教师的能力要与课程共同

发展

２.评价建议:评价主体和评价方式更具广延性

３.增加学业水平考试、高考命题建议、地方和学校实

施本课程的建议

附录 略

１.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增加至 ７２ 篇ꎬ课内外读物强

调文化经典著作、古代小说、古代剧本等的阅读

２. 课内外读物更加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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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研究的两个版本的教材ꎬ是在原课标

指导下编写的ꎬ那么ꎬ它们与新课标要求的吻合程

度到底怎样呢? 以小说选文为例ꎬ我们可以略加

探讨ꎮ
(１)符合新课标的要求ꎬ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

文核心素养ꎮ 两版教材的小说选文的共同之处是

都本着继承经典、弘扬传统的宗旨ꎬ选择古今中外

的经典作品ꎬ有助于继承传统文化ꎬ促进经典永流

传ꎬ注重对学生语文素养的培养ꎬ教学目标的深

入ꎬ基本符合新课标课程理念和课程性质的要求ꎮ
两版教材都注重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

的呈现:在人教版小说选文中«老人与海»«装在套

子里的人»向我们呈现的是两个具有典型特征的

人物形象ꎬ塑造了“硬汉形象”和具有讽刺意味的

“守法良民”形象ꎻ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

«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品质»都是反映人文性的

经典篇目ꎮ 两版教材的不同之处各有侧重ꎬ但二

者都坚守新课程标准的要求ꎬ人教版教材的小说

选文坚持“守正出新”ꎬ在 ６ 篇小说选文中ꎬ有 ４ 篇

是中国小说ꎮ 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ꎬ则
继往开来ꎬ对于新思想的接收面广ꎬ外国小说选文

占比较大ꎬ选文的范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小说ꎬ
都具有时代意义ꎬ如外国小说选文多选择荣获“诺
贝尔文学奖”的作品ꎮ

(２)对照新课标的教学理念、目标和教学建

议ꎬ两版教材均有需要完善之处ꎮ 新课标更加注

重构建开放、多样、有序的语文课程ꎬ重视创设综

合性学习情境ꎬ注重在语文学习中培养学生的自

主性、合作探究性ꎮ 目前这两版教材在小说选文

上ꎬ还需要进一步向新课标靠拢ꎬ课后练习系统仍

需改进ꎮ 从上文的诸多对比可见ꎬ苏教版教材在

选文的覆盖面和课后练习系统的设置上与新课标

要求吻合度更高ꎮ
三、“人教版”与“苏教版”高中语文(必

修)教材小说选文的缺失比较

１.教学方面考量的缺失

对于教学的考量ꎬ我们将从以下 ３ 个方面来对两

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在教学层面的缺失进行比较ꎮ
(１)编排方式ꎮ 人教版教材是以文学的体裁

为线索来组织编写的ꎬ首先ꎬ将同样类型的篇目放

置于一个单元进行教学ꎬ这种编排其实并不利于

知识的传授ꎬ可能使教师在讲授时ꎬ形成固化的教

学模式ꎬ缺少对小说之间的差异性的分析ꎬ也会使

学生在学习时缺少新鲜感ꎬ在之后的复习中可能

只是进行重复性的阅读ꎻ其次ꎬ教师对于节选部分

的小说ꎬ也会很难从整体上进行把握ꎬ如«林教头

风雪山神庙»这一部分的节选ꎬ仅仅说明了林冲被

奸人所害以及后来被逼上梁山的情节ꎬ对于人物

形象的分析来说不够全面ꎬ没能将林冲前期的英

勇豪迈、意气风发表现出来ꎬ对于人物形象的层次

性表现不够ꎬ容易使学生对人物形象的分析形成

偏差ꎻ最后ꎬ小说选文虽具有典型性ꎬ但缺失广泛

性ꎬ所以要注意小说选文量的增加ꎮ
苏教版教材是以专题形式编写ꎬ专题下设各

篇课文ꎬ如必修三“号角ꎬ为你长鸣”中«指南录后

续»«五人墓碑记»«品质»«老王»«离骚»这 ５ 篇课

文中ꎬ就涉及不同体裁的选文ꎬ有文言文、小说、散
文、诗歌ꎬ涉及面很广ꎬ所以教师在进行具体的小

说教学时ꎬ很难对其进行系统把握ꎬ学生在学习

时ꎬ面对多种文体可能也会出现学习重心的偏离ꎮ
同时也存在小说选文篇目较少ꎬ受重视程度不够ꎬ
课程设置不合理等问题ꎬ所以应增加小说选文的

数量ꎬ使小说编排更加合理ꎮ
(２)单元设置ꎮ 人教版教材的小说单元设置

都有单元导语来进行指示分析ꎬ介绍本单元学习

的重难点ꎬ这容易使很多教师的教学停留于书本

提示ꎬ拓展度不够ꎮ 人教版教材的单元设置重视

对于小说文体特征的总体把握ꎬ忽视了不同小说

篇目的独特风采ꎬ如在单元导语中ꎬ介绍小说教学

的重心ꎬ强调时间、地点、人物ꎬ但并未就具体的篇

章给出教学和学习要求ꎮ 在教学中ꎬ«林黛玉进贾

府»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两者的教学侧重点显

然是不同的ꎬ前者对人物描写着墨较多ꎬ后者则对

具体的情节有详细的刻画ꎬ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

中对学生进行引导和把握ꎮ 所以单元导语的设置

应是灵活多变的ꎬ这才能适应不同的教学和学习

要求ꎮ
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则是分布在不同的专

题当中ꎬ如必修四“一滴眼泪中的人性世界”这一

专题中的小说选文«一滴眼泪换一滴眼泪»ꎬ专题

与主题相对应ꎬ但是弱化了小说主题思想的多元

性特征ꎬ会给读者一种先入为主的感觉ꎬ难以调动

学生的学习热情ꎬ不利于教学的开展ꎬ容易造成教

学模式化ꎬ教学脱离时代步伐ꎬ使学生的视野变得

越来越狭窄ꎮ 再比如ꎬ除必修二的单元设置中对

小说有所提及ꎬ其余必修教材和专题涉及甚少ꎬ所
以能够看出ꎬ教材对于小说教学重视程度不够ꎬ课
程设计存在不合理之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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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助学系统ꎮ 助学系统的主要功能是帮助

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ꎮ 在前文中我们也具体介绍

了两版教材助学系统的差别和共同之处ꎬ但是如

果把小说选文放到教学中来考量的话ꎬ问题还是

比较突出的ꎮ 首先ꎬ人教版教材小说单元注释和

标题导语往往能起到辅助教学的作用ꎬ但有时也

会使教师陷入一种固有模式中ꎬ以«边城»一课为

例ꎬ按教材的编写格局ꎬ教师在教学时先引导学生

了解写作背景后再对小说进行分析ꎬ必然带着固

定的思路ꎬ教学效果可能不够理想ꎮ 研讨与练习

环节ꎬ教师如果仅是从文本片段出发ꎬ不利于调动

学生的积极性ꎮ 而在苏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中ꎬ
助学系统与之无异ꎬ只是在最后的课后练习部分

加入单元性的总括学习ꎬ分为 “活动体验” “问题

探讨”“文本研习”ꎬ比之人教版教材ꎬ更重视学生

学习环节ꎬ但是ꎬ插图导语环节却又略逊一筹ꎬ不
够细化ꎬ不够简单明了ꎬ应加以关注ꎬ合理改进ꎮ

总的来说ꎬ把两版教材的小说选文放在教学

层面考量ꎬ都有较为明显的缺失ꎬ有可能导致教师

教学的模式化ꎮ 同时小说选文篇目较少ꎬ课程设

计目标不够突出ꎮ 因此ꎬ我们建议ꎬ教材选文要兼

顾经典与时代性ꎬ适当增加小说选文的数量ꎬ促进

教学方式的改变ꎬ教师的教学思维要不断改进ꎬ坚
持以学生为主体ꎬ重视对小说文本的多元化解读ꎬ
注重对小说的价值分析ꎮ

２.学生学习方面考量的缺失

对于学习者而言ꎬ两版教材的选文是否能够

达到预期的学习目标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

考量ꎮ
(１)知识与能力ꎮ 人教版教材强调关注小说

的人物、环境和情节ꎬ体现出对于小说文体共性的

重视ꎬ可从教与学的双重视角来看ꎬ可能会将之作

为知识去把握ꎮ 但不容忽视的是ꎬ对于小说文体

的学习ꎬ要注意提升学生理解、领会这种文体的能

力ꎮ 如在小说«祝福»中ꎬ祥林嫂是怎样被一步步

逼迫着消逝了生命ꎬ那种生存背景下普遍存在的

女性的悲剧ꎬ值得我们深挖学习ꎬ这绝不是通过一

些知识的把握就能实现的目标ꎮ 苏教版教材关注

专题ꎬ注重对学生主题分析能力的培养ꎬ其缺失在

于忽视了小说文体的特点ꎮ 在同一专题下ꎬ往往

弱化了小说的多义性特征ꎮ
(２)情感态度与价值观ꎮ 从小说选文看ꎬ人教

版教材注重传统ꎬ苏教版教材注重现代品格ꎮ 但

无论如何ꎬ小说的学习都有助于学习者情感态度

的形成和价值观的转变ꎮ 所以ꎬ选取不同地域、风
格多样的小说选文ꎬ才能使学习者体会多样的情

感ꎬ在人类的多种故事框架中ꎬ形成明确的价值标

准ꎮ 比如«老人与海»中那种直面挫折、坚强勇敢、
永不言弃的精神ꎬ对于学生必然有着积极的引导

作用ꎻ而«边城»中展现的纯净与质朴ꎬ可以荡涤现

实的喧嚣与功利ꎬ让学生理解另一种人生况味ꎮ
学生是学习主体ꎬ人教版教材的小说选文、编

排以及助学系统的思路ꎬ对于学生的参与性学习

的重视有待加强ꎬ在这一层面ꎬ苏教版教材展现了

优势ꎻ而在学习的接续性上ꎬ人教版教材小说选文

具有整体的连贯性ꎬ易于让学生把握小说的文体

特征ꎬ苏教版教材则比较分散ꎬ体系性略差ꎮ 人教

版教材坚持传统与创新并举ꎬ苏教版教材重树人、重
学效ꎬ二者都为我们提供了教材编写的一种思路ꎮ

综上所述ꎬ我们发现人教版和苏教版高中语

文(必修)教材的小说选文各有所长ꎬ但相对而言ꎬ
人教版教材总体上人文性不足ꎬ而苏教版教材在

单元设置中缺少体裁的系统性ꎮ 两套教材在小说

篇目的选择上不够具体广泛ꎮ 所以ꎬ二者的交相

融合ꎬ可能是语文教材编写的较好格局ꎮ 希望今

后语文教材中小说篇目的数量可以适当增加ꎬ以
帮助学生涉猎更多的小说作品ꎬ更好地提升学生

小说阅读鉴赏的能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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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格的游戏和游戏的辞格

尹　 群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 　 游戏是人类以追求精神愉悦为目的的一种活动ꎬ游戏可以分为语言的游戏和非语言的游戏ꎬ辞
格游戏是语言游戏的重要门类ꎮ 汉语丰富的辞格游戏催生了独具汉民族特色的文学创作ꎬ形成了许多集趣味性

与文学价值于一体的游戏文学、游戏文体ꎮ 汉语辞格游戏源远流长ꎬ是与汉语汉字的独特性密切相关的ꎮ
[关键词] 　 辞格ꎻ　 语言游戏ꎻ　 辞格游戏ꎻ　 游戏文体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７４－０７

　 　 一、游戏与语言游戏

人是游戏的动物ꎬ人需要游戏ꎬ人在游戏中生

存ꎬ游戏是人生必不可少的部分ꎮ 荷兰文化学家

胡伊青加( Ｊｏｈａｎ Ｈｕｉｚｉｎｇａꎬ１８７２—１９４５)在«人:游
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中说:“你可

以拒绝严肃ꎬ但却无法拒绝游戏ꎮ” [１]４游戏是生命

的一种本能ꎬ“无论我们怎样待它ꎬ游戏具有某种

意义的这个事实ꎬ都意指该行为本身中的一种非

实利主义的特性”ꎮ[１]４

游戏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ꎮ 狭义的“游戏”
指“娱乐活动ꎬ捉迷藏、猜灯谜等ꎮ 某些非正式比

赛项目的体育活动如康乐球等也叫游戏ꎮ” [２]１５８７广

义地看ꎬ人类的许多活动ꎬ几乎一切活动都有游戏

的成分ꎮ
从语言的角度看ꎬ游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语

言文字的游戏ꎬ一类是非语言文字的游戏ꎮ 放风

筝、扔沙包、抽陀螺、踢毽子、打弹珠、斗蟋蟀、滚铁

环、捉迷藏、骑竹马、剪窗花等都是非语言游戏ꎮ
非语言游戏有时会与语言游戏有令人惊讶的相似

性ꎬ这是因为不管语言游戏还是非语言游戏都取

决于人的思维方式ꎮ 比如ꎬ在老鹰抓小鸡的游戏

中ꎬ既没有老鹰ꎬ也没有小鸡ꎬ充当老鹰和小鸡的

人(大人和孩子)ꎬ只是同老鹰和小鸡具有某种相

似性而已ꎮ 我们也可以说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是建

立在比喻格之上的ꎬ是广义的比喻格ꎮ
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ꎬ是人与人交际的媒

介ꎮ 但有的时候ꎬ语言只是被用来满足人们的娱

乐心理ꎬ这就是语言游戏ꎮ 人们喜欢并擅长游戏

自己的语言ꎬ古往今来、古今中外ꎬ莫不如此ꎮ 如

(１) Ｃａｎ ｙｏｕ ｃａｎ ａ ｃａｎ ａｓ ａ ｃａｎｎｅｒ ｃａｎ ｃａｎ ａ
ｃａｎ? (你能够像罐头工人一样装罐头吗?)

(２) Ｉ ｔｈｉｎｋ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ａｔ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ｗｒｏ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 ｗａｓ ｗｒｏｎｇ.(我认为那个学生写在

黑板上的那个“ ｔｈａｔ”是错误的ꎮ)
(３)となりのきゃくはよくかきくうきゃく

だꎮ (隔壁的客人是个爱吃柿子的客人ꎮ)
例(１)例(２)是两则英语绕口令ꎬ例(３)是一

则日语的绕口令ꎬ读起来都佶屈聱牙ꎬ如果从表意

角度、语用角度出发ꎬ它们均为不合格的句子ꎮ 但

这三则例子ꎬ很多外语学习网站都有ꎬ首要目的是

用游戏的方式让外语学习者练习他们不熟悉的语

言ꎬ其次当然是让人在游戏中获得快感ꎮ
历代中国文人喜欢玩高雅的文字游戏ꎬ李佳

琪从汉字娱乐功能的角度把游戏分为“字形游戏、
字音游戏、字义游戏、字序游戏”四类[３]ꎮ 现代很

多网络用语的出现并不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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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ꎬ而只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游戏语言的心理ꎮ
例如:

(４) 你真是丧( ｇａｎ) 心( ｄｅ) 病( ｐｉａｏ) 狂 ( ｌｉ￣
ａｎｇ)!

(５)你怕是石乐志! (谐音:失了智)
(６)有一种饿ꎬ叫妈妈觉得你饿ꎮ 有一种冷ꎬ

叫妈妈觉得你冷ꎮ
例(４)看似不明说ꎬ但又在括号里标出真实想

法ꎬ括号内外词语的意义反差更是凸显了说话人

强烈的爱憎ꎮ 这是一度非常流行的网络新格式ꎬ
是一种书面游戏ꎮ 例(５)是传统的谐音在网络语

境中的重现ꎮ 每天都有大量的网络词语在使用ꎬ
其中谐音词占了很大一部分ꎬ汉语同音词多的特

点给谐音格的广泛持久使用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

件ꎮ 例(６)表达了对过分母爱的一种无奈ꎮ 这种

格式被高频仿拟ꎬ可表达多种多样的意义ꎮ
语言游戏还催生了一些流行语ꎬ比如:“蒜你

狠”“豆你玩”“姜你军”“苹什么” “糖高宗” “油你

涨”“煤超疯”等ꎬ调侃一段时间内价格涨幅过大的

食品及生活必需品ꎮ 这是一种变异了谐音格ꎮ 其

他如“蓝瘦、香菇、猴赛雷、凹凸曼、怪蜀黍”等谐音

词ꎬ与其说是为了取得追新求异的表达效果ꎬ不如

说也是一种全民参与的语言游戏ꎮ
流行的“ＸＸ 体”ꎬ也是一种语言游戏ꎬ通常用

来调侃某种怪异的或出格的文风ꎮ 如“梨花体”ꎬ
调侃其过于口语化ꎻ“知音体”ꎬ调侃其标题过于煽

情ꎻ“羊羔体”ꎬ调侃其过于直白而混乱ꎻ“琼瑶体”ꎬ
调侃其过于烦冗反复ꎬ矫揉造作[４]ꎮ 每一个“ＸＸ
体”出现ꎬ网络立即会出现大批仿拟之作ꎬ这些仿

拟作品思想性、艺术性都不强ꎬ只是网民娱乐自

己、娱乐他人的一个工具ꎮ 游戏是人类的本能ꎬ语
言游戏是重要的游戏品种ꎬ充分运用语言的特点

来娱乐ꎬ是人们游戏心理的一种反应ꎬ也是无法脱

离语言而存在的人类的必然选择ꎮ
二、辞格的游戏和游戏的辞格

１.辞格游戏

辞格即“修辞格”ꎬ也叫作“修辞方式”ꎮ 第一

位给辞格下定义的当属唐钺ꎬ他在«修辞格»一书

中说:凡语文中因为要增大或者确定词句所有的

效力ꎬ不用通常的语气而用变格的语法ꎬ这种地方

叫作修辞格(又叫语格) [５]１ꎮ 此后又有很多学者

在他们的著作中给辞格下定义ꎬ如:
(１)辞格是为了使说话生动有力而运用的一

些修饰描摹的特殊方法[６]４１ꎮ
(２)辞格也称“修辞格” “修辞方式”和“修辞

格式”ꎬ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形成的各种修

饰、加工语言的特定格式[７]１９１ꎮ
(３)修辞格ꎬ简称“辞格”ꎬ也称“语格”“辞藻”

“藻饰”“辞式”ꎮ 它是在修饰、调整语言ꎬ以提高语

言表达效果中形成的具有特定表达作用的和特定

表达形式的特殊的修辞方式或方法ꎬ如比拟、借

代、析字、顶针等[８]４１ꎮ
(４)辞格是为了提高语言表达效果而有意识

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之后ꎬ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
特定模式ꎮ[９]１４

定义(１)明确指出辞格的产生源于对生动有

力的表达效果的追求ꎮ 定义(２)出自国内最通行

的高校教材之一———黄廖本的«现代汉语»ꎮ 定义

(３)来自国内较为权威的语法修辞词典«汉语语法

修辞词典»ꎮ 定义(４)是代表当代修辞研究集大成

的王希杰先生在«汉语修辞学»中给辞格下的定

义ꎬ这几个定义各有侧重ꎬ但无一例外强调了修辞

格的表达效果ꎮ 除了王希杰先生较多关注到语言

的游戏功能ꎬ大多数修辞学著作均更看重修辞格

的一般功能、主要功能ꎬ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辞格

的游戏功能ꎮ ２０ 世纪五十年代的修辞学论著中ꎬ
往往排斥、排除一些辞格ꎬ指责说是旧文人的文字

游戏的工具ꎬ例如:镶嵌等ꎮ 在革命至上、革命与

游戏对立的时代ꎬ这是可以理解的ꎮ 事实上ꎬ游戏

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否认的ꎬ不可

低估的ꎮ 修辞格的游戏功能同样是不可否定的ꎬ
也不应当低估的ꎮ 游戏是人类以追求精神愉悦为

目的的一种活动ꎬ辞格是提高语言表达效果的特

定范式ꎬ两者看似不相关ꎬ实则关系密切ꎮ 游戏是

辞格的“孵化器”ꎬ辞格是游戏的内容与手段ꎬ有些

辞格甚至直接推动了游戏的产生ꎮ 比如顶针格就

催生了多种多样的接龙游戏ꎬ如成语接龙、诗词接

龙等ꎮ 如:
相见恨晚→晚生末学→学贯天人→人面桃

花→花貌蓬心→心口如一→一双两好→好梦成真

→真假难分→分庭抗礼→礼贤下士→仕女如云→
云谲波诡

汉语的成语数量极其巨大ꎬ因此ꎬ成语接龙的

每一步大都具有多种可能ꎮ 例如:
仕女如云→云泥之别→别开生面、别出心裁、

别无二致、别有用心、别有风味、别具只眼、别具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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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ꎮ
仕女如云→云散风流→流星赶月、流离失所、

流金岁月、流金铄石ꎮ
仕女如云→云蒸霞蔚→蔚为大观、蔚然成风、

蔚为大观ꎮ
这些成语孤立地看都是有意义的ꎬ但是他们

的组合却没有意义ꎬ“相知恨晚＋晚生末学”“ 晚生

末学＋学贯天人” “ 学贯天人＋人面桃花”等ꎬ两个

成语组合并没有构成一个更大的语义单位ꎬ不是

一个句法语义结构体ꎮ 它们仅仅依靠首尾相同的

词素链接在一起ꎮ 这种语言形式喜闻乐见ꎬ但它

们的存在ꎬ其主要目的不是传递某种信息ꎬ不是为

了让语言表达更准确、更生动、更形象ꎬ也不是为

了让语言更加得体ꎬ而是出于单纯的游戏的需要ꎬ
目的是娱人娱己ꎬ营造气氛ꎬ协调关系ꎮ 成语接

龙、诗词接龙还可以培养智力ꎬ丰富知识ꎬ提高修

养ꎮ 这种利用某种修辞格式来进行的语言文字游

戏就是辞格游戏ꎮ
２.游戏的辞格

几乎所有的辞格都可用于语言游戏ꎬ比喻、双
关、仿拟、对偶、夸张等常见辞格都可用于游戏ꎬ有
些辞格更是与游戏有不解之缘ꎬ拗口、镶嵌、回环、
拟误、别解、析字等修辞格ꎬ以及上文提到的顶针

格ꎬ都与游戏关系密切ꎮ
(１)拗口格ꎮ 说话写文章讲究流畅ꎬ朗朗上

口ꎬ切忌拗口ꎬ拗口发音难ꎬ听起来不顺ꎮ 故意拗

口的ꎬ可叫作拗口格ꎮ 拗口格可以说就是为游戏

量身定做ꎮ 拗口格属于字音游戏ꎬ是利用汉字的

字音来设计的语言游戏ꎮ 例如 :
[ａ]疏杉低通滩ꎬ冷鹭立乱浪ꎮ 草彩欲夷犹ꎬ

云容空澹荡ꎮ
(皮日休«双声溪上思»)
[ｂ]月出断岸口ꎬ影照别舸背ꎮ 且独与妇饮ꎬ

颇胜俗客对ꎮ
月渐上我席ꎬ暝色亦稍退ꎮ 岂必在秉烛ꎬ此景

已可爱ꎮ
(梅尧臣«五仄体 舟中夜与家人饮»)
例[ａ]四句ꎬ全用双声字ꎮ 例[ｂ]八句ꎬ全都是

仄声ꎮ 故意拗口 ꎬ可叫“拗口诗”ꎮ 再如拗口对

联、拗口儿歌:
屋北鹿独宿ꎬ溪西鸡齐啼ꎮ
娃挖洼出瓦ꎬ 妈骂马吃麻ꎮ
麻妈妈骑马ꎬ马慢ꎬ麻妈骂马ꎻ牛妞扭牵牛ꎬ牛

拗ꎬ牛妞拧牛ꎮ
运用拗口格进行游戏的言语产品就是绕口

令ꎮ 绕口令不仅仅是属于汉语的ꎬ也是属于世界

上其他语言的ꎮ
(２)镶嵌格ꎮ 镶嵌就是“把物体镶入另一物体

内或围在另一物体的边缘” [２]１４３１ꎮ 原始人的艺术

活动是从自己的身体开始ꎬ把某些物体镶嵌到自

己的嘴唇、鼻子、耳朵、手臂等处ꎮ 现代人的耳环、
耳坠ꎬ也是镶嵌的艺术ꎮ 这些镶嵌是非语言的ꎮ
修辞学中的镶嵌格则是语言文字的运用问题ꎬ镶
嵌常用于游戏ꎮ 关汉卿«望江亭»ꎬ谭记儿和白士

中一见钟情ꎬ谭记儿咏诗:
愿把春晴寄落花ꎬ随风冉冉到天涯ꎮ 君能识

破凤兮句ꎬ去妇当归卖酒家ꎮ
镶嵌的四个字是:“愿随君去ꎮ”白士中咏诗:
当垆卓女艳如花ꎬ不记琴心未有涯ꎮ 负却今

宵花底句ꎬ 卿须怜我尚无家ꎮ
镶嵌的四个字是:“当不负卿ꎮ”
所谓的药名诗、地名诗、人名诗都是镶嵌格的

运用ꎬ如:
[ａ]云母屏开ꎬ珍珠帘闭ꎬ防风吹散沉香ꎮ 离

情抑郁ꎬ金缕织硫磺ꎮ 柏影桂枝交映ꎬ从容起ꎬ弄

水银塘ꎮ 连翘首ꎬ掠过半夏ꎬ凉透薄荷裳ꎮ 一钩藤

上月ꎬ寻常山夜ꎬ梦宿沙场ꎮ 早已轻粉黛ꎬ独活空

房ꎮ 欲续断弦未得ꎬ乌头白ꎬ最苦参商ꎮ 当归也ꎬ
茱萸熟ꎬ地老菊花荒ꎮ (辛弃疾 «满庭芳静夜

思»)
[ｂ]自从益智登山盟ꎬ王不留行送出城ꎮ 路上

相逢三棱子ꎬ途中催趱马兜铃ꎮ 寻坡转涧求荆芥ꎬ
迈岭登山拜茯苓ꎮ 防己一身如竹沥ꎬ茴香何日拜

朝廷? (吴承恩«西游记»三十六回)
例[ａ]ꎬ镶嵌了“云母、珍珠、防风、沉香、郁金、

硫磺、柏叶、桂枝、苁蓉(从容)、水银、连翘、半夏、
薄荷、钩藤、常山、缩砂(宿沙)、独活、续断、轻粉、
乌头、苦参、当归、茱萸、熟地、地黄、菊花”等二十

六种中药ꎮ 例[ｂ]ꎬ镶嵌了“益智、王不留行、三棱

子、马兜铃、荆芥、茯苓、防己、竹沥、茴香”等九味

中药ꎮ
(３)谐音格

一———忆多娇、 二———耳边 风、 三———散 秋

香、四———思乡马、五———误佳期、六———柳摇金、
七———砌花 台、 八———壩 陵 台、 九———救 情 郎、
十———舍利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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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湖 游 览 志 余 » 中 记 载 了 一 套 数 字 隐

语[１０]１１３ꎬ这套数字的创制就是利用了谐音辞格ꎮ
造词者用这种近乎游戏的方式造出了这组目的是

为了掩人耳目的数字表达方法ꎮ 谐音格ꎬ也是语

音的游戏

(４)歇后格ꎮ 是故意省去短语或句子的最后

部分ꎬ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ꎬ歇后格也常用于游

戏ꎮ 比如ꎬ章太炎著名的歇后对联:
国之将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为

“国之将亡必有妖”与“老而不死是为贼”是文

人们耳熟能详的两句话ꎬ分别出自«礼记中庸»
和«论语宪问»ꎬ章太炎故意省去最后两个字

“妖”“贼”ꎬ以引导读者用猜谜的方式联想出来ꎬ以
退为进ꎬ达到充分嘲讽康有为的目的ꎮ

(５)析字格ꎮ 是利用对汉字的字形加以变化

来达到娱乐效果的游戏ꎬ属于字形游戏ꎮ 这是汉

语修辞的独特品种ꎬ是具有强烈游戏色彩的一个

辞格ꎮ 析字格是灯谜、字谜的主要创作手法ꎮ
例如:

“四面不透风ꎬ一人在当中ꎬ若是猜囚字ꎬ其实

没猜中” (因)
“坐在水中ꎬ当怕水冲ꎻ放在水中ꎬ无影无踪”

(盐)
“什么字ꎬ两个口?”(回或吕)
“什么字ꎬ三个口?”(品)
“什么字ꎬ四个口?”(田)
“什么字ꎬ五个口?”(吾)
人们还可以用析字格来创作对联ꎬ如:
[ａ]长巾“帐”内女子“好”ꎬ少女为“妙”ꎻ

山石“岩”中木古“枯”ꎬ此木为“柴”ꎮ
[ｂ] 迎送远近通达道ꎻ

进退迟速逗逍遥ꎮ
例[ａ]ꎬ长＋巾＝帐ꎬ女＋子＝好ꎬ山＋石＝岩ꎬ此＋

木＋柴ꎮ 例[ｂ]ꎬ上下两联 １４ 个汉字ꎬ左边的部件

都是“辶”ꎮ
最经典的例子莫过于 «世说新语 » 的一段

记载:
魏武尝过曹娥碑下ꎬ杨修于碑背见题作“黄绢

幼妇ꎬ 外孙齑臼”八字ꎬ 魏武谓修曰:“解不?”答

曰:“解ꎮ”魏武曰:“卿未可言ꎬ 待我思之ꎮ”行三十

里ꎬ 魏武乃曰:“吾已得ꎮ” 令修别记所知ꎮ 修曰:
“黄绢ꎬ色丝也ꎬ于字为‘绝’ꎻ幼妇ꎬ少女也ꎬ于字为

‘妙’ꎻ外孙ꎬ女子也ꎬ于字为‘好’ꎻ齑臼ꎬ受辛也ꎬ于
字为‘辞’ꎻ所谓‘绝妙好辞’也ꎮ”魏武亦记之ꎬ与

修同ꎬ乃叹曰:“我才不及卿ꎬ乃觉三十里ꎮ”
“黄绢幼妇”采用的是析字格ꎬ一代奸雄都要

行三十里才能明白的词语ꎬ当然不是为了传递和

交流信息ꎬ而仅仅是一个考验他人猜谜能力的语

言游戏ꎮ
(６) 拟误格ꎮ 说写者明知其错而故意利用错

误的说法来达到某种修辞效果的格式ꎮ 拟误格又

叫飞白ꎮ 拟误格往往可以形成幽默的语言效果ꎬ
«笑林广记»中有如下记载:

庸师惯读别字ꎮ 一夜ꎬ与徒讲论前后«赤壁»
两赋ꎬ竟念“赋”字为“贼”字ꎮ 适有偷儿潜伺窗外ꎬ
师乃朗诵大言曰:“这«前赤(拆)壁贼»呀ꎮ”贼人

惊ꎬ因思前而既觉ꎬ不若往房后穿逾而入ꎮ 时已夜

深ꎬ师讲完ꎬ往房后就寝ꎮ 既上床ꎬ复与徒论及«后

赤壁赋»ꎬ亦如前读ꎮ 偷儿在外叹息曰:“我前后行

藏ꎬ悉被此人识破ꎮ 人家请了这样先生ꎬ看家狗都

不消养得了ꎮ” [１１]１５

同形异音异义的汉字多ꎬ语言学习和运用中

都需要区别开这些多音多义汉字ꎬ而故意混淆同

形异音异义的汉字ꎬ也是拟误格的一种ꎮ 例如:
[ａ]海水朝朝朝朝朝朝朝落

浮云长长长长长长长消ꎮ
[ｂ]长长长长长长长ꎻ

长长长长长长长ꎮ
例[ａ]是山海关孟姜女庙里的对联ꎮ 可读作:
海水潮ꎬ朝朝潮ꎬ朝潮朝落ꎻ
浮云长ꎬ常常长ꎬ常长常消ꎮ
例[ｂ]据说是豆芽店里的对联ꎮ 上联ꎬ一、三、

五、六读若“ ｃｈáｎｇ”ꎮ 二、四、七读若“ ｚｈǎｎｇ”ꎮ 下

联相反ꎬ一、三、五、六读若“ｚｈǎｎｇ”ꎬ二、四、七读若

“ｃｈáｎｇ”ꎮ
(７) 回环格ꎮ 也是一个主要用于游戏的辞格ꎮ

回环是一种常见辞格ꎬ是指词序的颠倒ꎮ “回环ꎬ
就是重复前一句的结尾部分ꎬ作为后一句的开头

部分ꎬ又回过头来用前一句的开头部分作为后一

句的结尾部分ꎮ” [９]２８７把两个字词相同而排列次序

不同的言语片段紧密相连ꎬ产生循环往复的意趣ꎬ
体现事物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或相互对立的关

系ꎮ 例如:“自然的美和美的自然”“语言的美和美

的语言”等ꎮ 汉语没有形态ꎬ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

和虚词ꎬ这是产生回环的肥沃的土壤ꎮ 回环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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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显示汉语特点的辞格ꎮ 回环是汉人语言文字游

戏的最爱ꎮ 于是产生了回文文化、回文诗、回文

词:如明代蒋一蔡«咏春»ꎬ“莺啼岸柳弄春晴晓月

明 ”ꎬ这十个字按照前七后三的格式ꎬ可以读成一

首用回环格写的诗ꎮ
莺啼岸柳弄春晴ꎬ柳弄春晴晓月明ꎮ 明月晓

晴春弄柳ꎬ晴春弄柳岸啼莺ꎮ
这首踏春诗并无多少文学价值ꎬ其价值在于

通过游戏愉悦了诗人和读者ꎮ 回环绝品ꎬ苏惠的

«璇玑图»也是如此ꎮ ８４０ 个汉字ꎬ可以读出三言、
四言、五言、七言诗歌 ３７５２ 首ꎬ的确是个奇迹ꎬ但其

中并无多少好诗ꎬ它的价值和蒋一蔡的«咏春»一

样在于游戏ꎮ
三、辞格的游戏和文学创作

辞格不仅仅可以用于日常的游戏ꎬ也可以用

于文学创作ꎮ 朱光潜说:“苦闷起于人生对于‘有
限’的不满ꎬ幻想就是人生对于‘无限’的寻求ꎬ游
戏和文艺就是幻想的结果ꎮ” [１２]５７“从民歌看ꎬ人对

文字游戏的嗜好是天然的、普遍的ꎮ 凡是艺术都

带有几分游戏意味ꎬ诗歌也不例外ꎮ 中国诗、中文

字游戏的成分有时似过火一点ꎮ 我们现代人偏重

意境和情趣ꎬ对于文字游戏的成分不免轻视ꎮ 一

个诗人过分地把精力放在形式技巧上ꎬ固然容易

走上轻薄纤巧的路ꎬ但如果把诗中文字游戏的成

分一笔勾销ꎬ也未免操之过‘急’ꎮ 就史实说ꎬ诗歌

起源时就已与文字游戏发生密切的关联ꎬ而这种

关联一直维持到现在ꎬ不曾断绝ꎮ 其次ꎬ就学理

说ꎬ凡是真正能引起美感经验的东西都有若干艺

术价值ꎮ 巧妙的文字游戏ꎬ一直引起美感ꎬ也是不

容讳言的ꎮ” [１２]４７－４８

[ａ]“老猫老猫ꎬ上树摘桃ꎮ 一摘两筐ꎬ送给老

张ꎮ 老张不要ꎬ气的上吊ꎮ 上吊不死ꎬ气得烧纸ꎮ
烧纸不着ꎬ气得摔瓢ꎮ 摔瓢不破ꎬ气得推磨ꎮ 推磨

不转ꎬ气得做饭、做饭不熟ꎬ气得宰牛ꎮ 宰牛没血ꎮ
气得打铁ꎮ 打铁没风ꎬ气得撞钟ꎮ 撞钟不响ꎬ气得

老鼠乱嚷ꎮ” (朱光潜«北平歌谣»)
[ｂ]“玲珑塔ꎬ塔玲珑ꎬ玲珑宝塔十三层ꎮ 塔前

有座庙ꎬ庙里有老僧ꎮ 老僧当方丈ꎬ土地六七名ꎮ
一个叫青头楞ꎬ一个叫楞头青ꎻ一个是僧僧点ꎬ一

个是点点僧ꎻ一个是奔葫芦把ꎬ一个是把葫芦奔ꎮ
青头楞会打磬ꎬ楞头青会捧笙ꎬ僧僧点会吹管ꎬ点

点僧会撞钟ꎻ奔葫芦把会说法ꎬ把葫芦会念经ꎮ”
(朱光潜«北平歌谣»)

从修辞角度看ꎬ例[ａ]是句式反复ꎮ 例[ｂ]是
顶针和列举分承手法ꎮ 朱光潜说:“这种搬砖弄瓦

式的文字游戏是一般歌谣的特色ꎮ 它们本来也有

意义ꎬ但是着重点并不在意义而在声音的滑稽凑

合ꎮ 如专论意义ꎬ这种叠床架屋的堆砌似太冗沓ꎬ
但是一般民众爱好它们ꎮ 正因为其冗沓ꎮ 他们仿

佛觉得这样团转自如的声音凑合有一种说不出来

的巧妙ꎮ” [１２]４６朱光潜深刻地指出了这些民谣歌谣

的创作意图不是表情达意ꎬ不是文以载道ꎬ而是以

语音的巧妙配搭让人们获得心理上的快感ꎮ
除了民谣和儿歌ꎬ 许多经典的小说里也有辞

格游戏的描写:
陈淑媛道:“妹子刚才斗草ꎬ屡次大负ꎬ正要另

出奇兵ꎬ不想姐姐走来忽然止住ꎬ有何见教?”紫芝

道:“这斗草之戏ꎬ虽是我们闺阁一件韵事ꎬ但今日

姐妹如许之多ꎬ必须脱了旧套ꎬ另出新奇斗法ꎬ才

觉有趣ꎮ”窦耕烟道:“能脱旧套ꎬ那敢情妙了ꎮ 何

不就请姐姐发个号令?”紫芝道:“若依妹子斗法ꎬ
不在草之多寡ꎬ并且也不折草ꎮ 况此地药苗都是

数千里外移来的ꎬ甚至还有外国之种ꎬ若一齐乱

折ꎬ亦甚可惜ꎮ 莫若大家随便说一花草名或果木

名ꎬ依著字面对去ꎬ倒觉生动ꎮ”毕全贞道:“不知怎

样对法? 请姐姐说个样子ꎮ”紫芝道:“古人有一对

句对得最好: ‘风吹不响铃儿草ꎬ雨打无声鼓子

花ꎮ’假如耕姐姐说了‘铃儿草’ꎬ有人对了‘鼓子

花’ꎬ字面合式ꎬ并无牵强ꎮ 接着再说一个或写出

亦可ꎮ 如此对法ꎬ比旧日斗草岂不好玩?” [１３]７６

«红楼梦»也有类似描写: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豆官等四

五人ꎬ都满园中顽了一回ꎬ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

着ꎬ坐在花草堆中斗草ꎮ 这个说:“我有观音柳ꎮ”
那个说:“我有罗汉松ꎮ”那个又说:“我有君子竹ꎮ”
这个又说:“我有美人蕉ꎮ”这个又说:“我有星星

翠ꎮ”那个说:“我有月月红ꎮ”这个又说:“我有«牡

丹亭»上的牡丹花ꎮ”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

枇杷果ꎮ” [１４]２３７

闺阁里的姐妹们起初是以实花来斗ꎬ斗到后

来ꎬ越斗越来劲ꎬ韵味愈斗愈浓ꎮ 运用实物ꎬ采集

百草来斗ꎬ是属于非语言的ꎬ加入了对偶格的斗草

游戏既是一种比拼知识面的游戏ꎬ也是一种语言

游戏ꎬ对偶辞格的运用ꎬ增加了游戏的难度ꎬ也促

进了游戏的精致与高雅ꎮ
宝塔诗也是辞格的游戏的产物ꎮ 宝塔诗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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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递进格ꎬ是从唐代的“一七体”演变发展出来

的ꎮ 一七体ꎬ从一个字开始ꎬ逐步递进:二、三、四、
五、六ꎬ直到七个字ꎮ 底部宽大ꎬ顶部尖尖ꎬ逐层收

缩ꎬ像等腰三角形ꎮ 例如:
呆

秀才

吃长斋

胡须满腮

经书解不开

纸笔自安排

明年不请自来

(吴敬梓«儒林外史»)
这是递进格的运用ꎮ 递进格ꎬ又叫“层递”ꎬ

“就是采取阶梯式关系来排列句子ꎬ表达客观事物

之间逐步发展的关系ꎬ常常是由浅入深ꎬ由小到

大ꎬ从 轻 到 重ꎬ 从 低 到 高ꎬ 层 层 深 入ꎬ 逐 次 加

码” [９]３１６ꎮ
语言游戏是文人学士、才子佳人发挥想象力

和聪明才智的大舞台ꎬ苏东坡一家以及他们的朋

友们都是个中高手ꎬ正史野史都留下他们不少佳

作ꎮ 苏东坡曾仿拟刘邦的«大风歌»:“大风起兮鼻

飞扬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ꎮ”来嘲笑刘贡父ꎮ 秦少

游赞美苏小妹ꎬ写了一首怪诗ꎬ用“静思伊久阻归

期忆别离时闻漏转”１４ 个字构成的一个大圆圈ꎬ苏
小妹答以“采莲人在绿杨津一阙新歌声漱玉”１４ 个

字构成的一个大圆圈ꎬ苏东坡见后提笔写了“赏花

归去马如飞酒力微醒时已暮”１４ 个字构成的一个

大圆圈ꎮ 这三个圆圈上的字分别可读出三首七言

诗来:
静思伊久阻归期ꎬ久阻归期忆别离ꎮ 忆别离

时闻漏转ꎬ时闻漏转静思伊ꎮ
采莲人在绿杨津ꎬ在绿杨津一阙新ꎮ 一阙新

歌声漱玉ꎬ歌声漱玉采莲人ꎮ
赏花归去马如飞ꎬ去马如飞酒力微ꎮ 酒力微

醒时已暮ꎬ醒时已暮赏花归ꎮ
三首诗歌都是顶针和反复的巧妙结合ꎮ 比较

而言ꎬ苏东坡的这个大圆圈的怪诗ꎬ可谓回文辞格

游戏的绝品ꎬ形义俱佳ꎬ堪称前无古人ꎬ后无来者ꎮ
这是才子佳人的语言游戏、辞格游戏ꎮ 这些以游

戏为主要目的ꎬ巧妙运用语音、语形、语义、语序的

特点创作出的文本样式可以叫作“游戏文体”ꎬ“游
戏文体”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ꎮ 拗口

诗、回文诗、藏头诗、宝塔诗、灯谜、字谜均可以称

之为“游戏文体”ꎮ
除了文人雅士、才子佳人ꎬ普通人也喜欢语言

游戏、辞格游戏ꎮ 刘禹锡«陋室铭»:“山不在高ꎬ有
仙则名ꎮ 水不在深ꎬ有龙则灵ꎮ 斯是陋室ꎬ惟吾德

馨ꎮ 苔痕上阶绿ꎬ草色入帘青ꎮ 谈笑有鸿儒ꎬ往来

无白丁ꎮ 可以调素琴ꎬ阅金经ꎮ 无丝竹之乱耳ꎬ无
案牍之劳形ꎮ 南阳诸葛庐ꎬ西蜀子云亭ꎮ 孔子云:
何陋之有?”是仿作的极好版本ꎬ时下仿作极多ꎮ
例如:

术不在高ꎬ能吹则名ꎻ业不在精ꎬ会唬则灵ꎮ
斯是诊室ꎬ惟吾能行ꎮ 抨击同行庸ꎬ贬斥西医蠢ꎮ
自诩具妙手ꎬ回春数业精ꎮ 兼营看手相ꎬ驱灾星ꎮ
无务农之费力ꎬ无经商之劳形ꎮ 逢人即思骗ꎬ遭骂

便装聋ꎮ 心里云:来钱就灵ꎮ
仿刘禹锡«陋室铭»ꎬ抨击时弊ꎬ表达了人们对

于社会黑暗面的不满ꎮ 这可称之为 “仿陋室铭

体”ꎮ 这类仿拟小品ꎬ也是游戏文体ꎮ
四、结语

游戏是人类不可或缺的社会活动ꎬ语言游戏

占了游戏的半壁江山ꎬ辞格游戏又是语言游戏的

组成部分ꎬ其重要性毋庸置疑ꎮ 汉语中的辞格游

戏历史源远流长ꎬ丰富多彩ꎬ这与汉语的特点有密

切关系ꎮ 汉语音系简单ꎬ同音词多ꎬ人们可以基于

相同的语音产生诸多的联想ꎮ 汉语是单音节语ꎬ
缺少形态变化ꎬ语言单位重组非常容易ꎮ 记录汉

语的汉字是形音义兼备的文字ꎬ人们可以利用汉

字的字音、字义、字形、字序的相互关系来设计游

戏ꎬ因此汉语汉字是非常适合语言游戏的语言

文字ꎮ
很少有人从辞格角度专论辞格与游戏ꎬ这是

因为修辞学家们通常更加关注名家名作名篇ꎬ但
我们认为修辞学研究的视野似乎也可以开阔些ꎬ
适当地把大众喜闻乐见的游戏文体纳入研究范

围ꎬ考察游戏与辞格的相互关系ꎬ这不仅仅是因为

有大量的辞格运用于游戏ꎬ更是因为很多游戏本

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辞格游戏ꎬ并由此产生了独

特的汉语游戏文体ꎮ 当然也是因为游戏是人们生

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ꎬ是文化的重要内容ꎮ 比

如有些民俗其实也是一种辞格游戏ꎮ 大红灯笼几

乎成为中国的象征ꎮ 这其实是一种谐音双关:
灯———丁(男丁)ꎮ 闽南语(灯)与(丁)同音ꎬ 故一

般将提灯、闹灯视为人丁旺盛的佳兆ꎮ 台湾习俗

中ꎬ妇女在元宵节穿梭于灯下 ꎬ祈求来年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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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添丁ꎻ在台湾北部桃竹苗客家庄里ꎬ男丁从

农历正月十一日起到家庙挂灯ꎬ称为(起灯)ꎬ谐音

(起丁)ꎬ为新生男丁入族的仪式之一ꎬ含义深远

流长ꎮ
辞格游戏既可以促进游戏的丰富与高雅ꎬ也

有良好的社会功能ꎬ既可以娱乐自己ꎬ调节身心

的ꎬ也可以娱乐他人ꎬ营造良好的社交气氛ꎬ协调

人际关系ꎮ 当然ꎬ它也可以用来针砭时弊ꎬ促进社

会的发展与进步ꎮ 因此ꎬ游戏中的修辞格值得我

们进一步关注和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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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臼湖流域汉语方言形成初探∗

侯　 超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 　 石臼湖流域是江淮官话和吴语的交界地区ꎬ分布有江淮官话、宣州吴语、太湖吴语和移民方言ꎮ
唐宋以来的行政区划跟石臼湖流域官话和吴语的分界大体一致ꎮ 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奠定了沿江城市南京、马
鞍山、芜湖等地官话方言的基础ꎬ但并未进一步深入到离江较远的石臼湖地区ꎮ 石臼湖流域方言是在行政区划、
历史移民、方言接触、自发演变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ꎮ

[关键词] 　 石臼湖ꎻ　 方言ꎻ　 形成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３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８１－０６

　 　 引言

石臼湖位于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高淳区和

安徽省马鞍山市博望区、当涂县的交界地带ꎬ是江

苏、安徽两省的界湖ꎮ 石臼湖西部有长江支流青

弋江、水阳江、姑溪河汇入ꎬ北部经天生桥河(旧名

胭脂河)与秦淮河相通ꎬ南部经石固河、芦溪河与

固城湖相连ꎮ 石臼湖因形状酷似“石臼”而得名ꎬ
湖面 ２００ 多平方公里ꎮ 石臼湖、固城湖和原丹阳湖

同源于古丹阳湖ꎬ因泥沙淤积ꎬ逐渐分化出固城、
石臼、丹阳三湖ꎮ 丹阳湖成湖之初面积很大ꎬ湖面

４０００ 余平方公里[１]２８３ꎮ 唐代诗人李白 «姑熟十

咏丹阳湖»诗云:
湖与元气连ꎬ风波浩难止ꎮ
天外贾客归ꎬ云间片帆起ꎮ
龟游莲叶上ꎬ鸟宿芦花里ꎮ
少女棹归舟ꎬ歌声逐流水ꎮ

此诗前两句描写了丹阳湖波澜壮阔的景象ꎬ
可见直至唐代该湖依然是烟波浩渺的大泽ꎮ 因历

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围垦ꎬ丹阳湖湖面不断

缩小ꎬ目前只剩石臼、固城二湖ꎮ
石臼湖流域处于吴语和江淮官话交界的前

沿ꎬ原属吴语区ꎬ周边有当涂、博望、溧水、高淳一

县三区ꎬ其中当涂西部、北部ꎬ溧水北部的方言以

江淮官话为主ꎬ当涂东部、溧水南部和高淳区以吴

语为主ꎮ 此外ꎬ本区还有移民方言岛分布ꎬ尤以溧

水地区为最ꎮ 据新版«中国语言地图集» [２]ꎬ整个

宣州吴语地区的吴语和官话方言成交错状分布ꎬ
不像其他方言片区那样界限分明ꎮ

目前石臼湖流域的土著吴语受到江淮官话的

冲击ꎬ正在逐步丧失原有的领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ꎬ叶祥苓(１９８４)曾经调查过苏浙皖三省交界处

的方言ꎬ对这一地区的方言分布状况和主要特点

作了初步分析ꎬ其中涉及高淳、溧水和当涂三地的

吴语ꎮ[３]近年来ꎬ石臼湖流域的方言正在逐步受到

学界关注ꎬ但有关该区方言形成原因的研究并不

多见ꎮ 本文从方言分布及方言特点出发ꎬ结合行

政区划、历史移民、方言接触三方面尝试探讨石臼

湖流域汉语方言的形成过程ꎮ

一、历史行政区划与方言分区

从方言分区来看ꎬ石臼湖流域江淮官话和吴

语的分界线自东向西大体上在溧水城区—石湫镇

北部—丹阳镇—薛镇—护河镇—太白镇一线ꎮ 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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臼湖流域的吴语分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太高小

片和太湖吴语毗陵小片:博望区、当涂东部、溧水

西南部、高淳西南部的吴语属于宣州吴语铜泾小

片ꎻ高淳桠溪镇以西(砖墙镇除外)及当涂湖阳镇

西部属于宣州吴语太高小片ꎻ溧水东南部(白马等

镇)、高淳东部桠溪镇属于太湖吴语毗陵小片ꎮ 石

臼湖流域的土著方言为吴语ꎬ主要特征是古塞音

声母今读仍保持三分格局ꎬ多数方言点有六至七

个声调ꎬ且入声分阴阳ꎮ 词汇方面和邻接的太湖

吴语有一些共同特征ꎬ如“下雨”说“落雨”ꎬ“淋
雨”说“沰雨” “去年” 说 “旧年”ꎬ “时候” 说 “辰

光”ꎬ“迟”说“晏”ꎬ“割稻”说“斫稻”等ꎮ 语法方

面ꎬ石臼湖流域吴语表被动可用介词“把” (如高

淳:他把狗咬则)、表处置可用介词“拿” (如高淳:
拿门关起来)ꎮ 石臼湖流域吴语特征的保留显然

与其历史上长期处于吴语的地域范围内有关ꎮ
石臼湖流域的文明可以追溯至新石器时代ꎬ

１９９７ 年高淳薛城遗址的发现ꎬ表明距今 ５５００—
６０００ 年ꎬ这一地区已有人类活动[４]ꎮ 除高淳外ꎬ当
涂、溧水也都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ꎮ 从历史

行政区划沿革来看ꎬ石臼湖流域长期处在同一政

区ꎮ① 西周时期ꎬ石臼湖流域属吴国ꎬ东周时期先

后为越、楚所辖ꎮ 秦朝实行郡县制ꎬ设有丹阳县、
溧阳县ꎬ时石臼流域大部分属丹阳县ꎬ小部分属溧

阳县ꎬ两县先后为鄣郡、会稽郡所辖ꎮ 两汉至西晋

时期隶属丹阳郡ꎮ 西晋时ꎬ于丹阳县南部分置于

湖县ꎮ 东晋及宋、齐、梁、陈的都城都在今南京市ꎬ
此时石臼湖流域属丹阳郡及侨置南豫州、淮南郡

等ꎮ 时另有侨置当涂县ꎬ初无实地ꎬ今当涂县之名

始于此ꎮ 隋开皇十一年(５９１ 年)ꎬ析溧阳西北及丹

阳(江宁和博望交界处)故地东部置溧水县(今溧

水、高淳属之)ꎬ为溧水建县之始ꎮ 隋朝当涂、溧水

之地属丹阳郡ꎬ高淳之地属宣城郡ꎮ 唐朝石臼湖

流域大部属宣州ꎬ隶江南西道ꎬ此时石臼湖地区与

南京地区(属润州ꎬ隶江南东道)已有分隔ꎮ 明弘

治四年(１４９１ 年)ꎬ析溧水西南境置高淳县ꎬ是为高

淳建县之始ꎮ 自北宋始ꎬ溧水、高淳和当涂已有明

确分野ꎬ此后ꎬ石臼湖流域的行政区划基本没有大

的变化ꎬ高淳、溧水始终和南京一起先后为江宁府

(北宋)—建康府(南宋)—集庆路(元)—应天府

(明)—江宁府(清)所辖ꎬ当涂始终和芜湖、繁昌一

起先后为太平州(两宋)—太平路(元)—太平府

(明清)所辖ꎮ
周振鹤、游汝杰(２０１５)指出ꎬ中国古代的行政

区划对方言的发展演化有很大的影响ꎬ一府(或与

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
内的语言有一体化的趋势ꎮ 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

清的府所辖的地域ꎬ对一体化来说非常适中ꎮ[５]６２

石臼湖流域自古属于吴地ꎬ其方言早期显然属于

吴语范畴ꎮ 自东晋以来ꎬ北人南迁ꎬ石臼湖流域自

北向南逐步受到北方方言的影响ꎮ 唐代ꎬ高淳以

及当涂、溧水南部均属宣州(辖今石臼湖流域和芜

湖、宣城、安庆地区)ꎬ而当涂、溧水北部的一小部

分区域属于润州(辖今南京、镇江地区)ꎬ时宣州和

润州的分界线大体跟今天石臼湖流域北部的吴语

和江淮官话的分界线一致ꎬ只是后期随着时间的

推移ꎬ方言分界线略有南移ꎬ可见唐代的行政区划

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和江淮官话的分区有着重要

影响ꎮ
北宋时ꎬ当涂属太平州(辖当涂、芜湖、繁昌三

县)ꎬ溧水、高淳属江宁府ꎬ此后ꎬ太平、江宁名称虽

有沿革ꎬ但辖地基本不变ꎬ当时太平州和江宁府东

部在地理上基本上以石臼湖的中线为界ꎬ这条分

割线也成为今安徽、江苏两省的分界线ꎮ 在地理

上ꎬ石臼湖的阻隔ꎬ使得宣州吴语内部产生分歧:
西部(不包括当涂湖阳镇)属宣州吴语铜泾小片ꎬ
而石臼湖南岸(包括当涂湖阳镇)则是宣州吴语太

高小片ꎮ 这种宣州吴语内部的分区也大体上跟宋

代以来太平州和江宁府的行政分界相一致ꎮ 可

见ꎬ地理上的分割对石臼湖流域宣州吴语的内部

分化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二、历史移民与方言演变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移民是西晋永嘉丧乱

之后的北人南迁ꎮ 永嘉丧乱之前ꎬ苏南、皖南地区

都说吴语ꎬ用吴语传唱的南朝乐府民歌中的“吴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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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历代行政区划的沿革主要参考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ꎬ１９８２)、当涂县志编纂委员会«当涂县志»(中华书

局ꎬ１９９６)、高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高淳县志 １９８６－２００５»(方志出版社ꎬ２０１０)、溧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溧水县志»(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ꎮ



歌曲”就产生于建业一带ꎮ[６] 西晋永嘉年间北方少

数民族乘机攻入长安ꎬ俘晋愍帝ꎬ西晋亡ꎮ ３１７ 年ꎬ
琅琊王司马睿于建康(今南京)即位ꎬ史称东晋ꎮ
永嘉丧乱后ꎬ中原士族臣民大批南迁ꎬ史称“衣冠

南渡”ꎮ 永嘉移民的特点是时间长、数量大ꎬ自永

嘉元年至泰始二年的一百五十年间ꎬ南迁流民达

九十万人之多ꎬ占南朝刘宋人口的六分之一ꎮ[７]４１０

由于移居建康的北方人多是统治阶层和名门望

族ꎬ社会地位很高ꎬ他们所说的语言自然也具有很

高的威望ꎬ因此南方士族纷纷效仿北方口音ꎮ “易
服而与之谈ꎬ南方士庶ꎬ数言可辨ꎬ隔垣而听其语ꎬ
北方朝野终日难分ꎮ” [８]５２９－５３０前贤一般认为ꎬ六朝

时期ꎬ南京方言属于吴语[６]９ꎬ但当地居民实际操北

方话和吴语两种方言ꎬ北方人和南方士人操北方

话ꎬ庶人则操吴语ꎮ 因为北方移民在人口、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占有优势ꎬ北方方言在南京地区

逐渐取代了吴语ꎮ[５]１７

语言的传播路径大体上有两种ꎬ一是人群之

间的传播ꎬ这种传播在中国古代通常是自上而下

的ꎬ即从上层阶级向普通百姓传播ꎬ六朝时期金陵

吴语被北方话取代的过程正是由士族向庶民方向

发展的ꎮ 二是地域之间的传播ꎬ又有跳跃式和渐

进式两种ꎬ前者往往形成方言飞地或方言岛ꎬ后者

则形成地理上相连的方言片或方言区ꎮ 北方话在

南京、芜湖等沿江城市取得优势地位之后ꎬ在地理

上进一步向离江较远的地区推进ꎬ但是由于古代

交通不便ꎬ城乡经济、文化水平差异明显ꎬ这种推

进是非常缓慢的ꎮ 石臼湖地区距离南京城区 ８０ 公

里左右ꎬ古代多是经济上不发达的农村ꎬ加上湖水

阻隔ꎬ所以尽管北方话在濒临长江的南京等城市

逐步取代了吴语ꎬ但是进一步的南推显然受到了

阻碍ꎬ至今仍然没有越过石臼湖ꎬ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石臼湖以北溧水城区仍然能够调查到属于

吴语的“老在城话” [１０]２ꎬ可见ꎬ石臼湖北部地区的

吴语被江淮官话取代还是比较晚近的事情ꎮ 朱蕾

(２０１６)认为皖南的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主要是在

明清以后[１１]ꎬ从时间上来看ꎬ这种说法是有道理

的ꎮ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ꎬ古代北方方言不断

南扩ꎬ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据优势且人口数量

超过土著的北方方言要在它所迁入的中心城市取

代当地方言相对比较容易ꎬ但要在经济文化比较

落后的农村地区取得优势并非易事ꎮ 宋室南迁ꎬ
建都临安(今杭州)ꎬ北方移民所带来的官话在杭

州城区具有优势地位ꎬ致使杭州城成为吴语包围

中的官话方言岛ꎬ但优势的官话方言遭到周围吴

语的抵抗ꎬ从而形成了具有官话色彩的吴语杭州

话ꎮ[１２]古代石臼湖流域交通不便ꎬ且经济、文化上

跟长江沿岸的大城市相比要落后很多ꎬ这种状况

使得这一地区的吴语得以保存ꎮ 相对而言ꎬ长江

沿岸多为人口聚集的中心城市ꎬ北方移民南迁以

后往往定居于此ꎬ士族大户也不愿意进一步往南

迁移到农村去ꎬ所以当时的移民并没有大规模扩

散到石臼湖流域ꎮ 永嘉丧乱之后ꎬ大批的北方移

民都是沿着长江分布的ꎬ除南京外ꎬ今芜湖、马鞍

山等地也被北方移民填充ꎬ«晋书»卷十四«地理

志»载“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ꎬ居芜湖ꎮ 时

淮南入北ꎬ乃分丹杨侨立淮南郡ꎬ居于湖ꎮ 又以旧

当涂县流人渡江ꎬ侨立为县ꎬ并淮南、庐江、安丰并

属豫州ꎮ 宁康元年ꎬ移镇姑熟” [１３]２７２ꎮ “芜湖”当指

今芜湖市ꎬ侨立豫州于此ꎬ“丹杨”即丹阳县(今小

丹阳)ꎬ“于湖”由丹阳县析出ꎬ“姑熟”即今当涂县

城ꎮ 可见ꎬ今长江沿岸的芜湖市、马鞍山市在永嘉

丧乱之后ꎬ都被北方侨民占据ꎬ只是跟南京地区的

移民来源地略有不同ꎬ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包括

当涂县城)的方言均属江淮官话ꎬ这跟永嘉丧乱之

后的北方移民不无关系ꎬ只是因为政治、经济、文
化地位低于南京ꎬ这里的吴方言被北方方言覆盖

的时间略晚于南京地区ꎮ 如上所述ꎬ北方移民到

达江南后集中分布于长江沿岸ꎬ并未扩散到离江

较远的石臼湖地区ꎬ至今ꎬ吴语仍散存于芜湖和当

涂两县的东部和南部ꎮ
第二次移民大潮始于唐安史之乱后ꎬ持续至

五代ꎬ历时近两百年ꎮ 这一时期的移民不像第一

次大移民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ꎬ而是遍布南方各

地ꎬ“其中ꎬ江南、江西、淮南和蜀中吸收了最大量

的移民ꎬ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区域ꎬ福建则是唐末移

民的重要迁入区” [７]２６９ꎮ “江南”指今江苏、安徽两

省的长江以南部分和上海市与浙江省ꎮ 与第一次

迁入江南地区的移民不同ꎬ第二次迁入江南地区

的移民分布范围很广ꎬ今苏州、南京、杭州、绍兴、
宣州、歙县、贵池都是移民聚居的重要地区ꎮ 从移

民分布来看ꎬ第二次大移民主要迁入江南地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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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重要城市ꎬ迁入石臼湖流域尤其是农村地区

的移民相对较少ꎮ 安史之乱后的北方移民方言加

速了沿江城市吴语向北方话发展的过程ꎬ使得北

方方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ꎬ但没有对石臼湖流域

的吴语产生实质性的影响ꎮ
第三次大移民是靖康元年至建炎四年(１１２６－

１１３０)的北方人口南迁ꎮ 据葛剑雄(１９９７)ꎬ此次移

民大约有三个浪潮:金军攻入河北、河东以后ꎬ移
民进入河南和淮南ꎻ攻入淮南后ꎬ移民进入江南ꎻ
攻入江南以后ꎬ一些移民进入岭南、福建以及其他

山区ꎮ[７]２７９北方移民在江南地区分布很广ꎬ临安府

作为南宋都城ꎬ成为北方移民分布的中心地区ꎮ
平江(今苏州)、建康、镇江三府是江南仅次于临安

的移民较多的府州ꎮ 建康及其周边地区(太平州、
池州等)也是北方人民迁入避难的重要据点ꎮ 据

«高淳县志»(１９９８－２０１０)ꎬ高淳境内万人以上大姓

多为南宋期间徙入的后裔ꎬ[１４]９这说明即使是离江

较远的城市也有移民前来定居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
当时北方移民仍以移居中心城市为主ꎬ县城虽有

移民ꎬ数量有限ꎬ农村更少ꎮ 南宋以来ꎬ石臼湖流

域的方言仍以吴语为主ꎬ但自北向南已逐步受到

北方方言的冲击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均

对苏皖长江南岸地区方言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

响ꎬ第一次大移民奠定了北方方言的基础ꎬ第二次

和第三次大移民进一步巩固了北方方言的地位ꎬ
同时使得北方方言的区域不断南移ꎮ 在第三次大

移民时期ꎬ南京、马鞍山、芜湖等集中了数量相对

较大的北方移民ꎬ“此时应已成为北方方言的次方

言区”ꎮ[１５]与第一次大移民主要定居长江沿岸城市

略有不同ꎬ第二次、第三次大移民的范围扩大ꎬ普
通的县城亦有移民迁入ꎬ这些北方移民的方言显

然对石臼湖流域的吴语产生了一些影响ꎬ使得这

一地区的吴语逐渐脱离太湖吴语的轨道而获得了

相对独立的发展ꎮ
除了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大移民ꎬ还有一次局

部移民活动也对石臼湖流域的汉语方言分布产生

了重要的影响ꎬ这就是太平天国战争及战后的大

移民ꎮ １８５１ 年至 １８６４ 年的太平天国战争波及十

六省ꎬ造成生灵涂炭ꎬ人民流离失所ꎬ其中苏浙皖

交界地区因为是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ꎬ人口损

失尤其严重ꎮ 据葛庆华(２００２)统计ꎬ战争期间苏

浙皖交界地区人口损失约 １０４８ 万ꎬ损失率达 ９０.
１％ꎬ战后这一地区有大量移民迁入ꎬ持续半个世纪

之久ꎬ至宣统三年移民达二百余万ꎬ占全区人口的

５８％ꎮ[１６]１战后石臼湖流域移民大部分来自河南、
湖北、皖中和苏北地区ꎬ显然移民的来源地主要是

北方方言区ꎮ 大量移民移居石臼湖流域ꎬ对这一

地区的方言地理分布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ꎬ形
成了为数不少的方言岛(当地人一般称之为“客民

话”)ꎬ其中溧水地区最为明显ꎬ如白马、共和、东屏

等镇的河南话方言岛[１７][１８]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客籍

移民方言只是使得石臼湖流域吴语的生存空间进

一步受到挤压ꎬ但其方言特征并未明显渗入本地

吴语ꎮ

三、方言接触与方言演变

永嘉丧乱和唐末五代的北方移民奠定了沿江

城市南京、马鞍山和芜湖等地北方方言的基础ꎬ至
南宋靖康之变发生历史上第三次大移民之后ꎬ这
几个沿江城市应该已经成为北方方言区了ꎮ 至于

这些城市的方言进一步演变为江淮官话的时期ꎬ
目前尚无确切的材料能够证明ꎮ 刘丹青(１９９７)认
为ꎬ比较稳固而定型的江淮官话区的形成较晚ꎬ是
在原先南方方言(主要是吴语)和不断南下的历代

北方人的方言长期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ꎮ[１９]４４－４５这

种观点很有见地ꎬ历代移民所带来的北方方言不

断地和不同时期的本地方言接触融合ꎬ形成了今

天长江南岸江淮官话的基础ꎮ 在方言的交界地

区ꎬ两种方言之间的接触是必然的ꎬ就石臼湖流域

而言ꎬ这种接触发生的时间相当早ꎬ而且是在持续

不断地进行之中ꎮ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ꎬ在古代ꎬ
本地方言对外来方言的抵抗力量也是不容忽视

的ꎬ尤其是在农村地区ꎮ 由于离江较远ꎬ经济、文
化相对落后ꎬ加之水系复杂、交通不便ꎬ石臼流域

的土著吴语能够保存至今ꎮ 近代以来ꎬ由于经济、
交通条件的改善ꎬ方言之间的接触变得更加频繁

和深入ꎬ从方言发展的大势来看ꎬ沿江的北方方言

持续不断地向南推移ꎬ五六十年代溧水县城还有

吴语存在ꎬ现在基本上已经找不到说吴语的人了ꎮ
当涂东部、溧水南部目前仍属吴语地区ꎬ具有

一些跟江淮官话不同的特征ꎬ如:声母有清浊对

立ꎬ泥来母不混ꎬ侯韵读[ｅｉ] [ø] [ʏ]等ꎬ但因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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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面临江淮官话ꎬ这里的吴语带有一些江淮官话

的特征ꎬ如:古浊音声母出现更多的清化现象ꎻ微
母更多地读零声母ꎻ蟹止摄开口三四等字舌尖化ꎻ
宕江摄主元音读低元音ꎻ通摄主元音央化ꎻ声调数

量五至六个ꎻ次浊上归阴上ꎮ 有些语音特征跟邻

接的江淮官话并不完全一致ꎬ那很可能是早期方

言接触过程中语音折合或后期发展的结果ꎮ 词语

方面跟江淮官话也有一致性特征ꎬ如“今天”说“根
朝”ꎬ“彩虹”说“虹 ｋɑŋ５ / ｋɑ~ ５”ꎬ“谁”说“哪个”ꎬ“西
红柿”说“洋柿子”等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高淳地处石臼湖南岸ꎬ距离沿

江城市较远ꎬ交通相对不便ꎬ所以历史上到达这里

的移民相对较少ꎬ即使是太平天国战争以后ꎬ高淳

地区的土著也显著多于移民①ꎬ这一点跟当涂、溧
水的情况有所不同ꎮ 应该说高淳吴语受到官话方

言的影响相对要小得多ꎬ至今仍然保留一些跟太

湖吴语一致的特征ꎬ如语音方面ꎬ有七个声调、阳
入为低升调、覃韵有读[ʏ]的现象等ꎻ词汇方面ꎬ雄
性动物前加“雄”(如“雄鸭”)、雌性动物后加“婆”
(如“鸡婆”)等ꎮ 有些太湖吴语难觅的说法甚至还

能在高淳方言中找到遗迹ꎬ例如“茄子”高淳方言

说“落苏”ꎬ太湖吴语基本上已被“茄子”取代ꎬ只在

上海方言中还保存着ꎮ
前文指出ꎬ自北宋以来ꎬ高淳一直和南京在同

一行政区内ꎬ而与镇江、常州不同区ꎬ行政区划的

阻隔也使得高淳地区的吴语跟太湖吴语有明显不

同的特征ꎬ这些特征不少都是晚期自发形成的ꎬ例
如奉微母读重唇音[ｂ] [ ２０ ]、咸山摄开口一二等字

读[ｉｅ](如“三 ɕｉｅ１”) [ ２１ ]、次浊上归阴平[ ２ ２ ]、边音

自成音节、“去”白读[ｋｈ əʔ７]、“关”读[ʨｙｅ１]等ꎮ
当涂、溧水地区的吴语也有一些既不同于江淮官

话也不同于高淳吴语的特征ꎬ例如古浊音声母今

读强气流辅音、山摄开口一二字有鼻韵尾丢失的

现象(如“山”读[ｓæ１])、果摄元音高化或裂化等ꎮ
还有个别的吴语方言点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语音特

征ꎬ如博望方言第一人称代词说[ｎｉｅʔ７]、第二人称

代词说[ｎｉｅʔ８]ꎬ两者只有声调差异ꎮ 石臼湖流域

复杂的语音面貌表明ꎬ在语言接触的前沿地带ꎬ土
著方言在跟外来强势方言接触的过程中ꎬ会在剧

烈的抵抗中缓慢地接受外源方言的影响ꎬ同时在

演变的过程中也可能产生一些新的独有特征ꎬ方
言接触加上方言自身的演变可能导致本土方言变

得跟周边的方言都不一样ꎬ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

淳吴语ꎮ 多种方言之间的接触还可能导致一字多

音现象ꎮ 溧水石湫镇西部横山村覃韵个别字有三

种不同口音ꎬ例如“胆”读[ｔã３][ｔｉａ３][ｔʊ３]ꎬ三种形

式之中ꎬ[ｔｉａ３]和[ｔʊ３]是吴语层次ꎬ[ｔã３]是江淮官

话的层次ꎮ 不同的读音形式之间相互竞争ꎬ最终

只有一种胜出ꎮ

四、结语

石臼湖地区是江淮官话和吴语交界的前沿ꎬ
结合语言的外部环境来看ꎬ江淮官话是本区强势

方言ꎮ 历史上ꎬ官话方言和吴语的总体发展趋势

是北进南退ꎬ目前这种趋势仍在石臼湖流域上演ꎮ
石臼湖流域马鞍山、当涂地区属于皖南ꎬ而目前整

个皖南地区的强势方言是江淮官话ꎮ 关于皖南地

区强势江淮官话的形成ꎬ郑张尚芳(１９８６)和孟庆

惠(２０００)秉持“移民说”ꎬ前者认为江淮官话主要

是江北移民带来的ꎬ后者认为历史上的永嘉移民、
晚清移民和抗战移民都是皖南江淮官话形成的重

要原因ꎮ[ ２ ３ ][２ ４ ] ２３３８－２３３９朱蕾(２０１６)不同意二人的观

点ꎬ认为皖南强势江淮官话主要是明清以后标准

语通过文教力量在皖南持续推行的结果ꎮ[ ９] 我们

认为ꎬ皖南强势方言江淮官话的形成不能一概而

论ꎬ有些在很大程度跟历史移民有关ꎬ如沿江的马

鞍山、芜湖等ꎬ这些城市永嘉丧乱之后就成为北方

移民聚居之地ꎬ唐末五代和宋室南迁时期也都是

北方移民南迁的重要据点ꎬ这些城市的江淮官话

是在本地方言和不断南下的历代北方人的方言长

期接触融合之下逐步形成的ꎮ 朱蕾(２０１６)也承认

芜湖、当涂等沿江城市江淮官话的形成及发展可

能和南京、扬州等方言基本同步或略后ꎮ[ １１ ] 可见

南京、马鞍山、当涂县城等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形

成较早ꎬ且形成之后基本上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

状态ꎮ 这些沿江城市的江淮官话不断向东南方向

推进ꎬ蚕食石臼湖流域吴语的地盘ꎬ则是比较晚近

的事情ꎬ直到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ꎬ溧水城区还有吴

语存在ꎬ目前部分靠近江淮官话的镇村多种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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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存的现象ꎬ也直接证明了江淮官话和吴语

之间的竞争关系ꎮ 石臼湖流域的吴语跟主流吴语

有很多不同ꎬ特别是石臼湖南岸的高淳方言ꎬ早期

曾被认为是“古韵方言活化石”ꎬ其实它的很多特

点大都是后期音变的结果ꎬ当然也有一些特点跟

方言接触密切相关ꎬ如麻韵主元音读[ ａ]等ꎮ 总

之ꎬ我们认为石臼湖流域方言的形成是行政区划、
历史移民、方言接触和自发演变共同作用的结果ꎬ
这些因素在不同时期发挥了程度不等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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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释文»术语“依字”研析

姚　 徽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１２００)

　 　 [摘　 要] 　 «经典释文»为南朝入唐的学者陆德明所撰ꎬ“经注毕详ꎬ训义兼辨”ꎬ是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

之学具有总结性意义的一部巨著ꎮ 其中的术语“依字”在«释文»中出现约一百余频次ꎬ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和

用法ꎮ 从术语本身含义分析ꎬ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之词义者ꎬ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

下文中所承载之词义者ꎮ 从术语的使用情况分析ꎬ陆氏用“依字”辨析误用、混用字ꎬ呈现字、词对应的复杂关系ꎬ
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ꎮ

[关键词] 　 «经典释文»ꎻ　 术语ꎻ　 “依字”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８７－０７

　 　 «经典释文»①(以下简称“«释文»”)三十卷ꎬ
为南朝入唐的学者陆德明所撰ꎮ 卷一为序录ꎬ包
括“序”“条例”“次第”“注解传述人”四个部分ꎬ说
明著书的缘由、全书体例、内容安排的次序及其理

由ꎬ以及各种经典的师承源流和各家传注ꎮ 卷二

至卷三十依次为«周易» «古文尚书» «毛诗» «周
礼»«仪礼» «礼记» «春秋左氏传» «春秋公羊传»
«春秋穀梁传» «孝经» «论语» «老子» «庄子» «尔
雅»等十四部古籍考证字音、辨别字义ꎬ同时对于

经典异文也多所考证ꎬ记载了多种版本的异同ꎮ
是我国早期对众多古籍中的疑难文字进行集中解

释的“音义”总集之一ꎮ
陆德明生活在陈、隋、唐三朝ꎬ他经历了朝代

的兴衰更替ꎬ也体察到经学由分裂向统一转化的

趋向ꎬ对因分裂给经学带来的混乱有比较清晰的

认识ꎬ看到当时的经义阐释“微言久绝ꎬ大义愈乖ꎬ
攻乎异端ꎬ竞生穿凿”ꎬ 因此ꎬ他“研精六籍ꎬ采摭

九流ꎬ搜访异同ꎬ校之苍雅” [１]１ꎬ撰成«经典释文»ꎮ
«释文»注音的基本体例是“摘字为音”、兼释

“经”“注”ꎬ即摘出经典正文和注文中的单字ꎬ加以

音释ꎮ 释义的基本体例是 “胪列诸说ꎬ并下己

意” [２]８３ꎬ做到 “经注毕详ꎬ训义兼辨” («释文
序»)ꎮ 这样的体例使«释文»集六朝音注之大成ꎬ
成为对前代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具有总结性意义

的一部巨著ꎮ 它不仅是阅读古代文献的重要工具

书ꎬ还为后人研究音韵、词义和文字提供了极为丰

富而珍贵的资料ꎬ所以它既有很高的文献学价值ꎬ
又有很高的语言本体研究价值ꎮ «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评价此书“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

家ꎬ又兼载诸儒之训诂ꎬ证各本之异同ꎮ 后来得以

考见古义者ꎬ注疏以外ꎬ惟赖此书之存ꎮ 真所谓残

膏剩馥ꎬ沾溉无穷者也”ꎮ
如此重要而体量庞大的作品ꎬ最大化发挥其

价值的前提是准确把握«释文»全书的体例及其系

列训注方式、术语、内涵ꎬ在正确理解陆氏训解之

意的基础上以此为桥梁展开对 １４ 部儒道经典的深

入全面研究ꎮ
陆德明本人对«经典释文»条例的直接说明主

要出现在«序录»之中ꎬ主要从撰著目的、范围、注
音的原则、异文的收录等方面进行了说明ꎮ 吴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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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９－２７
[作者简介] 姚　 徽ꎬ女ꎬ安徽和县人ꎬ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ꎮ

①　 «经典释文»刊行版本及其流布的情况ꎬ资料很多ꎬ但杂而零碎ꎮ 本文以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黄焯断句之«经典释文»为工作底本ꎬ旁参

北京图书馆藏宋刻宋元递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版)、«经典释文»四部丛刊初编本(以通志堂本别据叶石君校宋本)、«经典释

文»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等ꎮ



仕、黄焯、万献初、岳利民等学者对«释文»体例都

有阐发ꎬ对正确解读«释文»贡献很大ꎬ但«释文»中
相关的体例研究远未充分展开ꎬ尚有不少可以深

入研究的内容ꎬ下面试对术语“依字”作一较为详

细的论析ꎮ
一、“依字”的含义
陆氏使用“依字”这个术语ꎬ字面上义为“依从

字义”ꎬ古代学者“字义” “词义”不分ꎬ仔细对比ꎬ
可以发现陆氏“依字”术语所依从的意义可分为两

大类ꎬ一类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

的词义(当然ꎬ对于多义词而言ꎬ指的是与文义匹

配的那个词义)ꎻ一类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

上下文中所承载的词义(不一定是此字字形所记

之词的本有之义或固定用法)ꎮ 下面详细言之ꎮ
１.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

载之词义者

(１)依陆氏注语所明确出示之字

筑场:直羊反ꎬ下同ꎮ 本又作塲ꎬ塲依字失阳

反ꎮ 今亦宜直羊反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七月)①

此例中“依字”指依陆氏注语所出示之 “场”
字ꎬ非依本条所注之“場”字ꎮ

薦脯:本又作 ꎬ子见反ꎮ 或作廌ꎬ非也ꎮ 廌依

字直买反ꎮ 解廌ꎬ兽名ꎬ后放此ꎮ
(卷十仪礼音义士冠礼第一)

此例 中 “ 依 字 ” 指 依 陆 氏 注 语 所 出 示 之

“廌”字ꎮ
释蟲第十五:本亦作虫ꎮ 案此篇是释蟲ꎬ依字

虫音許鬼反ꎬ蛇类也ꎮ 并两虫为 ꎬ音古门反ꎬ蟲之

总名也ꎮ 三虫为蟲ꎬ直忠反ꎬ有足者也ꎮ
(卷三十尔雅音义下释蟲第十五)

此例 中 “ 依 字 ” 指 依 陆 氏 注 语 所 出 示 之

“虫”字ꎮ
上述之例是先明确出示所依之字ꎬ再注以读

音ꎮ 还有一种较特别的释例ꎬ先出示读音ꎬ再标注

其所依之字形:
齐侯疥:旧音戒ꎮ 梁元帝音该ꎬ依字则当作

痎ꎮ «说文»云两日一发之瘧也ꎮ 痎又音皆ꎮ 后学

之徒佥以疥字为误ꎮ 案传例因事曰遂ꎬ若痎已是

瘧疾ꎬ何为复言遂痁乎?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二十年)

所注经典原文为: “齐侯疥ꎬ遂痁ꎮ 注:痁ꎬ
瘧疾ꎮ”②

这里的 “依字” 指依梁元帝注为 “音该” 的

“痎”字ꎮ
擐衣:旧音患ꎮ 今读宜音宣ꎬ依字作 ꎮ «字

林»云 ꎬ 臂也ꎮ 先全反ꎮ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王制第五)

先出示读音“宣”ꎬ再标注“宣”音所依之字形

为“ ”ꎮ
(２)在有不同字解的情况下ꎬ依本条所注之字

甫田:旧音晡ꎮ “十薮”郑有圃田ꎮ 下同ꎮ 毛

依字ꎬ甫ꎬ大也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车攻)

原文为:“田车既好ꎬ四牡孔阜ꎮ 东有甫草ꎬ驾
言行狩ꎮ 传:甫ꎬ大也ꎮ 田者大芟草以为防ꎬ或舍

其中ꎮ 笺云:甫草者ꎬ甫田之草也ꎮ 郑有圃田ꎮ”
对此句“甫草”毛、郑看法不一ꎮ 郑认为“甫

草”为“甫田之草”ꎬ“甫田”为专名ꎬ即“圃田”ꎬ毛
依字即依本条所注之“甫”字ꎬ释为“大”ꎮ

之溓:依字力簟反ꎮ 依注音黏ꎬ女亷反ꎮ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第六轮

人)
原文为“参分其辐之长而杀其一ꎬ则虽有深

泥ꎬ亦弗之溓也ꎮ 注:杀ꎬ衰小之也ꎮ 郑司农云‘溓
读为黏’ꎬ谓泥不黏著辐也ꎮ”

郑注认为此条之“溓”为借字ꎬ本字为“黏”ꎮ
“依字”则依本条所注之“溓”字本有之义ꎮ

壹戎衣:依注衣作殷ꎬ於巾反ꎮ 戎ꎬ兵也ꎮ 谓

一用兵伐殷也ꎮ «尚书»依字读ꎬ谓一著戎衣而天

下大定ꎮ
(卷十四礼记音义之上中庸第三十一)

原文为:“子曰:无忧者其唯文王乎? 以王季

为父ꎬ以武王为子ꎮ 父作之ꎬ子述之ꎮ 武王缵大

王、王季、文王之绪ꎬ壹戎衣而有天下ꎮ 身不失天

下之显名ꎬ尊为天子ꎬ富有四海之内ꎬ宗庙飨之ꎬ子
孙保之ꎮ 注:缵ꎬ继也ꎮ 绪ꎬ业也ꎮ 戎ꎬ兵也ꎮ 衣读

如殷ꎬ声之误也ꎮ 齐人言殷声如衣ꎮ 虞夏商周氏

者多矣ꎬ今姓有衣者ꎬ殷之胄与? 壹戎殷者ꎬ壹用

兵伐殷也ꎮ”
“依字”义为依“衣”之本字之义解ꎬ不依借字

—８８—

①
②

括号中“卷六”指所据中华书局 １９８３ 年版«经典释文»第六卷ꎬ下同ꎮ
本文所引儒家经典原文据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 年版ꎬ下同ꎮ



“殷”之义解ꎮ
(３)在同一字有多音多义情况下ꎬ依此字的常

用之音义

擊颂:众家不音ꎬ当依字ꎮ 戚音容ꎮ
(卷八周礼音义上宗伯下眂瞭)

原文为:“眡瞭ꎬ掌凡乐事播鼗、击颂磬、笙磬ꎮ
注:磬在东方曰笙ꎮ 笙ꎬ生也ꎮ 在西方曰颂ꎮ 颂或

作庸ꎮ 庸ꎬ功也ꎮ”
«汉语大字典» “颂”字有 ｒóｎｇ 和 ｓòｎｇ 二音ꎮ

音 ｒóｎｇ 首义为“仪容”ꎬ后作“容”ꎬ为“颂”之本义ꎮ
音 ｓòｎｇ 首义为“歌颂”ꎬ为其常用义ꎮ «汉语大词

典»释“颂磬”为“特指古代大射礼时置于西方的

磬”ꎬ取义“歌颂”ꎮ “众家不音ꎬ当依字”指诸位注

家不特为“颂”注音ꎬ则依“颂”常用之音义ꎬ即“歌
颂”之“颂”ꎮ

不如:依字读ꎮ 或一音而据反ꎮ
(卷十五左传音义之一僖传四年)

“而据反”属日母御韵ꎬ音 ｒùꎮ «广韵»“如”有
去声音ꎬ但未释义ꎮ 此条依字指按“如”的常用音

义解释ꎬ而不按又音他义解释ꎮ
信夷狄:音申ꎮ 注除宋以信义一字皆同音申ꎮ

或读依字者ꎬ非也ꎮ
(卷二十三穀梁传音义僖二十七年)

原文为:“冬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

宋ꎮ 楚人者ꎬ楚子也ꎮ 其曰人ꎬ何也? 人ꎬ楚子所

以人诸侯也ꎮ 其人诸侯ꎬ何也? 不正其信夷狄而

伐中国也ꎮ”
这里的“信”为借字ꎬ通“申”ꎮ 此条“依字”指

按“信”本字本有之义解释ꎮ
２.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

中所承载之词义者

釐妇:力之反ꎬ寡妇也ꎮ 依字作嫠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巷伯)

“依字”义为依上下文义此处应作“嫠” (寡

妇)ꎬ而非“釐”ꎮ
建绥:而谁反ꎬ注下同ꎮ 依字作緌ꎬ误作绥耳ꎮ

(卷八周礼音义上天官下夏采)
原文为“夏采ꎬ掌大丧ꎬ以冕服复于大祖ꎬ以乘

车建绥ꎬ复于四郊ꎮ 注:绥以旄牛尾为之ꎬ缀于橦

上ꎬ所谓注旄于干首者ꎮ”
«说文»:“绥ꎬ车中把也ꎮ”本义为“登车时用

以拉手的绳索”ꎮ «说文»:“緌ꎬ系冠缨也ꎮ”本义

为古代帽带结子的下垂部分ꎬ引申而指“以旄牛尾

注于竿首”的“有虞氏旌旗”ꎮ “建绥”之“绥”为借

字ꎬ依字当为“緌”ꎮ
二、术语“依字”的使用

由于在语言文字漫长的发展过程中ꎬ词义会

辗转引申ꎬ语词会分化更替ꎬ文字会通借变化ꎬ加
之古代学者“字”“词”界划不够清晰ꎬ所以整理分

析«释文»中术语“依字”的使用情况ꎬ可以归纳出

若干种不同的用法ꎮ
１.用“依字”辨析误用、混用字

(１)因形近而易误

豐:芳忠反ꎮ «字林»匹忠反ꎮ 依字作豐ꎮ 今

并三直畫ꎬ犹是变体ꎮ 若曲下作豆ꎬ禮字耳ꎬ非也ꎮ
世人乱之久矣ꎮ 彖及序卦皆云大也ꎮ 案豐是腆厚

光大之义ꎮ 郑云豐之言倎ꎬ充满意也ꎮ 坎宫五世卦ꎮ
(卷二周易豐)

豐”“豊”形近易误ꎬ“世人乱之久矣”ꎬ陆氏详

辨之ꎮ
关雎:七胥反ꎮ 依字且边隹ꎮ 且音子馀反ꎮ

旁或作鸟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周南关雎)

“雎”“睢”形近易误ꎬ陆氏特别用反切明确是

“且”而非“目”ꎮ
既飭:音勑ꎬ正也ꎮ 依字从力ꎮ 脩飾之字从

巾ꎬ不同也ꎮ 今人食边作芳ꎬ以为脩飾之字ꎮ 借作

勑ꎬ音非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六月)

辨析形近之“飭”“飾”“餝”三字的不同!
自陜:式冉反ꎮ 依字当作陝ꎮ 何休注 «公羊

传»云弘农陝县是也ꎮ 一云当为郟ꎬ古洽反ꎬ谓王

城郟鄏也ꎮ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曲礼下第二)

«说文»:“陜ꎬ隘也ꎮ” “陝ꎬ弘农陝也ꎬ古虢国

王季之子所封也ꎮ”二字义不相同ꎬ但字形极似而

微异ꎬ“陜” 里为 “人”ꎬ “陝” 里为 “入”ꎬ陆氏详

辨之ꎮ
(２)因音同而易混

辭:本亦作 ꎮ 依字应作词ꎬ说也ꎮ «说文»云

词者意内而言外也ꎮ 辤ꎬ不受也ꎮ 受辛者ꎬ辤ꎮ
辝ꎬ籕文辤字也ꎮ

(卷二周易 辞上)
黄焯«经典释文汇校» (下简称为«汇校»):

“写本 作辤ꎮ 是也ꎮ 段云ꎬ辭ꎬ说也ꎮ «说文»如

是ꎬ有«广韵»七之可证ꎮ 此陆分别辭与词之不同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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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俗人改之ꎮ 吕氏音训引同ꎬ则其误久矣ꎮ 上文

云本亦作辤ꎬ故分别辭辤之用ꎬ而又兼辨词不同

辭ꎮ 当作 «说文» 云辭说也词者云云ꎬ浅人乱之

耳ꎮ” [３]２０按黄焯校语ꎬ此条应为:
辭:本亦作辤ꎮ 依字应作辭ꎮ 辭ꎬ说也ꎮ «说

文»云:词者ꎬ意内而言外也ꎮ 辤ꎬ不受也ꎮ 受辛

者ꎬ辤ꎮ 辝ꎬ籕文辤字也ꎮ
“辭”“词”“辤”上古和中古皆邪母之部ꎬ词义

亦有部分有关联者ꎬ故容易混用ꎬ陆氏因此而详细

辨析ꎮ

２.显示字、词对应的复杂关系

由于种种原因ꎬ经典文本在写作、传抄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本字记录本词之外的复杂字、
词对应关系ꎮ

(１)通假字

文本以借字记录词义ꎬ陆氏用“依字”术语出

示本字ꎬ有时更直接点出假借关系ꎮ
忍:本亦作刃ꎬ同ꎬ而慎反ꎮ 依字木傍作刃ꎬ今

此假借也ꎮ 沈云系旁作刃为是ꎮ 案系旁刃音女巾

反ꎬ«离骚»云“纫秋兰以为佩”是也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郑将仲子)

黄焯«汇校»:“阮云ꎬ«六经正误»云:‘依字韋

旁作刃ꎮ 韋作章ꎬ误ꎮ’是也ꎮ 此及小字本、十行本

所附皆作木ꎬ亦误ꎮ 焯案宋本亦误作木ꎮ”
原文为:“将仲子兮ꎬ无踰我园ꎬ无折我树檀ꎮ

传:园所以树木也ꎮ 檀ꎬ彊韌之木ꎮ”
阮校«十三经注疏»本“彊韌之木”之“韌”出

校语ꎮ 陆氏所见之本应作“忍”ꎬ故出此条ꎮ “依字

木傍作刃”ꎬ如黄焯案语应为“依字韋傍作刃”ꎬ即
陆氏认为“忍、刃”为假借字ꎬ依“彊韌”词义本字当

为“韌”ꎮ
泠人:力丁反ꎬ乐官也ꎮ 依字作伶ꎮ

(卷十七左传音义之三成传九年)
“乐官”义本字当为“伶”ꎮ
离也:依字应作篱ꎮ 今作离ꎬ假借也ꎬ力知反ꎮ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十三年)
原文为:“蔡公知之ꎬ曰:‘欲速ꎬ且役病矣ꎬ请

藩而已ꎮ’乃藩为军ꎮ 注:藩ꎬ离也ꎮ”
“藩篱”之“篱”注文用借字“离”ꎮ
后彫:丁条反ꎮ 依字当作凋ꎮ

(卷二十四论语音义子罕第九)
“凋落”义本字当为“凋”ꎮ
烝填:依字音田ꎬ与窴同ꎮ 又依古声音尘ꎮ

尘ꎬ久也ꎮ 故笺申之云古声填窴尘同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常棣)

原文为:“兄弟鬩于墙ꎬ外御其务ꎮ 每有良朋ꎬ
烝也无戎ꎮ 传:烝ꎬ填ꎮ 戎ꎬ相也ꎮ 笺云:当急难之

时ꎬ虽有善同门来久也ꎬ犹无相助己者ꎮ 古声填窴

尘同ꎮ”
与之相类的还有一条:
窴填尘:依字皆是田音ꎬ又音珍ꎬ亦音尘ꎮ 郑

云古声同ꎮ 案陈完奔齐ꎬ以国为氏ꎬ而«史记»谓之

田氏ꎬ是古田、陈声同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东山)

陆氏数条都申引郑笺指出ꎬ“烝”“填”“寘”记
录“久”义皆为借字ꎬ因与本字“尘”古音同而通假ꎮ
涉及上古音系统ꎬ保存了珍贵的古音资料ꎮ

(２)古今字

文本记录的字形为后起的今字ꎬ陆氏用术语

“依字”出示古字ꎮ
帛:侧基反ꎮ 依字系旁才ꎮ 后人遂以才为

屯ꎬ因作纯字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召南行露)

黄焯«汇校»对“ 帛”之“ ”出校语:“旧钞本

作纯字ꎮ”即陆氏所见文本为“纯帛”ꎬ故用术语“依
字”出示同“缁”之“纯”为后起的今字ꎬ古字为“系
旁才”的“ ”ꎮ

(３)正俗字

文本用常见的俗字记录ꎬ陆氏用术语“依字”
出示本有的正字ꎮ 主要学术活动期在南朝的陆氏

已有较强的正字法观念ꎬ不过与隋唐以后兴起的

规范用字、服务科举考试的正字系列著作不太一

样的是ꎬ陆氏更多的是以«说文»为依据ꎬ强调其原

初本字字形ꎮ
跛:波我反ꎬ足跛也ꎮ 依字作 ꎮ

(卷二周易履)
«说文»:“ ꎬ蹇也ꎮ”徐锴«繫传»:“ ꎬ俗作

跛ꎮ”«段注»:“各本 作跛ꎬ又于蹇篆之上出跛篆ꎬ
云‘行不正也ꎮ 从足ꎬ皮聲ꎮ 一曰足排之ꎮ 读若

彼ꎮ’此后人不知跛即 之隶变而增之耳ꎮ 今删

凡经传多作跛ꎮ” [４]８３

关于“跛”ꎬ徐锴认为是“ ”之俗字ꎮ 段玉裁

认为是“ ” 隶变后的字形ꎬ并认为 «说文» 本无

“跛”字ꎮ 但经传多作“跛”字ꎬ陆氏所见亦如是ꎬ所
以用术语 “依字” 出示原初之字形 (或云正字)
“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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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制:初亮反ꎮ 此俗字也ꎮ 依字作剏ꎮ
(卷二周易蛊)

原文为注文“甲者创制之令也ꎬ创制不可责之

以旧”ꎮ
“依字作剏”的“剏”ꎬ四部丛刊初编本«释文»

和«四库全书»本作“剏”ꎬ上海古籍影印宋元递修

本作“刱”ꎮ
«说文»:“刱ꎬ造法刱业也ꎮ 从井ꎬ刅声ꎮ 读若

创ꎮ”“剏” 为 “刱” 之异体字ꎮ 本义为 “创造、创

业”等ꎮ
«说文»:“刅ꎬ伤也ꎮ 从刃ꎬ从一ꎮ 创ꎬ或从刀ꎬ

仓声ꎮ”«说文»此字正体为“刅”ꎬ“创”为其或体重

文ꎮ 本义为“创伤”ꎮ «广雅»:“创ꎬ始也ꎮ” «正字

通»:“创ꎬ创业ꎮ «说文»本作刱ꎬ今作创ꎮ”
“创制”义本字当用“刱”ꎬ“创”表此义乃后起

字形ꎬ陆氏目为俗字ꎮ
陿:音洽ꎮ 本或作狹ꎮ 依字应作陜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魏葛屦)
原文为«葛屦»序“魏地陿隘”ꎮ
«说文»:“陜ꎬ隘也ꎮ”且有“陜”无“陿”ꎮ «段

注»“陜”条下:“俗作陿、峽、狹ꎮ”
壻:字又作聟ꎬ悉计反ꎬ女之夫也ꎮ 依字从士、

从胥ꎮ 俗从知下作耳ꎮ
(卷十四礼记音义之上昏义第四十四)

黄焯«汇校»:“钞本‘壻’作 ꎬ‘又作聟’上出

‘又作壻’三字ꎮ 狩野云ꎬ张参«五经文字»‘壻’作
‘ ’ꎬ伪ꎮ «干禄字书»又出‘聟、 、壻’三字ꎬ谓上

俗ꎬ中通ꎬ下正ꎮ «释文»所据本作 ꎬ后人改作壻ꎬ
又从而削‘又作壻’三字也ꎮ”

«说文»:“壻ꎬ夫也ꎮ 从士ꎬ胥声ꎮ” “夫婿”义

正字当作“壻”ꎬ“聟”为俗字ꎮ
(４)异体字

同一个词由不同的字形记录ꎬ形成异体字ꎮ
陆氏也用术语“依字”讨论相关问题ꎮ

羊豬戔:刘音普见反ꎮ 依字才丹反ꎮ «字林»
昨善反ꎮ 沈云马融音淺ꎮ 干宝为殘ꎬ与«周易»戔

戔之字同ꎬ亦音素干反ꎬ不知其义ꎮ 或云字则如沈

释ꎬ而羊豬戔之语未见出处ꎮ 俗谓羊豬脂为 ꎬ音

素干反ꎮ 岂取此乎? 案«周礼»注殘馀字ꎬ本多作

戔ꎬ宜依殘音ꎮ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第六鲍人)
原文为“引而信之ꎬ欲其直也ꎮ 信之而直ꎬ则

取材正也ꎻ信之而枉ꎬ则是一方缓一方急也ꎮ 若苟

一方缓一方急ꎬ则及其用之也ꎬ必自其急者先裂ꎮ

若苟自急者先裂ꎬ则是以博为帴也ꎮ 注:郑司农云

‘帴读为翦’ꎬ谓以广为狭也ꎮ 玄谓翦者如‘俴淺’
之‘淺’ꎬ或者读为‘羊豬戔’之‘戔’ꎮ”

«说文»:“戔ꎬ贼也ꎮ 从二戈ꎮ” «段注»:“戔ꎬ
此与殘音义皆同ꎬ故殘用以会意ꎬ今则殘行而戔废

矣ꎮ” «说文»: “殘ꎬ贼也ꎮ 从歺ꎬ戔声ꎮ” «广韵»
“殘”为昨干切ꎮ 陆此条释“羊豬戔“云“依字才丹

反”ꎬ才丹反与昨干切同音ꎮ 下文又云“案«周礼»
注殘馀字ꎬ本多作戔ꎬ宜依殘音”ꎬ则陆氏认为依字

作“殘”ꎮ “戔”与“殘”为异体字ꎬ«说文»的解释皆

为“贼”ꎬ造字方法不同ꎬ“戔”为会意字ꎬ“殘”为形

声字ꎮ «汉语大字典»“戔”字首音 ｃáｎ 下第一义即

“同‘殘’”ꎬ作异体字处理ꎮ
附:异文

陆氏还用术语“依字”显示文献流传中出现的

异文现象ꎬ主要集中在连绵字和专名用字上ꎮ
连绵字:
璅兮:依字作琐ꎬ素果反ꎮ 琐尾ꎬ少好之貎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邶旄丘)
原文为 “琐兮尾兮ꎬ流离之子ꎮ”
朱熹«诗集传»:“琐ꎬ细ꎻ尾ꎬ末也ꎮ 流离ꎬ漂散

也 言 黎 之 君 臣ꎬ 流 离 琐 尾ꎬ 若 此 其 可 怜

也ꎮ” [５]２３朱熹拆释连绵字ꎬ误! 毛传已释“琐尾”为
“少好之貌”ꎬ陆氏申之ꎮ “琐尾”为连绵字ꎬ义为颠

沛流离ꎬ处境艰难ꎮ
:本又作契ꎬ又作絜ꎬ同ꎬ音结ꎮ

橰:古毫反ꎮ 挈臯ꎬ依字作桔橰ꎬ见«庄子»ꎮ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曲礼第一)

“ 槔”为井上汲水的工具ꎬ连绵字ꎮ 陆氏出

示不同写法的异文ꎮ
专名:
包括地名、水名、人名、动物名等ꎮ
崐崘:本又作混淪ꎮ 各依字读ꎮ

(卷八周礼音义上宗伯下大司乐)
原文为注文:“此三者皆禘ꎬ大祭也ꎮ 天神则

主北辰ꎬ地祇则主崑崙ꎬ人鬼则主后稷ꎮ”
“崐崘”为山名ꎮ «汉语大词典» “混淪”词条

下未列此义项ꎬ可据以补之ꎮ
制河:诸设反ꎮ 依字应作浙ꎮ «汉书音义»音

逝河ꎬ亦江也ꎮ 北人名水皆曰河ꎮ 浙江今在余杭

郡ꎮ 后汉以为吴会分界ꎮ 司马云浙江今在会稽

钱塘ꎮ
(卷二十八庄子音义下外物第二十六)

“制河”即今之“浙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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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甯:本又作寧ꎮ 按«左传»作寧ꎮ «公羊»作

甯ꎮ 各依字读ꎮ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运第九)

稷契:息列反ꎮ 依字当作偰ꎮ 古文作卨ꎮ
(卷十六左传音义之二文传十八年)

原文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
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ꎮ 注:此即稷、契、
朱虎、熊羆之伦ꎮ”

“偰”ꎬ商代始祖名ꎬ也作“契”ꎮ
獶杂:乃刀反ꎬ猕猴也ꎮ 依字亦作猱ꎮ

(卷十三礼记音义之三乐记第十九)
３.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

汉语言、文字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种

种变化与分化ꎬ陆氏对若干种较重要的演变如隶

变、破读、同源词等都有用“依字”显示之例ꎮ
(１)隶变

不琢:字又作瑑ꎬ丈转反ꎮ 徐又依字丁角反ꎮ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器第十)

原文为“有以素为贵者:至敬无文ꎬ父党无容ꎬ
大圭不琢ꎬ大羮不和ꎬ大路素而越席ꎬ牺尊疏布鼏

樿杓ꎬ此以素为贵也ꎮ 注:大圭长三尺ꎮ 杼上终葵

首ꎮ 琢当为篆字之误也ꎮ”
黄焯«汇校»:“段云ꎬ此以注改经之本也ꎬ字又

二字或有误ꎮ 严云ꎬ琢当作 ꎬ释文、石经皆误作

琢ꎮ 郑注 当为篆ꎬ字之误也ꎮ 盖古籀汉隶偏旁

从豕者往往从彖ꎬ其从彖从豖者隶省皆从豕ꎬ故隶

琢为 ꎬ瑑亦为 ꎬ瑑、篆形近ꎬ故郑云当为篆也ꎮ
而 、琢所异者微ꎬ故徐音丁角反ꎮ 陆所据正本作

瑑①ꎬ故谓徐依字ꎬ以 字可琢可瑑ꎬ因得两读ꎬ若
径作琢ꎬ则与瑑非一字ꎬ不得音丈转反矣ꎮ”

据此ꎬ«释文»原文应为:
“不 : 字 又 作 瑑ꎬ 丈 转 反ꎮ 徐 又 依 字 丁

角反ꎮ”
«说文»:“瑑ꎬ圭璧上起兆瑑也ꎮ 从玉ꎬ篆省

声ꎮ”本义为玉器上雕饰的凸纹ꎮ «说文»:“琢ꎬ治
玉也ꎮ 从玉ꎬ豖声ꎮ” «段注» “豕”字下按:“琢ꎬ俗
作 ꎮ”古籀篆文“豕” “彖” 形近ꎬ故汉隶偏旁从

“豕”者往往从“彖”ꎮ “琢” “ ”仅一点之差ꎮ 因

此经隶变后ꎬ“瑑”字有作“ ”形ꎬ“琢”字亦有作

“ ”形ꎮ 此条传世«礼记»正文作“ ”ꎬ郑注作

“瑑”解ꎬ故云“当为篆字之误也”ꎮ 徐邈作“琢”
解ꎬ故音“丁角反”ꎮ 此条反映了汉字由古字经隶

变向今字发展时产生的一些复杂情况ꎮ
(２)破读

破读字是因为词义变化或词性转变而引起读

音改变的字ꎬ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词义引申和语词

分化ꎬ形成了古书上常见的一字异读现象ꎮ 注解

家们一般用术语“如字”标注习惯上认为最通常的

读音ꎬ用术语“破读” “读破”或直接的注音(反切

或直音)标注习惯上认为最通常读音之外的读音ꎮ
陆氏«释文»亦如是ꎮ 不过还有少量“如字”之字是

用“依字”或“依字读”来标注的ꎮ
彭生乘:绳证反ꎮ 一本作彭生乘公ꎬ乘则依

字读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齐南山)

对比:乘马:王、徐绳证反ꎬ四马也ꎮ 郑如字ꎮ
下同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小雅鸳鸯)
所以王:于况反ꎮ 周弘正依字读ꎮ

(卷十八左传音义之四昭传二年)
对比:七月王业:于况反ꎮ 又如字ꎮ 下同ꎮ

(卷六毛诗音义中豳七月)
好恶:呼报反ꎬ下乌路反ꎮ 或并依字读ꎮ 下并

注皆同ꎮ
(卷十九左传音义之五昭传十五年)

对比:好:毛如字ꎬ郑呼报反ꎮ «兔罝»诗放此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周南关雎)

(３)同源分化

同源字是音、义相同或相近ꎬ属同一语源的

字ꎮ 王力«同源字论»云:“为什么说它们是同源

呢? 因为它们在原始的时候本是一个词ꎬ完全同

音ꎬ后来分化为两个以上的读音ꎬ才产生细微的意

义差别ꎮ 有时候ꎬ连读音也没有分化 (如 ‘暗、
闇’)ꎬ 只 是 字 形 不 同ꎬ 用 途 也 不 完 全 相 同

罢了ꎮ” [６]４

«释文»里陆氏用术语“依字”辨析的不同字形

中ꎬ有部分即属于同源分化关系ꎮ
佩:蒲对反ꎮ 依字从人ꎮ 或玉傍作者ꎬ非ꎮ

(卷五毛诗音义上卫芄兰)
«说文» 有“佩” 字ꎬ其释为:“佩ꎬ大带佩也ꎮ

从人ꎬ从凡ꎬ从巾ꎮ 佩必有巾ꎬ巾谓之饰ꎮ”本义为

名词ꎬ“古时系在衣带上的装饰品”ꎮ 后发展出“佩
带ꎬ携带ꎬ钦佩ꎬ环绕”等动词义ꎮ “珮”字«说文»
未载ꎮ «玉篇»:“珮ꎬ玉珮也ꎮ 本作佩ꎬ或从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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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大字典»只列其名词用法ꎬ是“佩”的同源分

化字ꎬ后出ꎮ 陆氏“依字”辨析“佩觿”之动词“佩”
应从人ꎬ不从玉ꎮ

柴:仕佳反ꎮ 依字作祡ꎮ
(卷十一礼记音义之一王制第五)

原文为“岁二月ꎬ东巡守ꎬ至于岱宗ꎬ柴而望祀

山川ꎮ 注:柴ꎬ祭天告至也ꎮ”
王力«同源字典»列同音之“柴” “祡”为同源

字ꎬ云:“‘柴’是木柴ꎬ‘祡’是祭天的典礼ꎮ 祭天

要烧柴ꎬ所以祭天的典礼就叫作‘柴’ꎮ 后来祭天

的典礼写作‘祡’ꎬ以别于木柴的‘柴’ꎮ” [６]１１５

窌:刘古孝反ꎮ 依字当为窖ꎮ 作窌ꎬ假借也ꎮ
(卷九周礼音义下冬官考工记下匠人)
原文为:“囷窌仓城ꎬ逆墙六分ꎮ 注:逆犹郤

也ꎮ 筑此四者ꎬ六分其高ꎬ郤一分以为閷ꎮ 囷ꎬ圜
仓ꎮ 穿地曰窌ꎮ”

“窖” “窌”上古皆见母幽部ꎬ同音ꎮ «说文»:
“窖ꎬ地藏也ꎮ” «段注»:“«通俗文»曰:‘藏谷麦曰

窖ꎮ’”«说文»:“窌ꎬ窖也ꎮ”义亦同ꎮ 微别者“窖”
侧重指藏谷麦ꎮ 陆氏可能重此差异ꎬ判二字为假

借关系ꎬ实则为同源关系ꎮ
藻棁:章悦反ꎮ 依字当作棳ꎬ梁上侏儒柱ꎮ

(卷十二礼记音义之二礼器第十)
“棁”“棳”上古皆章母月部ꎬ同音ꎮ 本义并不

相同ꎬ«说文»:“棁ꎬ木杖也ꎮ” “棳ꎬ木也ꎮ”但«尔
雅»已有“棁”之“梁上的短柱”义即“侏儒柱”的记

载ꎮ «尔雅释宫»:“杗廇谓之梁ꎬ其上楹谓之

棁ꎮ”郭璞注:“侏儒柱也ꎮ” “棳”有“侏儒柱”义可

参考«释名释宫室»:“棳檽ꎬ梁上短柱也ꎮ 棳儒

犹侏儒短ꎬ故以名之也ꎮ”宋李诫 «营造法式大

木作制度二侏儒柱»:“侏儒柱ꎬ其名有六:一曰

棁ꎬ二曰侏儒柱ꎬ三曰浮柱ꎬ四曰棳ꎬ五曰上楹ꎬ六
曰蜀柱ꎮ”从后来的词义发展来看ꎬ在“侏儒柱”义
上二字同源ꎮ

术语“依字”在«释文»中出现一百余频次ꎬ呈
现出较为复杂的含义和用法ꎮ 从术语本身含义分

析ꎬ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字形本身及其所承载之词

义者ꎬ有着重于所依之字在文章特定上下文中所

承载之词义者ꎮ 所依之字有«释文»所注经典注解

之字ꎬ亦有陆氏本人注语中出现之字ꎮ 前者有依

此字的常用音义者ꎬ有依此字在文中承载的借义

者ꎮ 从术语“依字”的使用情况分析ꎬ陆氏用“依
字”辨析误用、混用字ꎬ用“依字”显示字、词对应的

复杂关系ꎬ用“依字”显示字、词的发展与分化ꎮ 同

一个术语“依字”ꎬ我们在研读时要结合具体文本

及注释情况仔细斟酌ꎬ方能做出较为准确的理解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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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语法化分析

王 春 江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ꎬ 江苏南京　 ２１００１３)

　 　 [摘　 要] 　 随着汉语的发展ꎬ实词“门”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出了复数标记“们”和量词“门”ꎮ 二者相互影

响并相互制约ꎮ “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基础:一是“门”与“们”音形义紧密关联ꎻ二是经常出现在代词或指人的

名词后表复数ꎮ “门”发展为量词的基础:一是“门”频繁的位于数词之后ꎬ被不断的量化ꎻ二是“一门”频繁指一

个家庭或一个家族ꎮ
[关键词] 　 门ꎻ　 们ꎻ　 语法化ꎻ　 复数标记ꎻ　 量词

[中图分类号] 　 Ｈ０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９４－０６

　 　 一、引言

近几十年来ꎬ语法化研究一直受到学界的关

注ꎮ 研究角度主要包括语法化的定义、语法化产

生的动因和机制、汉语历时发展过程中各类语法

范畴的语法化现象、具体词汇的语法化过程等ꎮ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ꎬ对语法化的定义越来越具

体ꎮ 石毓智提出:“语法化———一个新兴语法手段

产生的历时过程ꎮ 语法手段包括语法标记和语法

结构两大类ꎮ 在汉语语法史上ꎬ一个语法化过程

往往同时涉及新标记和新结构的产生ꎬ两者经常

是同一变化的两个方面ꎮ” [１]２如汉语中“完成”类

动词“尽、已、了”等在语法化过程中产生了“范围

标记、时态标记、结句标记”等用法ꎮ 同时ꎬ句法位

置也发生了改变ꎮ 目前ꎬ研究汉语具体词汇语法

化的文章不少ꎬ但尚未见到专门讨论“门”的语法

化的文章ꎮ 随着汉语的历时变化ꎬ“门”也发生了

语法化:在词义上ꎬ发展出了虚化义ꎻ在结构上ꎬ虚
化后的词不能单独充当句法成分ꎬ产生了新的语

法标记和语法结构ꎬ并发生语音弱化ꎮ 实词“门”
朝着不同的方向虚化为复数标记 “们” 和量词

“门”ꎮ

二、汉语复数标记的产生与“门”的语

法化

１.汉语复数标记的产生与词缀“们”的

来源

汉语是兼有复数标记和量词系统的语言ꎬ
“们”是现代汉语中唯一的复数标记ꎮ “复数形尾

在唐代还只是初步使用ꎬ但到了宋代以后ꎬ它便立

即风行起来ꎮ 在标准语中成了一个极常用的语

尾ꎮ” [２]关于“们”作为复数标记的来源ꎬ前人主要

有以下观点:
(１) “门” 源说:石毓智、李讷、李艳惠认为

“们”与某些方言中的复数标记“家”的发展具有平

行性ꎬ且«敦煌变文»中“们”与“家”是同义词ꎬ并
就此推测 “们” 源于 “门”ꎮ 石毓智ꎬ李讷认为:
“们”来自原来表示“家庭”“一组”“学派”的“门”ꎬ
在“门”虚化为复数以后ꎬ因为它只限于与人有关ꎬ
而且语音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丢失声调以及鼻音

韵尾－ｍ 弱化)ꎬ人们就加上一个“立人”偏旁以示

区别ꎮ[１]３３０太田辰夫(１９５８)、俞敏(１９８９)、张惠英

(１９９５、１９９７)等人也认为“们”来源于“门”ꎮ
(２) “辈” 源说:吕叔湘认为 “们” 可能源于

“辈”ꎮ “们”与“辈”的用法相同ꎬ都仅用于代词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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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人名词后ꎬ语音上“们”与“辈”都是双唇音ꎬ虽有

塞音和鼻音的区别ꎬ但谐声字和方言中不乏通转

的例子ꎮ 冯春田赞同“辈”字说ꎮ 他考察了宋代文

献中“们”缀的用例ꎬ认为在早期阶段“们”缀还带

有“辈”字之类的语义色彩ꎬ可以看出“们”由“辈”
“等”义向复数词尾演变的痕迹ꎮ 又从明代笔记中

找到“辈”作“们”缀的用例ꎬ进一步论证“们”缀来

源于“辈”ꎮ[３]

(３)“物”源说:江蓝生认为“们”源于“物”ꎬ认
为复数词尾“弭、弥”是其语源“物”脱尾音变的结

果ꎻ“每、伟”是“弭、弥”的方言变体ꎻ而“门”组字

不是从“物”纵向音变而来的ꎬ而是通过其白读音

[ｍｅｉ]跟“每”读音相同而充当复数词尾标记ꎬ最后

又以其文读音[ｍｅｎ]取代白读音[ｍｅｉ]的ꎮ 并举

出历史文献和现代方言里的一些事实ꎬ说明疑问

代词“麽” (包括样态指示词 “麽”) 跟复数词尾

“们”或有音转关系ꎬ或用字相同ꎬ进一步论证二者

的同源关系ꎮ
几种看法从语音、语义、用法、字形上对“们”

缀的来源进行了探索ꎬ都有一定的道理ꎬ如“辈”源
说着眼于语法发展的历史继承性ꎬ有丰富的语料

支撑ꎻ“物”源说着眼于语法演变的系统性ꎬ可以解

释现代许多方言中的“么”“们”同音现象ꎻ“门”源
说多着眼于现代方言发展的平行性ꎬ字形上也易

于说明ꎮ 但学界认为这些试图通过分析多种写法

找到一条语音演变的轨迹观点还存在如下问题:
“辈”源说不能从语音上充分说明由“辈”到“们”
的音变ꎻ“物”源说问题在于这种同音可能是同源

的结果ꎬ还可能是音变后的趋同所致ꎬ“物”源说用

于指人名词或代词后表类属的用法也缺乏文献上

的支持ꎻ“门”源说得不到历史文献所反映的语言

事实的充分支持ꎮ 总之ꎬ“门”缀的来源问题尚未

彻底解决ꎬ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ꎮ
２.“们”缀来源尚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对“们”缀来源之所以莫衷一是ꎬ是因为如下

问题:(１)为何会有多种书写形式ꎮ 如蒋绍愚认为

“如果它(们)真是由表示‘学派’、‘家族’的‘门’
虚化而来的ꎬ其发展线索很清楚ꎬ写法应不至于如

此分歧”ꎮ[１]５(２)为何有的书写形式语音差别较

大ꎮ 都是记音字ꎬ但有些字的读音与“们”差别甚

远ꎮ 学者们试图通过分析多种写法找到一条语音

演变的轨迹ꎬ但会遇到问题ꎬ如“唐宋元明之际ꎬ这
两类记音字曾有过弭>们>每>们的反复变化ꎮ” [３]

对此ꎬ吕叔湘曾用南北系方言进行解释:“‘们’与

‘每’之消长ꎬ无非由于两种方言之伸绌而已”ꎮ
“当北方盛用‘每’字之际ꎬ南方固依然用‘们’ꎬ南
宋话本可为代表”ꎮ[４]７８９但又出现了下述(３)的问

题ꎮ (３)为何所有写法最后统一为“们”ꎮ 吕叔湘

提出:“何以到了元代以后北方系官话也不说‘每’
而说‘们’ꎬ以致在现代的北方方言里找不着‘每’
的痕迹? 这还是不容易解答ꎮ”

梅祖麟认为“们”缀的－ｎ 尾是从阿尔泰语借

来的ꎮ 虽然该说遭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ꎬ但却提

示我们可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在探讨

“们”缀来源时遇到的一些问题ꎮ 下面我们从历时

演变和共时比较的角度来试着解决以上分析“们”
缀来源时遇到的问题ꎮ

(１)不同的写法是不明语源而产生的不同记

音字ꎮ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ꎬ“听音为字”是记

录汉语时常见的现象ꎮ 袁宾认为ꎬ“们、门、每、瞒、
懑”这几个字实际上表示同一个后缀ꎮ 祖生利把

“弥、彌、伟、满、瞒、懑、门、们、每”看作是“们”缀的

不同书写形式ꎮ 吕叔湘认为ꎬ远在“您”“俺”之先ꎬ
已有表复数之词“ｍ－”存在ꎮ 此即证明ꎬ“们”是一

个口语词ꎬ“懑”“们”“每”均为表音字ꎮ 这一点还

可从“们”最先出现在“诸宫调”和“话本”中得到

证实ꎮ 诸宫调、话本是宋代说唱的底本ꎬ常使用不

同的写法记录同一口语音ꎮ 一个新词或语法标记

会最先出现在口语中ꎮ “口语是语言的源泉ꎬ许多

新词产生于口语ꎮ 一词出现后往往先在人们的口

头中流传ꎬ经过口语这个锻造车间的千锤百炼ꎬ优
胜者进入了标准语的词库ꎬ成为语言体系的一分

子ꎮ” [５]２０而操这种语言的人群不一定都通晓它的

演变过程ꎬ因此ꎬ在产生之初ꎬ书面上会出现诸多

分歧ꎮ
(２)不同记音字是受方言或民族语言接触的

影响ꎮ 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众多ꎬ语音

差别较大ꎬ在实际运用中ꎬ人们更愿意选择接近实

际语音的字ꎬ因此ꎬ不同方言区的人或少数民族的

人学汉语共同语时ꎬ语音上会出现偏差ꎮ 一些学

者已经注意到不同地区方言对“们”缀写法的影

响ꎬ如吕叔湘认为南北系方言的差异造成“们”与

“每”之消长ꎮ 邓兴峰认为ꎬ汉语复数形尾直接源

自西北方言ꎮ 当时长安是唐朝国都和全国政治文

化中心ꎬ西北方言凭借此种优势ꎬ必然会对当时的

标准语产生影响ꎮ 单纯的方言影响无法解释何以

元代以“每”为主ꎬ而语言的接触更能说明这个问

题ꎮ 宋元时期是汉族跟少数民族杂居和交往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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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切的时期ꎮ “金、元时期ꎬ少数民族入主中原ꎬ其
语言和北方汉语势必发生接触ꎬ对汉语产生一定

影响ꎬ‘每’记录的可能就是这种受影响后的北系

方言音ꎮ 今天有些北方话说‘门’字时收尾鼻音仍

不明显ꎬ如西安话、济南话都说成[ｃ－ｍ]ꎬ只是鼻化

韵ꎬ而不是用鼻音[ｎ]收尾”ꎮ[６]３９－４０对于宋元汉语

中“们”缀不少与现代汉语不同的用法ꎬ如非指人

名词后加“们”ꎬ祖生利赞同太田辰夫、梅祖麟、孙
锡信等人的看法ꎬ认为元代非指人名词后加“们”
的用法是当时北方某些地区(如大都)实际口语的

一种反映ꎬ不过这种用法非汉语本身所固有ꎬ而是

一种“汉儿言语”现象ꎬ是元代蒙古人所说蒙式汉

语影响渗透的结果ꎮ 元代明初直译体文献中ꎬ指
人名词加“们”后ꎬ前面用确定数量词限制用例较

多ꎬ这是硬译蒙古语静词复数形式的结果ꎮ 可见ꎬ
当时蒙语对汉语的影响广泛ꎮ 元代ꎬ文献中“们”
缀除少数写作“们”“门”外ꎬ多数情况下写作“每”
字ꎬ我们认为这同样是受蒙古语的影响ꎮ 如:

①将一十七个先生每剃了头ꎮ (白话元碑ꎬ引
自吕叔湘 １９８５:６８)

②那三百人每尽数珍灭了ꎮ (元朝秘史ꎬ引自

吕叔湘 １９８５:６８)
这些例子均出现在汉译蒙语的文献中ꎬ结合

元代将蒙古语定为国语的语言政策可以推断ꎬ元
代“每”的广泛使用ꎬ很大可能是受蒙语影响ꎮ

(３)明朝语言政策促使汉语复数标记统一为

“们”ꎮ 政治的统一促进语言的同一ꎮ 如果单从语

音演变来阐释ꎬ不足以解释何以明代统一用“们”ꎮ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较特殊的一个朝代ꎬ其特殊性

体现为: 明朝是夹在两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

权———元朝和清朝的中间朝代ꎮ 在语言政策上ꎬ
明朝首先学习了宋朝编纂的«礼部韵略»ꎬ在此基

础上ꎬ编纂了«洪武正韵»来指导民间和官方的语

言运用ꎮ 朱元璋打着“恢复汉制”的旗号推翻元

朝ꎬ立国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复古措施ꎬ涉及政

治、礼教、文化等众多领域ꎮ 明朝统治者以法律的

形式规定行文风格ꎬ建立了官方语言运用的实用

性规范ꎬ这一语言文字政策对后世影响深远ꎬ使明

朝的语言使用逐渐规范化ꎮ
根据以上分析ꎬ关于“们”的起源ꎬ我们更倾向

于“门” 源说ꎬ不仅因为这一来源能更好地解释

“们”为何只能出现在代词或指人的名词后表示复

数ꎬ还因为“门”源说能更好地解决当前对“们”的
来源探索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ꎮ “们”用于代词或

指人的名词后表复数ꎬ始见于宋代ꎮ 当时多个政

权并存ꎬ各国相互交往频繁ꎬ受方言或语言接触的

影响ꎬ汉语口语中已存在的复数词尾[ｍｅｎ]缀出现

了不同的记音字ꎮ “瞒、满、懑”等是不明“们”语源

而产生的不同记音字ꎮ 经历了多国的对峙ꎬ元朝

统一政权ꎬ在语言的使用上极力推行蒙古语ꎬ表达

复数词尾多用“每”字ꎮ “待到元亡以后的一段较

长时间ꎬ原来的北方系官话已经不再被推崇ꎬ逐渐

失去了对中原方言的影响”ꎮ[７]“们”缀明朝以后渐

趋统一而一般写作“们”ꎮ 我们认为ꎬ这是受明统

治者语言政策的影响ꎮ 任何词汇形式的保留ꎬ都
是以经济性ꎬ明晰性为原则ꎬ废弃其他不同的写

法ꎬ而独保留和推行“们”为复数标记ꎬ结合明代统

治者的语言政策ꎬ不难得出ꎬ“们”才是汉语复数标

记的“本土符号”ꎬ“每”是受蒙语影响的记音符号ꎮ
这一点还可以从«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
以及«水浒传»中多用“们”字得到验证ꎮ 因为这些

书的写作和印刷都是在南方ꎬ元朝政权在北方ꎬ对
南方官话影响较小ꎮ 与“们”的用例比起来ꎬ除了

“每”ꎬ其他写法的字用例很少并最终淘汰ꎬ进一步

说明ꎬ其他写法是受方言或外族语影响ꎬ而“们”才
是能更好地反映其语源“门”的记音符号ꎮ

３.“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条件

“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不仅因为其字形、
语音、语义联系直观ꎬ还因为其有符合演变的句法

环境ꎮ
(１)“们”与“门”的音形义关联

相比其他来源ꎬ“们”与“门”在字形、语音、语
义方面关系最直观、最紧密ꎬ且 “南渡以前殆有

‘门’而无‘们’也ꎮ” [４]７８７ “们”与“门”声韵相同ꎮ
“门”在甲骨文时期就已产生ꎬ本义是建筑物的出

入口可供开关的装置ꎬ引申指“家庭、家族、学派”ꎬ
“家庭、家族、学派”由多人构成ꎬ“门”出现在代词 /
指人的名词后表示这一意义ꎬ因此ꎬ发展为指人的

复数标记ꎮ «汉字字源词典»:“们ꎬ形声字ꎬ亻表

意ꎬ其古文字形体像一个站立着的人ꎬ门表声ꎬ门
里常居住多人因而有多义”ꎮ 为了更好地表示

“们”为指人的复数标记ꎬ因而加亻旁ꎮ
(２)“门”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句法环境

语法化不光是由语义决定的ꎬ还受到语法位

置的影响ꎮ “代词 /指人的名词 ＋(之)＋门”的结构

是“门”发展为复数标记的句法环境ꎮ
春秋战国时期便有“代词 /指人的名词 ＋(之)＋

门”的结构ꎬ“门”指家庭、学派ꎮ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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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孔某与其门弟子闲坐曰ꎮ («墨子»)
②居于畎亩之中ꎬ而游入于尧之门ꎮ («吕氏

春秋»)
③大臣之门ꎬ唯恐多人ꎮ («韩非子»)
汉朝时出现 “代词 /指人的名词 ＋门” 结构ꎬ

“门”指家族、学派ꎮ 例如:
④文闻将门必有将ꎬ相门必有相ꎮ («史记»)
⑤孔门弟子七十之徒ꎬ皆任卿相之用ꎬ被服圣

教ꎬ文才雕琢ꎬ知能十倍ꎬ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也ꎮ
(«论衡»)

⑥儒生说名於儒门ꎬ过俗人远也ꎮ («论衡»)
唐五代时出现“人称代词＋门”ꎮ 其中“门”多

指“家庭”ꎮ 例如:
⑦说着上由(尚犹)皆惊怕ꎬ如何祝娉向他门ꎮ

(«敦煌变文»)
⑧卢亦甲族也ꎬ嫁女于他门ꎬ聘财必以百万为

约ꎬ不满此数ꎬ义在不行ꎮ («霍小玉传»)
⑨娉与他门荣九族ꎬ一场喜庆卒难论ꎮ («敦

煌变文»)
宋朝时ꎬ“代词 /指人的名词＋们”结构表复数ꎬ

有时还用“门”ꎮ 例如:
⑩秀秀道:“既如此ꎬ你们少等ꎬ待我梳洗了同

去ꎮ”(宋话本)
学人言语ꎬ未会十分巧ꎮ 看他门ꎬ得人怜ꎬ

秦吉了ꎮ («全宋词»)
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ꎬ一面着人去赶ꎬ赶一

半路ꎬ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ꎬ苦死不肯回

来ꎮ (宋话本)
综上所述ꎬ“们”与“门”的音形义关联是“门”

虚化为复数标记“们”的前提和基础ꎬ“家庭、家族、
学派” 是“门” 发展为复数标记的语义基础ꎮ 门

(们)常出现在代词 /指人的名词之后表示家庭、家
族、学派ꎬ促使“门(们)”发展为复数标记ꎬ复数标

记“们”也只能跟这些词搭配表复数ꎮ “家庭、家
族、学派”都是由多人构成ꎬ因此“们”只限于表示

人的复数ꎮ
三、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门”的语

法化

１.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与个体量词

“门”的来源

对于汉语个体量词的产生时间ꎬ学界大多认

为萌芽于先秦ꎬ盛行于唐宋以后ꎬ必须强制出现在

数词、名词之间表示称量出现于十五世纪左右ꎮ
先秦汉语的个体量词处于刚刚萌芽阶段ꎬ个体量

词并不多见ꎬ且个体量词不必强制性地出现在表

量结构中ꎮ 汉代以后ꎬ量词获得较大的发展ꎬ尤其

是魏晋以后个体量词成批出现ꎬ“数＋量＋名”结构

成为基本的称数计量方式ꎮ 唐宋时期ꎬ个体量词

已很丰富ꎬ现代汉语中的各类量词在唐宋时已经

出现ꎬ只是数量比现代少些ꎬ使用频率也不如现代

高ꎮ 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仍袭用旧时语法ꎬ在数词

和名词结合时可以不必参以量词ꎬ例如“三山”“五
湖”“千帆”等ꎮ[８]２８２个体量词“门”在宋代时与指示

代词“这”连用ꎬ后接名词ꎬ形式上近似量词ꎬ宋以

后发展出量词用法ꎮ
汉语中量词多由名词虚化而来ꎮ 王力指出:

“一般说来ꎬ单位词是由普通名词演变而成的ꎬ并
且它们的语法意义就是由它们的本来意义引申来

的ꎮ” [９]２７９个体量词的产生是部分名词虚化的结

果ꎬ汉语作为孤立语没有形态变化ꎬ无法通过语言

形态本身来表现单复数变化ꎬ随着人类思维的精

密化ꎬ人们在表达物体的精确数量时迫切需要一

个东西来称量ꎬ个体量词应运而生ꎮ 个体量词的

产生可以帮助人们准确地表达事物ꎬ同时也体现

了汉民族的认知特点和语言对物体的范畴化作

用ꎮ 名词的实体性容易成为人们的认知原型ꎬ因
此量词多由名词虚化而来ꎮ 对于量词“门”的来

源ꎬ缑瑞隆认为ꎬ个体量词“门”是从名词“门”的

“门派”“类别”义发展出来的ꎬ其认知基础是“门”
区别不同门户、人家的功能ꎮ 惠红军认为:“门”在
现代汉语中称量的对象有两类ꎮ 一类是“人”和

“人结成的社会关系”ꎮ 如:压根儿连提都不敢提

自己有这么一门亲戚ꎮ (梅芷«细细排起来»)并指

出:这也是“门”的早期称量对象ꎮ 我们认为ꎬ量词

“门”来源于名词“门”的“家庭、家族”义ꎬ“门派”
“类别”义是“门”的“家庭” “家族”义引申而来ꎮ
因此ꎬ“门”最先称量的是与“家庭、家族”义紧密相

关的亲戚、亲事ꎮ
２.“门”虚化为量词的条件
(１)“门”虚化为量词的句法环境

量词“门”的产生除了受到汉语个体量词发展

规律的制约外ꎬ还受其句法环境的影响ꎮ “数词 /
指示代词＋门＋名词”结构的出现ꎬ促使“门”由名

词向量词转化ꎮ
西周时期ꎬ“门”便与数词结合ꎬ但目前可见用

例很少ꎬ有“一门” “四门” “九门”ꎮ 春秋战国时

期ꎬ可用来与“门”搭配的数词有所增加ꎬ出现“一
门”“三门”“四门”“九门”“百门”ꎮ 汉朝ꎬ与“门”
搭配的数词进一步增加ꎬ出现“一门” “二门”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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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四门”“五门”“八门”“九门”“十门”“四百四

十门”“千门”ꎮ 至此ꎬ“门”几乎可以与任意数词

搭配ꎮ 与数词连用成了“门”的常规用法ꎮ 例如:
①一曰居一门中ꎮ («山海经»)
②十二月癸亥ꎬ门其三门ꎮ («左传»)
③有四百四十门ꎬ门间四里ꎬ里间九纯ꎬ纯丈

五ꎮ («淮南子»)
宋朝时“门”与“这”“那”连用ꎬ出现了“这＋门

＋名”的结构ꎬ但用例很少ꎮ 例如:
④大官人见庄门闭着ꎬ不去敲那门ꎬ就地上捉

一块砖儿ꎬ撒放屋上ꎮ («警世通言»)
⑤这 门 女 婿 要 如 何ꎬ 愁 得 苦 水 儿 滴 滴 地?

(«快嘴李翠莲记»)
元明清时期ꎬ“一门”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

的用法扩大ꎬ用例非常普遍ꎮ 例如:
⑥思量自家一门流落之苦ꎬ如此难堪ꎬ怎忍叫

他家也到这地位! («二刻拍案惊奇»)
⑦可惜他竟一门尽绝了后ꎮ («红楼梦»)
⑧于是一门皆哭临ꎬ安厝尽礼ꎮ («聊斋志

异»)
这一时期ꎬ出现了“一门＋亲事 /亲戚”和“这 /

那＋(数)门＋名”的用法ꎬ即“指示代词 /数词＋(数
词)门＋名词”的结构ꎮ 例如:

⑨贤弟ꎬ也是我与你相处一场ꎬ明日与你议一

门亲ꎬ生下一男半女ꎬ也不失姜姓之后ꎮ («封神演

义»)
⑩贾政想了一回ꎬ道:“大老爷那边ꎬ不曾听得

这门亲戚ꎮ”(«红楼梦»)
走了半日ꎬ肚子里饿了ꎬ没处打尖ꎬ见这门庙

门上挂着个饭幌子ꎬ就在这里歇下ꎮ («儿女英雄»)
“门”虚化为量词ꎬ受其所处的句法环境的影

响ꎮ “能够引发某一词汇语法化的句法格式的先

决条 件 是ꎬ 该 格 式 必 须 有 足 够 高 的 使 用 频

率ꎮ” [１]３２８“门”前数词范围和使用频率的扩大是

“门”语法化的基础ꎮ “门” 后名词的出现ꎬ以及

“指示代词 /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的大量使

用ꎬ促使“门”发生了语法化ꎮ 与数词搭配的“门”
的语义由本义衍生出家庭义ꎬ由区分不同的家庭

衍生出“类别”义ꎬ数词的功能是序数和计量的ꎬ因
此与名词结合时ꎬ其后的名词便是可以计量和称

数的ꎬ“门”频繁的位于数词之后ꎬ被不断的量化ꎬ
便产生了量词的用法ꎮ 结构中名词为何先出现

“亲戚 /亲事”ꎬ我们认为这与元明清时期ꎬ“一门”
指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用法普遍有关ꎮ 至于南

宋时期出现的少数“这＋门＋名”的用法ꎬ不具有普

遍性ꎬ只能看作是“门”后出现名词的过渡ꎮ
(２)“门”虚化为量词的语义制约

现代汉语中用“门”计量的名词范围扩大ꎬ数
量变多ꎬ“指示代词 /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

中的名词可以是学科、学问、行业、款项、心思等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个体量词和名词的搭配ꎬ并不是传

统理论所说的“约定俗成”ꎬ而是有认知理据的ꎬ要
受到制约ꎮ 个体量词“门”所能搭配的名词ꎬ受到

名词“门”意义的制约和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ꎮ
如名词“门”指家庭、家族ꎬ便用来称量跟家族或家

庭有关的事项ꎻ名词“门”指学术思想上的派别ꎬ所
以“门”后可接学科、学问、行业等ꎻ“思想派别”义
是由“师门”义引申而来ꎬ所以其后可接语言、技
术、学问等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的某种知识和

技能ꎻ名词“门”有类别义ꎬ因此“门”扩大为不同事

项的量的指称词ꎬ如作为大炮、款项、心思等的量

词ꎮ 分析发现ꎬ用量词“门”称量是建立在“房门”
“大炮” “钱款”这几类事物的认知原型基础之上

的ꎬ所接名词能够反映“门”的语义特征ꎮ 至于用

“门”来称量心思ꎬ “心思” 是一个抽象名词ꎬ用

“门”来称量是受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人将

“心”当作思维的器官ꎬ所谓“心之官则思”ꎮ 受这

种思维方式的影响ꎬ人们将它隐喻作“房子”来加

以认识ꎬ因此ꎬ汉语中有“心房”“心室”的说法ꎮ 是

房子必有房门ꎬ所以ꎬ会用“门”来计量ꎮ
综上所述ꎬ量词“门”由名词“门”虚化而来ꎬ宋

代有近似量词的用法ꎬ宋以后发展出量词ꎮ 量词

“门”所称量对象受到名词“门”语义和汉民族思维

方式的影响和制约ꎬ只能用来修饰认知原型上与

“门”具有某种相似性的事物ꎬ即被量化的名词常

常体现“门”的语义特征ꎮ 元明清时期ꎬ“一门”指
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的用法普遍ꎬ这是量词“门”
产生的语义基础ꎮ 此外ꎬ量词“门”的产生还受到

句法环境的影响ꎬ数词的序数和计量功能以及“指
示代词 /数词＋(数词)门＋名词”结构的大量使用ꎬ
促使“门”发生了语法化ꎮ

四、结论
随着语言的发展ꎬ实词“门”发展出了虚化意

义ꎬ发生了语法化:一是虚化为词缀ꎻ一是虚化为

量词ꎮ 这两个过程是相继发生又相互制约的ꎮ 复

数标记“们”产生于十到十一世纪之间ꎬ当“们”进
一步向普通名词复数标记发展的时候ꎬ量词系统

最终建立ꎬ制约了“数＋名＋们”结构的出现ꎮ 配合

量词系统的建立ꎬ“门”向量词虚化ꎬ出现“数＋门＋
(下转第 １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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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在家庭教育立法方面的几个问题商榷∗

———以«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为例

周 继 祥　 傅 文 茹

(合肥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安徽合肥　 ２３００６１)

　 　 [摘　 要] 　 我国目前一些省级地方政府已经制定了各省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ꎬ为国家制定统一的«家庭教

育法»进行了有益的探索ꎬ但有一些问题还有待商榷ꎮ 本文就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实施的«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为例分析我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立法还存在的一些不足ꎬ即该«条例»未跳出狭义家庭教育的窠臼ꎻ主管机

构需要进一步厘清ꎻ«条例»中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应更多一些 ꎻ«条例»的立法前瞻性不够ꎮ
[关键词] 　 家庭教育立法ꎻ　 问题ꎻ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中图分类号] 　 Ｇ５２２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０９９－０３

　 　 教育是国家精神命脉延续之根本ꎬ家庭教育

更是一切教育的基石ꎮ 习近平同志曾在多个场合

发表讲话论述“家庭” “家教” “家风”的重要性ꎮ
他说:“家庭是社会的细胞ꎮ 家庭和睦则社会安

定ꎬ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ꎬ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ꎬ”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ꎻ家庭教育是帮助孩

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ꎻ“家风是一个家庭的精

神内核”ꎮ 他指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ꎬ无论经济

社会如何发展ꎬ对一个社会来说ꎬ家庭的生活依托

都不可替代ꎬ家庭的社会功能都不可替代ꎬ家庭的

文明作用都不可替代ꎮ” [１]

«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 (以下简称“«条

例»”)由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９ 日通过ꎬ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 日起施行ꎮ 这一地方法规的制定ꎬ正是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扎实举措ꎬ对促

进江苏省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增进家庭幸福和社

会和谐稳定以及提升民族整体素质具有重要

意义ꎮ

一、«条例»的特色和亮点

该«条例»具有的特色和亮点主要有:
第一ꎬ«条例»强化父母和其他监护人的责任ꎮ

«条例»规定立德树人是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务ꎬ家
庭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ꎬ传承和培育良好家

风ꎬ促进未成年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ꎮ
«条例»丰富了家庭教育的内涵ꎬ明确父母或

者其他监护人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不同年龄段的身

心发展规律和特点ꎬ适时开展理想信念、爱国主

义、社会责任ꎬ道德修养、行为规范、文明礼仪ꎬ生
命安全、身心健康、生活技能等方面的教育ꎬ引导

未成年人养成优良品德、健全人格、劳动精神和良

好行为习惯ꎮ
针对当前家庭教育异化、不当等问题ꎬ«条例»

要求ꎬ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关注未成年人的

生理、心理、智力发展状况和行为习惯ꎬ注重言传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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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教ꎬ以健康的思想、良好的品行和适当的方法教

育影响未成年人ꎬ避免重智轻德、重知轻能、过分

宠爱、过高要求ꎬ营造文明和睦的家庭教育环境ꎬ
促进未成年人全面健康发展ꎮ

«条例»还强调了父母双方应当共同履行对未

成年子女的家庭教育义务ꎮ 对离异家庭、外出务

工等特殊家庭子女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具体的

规定ꎮ
第二ꎬ«条例»强调家庭教育需政府、学校、家

庭和社会各方共同通力合作ꎮ «条例»设置了“家
庭实施”“政府推进”“学校指导”“社会参与”四章

对如何促进家庭教育加以规范[２]ꎮ
第三ꎬ«条例»设置了法律责任一章ꎬ增强约束

性、强制性ꎬ体现法规的严肃性、惩罚性ꎮ
第四ꎬ«条例»设立主题宣传周ꎬ加强家庭教育

的宣传工作ꎮ
虽然«江苏省家庭教育促进条例»有着较为明

显的特色和亮点ꎬ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ꎮ
二、«条例»存在的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３ 日新华网公布了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了«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的内容ꎬ该文

件提出了 ２０３５ 年主要发展目标有八个ꎬ第一个就

是“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ꎬ而
在“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现代教育体系”中ꎬ我国

的学校教育近些年来发展迅速ꎬ取得了长足进步ꎬ
而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却发展缓慢ꎬ还是我们的

短板ꎬ这和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有关ꎬ也与

我们重视程度不够有关ꎮ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

快速发展ꎬ人民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物质文化需求ꎬ
对生活品质的追求提高到了美好的标准ꎬ这就要

求国家和社会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高自身生

活品质提供更优的服务ꎬ人民对这方面的物质建

设和制度创新需求日益强烈ꎮ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 ２０１９ 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上的讲话强调:“家庭教育要高度重视起来ꎮ 无

论何时ꎬ都要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ꎬ把家

长引导和培育成立德树人的一支有生力量ꎮ 要加

强对家庭教育工作的支持ꎬ通过家委会、家长学

校、家长课堂、购买服务等形式ꎬ形成政府、家庭、
学校、社会联动的家庭教育工作体系”ꎮ

«条例»是我国在家庭教育方面的最新的立法

成果ꎬ对其进行分析具有代表性和针对性ꎮ 笔者

认为«条例»仍有以下几点缺憾:
１.«条例»未跳出狭义家庭教育的窠臼
家庭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ꎬ在我国现实语

境下ꎬ多为狭义的家庭教育ꎬ即父母或其他监护人

对未成年被监护人的教育ꎮ «条例»第三条规定ꎬ
本条例所称家庭教育ꎬ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

以及有监护能力的家庭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和生活

实践ꎬ对未成年人进行的正面引导和积极影响ꎮ
狭义的家庭教育很明显和“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

习的现代教育体系”这一目标不一致ꎮ 根据杜瓦

尔(Ｄｕｖａｌ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ꎬ育儿阶段只是家庭

生活的一个阶段或一个方面ꎬ虽然当今社会未成

年人的教育问题非常突出ꎬ但家庭教育不应仅仅

是要解决未成年人的成长问题ꎬ更多的应该关注

家庭全部阶段可能遇到的问题ꎮ 同时家庭的和

睦、幸福、文明有赖于全体家庭成员的努力ꎬ全体

家庭成员都应受教育ꎬ不应局限于家长对未成年

家庭成员的教育ꎮ 所以广义的家庭教育应是“对
每位家庭成员的教育”ꎮ

我国台湾地区的«家庭教育法»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家庭教育ꎬ系指具有增进家人关系与家

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动” [３]ꎬ 并明确列举了六种教

育ꎬ即:亲职教育、子职教育、两性教育、婚姻教育、
伦理教育、家庭资源与管理教育ꎬ同时还有一个兜

底条款“其他家庭教育事项”ꎬ此种应为家庭教育

的广义定义ꎮ 对比广义和狭义的定义ꎬ笔者认为

广义的定义更科学一些ꎬ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ꎬ涉
及教育主体、客体以及主客体之间的互动ꎬ未成年

人需要受教育ꎬ同样家长也需要接受教育ꎻ家庭教

育的目标也不应是单一的ꎬ如解决不要出现“熊孩

子”问题ꎬ更重要的应该是要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

教育环境ꎬ建设一个健康、积极向上发展的家庭ꎮ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的转型ꎬ诸

如婚姻关系不稳定的问题、围绕养老而引发的冲

突问题逐渐成为威胁家庭和谐稳定的大杀手ꎮ 近

些年来因家庭矛盾冲突而发生的恶性案件时有发

生ꎬ并呈上升趋势ꎮ 这些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狭

义的家庭教育问题即“教子问题”ꎮ
因教育体制的弊端ꎬ绝大多数人在成年前或

后都没有受过关于“爱情、婚姻、家庭、子女”等方

面的教育ꎬ绝大多数人在组建家庭时ꎬ对家庭生活

意味着什么还是一张白纸ꎬ在组建家庭后也是也

很少有途径去接受关于家庭的教育ꎮ 正如苏联著

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著作«给父母的

建议»中谈道:“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成为物理学家、
化学家ꎬ但是所有人都会成为父亲、母亲、丈夫、妻
子ꎮ” [４]９－１０所以我们不仅要强化家长的责任ꎬ教育

家长ꎬ更应注重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家庭生活知能ꎮ
—００１—



２.主管机构需要进一步厘清
家庭教育早已超越了“父兄事也”的阶段ꎬ“家

是最小的国ꎬ国是千万家”ꎬ家庭健康了国家才能

健康ꎬ家庭发展了国家才能发展ꎬ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ꎬ国家更加重视家庭建设的

基础性作用ꎮ 完善家庭教育法律体系ꎬ通过立法

来推动我国的家庭教育的法治建设已经成为社会

各界的共识ꎮ 国家需要依职权对家庭教育进行有

效治理ꎬ首先就是要明确家庭教育的合适主管

部门ꎮ
«条例»第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督促有关部

门和单位做好家庭教育工作ꎮ 教育部门、妇女联

合会共同推进家庭教育工作ꎮ”根据这条的规定ꎬ
我国家庭教育的牵头部门仍然是全国妇联ꎮ 这种

管理体制很显然是建立在狭义家庭教育理念的基

础上ꎬ是不合适的ꎬ也不利于家庭教育工作的开

展ꎬ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ꎮ 家庭教育的主管

机构应明确为教育部ꎬ而不应是全国妇联ꎮ
笔者认为ꎬ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急需变

革ꎬ以适应到 ２０３５ 年“建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

现代教育体系”这一目标ꎮ 教育部的内设管理机

构主要是按照学历和职业教育来划分的ꎬ没有设

立专门管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内设机构ꎮ 我

们追求更多的是学历提高和职业的适应性ꎬ忽略

了人的全面发展ꎬ忽略了育人的协同效果ꎬ服务于

家庭健康发展的保障体系始终没有建立起来ꎮ 制

度设计的缺陷会导致再多的努力也不会取得大的

效果突破ꎮ
３.«条例»中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应更多

一些
«条例»中虽然从家庭、政府、学校和社会四个

方面来明确了它们各自的职责ꎬ也有不少具体的

可操作性的规定ꎬ但还不完善ꎮ 例如 没有每个地

区应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具体实施家庭

教育工作部门的具体职责、人员组成的相关规定ꎮ
学校办家庭教育应区别学校的层级ꎬ根据学生的

不同特点ꎬ制定具体的办家庭教育的种类及最低

时数ꎮ 社区教育机构办家庭教育没有具体细化的

规定ꎮ
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灵魂ꎬ是全社会

共同的价值认同ꎮ 家庭价值观建设是培育和弘扬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ꎬ也是家庭

教育的核心任务ꎮ 推行价值观教育需要家庭教育

与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的结合与融合ꎮ «条例»中

缺乏进行价值观教育的具体措施ꎮ
４.«条例»的立法前瞻性不够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ꎬ社会转型、

家庭变迁加快ꎬ物质生活的丰富而便捷、资讯的爆

炸、教育的开放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ꎬ另一方面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ꎮ 价值观

多元化本身不是坏事ꎬ但鱼龙混杂的价值观带来

的负面影响不断出现ꎬ诸如在婚姻关系、子女教

育、家庭成员沟通、生育观念、家庭伦理、两性教育

等方面的家庭问题层出不穷ꎮ 所以仅仅局限于教

子的家庭教育没有一定的前瞻性ꎮ
虽然通过开展家庭教育活动不能解决所有的

家庭问题ꎬ但可以促进家庭成员间关系的和谐并

增进成员进行家庭生活的知识和能力ꎬ预防诸多

家庭问题的产生ꎮ 例如ꎬ开设婚前的家庭教育课

程是为了培养正确之婚姻观念ꎬ促进家庭美满ꎮ
开设家庭沟通课程可以促进家庭关系和谐ꎮ 开设

家事指导课程ꎬ可以锻炼家庭成员生活自理能力ꎬ
加强家庭资源管理ꎮ

三、结 语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ꎮ “十年树木ꎬ

百年树人”ꎬ育人是一个长时间的过程ꎬ每个人都

应树立一个终身学习的理念ꎮ 家庭教育不只是

“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教育”问题ꎬ应
指“具有增进家人关系与家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

动”ꎮ 教育的现代化应包括家庭教育的现代化ꎬ家
庭教育的现代化要求我们应具有先进的教育理

念、创新的制度设计、完备的可操作的具体规定和

立法的前瞻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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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及其监管

何　 煊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ꎬ 上海　 ２０１６００)

　 　 [摘　 要] 　 职业放贷人的出现ꎬ表明了我国民间借贷活动趋向于职业化、规模化ꎬ其影响日益广泛ꎮ 目前我

国自然人职业放贷行业乱象频发ꎬ反映出相关立法和监管的阙漏ꎮ 自然人职业放贷不同于一般的民间借贷ꎬ它具

有放贷对象的不特定性和持续营业性ꎬ属于商事性民间借贷ꎬ故借贷双方实际为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或金融业务经

营者与金融消费者的关系ꎮ 建议加快立法并加强监管ꎬ让自然人职业放贷合法化、阳光化ꎬ并加大对借款人正当

权益的保护ꎮ
[关键词] 　 自然人ꎻ　 职业放贷人ꎻ　 商事性民间借贷ꎻ　 金融消费者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０２－０５

　 　 职业放贷与一般民间借贷、职业放贷人与银

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ꎮ
在行为方式上ꎬ职业放贷人通过针对不特定对象

的连续性放贷ꎬ实现营利目的ꎬ即放贷行为具有营

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不特定性ꎮ 在职业放贷

人法律规制方面ꎬ我国立法存在阙漏ꎬ导致民间借

贷过程中产生大量的不规范、甚至违法犯罪行为ꎬ
因此需要在监管方面做出努力ꎮ 本文由于篇幅所

限ꎬ主要就自然人的职业放贷行为进行讨论ꎮ

一、问题的提出

在我国立法方面ꎬ并未对职业放贷人进行具

体定义ꎬ但可以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中进行总结ꎬ
即职业放贷人是以营利为目的ꎬ对不特定对象进

行连续性放贷业务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①ꎮ
“法律关系的主体ꎬ又称权利主体ꎬ即法律关系的

参加者ꎬ是法律关系中权利的享受者和义务的承

担者ꎮ” [１] １４２对于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主体ꎬ其享

有权利与承担义务的具体内容、方式是不一样的ꎮ
在职业放贷法律关系中ꎬ职业放贷人与借款人作

为法律关系的双方主体ꎬ分别为债权人和债务人ꎮ
若单对法律关系进行认定ꎬ似乎只能将其作为普

通的借款合同法律关系ꎬ通过民事法律进行规

制[２] ３３０ꎮ 然而ꎬ根据我国职业放贷行业实际情况

来看ꎬ不规范的职业放贷活动极易对债务人的权

益造成侵害ꎬ职业放贷人往往会利用自己所掌握

的信息、资金优势谋求不正当利益ꎬ如“套路贷”案
件等刑事案件的频发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若严格遵

守意思自治原则以及合同双方主体的平等原则ꎬ
那么就不宜对债务人进行特别保护ꎮ 结合我国具

体司法实践ꎬ职业放贷人主体的组织形式是多样

的ꎬ往往表现为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ꎮ 对于

法人、非法人组织这类组织体类型职业放贷人而

言ꎬ可以参考小额放贷公司的相关规定ꎬ本文在这

里不深入探究③[３]ꎮ
在这里主要提出的问题是:自然人职业放贷

行为的法律性质如何界定? 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基

础之上ꎬ才能更进一步地对职业放贷行为的具体

法律关系进行认定ꎮ 最后ꎬ在具体的立法层面ꎬ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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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于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监管思路ꎮ
二、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特点及其法律性

质分析

１.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特点

近年来ꎬ国内许多学者提出了商事性民间借

贷的概念ꎬ因其具有的营利性、连续性以及对象的

不特定性特征ꎬ主张将商事性民间借贷作为民间

借贷的有益补充ꎬ进行特别的立法规制[４]ꎮ 因为

就不同的职业放贷主体而言ꎬ其在交易行为过程

中所享有的权利以及法律责任的承担方面是不同

的ꎬ作为自然人的职业放贷人所进行的放贷活动

相比于法人、非法人组织而言ꎬ在规模、职业化程

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区别ꎮ
我国现有法律法规规定ꎬ自然人、法人及非法

人组织所进行的放贷活动ꎬ主要以日常生活、经营

为需求ꎬ一般认为是民间借贷行为①ꎮ 倘若自然人

开展的放贷行为具有明显的营利性、连续性以及

对象的不特定性特征ꎬ那么在这种情况下ꎬ应当将

自然人认定为职业放贷人ꎮ 那么这样的职业放贷

行为与一般民间借贷的区别究竟为何? 在这里ꎬ
就不得对商行为、商事性民间借贷进行探析ꎮ

“自然人可以作为商行为主体并进行商事活

动ꎬ属于商个人ꎮ 商个人是指具有商事权利能力

和商事行为能力ꎬ独立从事商行为ꎬ依法履行商法

上的权利和承担商法上的义务的自然人ꎮ” [５] ３７自

然人作为拥有民事权利能力的主体ꎬ可以以商品

生产者或商品经营者的身份参与到商事交易中ꎮ
“商行为可以定义为:是商人所实施的以营利为目

的ꎬ能够引起商事上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设立或

变更或终止的营业行为ꎮ” [５] ５９就自然人职业放贷

而言ꎬ其满足商主体和商行为的特征ꎬ与一般的民

间借贷具有显著的区别ꎬ具有营利性、连续性以及

对象的不特定性特点ꎮ 因此ꎬ可以赞同商事性民

间借贷概念的构建ꎬ对于商事性民间借贷可以制

定专门的法律法规ꎬ以作为民间借贷的重要补充ꎮ
２.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分析

对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质进行分析ꎬ首
先需要针对金融这一概念进行分析ꎮ 国内学者对

金融及金融关系给出了自己的定义:“金融本身是

一种经济活动ꎬ金融是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

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ꎬ是商品经济高度发展

与完善的产物ꎬ是现代经济的核心ꎮ” [６] ２－４“金融关

系是以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中心的经济关系ꎬ这种

经济关系发生在金融监管、调控活动和金融业务

活动过程中ꎬ是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活动分不开

的ꎬ是一种与银行信用和货币流通密切相关的经

济关系ꎮ” [７] ５ 若依照这样的观点ꎬ其他如财政收

支、民间借贷等关系ꎬ虽然也已资金融通为手段和

目的ꎬ但不属于金融关系ꎮ
因此ꎬ在这里就不得不提出民间金融这一概

念ꎬ国内有学者认为“所谓的民间金融ꎬ是相对于

有组织的金融体系来说的ꎬ是政府金融管制之外

的、民间自发形成的融资关系” [８]ꎻ“民间金融指的

是不受国家正规金融机构监管的民间融资活动的

总和ꎬ具体表现形式为地下钱庄、民间理财公司、
租赁公司等ꎬ这样的金融活动未被纳入金融监管

机构的监管范围中ꎮ” [９] 可见ꎬ将民间的资金融通

行为归入民间金融概念有一定的道理ꎮ 在这样的

情况下ꎬ将民间金融纳入金融概念下ꎬ形成广义的

金融概念②ꎮ 作为商事主体的自然人ꎬ自然也能从

事金融业务ꎮ 在笔者倾向于将自然人职业放贷行

为定义为金融活动ꎬ而不是一般的民间借贷抑或

商事性民间借贷ꎬ以此达到加强对职业放贷行为

的监管以及对金融消费者的倾斜性保护目的ꎮ
在互联网等各种媒介日益发达的今天ꎬ数据

流通和信息传递已经成为交易过程的关键ꎮ “随
着金融创新不断升级ꎬ金融消费产品日益丰富ꎬ在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选择的同时也增加了消费者的

抉择难度ꎬ欺诈性合同条款不断出现ꎮ” [１０] 对于民

间借贷而言ꎬ“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已超越了传统债

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一对一的简单关系ꎬ债权人

往往成为不特定的社会公众ꎬ而债务人则成为提

供金融产品的机构ꎬ两者类似消费者与商家的关

系” [１１]ꎮ 诚然ꎬ市场经济存在着固有的缺陷ꎬ市场

中掌握着较多信息的一方往往能够控制交易过

程ꎬ以谋求更大的利益ꎮ 自然人开展的职业放贷

活动信息掌握、资金获取等方面ꎬ相比于作为交易

相对方的金融消费者即借款人而言ꎬ存在着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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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中规定: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ꎬ公民

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ꎬ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ꎮ
学界一般倾向于将金融机构开展的与资金融通相关的一系列活动定义为金融ꎬ笔者认为此种语境下的金融属于狭义的金融ꎮ



差距ꎮ 后者在信息获得、专业知识以及维权意识

和能力方面较为薄弱ꎬ处于弱势地位ꎮ 在交易过

程中ꎬ也极易受到具有非法占有财物目的的职业

放贷人的侵害ꎬ这种侵害可以表现为欺诈、胁迫等

严重危害借款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ꎮ
综上所述ꎬ就作为自然人职业放贷的法律性

质而言ꎮ 自然人类型的职业放贷人所开展的放贷

活动为商事性民间借贷活动ꎬ即归属于广义的民

间借贷概念ꎬ又属于广义上的金融活动ꎮ 金融机

构在主体范围上ꎬ只包括银行以及非银行金融机

构ꎬ自然人无论如何也不能作为金融机构开展金

融活动ꎮ 因此ꎬ自然人开展职业放贷活动时ꎬ在法

律性质上应当属于提供金融服务、销售金融产品

的商事经营者ꎮ 而与之相对的另一方借款人ꎬ则
属于金融消费者ꎮ

三、我国自然人职业放贷中的问题与

成因

１.目前我国自然人职业放贷存在的主

要问题

随着国家市场经济改革ꎬ我国民间资本市场

日益兴盛ꎮ 随着 ２０１１ 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ꎬ
为我国民间借贷制度敲响了警钟ꎮ “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以来ꎬ温州很多民营中小企业纷纷关门倒闭ꎬ企
业倒闭潮的生成的连锁效应ꎬ也导致贷款公司、担
保公司的垮塌和民间借贷市场的动荡和混乱ꎬ民
间金 融 体 系 日 渐 崩 坏ꎬ 引 发 民 间 金 融 诚 信

危机ꎮ” [１２]

自 ２０１７ 年、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套路贷”行为逐渐

进入公众视线ꎮ 在行为方式上ꎬ主要包括以欺诈、
胁迫、伪造证据、虚假诉讼等方式ꎬ损害被害人人

身和财产权益[１３]ꎮ 多地法院相继出台相关意见ꎬ
意在对职业放贷行为进行规制ꎮ 然而ꎬ尽管建立

了相关职业放贷人名录ꎬ职业放贷人行业所处的

困境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善ꎮ
(１)借款合同条款不规范ꎬ影响公平交易

通过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合同ꎬ是职业放贷行

为的基本行为方式ꎮ 基于商事效率原则ꎬ职业放

贷人不可能通过重复拟定借款合同保障交易的公

平和安全ꎮ 这就意味着在借款合同中必将出现大

量的格式条款ꎬ这种格式条款包含了减少自身义

务、加重借款人责任等内容ꎬ而这些条款对于缺少

一定专业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的借款人来说极为

不利ꎬ最终影响合同权利义务的公平实现ꎮ 例如

在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套路贷”案例中ꎬ
张某通过提供填空式格式条款ꎬ谋取非法利益ꎬ侵
害债务人李某的权益①ꎮ

(２)私力救济的滥用ꎬ侵害债务人人身权益

自然人在职业放贷过程中ꎬ更倾向于使用私

力救济等违法犯罪手段ꎬ如威胁、绑架、非法拘禁

等ꎬ强行实现自己的债权ꎮ 在上海高级人民法院

的公报案例中ꎬ陈寅岗等人通过殴打、非法拘禁、
虚假诉讼等非法手段实现债权ꎬ造成许嘉平人身

财产权益受损②ꎮ 另一方面ꎬ这些职业放贷人由于

其自身的风险承担能力较弱ꎬ在借款人无力偿还

欠款时ꎬ不得不通过非法途径强行实现债权ꎮ
２.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１)民间融资渠道不畅

我国民间借贷案件数量在近几年呈不断增长

的趋势ꎮ ２０１１ 年ꎬ全国法院审结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 ５９. ４ 万件ꎬ２０１２ 年审结 ７２. ９ 万件ꎬ同比增长

２２.６８％ꎻ２０１３ 年审结 ８５.５ 万件ꎬ同比增长 １７.２７％ꎻ
２０１４ 年审结 １０２. ４ 万件ꎬ同比增长 １９. ８９％[１４]ꎻ
２０１５ 年审结 １４２ 万件ꎬ同比增长 ３８.６７％ꎻ[１５] 这些

数据在客观上表明了我国民间融资需求的增长ꎮ
然而ꎬ在融资渠道方面ꎬ除了我国法律规定的

正规金融活动外ꎬ民间融资手段较为匮乏ꎮ 这导

致了民间借贷市场前景“灿烂”ꎬ一定程度方面促

使越来越多的自然人运用自有资金参与到放贷行

业中ꎮ
(２)职业放贷法律制度缺失ꎬ监管处于灰色地带

就职业放贷人立法而言ꎬ我国立法机关虽然

早已有建立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的意向ꎮ ２００８
年ꎬ银监会出台«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ꎬ将小额贷款公司

作为试点ꎬ先行投入民间借贷市场ꎮ 国务院法制

办于 ２０１５ 年发布«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ꎬ其中就非

存款类放贷组织的各方面做出了详细规定ꎬ但因

各种原因ꎬ该条例最终未能通过ꎮ «关于审理民间

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加强非

金融企业投资金融机构监管的指导意见»以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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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布 ８ 起“套路贷”典型案例之三:李某诉张某民间借贷纠纷案»(２０１８)浙 ０３ 民终 ２０８７ 号ꎮ
参见«陈寅岗等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诈骗案»(２０１７)沪 ０１０６ 刑初 ８９２ 号、(２０１７)沪 ０２ 刑终 １１８２ 号ꎮ



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

的通知»中只是对民间借贷笼统地规定ꎬ而并未涉

及到职业放贷人ꎮ
各地高院虽然在近两年相继出台了针对职业

放贷人的指导意见ꎬ但其缺乏统一的规定ꎬ文件的

效力级别也不够高ꎬ因而不能作为对于职业放贷

人的规制和监管依据ꎮ
(３)借款人风险防控和维权意识与能力不强

在自然人职业放贷中ꎬ由于双方之间存在的

信息不对称ꎬ加上借款人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ꎬ导
致对合同条款的理解不透彻ꎬ亦有遭受欺诈、胁迫

的风险ꎮ 所谓的“套路贷”就是利用借款人的疏于

防范ꎬ职业放贷人在合同交易过程中运用一系列

手段ꎬ达到侵占借款人财产利益的目的ꎮ 目前ꎬ我
国的法治理念尚未深入人心ꎬ公民在遭受侵害后

首先想到的往往并非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ꎬ而
是“私了”ꎬ助长了职业放贷人的不法行为ꎮ

综上所述ꎬ我国目前对于职业放贷人所制定

法律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是远不能满足

实际发展需求的ꎬ必须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ꎬ以达

到对职业放贷人的监管目的ꎮ
四、完善自然人职业放贷的立法和加强

监管的路径分析

１.尽快出台相关立法ꎬ让自然人职业放

贷合法化、阳光化

英美等国早于 ２０ 世纪初便建立起以借款人权

益保护为核心的放贷人法ꎬ其中对于借款人正当

权益的规定逐步充实①ꎮ 对于我国而言ꎬ由于从早

期的计划经济过渡ꎬ对于经济活动依然保留一定

程度上的政府权力干预ꎬ出现“权力主导”的特征ꎮ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ꎬ民间融资需求的增长ꎬ以
往的规定已经不合时宜ꎮ

目前来看ꎬ«放贷人条例»的制定已经迫在眉

睫ꎬ可以参考«征求意见稿»中的总则、设立与终

止、业务经营、监督管理与法律责任等章节的内

容ꎬ对自然人职业放贷形式进行全面的规定ꎮ
２.加强自然人职业放贷业的自律管理

就以往而言ꎬ政府“父爱主义”的监管方式ꎬ造
成了我国民间借贷市场发展的停滞ꎮ 对于职业放

贷人的监管思路ꎬ应当进行适度转变ꎬ将政府从

“守夜人”变为“参与者”ꎬ适度放松事前监管ꎬ即从

立法上就市场准入等具体方面做出规定ꎻ同时加

强事中和事后监管ꎬ主要在于保障作为金融消费

者的借款人权益ꎬ丰富司法救济措施ꎬ加强对违法

犯罪行为的责任追究ꎮ
由于自然人的职业放贷活动相比于组织类职

业放贷活动在组织、影响力方面都有所不及ꎬ因
此ꎬ可以以行政区划为基本单位建立相应的行业

自律组织ꎬ实行自律监管ꎮ 同时可以仿照部分省

份高级人民法院的做法ꎬ由自律组织建立职业放

贷人名录ꎬ将特定区域内的职业放贷人进行统一

管理、统一规范ꎮ 在监管的主要内容上ꎬ应当规范

借款合同内容ꎬ对格式条款内容做出一定的限制ꎬ
保障合同的实质公平ꎮ

３.尽快引入自然人破产制度

随着立案登记制的实行ꎬ法院案件数量呈直

线上升趋势ꎮ 在社会信用体系、信用制度尚未完

善的今天ꎬ“执行难”问题影响法院正常工作ꎬ严重

损害了国家公权力机关在公民心目中的形象ꎮ 同

时ꎬ在另一个方面ꎬ作为债权人的职业放贷人在无

法通过正常的诉讼、执行程序实现自身的权益时ꎬ
私力救济的使用也就不可避免ꎮ 建立自然人破产

制度ꎬ有利于使债务人从繁重的债务中解脱ꎬ不仅

有利于债权债务矛盾的解决ꎬ更有利于社会问题

的解决和公民关系的和谐ꎬ对于借款人和职业放

贷人而言ꎬ都大有裨益ꎮ
４.严惩自然人职业放贷中的违法犯罪

行为

对于类似“套路贷”的非法借贷活动ꎬ则要坚

决通过刑罚手段予以制裁ꎬ坚决维护公民人身财

产利益ꎬ对于犯罪行为应当“零容忍”ꎮ 然而ꎬ“‘套
路贷’并不是一个刑法概念ꎬ也不是一个犯罪构成

或者某个犯罪的构成要件ꎬ更不是一个独立的罪

名” [１６]ꎮ 要严格按照刑法中对于诈骗罪、敲诈勒索

罪等罪名的具体构成要件ꎬ而不能给被告人冠以

“套路贷”罪ꎮ 这就要求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ꎬ
合理运用刑事法律制度等相关法律法规ꎬ严格区

分罪与非罪、合法民间借贷与违法犯罪行为ꎬ避免

将合法民间借贷纳入打击范围内ꎮ
当前ꎬ职业放贷行业乱象频发ꎬ为了对职业放

贷人进行法律规制ꎬ首先要对各类职业放贷人法

律性质进行界定ꎬ而不能将之一概(下转第 １１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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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英国«消费信贷法»、美国«诚实信贷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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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初探

孟　 涵　 陈　 烨

(广西民族大学法学院ꎬ 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００)

　 　 [摘　 要] 　 人工智能作为时代快速发展的产物之一ꎬ将成为网络犯罪的核心对抗点ꎮ 数据作为信息时代最

有价值的资产ꎬ与数据相关网络犯罪的防治引起各界高度关注ꎮ 由于对数据进行的犯罪成本并不高ꎬ并且大多以

牟利为目的ꎬ犯罪成本与所得收益比例之间不协调ꎬ犯罪的预防效果不佳ꎮ 因其属于新类型犯罪ꎬ犯罪手法新颖ꎬ
手段不可预知ꎬ现行立法缺乏对网络犯罪刑事法制的规制ꎬ不管从立法司法还是定罪与刑罚问题上都存在的一定

的漏洞ꎮ 如何防控人工智能涉及的数据网络犯罪ꎬ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ꎮ
[关键词] 　 人工智能ꎻ　 数据网络犯罪ꎻ　 定罪量刑ꎻ　 风险防控ꎻ　 谦抑主义

[中图分类号] 　 Ｄ９２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０６－０４

　 　 一、问题的提出

１.网络犯罪及数据保护的现状

网络犯罪的范围涉猎较广ꎬ侵害性也逐渐增

大ꎮ 有调查表明ꎬ全世界近三分之二网民的个人

信息曾被盗窃、泄露ꎮ 相应的数据显示ꎬ网络欺诈

行为大多通过移动设备进行ꎬ其中又有绝大多数

源自移动应用程序ꎮ 一旦网络犯罪分子通过获取

到移动设备的访问权限进入到注册的移动银行应

用程序ꎬ便会启动多级网络犯罪活动ꎮ 截至 ２０１６
年ꎬ我国各地公安已侦破网络犯罪七千多件ꎬ共抓

捕网络犯罪嫌疑人 １.８ 万余人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份的

政法会议上ꎬ相关部门领导人指出中国网络犯罪

占犯罪总数的三分之一ꎬ并以每年 ３０％的速度

增长ꎮ
网络犯罪带来的危害是不容小觑的ꎬ大至侵

犯国家安全ꎬ比如利用网络散布虚假、恐怖信息ꎬ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煽动分裂国家等各种危害国

家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ꎬ对国家安全以及政治稳

定造成损害ꎬ以及对公共秩序造成了扰乱ꎬ消减了

政府权威乃至司法公信ꎻ小至每一个在网络空间

中活跃的行为人都受到侮辱诽谤、恶意攻击以及

个人信息被侵犯ꎮ ２０１７ 年ꎬ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的正式实施ꎬ对如何保障个人信息的

安全、隐私如何不被他人侵犯的问题、数据权属及

应用的法律问题以及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新兴产

业中的数据安全保护进行了规划ꎮ 对于大数据领

域的安全法治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关注ꎬ有多个

省份成立大数据地方监管部ꎮ
２.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概述

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发展和完善

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

的技术科学ꎮ 在互联网、大数据、算法以及人脑芯

片的催化下ꎬ人工智能模拟体现了人类的聪慧能

源ꎬ并以高于人类的做事速度、优于人类的做事精

度协助人类解决林林总总的难题ꎬ包含突破了人

类生理与物理上的困扰ꎬ代替人类在极端恶劣的

环境下从事工作ꎬ将人类的创造力优势与人工智

能的操作性优势达成完美融合ꎮ
人工智能犯罪主要包括两种行为方式:一种

方式表现为行为人直接利用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

实施犯罪ꎮ 由于操作系统中存储了大量数据和信

息ꎬ涉及个人隐私、身份信息、商业秘密等重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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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ꎬ若被非法获取和利用ꎬ进而实施相关犯罪行

为ꎬ就会触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窃取

国家秘密罪等[１]ꎻ另一种行为方式表现为利用人

工智能技术实施犯罪ꎮ 犯罪分子将人工智能当作

手段和工具实施犯罪行为ꎮ 人工智能会提高犯罪

行为成功的可能性、消除犯罪障碍以及降低犯罪

难度ꎬ从而扩大了它的社会危害性ꎮ
涉数据网络犯罪是指以网络为媒介ꎬ对数字

化形式进行技术处理的以一切数据为侵害对象的

行为ꎬ以个人信息犯罪为逻辑起点ꎬ以信息搜集、
处理、使用和储存为产业链条ꎬ主要涉及的犯罪类

别包括计算机犯罪、个人信息犯罪、著作权犯罪和

电信诈骗犯罪ꎬ范围延伸至与信息数据相关的网

络犯罪整体ꎮ
网络犯罪的演变表现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

是将网络当作对象的犯罪ꎻ第二阶段是行为人利

用网络作为实施犯罪的工具ꎻ第三阶段是行为人

直接在网络上实施与传统犯罪相当的行为ꎬ即将

网络当作载体ꎮ 在最后一个阶段中ꎬ虽然表现出

不同于前两种的犯罪现象ꎬ但仍与传统犯罪无太

大的区别ꎬ只是犯罪的地点空间发生了转变ꎮ 网

络犯罪的常见类型主要包括为:利用网络平台进

行色情的传播牟利、诈骗与敲诈勒索、侵犯隐私权

以及贩卖个人信息、网络赌博、网络洗钱以及知识

产权侵权ꎮ 在«大数据安全白皮书(２０１８ 年)»公

布的数据泄露中主要攻击手段中ꎬ排在前三位的

是黑客攻击、恶意软件、配置或操作错误ꎮ
二、人工智能与涉数据网络犯罪密切

相关

１.实施涉数据网络犯罪的便利性

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学习一定的算法与计算

对大数据进行学习ꎬ在人类对网络以及智能系统

深度利用之后ꎬ其智能系统本身也获得了不断升

级与发展的潜能ꎬ逐渐获得主体资格ꎬ最终可能会

对人类现有的制度进行一定的冲击ꎮ 智能系统集

中大量的数据于一体ꎬ数据作为信息的化身与载

体ꎬ一旦形成数据库之后ꎬ不法分子若想要实行犯

罪ꎬ只需攻破一次数据库即可获得全部信息ꎬ其犯

罪成本的低廉以及利益的最大化ꎬ会强化行为人

的犯罪故意[２]ꎮ 由于 ＡＩ 操作系统本身存在了大

量的信息数据ꎬ当该操作系统的掌握者或者使用

人利用该信息进行不法活动ꎬ也为一系列下游犯

罪的实行打开了阀门ꎬ如利用掌握的信息进行诈

骗、进入金融系统窃取财物等ꎬ其便利性与可操作

性可想而知ꎮ ＡＩ 与网络的存在与发展的初衷是为

了造福社会与公众ꎬ若被不法分子非法的利用ꎬ那
么权利受到侵害的仍是社会公众ꎮ 尤其是网络普

及的当代ꎬ多数软件的使用都需要真实信息注册ꎬ
以及手机电脑及大多数设备也存储了大量的隐私

与信息ꎮ 因此ꎬ为了防患于未然ꎬ进行前置性的构

想与风险的预防、防控是出于对每个网络用户信

息安全的基本尊重ꎮ
２.涉数据网络犯罪保护法益的转变

涉数据网络犯罪是指以网络为媒介ꎬ对数字

化形式进行技术处理的、以一切数据为侵害对象

的犯罪行为[３]ꎮ 我国最传统的网络犯罪的对象是

计算机犯罪ꎬ随着网络自身的技术性和虚拟性特

征被网络犯罪所吸收ꎬ历经一代又一代的网络犯

罪的转变ꎬ目前网络犯罪的中心已经转化为个人

信息类型的犯罪ꎮ 刑法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计算机

系统的“数据”价值转向法律定位后的“信息” [４]ꎮ
大数据时代下刑法的保护法益呈现从物质性向非

物质性的转变ꎬ保护重心逐渐向个人权益倾斜[５]ꎮ
学界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益存在争论ꎬ主要

包括三种学说:其一是隐私权说ꎮ 个人信息保护

法的立法根据在于公民个人隐私权的保护ꎬ其中

包括精神性利益ꎬ在刑事立法上表现为以公民的

精神性损害为要素的刑事非难基础[６]１７９－１８０ꎻ其二

是人格权说ꎮ 这种学说的观点体现在一般人格权

是不容侵犯的ꎬ人格独立、自由与尊严同样值得保

护ꎬ刑事立法上体现为公民人身权欲财产权的兼

顾保护[７]４５－４６ꎻ其三为个人信息权说ꎮ 主张该观点

的学者认为应当确立个人信息法益ꎬ以保障个人

信息所包含的人身权与财产权ꎬ在此基础上与第

二种相类似ꎬ但扩充的部分是包括积极使用并许

可他人使用的权利ꎬ并且消极防御他人侵害的权

利也同样值得保护ꎬ在刑事追诉中体现为理念转

变、体系革新与科学治理[８]ꎮ 笔者赞成第三种学

说ꎬ如今公民个人信息被侵害的手段越加繁多ꎬ其
人身权与财产权都是应当予以保护ꎬ并且在一些

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方面ꎬ个人信

息的主体应当有赞成或者否认的意见ꎬ并决定是

否赋予他人行使ꎮ
三、涉数据网络犯罪面临的规制困境
涉网络犯罪具有客观非物质性、隐匿性以及

潜在性的特点ꎬ犯罪手段与传统犯罪存在差异ꎮ
目前我国涉网犯罪形势严峻ꎬ在侵犯个人信息方

面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黑色产业链ꎮ 上文已经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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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目前的网络犯罪所保护的法益已经由个人信

息犯罪代替了传统了计算机网络犯罪ꎬ因此ꎬ在法

律评价上具有意义的相关数据与信息就有了区

别ꎬ在刑事立法上则表现为涉数据网络越轨行为

的否定性评价和行为人应当承担的刑罚[５]ꎮ
涉及数据网络犯罪的困境是取证难ꎬ证据的

获取、保持以及效力的认定均存在问题ꎮ 目前ꎬ行
为人的防范意识较强ꎬ为了避免追查跟踪经常采

用身份的多重转变ꎬ进行诈骗活动所在的网站域

名也时常更换ꎬ并对涉案账号进行快速注销等ꎮ
网络犯罪多发生在以网络软件、硬件为物理和技

术基础的虚拟空间ꎬ导致追查行为人身份的难度

提升ꎮ 并且相关违法犯罪行为的痕迹或多或少表

现为电子数据的形式ꎬ销毁之后提取需要较高的

技术支持ꎮ 证据本身的真实性和关联性也难以得

到证实ꎮ
学者文立彬指出ꎬ从最初的互联网时代到信

息网络时代ꎬ直至最终的三网融合ꎬ出现了异化的

现象ꎬ其一是传统犯罪行为本身ꎬ由侧重于结果转

变至对法益的保护为中心ꎻ其二是犯罪的主观方

面ꎬ主要表现为故意或是过失ꎻ其三是客观方面ꎬ
如犯罪的最终目的、犯罪针对的对象、以及危险结

果等ꎮ 就其犯罪对象而言ꎬ由单纯以牟利为目的

扩大为营销号、公众号等点击量的扩大、转发评论

的数量多少ꎬ流量博主以其自身的影响传播的能

力也成为衡量价值的一种方式ꎮ 从最初具体有型

的、可以估价的金钱利益转化为更无形、价值更难

以衡量的无形资产ꎮ 在涉数据网络犯罪行为方面

也呈现了多样化的形态ꎬ在非法获取个人信息之

后ꎬ引发了大多数的下游犯罪ꎬ如获取信息之后实

行的诈骗、敲诈勒索行为ꎻ行为人非法买卖或者盗

窃个人信息之后办理信用卡ꎬ进行恶意透支等ꎮ
我国对于治理涉数据网络犯罪的框架治理与预防

并不完善ꎬ缺乏相应的法益保护对策ꎬ对于当下网

络犯罪的一些概念性的解释以及犯罪行为与结果

的认定存在模糊ꎮ 网络犯罪的跨区域性强ꎬ不少

学者已经提出跨区域跨国界的管辖权的问题ꎮ 为

了更好地惩治网络犯罪ꎬ可以建立区域性涉数据

网络犯罪追惩机制ꎬ在一些特定区域设立试点进

行治理ꎮ
四、预防人工智能实行网络犯罪之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国家大数据战略时

强调ꎬ“要切实保障国家数据安全” “要加强政策、
监管、法律的统筹协调ꎬ加快法规制度建设”ꎮ 笔

者认为为了预防人工智能实行网络犯罪ꎬ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着手:
１.对现有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定进行

规制与梳理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与网络犯罪急剧增多的

大环境下ꎬ在对信息安全的规制与保护方面ꎬ应当

做到事先预防与事后打击相结合ꎬ把涉数据网络

犯罪遏制在摇篮里ꎮ 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

线ꎬ应当同时完善民事与行政的手段ꎬ多部门结

合ꎬ更有效地防治犯罪的产生ꎮ 在刑事立法方面ꎬ
对法益保护的范围应当适当拓宽ꎬ以更有利于权

益的保护ꎮ 对刑事规制的节点相应增加ꎬ一些预

防性的惩罚措施应当设立与完善ꎮ
在涉数据网络犯罪的规制范围上ꎬ应当对刑

法的传统规则方式进行反思ꎬ社会防卫与安全保

障价值方面也应当予以重视ꎬ从而对行为无价值

的社会意义进行审视思考ꎬ实现责任注意功能化

的适用ꎮ 因此在涉数据网络犯罪的刑法保护法益

上ꎬ不仅应当关注权利人的权利保障ꎬ对当下网络

环境相关的法律专业词语概念的解释、犯罪行为

模式的转变以及惩罚机制的完善ꎬ都应当给予相

应的重视[５]ꎮ
随着网络舆论与人肉搜索带来的危害增加ꎬ

网络媒体空前发展ꎬ其参与的主体也更加多元化ꎬ
对网络环境进行合理合法的整治是切实有效的ꎬ
毕竟网络空间仍是处于法律治理的范围之内ꎬ进
行法治网络建设ꎬ每一个用户都应当遵纪守法ꎬ言
论自由也应当在合理范围内ꎬ而不是利用其虚拟

的空间为所欲为ꎮ 维护规范、法制和有序的网络

环境ꎬ是每一个用户都应当履行的基本义务ꎬ保护

他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意味着自我权利得到保护ꎮ
２.对人工智能实施涉数据网络犯罪时

主体地位及权利边界进行明确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是通过学习一定的算法ꎬ
依赖于云计算、大数据与算法的适用ꎬ在人类对网

络以及智能系统深度利用之后ꎬ在庞大数据集下

做出科学决断ꎬ其智能系统本身也获得了不断升

级与发展的能力ꎬ更是网络逐渐获得主体资格的

过程ꎬ最终可能会对人类现有的制度产生一定的

冲击ꎮ 集中大量的数据于一体本身就隐藏了潜在

的风险ꎬ因为数据就是信息的化身与载体ꎬ一旦形

成数据库之后ꎬ不法分子若想要实行犯罪ꎬ只需要

攻破一次数据库即可获得全部信息ꎬ其犯罪成本

的低廉以及利益的最大化ꎬ使行为人可能会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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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犯罪的意念[２]ꎮ
于是在未来 ＡＩ 可能利用掌握的大量数据造成

犯罪的情况下ꎬ也应当考虑两种情况:一种是行为

人利用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统ꎬ将其作为工具进行

侵犯数据利益的网络犯罪的ꎬ应当由实施网络犯

罪的行为人承担责任ꎮ 德国学者费尔巴哈的“无
行为则无刑罚”很好地阐释了这一点ꎮ 在日后强

人工智能时代ꎬＡＩ 机器人有朝一日会具有自主认

识与意志ꎬ逐渐享有了能够独立控制自己的意识

与行为的能力ꎬ并且根据自我意识进行涉数据网

络犯罪的行为之时ꎬ应当赋予其作为刑事主体的

资格ꎬ由其独立承担责任ꎮ 人工智能纳入刑罚处

罚范围的设想存在着实现建构的可能ꎬ刑罚的一

个重要功能在于“给予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人做

出反应的权利” [９]１４４－１４５ꎮ 在人工智能具备辨认能

力和控制能力ꎬ具备主体资格时ꎬ自动地受到刑法

规制ꎬ而刑罚有预防犯罪和惩治犯罪的功能ꎬ实施

了严重网络犯罪的行为ꎬ必然应当受到刑法的处

罚ꎮ 另一种是对 ＡＩ 数据共享的权利应当予以保

障ꎬ其中包括数据使用权和知情权的一种数据使

用模式ꎮ 当不同权利主体的权利出现矛盾或冲突

时ꎬ应当进行价值与利益的衡量ꎬ不能全权否定日

后 ＡＩ 作为刑事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与义务一体化的

资格ꎮ 归因于 ＡＩ 掌握大量数据的前提ꎬ其研发者、
制造者、使用者有保证 ＡＩ 及涉及信息与数据的安

全ꎬ从源头进行风险防控ꎬ确定严格责任ꎮ 刑法对

不当利用 ＡＩ 的行为加以规制ꎬ以维持秩序稳定与

网络数据的安全ꎬ防止网络犯罪的发生ꎮ 值得一

提的是ꎬ防治犯罪的发生并不等同于禁止对 ＡＩ 智
能的研发ꎬ虽然 ＡＩ 带来的刑事风险确实存在ꎬ但为

了社会的发展ꎬ科技治国的理念并不能因此而摒

弃ꎮ 目前处于弱人工智能阶段ꎬ一切尚在掌握之

中ꎬ对其发展的方向可以进行必要的限制ꎬ在可控

范围内将人工智能带来的投产比最大化ꎬ对其进

行前瞻性分析ꎬ减少法律的滞后性ꎮ
３.风险社会下同时秉持谦抑主义

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技术风险是真实存在的ꎬ
社会的发展难免同时存在着风险ꎬ现代社会的发

展总是要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的阶段ꎬ人类进行创

造力与研究开发自然的活动ꎬ同样会带来社会风

险ꎬ对人类生存和发展造成相应的威胁[１０]３４４－３４６ꎮ
在人工智能将会带来风险的情况下ꎬ我们应当正

视一切所带来的风险的可能ꎬ并在刑法理论上坚

定不移地坚持刑法的谦抑主义[１１]ꎮ 所谓谦抑ꎬ即

倡导进行轻罪治理ꎬ轻刑处置ꎮ 在刑法以责任主

义为前提进行规范下ꎬ应当以预防主义来进行特

别处理ꎬ使保护社会安全与教导行为人向善两方

面相结合ꎬ而不随意侵犯个人的利益甚至是犯人

的利益ꎬ以至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ꎬ所以刑罚的设

置应当在合理适当的限度之内ꎬ此为谦抑之意ꎮ
刑法是为了保护社会利益的“最后手段”ꎮ 为了防

止“刑事膨胀”现象的出现ꎬ只有在确有必要的前

提下ꎬ才借以刑法的辅助ꎬ要理性防止在刑法方面

的立法权滥用ꎮ
因此ꎬ尽管如今人工智能带来的风险势不可

挡ꎬ涉数据网络犯罪的犯罪率逐年升高ꎬ但设置合

理的刑罚即可ꎬ并无必要升格为更严厉更苛酷的

法定刑ꎬ重刑化治理未必能起到足够的警慑作用ꎮ
应当更全面地完善当下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ꎬ尽
快出台相关具体的司法解释ꎬ贯彻罪刑法定主义

以弥补法律法规的滞后性ꎬ在机遇与风险同在的

情况下ꎬ将犯罪的风险降到最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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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探究∗

陈　 东　 豆 晓 甜

(兰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 甘肃兰州　 ７３００５０)

　 　 [摘　 要] 　 贫困问题不仅仅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问题ꎬ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受人重点关注的问题ꎮ 目前ꎬ
我国贫困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ꎬ导致这一地区贫困的原因有生态环境的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备、经
济与教育的落后及思想观念的影响ꎮ 欲改变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ꎬ必须从提升知识水平、促进产业发展、
加强乡村治理、实施易地搬迁、保护生态环境等方面着手ꎮ

[关键词] 　 民族地区ꎻ　 精准脱贫ꎻ　 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 　 Ａ８１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１０－０３

　 　 一、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状况和致贫

的原因
贫困问题一直是联合国社会发展关注的三大

主题之一ꎬ消除贫困则是全世界人们的共同愿望ꎮ
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一直都很重视

贫困问题ꎮ 目前我国贫困的地方主要集中在西北

少数民族地区ꎬ这里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历史

原因ꎬ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相比ꎬ存在很

大的差距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现象既有贫

困的一般特征ꎬ也有其民族的特殊性ꎬ其原因主要

表现在生态环境的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备、经济上

的滞后、教育落后以及思想观念的封闭ꎮ
１.生态环境的制约
生态环境的优劣对于当地的发展具有很大的

影响ꎬ由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我国的偏远地

区ꎬ这里主要以山地和盆地为主ꎬ常年干旱少雨ꎬ
春秋季节还有沙尘暴天气ꎮ 西北少数民族大多都

是以游牧为生ꎬ他们的生产活动与生态环境紧密

联系ꎮ 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ꎬ生态环

境对于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起着重要

的作用ꎮ 尽管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土地广袤ꎬ拥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ꎬ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和现实的原

因ꎬ使得这里生态环境问题仍然突出ꎮ 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基本上都是我国生态环境比较恶劣的地

方ꎬ虽然水资源在总量上比较丰富ꎬ但是空间结构

上却极不合理ꎬ再加上人们经济用水的过度使用ꎬ
使生态用水减少ꎬ而天然的河流和湖泊在逐渐萎

缩甚至消失[１]ꎮ 另外ꎬ由于国家对于少数民族的

优惠政策ꎬ使得这些地方的人口增长很快ꎬ不合理

的耕作方式以及毁林毁草进行开荒的行为ꎬ使一

些地方已经没有土地可以用于种植ꎬ没有办法去

放牧ꎬ甚至一些靠放牧为生的少数民族连最基本

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ꎬ在人口、资源、环境方面

存在尖锐的矛盾ꎮ
２.基础设施不完备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备的主要原

因是自然环境制约ꎮ 近些年来ꎬ国家对西北少数

民族地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援建ꎬ但是进程

缓慢ꎮ 在道路交通方面ꎬ相比内地而言ꎬ在西北少

数民族地区修建铁路和公路要耗费的不仅是物力

还有大量的人力和时间ꎬ由于地质和海拔的原因ꎬ
在施工的过程中还会遇到很多的困难需要一个个

的攻克ꎬ这就使得这些地方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

修建进程缓慢ꎮ 水利设施方面ꎬ西北少数民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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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以游牧业为生ꎬ因此这里的水利设施年久失

修ꎬ水利设施建设不完备ꎮ 通信设施方面ꎬ近年

来ꎬ为了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群众能够和内地群

众享受一样的通信服务ꎬ三大运营商在这些地方

修建了很多信号塔ꎬ但是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人口

分布比较稀疏ꎬ很难做到网络的全覆盖ꎮ
３.经济上的滞后
产业结构单一ꎬ科技文化水平落后ꎮ 摆脱贫

困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发展经济ꎬ而西北少数民族

地区贫困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经济上的落后ꎮ 西

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以发展传统的农牧

业为主ꎬ其他产业的比重很低ꎬ依靠农牧业发展的

经济水平是很低的ꎬ而且很大一部分的少数民族

县区的财政都没有办法满足本地区的需要ꎬ长期

依靠的是国家的补贴ꎬ摆脱贫困是很困难的ꎮ 西

北地区的牧区占据全国牧区很大的比重ꎬ牧区是

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ꎬ而在牧区放牧的牧民的生

活来源基本上依赖的是畜牧业ꎬ产业结构单一ꎬ经
济落后ꎬ逐草而居的游牧型生活方式使牧民对抗

灾害和病痛的能力低ꎬ脱贫后返贫的概率很高[２]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主要发展的是初级加工的工

业ꎬ这种产业技术水平不高ꎬ发展前景一般ꎬ因此

吸引外来资金的能力不足ꎬ呈现出发展缓慢的状

况ꎮ 由于历史原因和教育上的落后ꎬ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科技文化水平也相对落后ꎬ落后的文化教

育水平难以为高新技术产业提供综合素质相对较

高的劳动力ꎬ使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入驻到少数民

族地区ꎮ
４.教育落后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发展落后的根本原因

是经济发展的落后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ꎬ
党和政府虽然对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加大资金的投

入和基础设施的建设ꎬ但是长久以来形成的落后

的教育观念ꎬ仍然没有办法改变ꎮ 由于教育是一

个长远和高的投资ꎬ一些少数民族群众难以接受ꎬ
他们更加注重的是眼前的收益ꎬ大多让子女早早

辍学ꎬ外出打工或者是跟从父母去放牧ꎮ 再加上

具有重男轻女的思想ꎬ认为女儿长大总是要嫁人ꎬ
前期投入的越多ꎬ最后嫁人就意味着全部的失去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比较落后ꎮ 但是它们各

自的原因又不尽相同ꎬ对于甘肃省和宁夏回族自

治区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来说ꎬ大多位于自然

条件恶劣的地方ꎬ教育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很欠缺ꎬ
师资水平不高ꎬ使这两个地方少数民族地区的教

育落后ꎮ 而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来

说ꎬ除了自然条件以外ꎬ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问

题ꎬ尤其是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ꎮ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区域面积广阔ꎬ而且少数民族的种类比较

多ꎬ这里的少数民族都保留着自己的语言ꎬ其中有

相当一大部分的人们不会说汉语ꎬ虽然现在学校

里都有双语老师ꎬ但是汉语老师对于整个新疆地

区来说还是非常欠缺ꎬ新疆每年都会向内地招聘

大量的汉语教师ꎬ但是由于环境和饮食等等的原

因ꎬ内地老师有很多会在一两年任教以后离岗ꎬ再
加上从内地赴疆的老师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的大

学生ꎬ教学能力不足ꎬ因此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教

育水平发展缓慢ꎮ 青海相对来说离内地比较近ꎬ
在师资和教育方面要好一点ꎮ

５.思想观念的影响
思想观念问题也是制约西北少数民族经济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ꎮ 比如少数民族的人们认为女

孩子多读书没有用ꎬ女子的教育程度普遍都很低ꎬ
早早地辍学ꎬ早早地结婚生子ꎬ这就使得她们的思

维受到了限制ꎮ 在一些藏族地区ꎬ仍然保留着女

人不和男人同桌吃饭的习俗ꎮ 在一些聚会活动

上ꎬ男女被分开ꎬ女性的聚会一般会由其中一位长

者主持ꎬ这位主持的长者坐的位置比较高ꎬ其他的

女性则坐在地毯上ꎮ 还有部分少数民族的贫困群

众把贫穷当作引以为荣的事情ꎬ不努力进行生产

劳动而是坐等政府的救济和帮扶ꎮ 少数民族还被

“多子多福ꎬ传宗接代”的落后观念影响ꎬ大多数家

庭的孩子都在三个以上ꎬ家庭成员多ꎬ整个家庭的

生活并不富裕ꎮ 另外是宗教信仰的影响ꎮ 比如藏

族的群众信仰的是藏传佛教ꎬ他们的信奉方式不

像普通人那样每逢初一、十五去寺庙上香或者是

在一些重要的日子给寺庙捐献香火钱ꎮ 藏族群众

对于佛教的信仰很重视ꎬ这种信仰是生命的一部

分ꎬ几乎所有的藏族群众都会向寺庙捐赠钱财ꎬ一
些人更是会将一年的大部分收入捐给寺庙ꎮ 另外

他们在丧葬上的花费也很大ꎮ
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精准脱贫与乡村

振兴融合的路径

１.努力提升当地人民的知识水平
知识就是力量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种种

原因ꎬ教育水平比较落后ꎬ人们对教育不够重视ꎬ
因此ꎬ要鼓励和支持贫困地区的孩子们去接受完

整的教育ꎬ形成以“学习为荣”的理念ꎬ还要鼓励社

会组织去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一些专业知识培训活

动ꎬ逐步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群众的知识与能力ꎬ解
决因为知识欠缺和能力不足而导致的贫困问题ꎮ
人才对于任何一个地方的兴盛具有不可代替的作

用ꎬ要想让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现脱贫要加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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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培养和引进ꎮ 培养方面主要是要加大对当

地教育的投入力度ꎬ提高教育水平ꎬ让少数民族地

区的孩子能够一样接受义务教育ꎬ通过知识来提

高少数民族地区的认知ꎬ让他们可以转变落后的

观念ꎮ 国家也要加大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才引进的

宣传力度ꎬ地区政府配合国家出台优惠政策ꎬ吸引

人才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建设ꎮ
２.多渠道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的兴

旺发展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地理环境比较复杂ꎬ交

通条件比较差ꎬ经济水平也很落后ꎬ少数民族群众

主要是以传统的农耕或者是放牧业为主ꎬ几乎很

少发展第一产业ꎬ因此这些地方仍然保留丰富的

自然资源ꎬ而这正是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特色产业

的优势所在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乡村振兴达

到脱贫的首要途径就是利用自身的优势ꎬ发展当

地的特色产业ꎬ促进产业复兴ꎮ 例如青海省的藏

区ꎬ可以发展乳制品和肉制品ꎬ形成规模化和集聚

化ꎬ打造自己的品牌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势广

阔ꎬ拥有深厚的异域历史底蕴ꎬ可以发展旅游业ꎬ
但是一定要谨记不能够照搬别的地方的发展模

式ꎬ要根据自身民族的独特性及优势ꎬ做到一点一

景ꎬ突出特色ꎬ满足多样化的需求[３]ꎮ 还要发挥少

数民族文化的区位优势ꎬ促进特色产业国际间的

合作ꎮ 比如宁夏回族群众和阿拉伯人秉承着“天
下穆斯林是一家”的理念ꎬ这种文化上的认同ꎬ可
以促进国际间的合作ꎮ

３.加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治理ꎬ带
动乡村振兴

农村是我国的基层自治组织ꎬ对西北少数民

族地区乡村的有效治理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４]ꎮ 要想使乡村治理能够有效地实施ꎬ必须要

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实地的考察ꎬ只有实践

才能够得出真知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比较

多样ꎬ因此在考察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不同民

族的特殊性ꎬ要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理方式ꎬ也要给

村镇一定的权力ꎬ让其充分发挥带头作用ꎮ 另外ꎬ
政府还要加大宣传力度ꎬ让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

群众能够积极主动发声ꎬ对于存在的一些问题指

出来ꎬ并且参与到乡村治理当中ꎮ
４.积极实施易地搬迁工程ꎬ让少数民族

生活环境安全和稳定
易地搬迁工程主要针对的是那些生活在自然

灾害多发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ꎬ这些少数民族群

众本来生活就不富裕ꎬ如果遇上自然灾害就会直

接破产ꎮ 对于易地搬迁的少数民族群众ꎬ一定要

做好补偿ꎬ为他们提供住房ꎬ提供就业岗位ꎬ适当

的时候给予政策上的优惠ꎮ 通过易地搬迁工程ꎬ
能够使一部分少数民族群众脱贫ꎬ并且还能够使

他们的生活稳定而富足ꎮ
５.全面实现少数民族地区生态环境的

有效保护
马克思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

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ꎮ” [５]１２８恩格斯认

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ꎬ是在自己所处的环

境汇总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ꎮ” [６]３７４－３７５

他们都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ꎬ人要与自然和谐

相处ꎬ在获取自然资源的过程中ꎬ一定要遵循自然

规律ꎮ 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主要依托的是

当地的生态环境ꎬ生态环境是实现脱贫的重要资

源和基础ꎬ也为发展提供动力ꎮ 对于少数民族地

区的生态环境问题一定要非常重视ꎬ生态环境的

红线更是不能够有一丝的突破ꎮ 为少数民族地区

引进科学的经济管理方式ꎬ发展循环经济ꎬ对重要

的区域要加强保护ꎮ 对一些自然保护区和生态保

护区要加大资金的投入ꎬ为濒临灭绝的野生动植

物提供良好的生活空间ꎬ还要为它们制定紧急抢

救保护的措施ꎮ
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个长远的过程ꎬ因此地

方要形成合理的生态补偿机制ꎬ对荒漠化的地区

要进行综合治理ꎬ积极引导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

退耕还林、退草还牧ꎬ要立足于自身的区位优势和

资源优势ꎬ进行有利于生态环境的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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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发展理念”背景下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

金 欣 雪１ꎬ２

(１.亳州学院电子与信息工程系ꎬ 安徽毫州　 ２３６８００ꎻ
２.阜阳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ꎬ 安徽阜阳　 ２３６０３７)

　 　 [摘　 要] 　 在“五大发展理念”背景下ꎬ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为例ꎬ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进行评价ꎬ了解其

发展现状、强项和弱项ꎻ对制约其发展的融资难问题ꎬ进行效率分析ꎬ以期为更好推动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支持ꎮ
[关键词] 　 “五大发展理念”ꎻ　 中小企业ꎻ　 融资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７３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１３－０４

　 　 推动高质量发展ꎬ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要

命题之一ꎮ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ꎬ必须重视占比

较大的中小企业发展ꎮ 中央在“五大发展理念”背
景下ꎬ发出了从间接融资走向直接融资的宣言ꎬ过
低的直接融资比重ꎬ是导致银行风险加剧ꎬ金融体

系不稳ꎬ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根

本原因ꎮ 在这样的前提下ꎬ针对中小企业的发展

问题我们需要更为全面的认识ꎮ
浙江是中小企业大省ꎬ全省包括个体工商户

在内的各类中小企业已突破 ３００ 万家ꎬ工业中小企

业、中小板及创业板企业景气指数一直名列前茅ꎬ
针对此类企业开展的金融服务、金融保障ꎬ在贷款

增速、贷款总量及产品创新等领域也都走在了全

国前列ꎮ 本文选择浙江省中小企业为研究对象ꎬ
认为浙江省作为中国中小企业的领头兵ꎬ其发展

问题更具代表性ꎮ

一、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

１.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

构建

借鉴国内外企业竞争力评价的研究成果ꎬ结
合浙江省中小企业的特点ꎬ本文选择出 １２ 个指标

构建中小企业竞争力测评指标体系[１ ]ꎬ选用销售

利润率(Ｘ１)、成本利润率(Ｘ２)和总资产利润率

(Ｘ３)３ 个指标衡量各行业的获利能力ꎬ用负债流

动率(Ｘ４)、资产负债率(Ｘ５)等 ７ 个指标衡量各行

业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２ ]ꎬ选取主营业务增长

率(Ｘ１１)、总资产扩张率(Ｘ１２)等 ２ 个指标来衡量

行业的成长能力ꎮ 通过这些指标对浙江省不同行

业的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行测评ꎬ具体指标如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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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能力 指标

获利能力

Ｘ１:销售利润率

Ｘ２:成本利润率

Ｘ３:总资产利润率

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

Ｘ４:负债流动率

Ｘ５:资产负债率

Ｘ６:流动比率

Ｘ７:营运资金占总资产比率

Ｘ８:固定资产周转率

Ｘ９:流动资产周转率

Ｘ１０:全员劳动生产率

成长能力
Ｘ１１:主营业务增长率

Ｘ１２:总资产扩张率

　 　 ２.分析结果

在企业获利能力方面ꎬ指标 Ｘ１(销售利润

率)、Ｘ２(成本利润率)、Ｘ３(总资产利润率)有较

大载荷ꎬ其中电子设备业的获利能力得分最高为

１.９０３ꎬ其余行业略低ꎬ各行业整体差别不大ꎻ指
标 Ｘ１１(主营业务增长率)、Ｘ１２(总资产扩张率)
在企业成长能力上有较大载荷ꎬ其中成长能力最

好的行业得分为 ２.８１３ꎻ在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方

面ꎬ指标 Ｘ９(流动资金周转率)、Ｘ１０(全员劳动

生产率) 有较大载荷ꎬ排名第一的行业得分为

２.７５６ꎬ其余行业得分稳步下降ꎻ指标 Ｘ６ (流动比

率)、Ｘ７ (营运资金占总资产比率)、Ｘ８(固定资

产周转率)在企业运营能力上有较大载荷ꎬ排名

前五的行业得分差别较大ꎬ石油加工业在运营能

力方面表现较好ꎬ得分为 ４.６９２ꎬ其余行业得分均

偏低ꎻ在企业偿债能力方面ꎬ指标 Ｘ４(负债流动

率)、Ｘ５(资产负债率)上有较大载荷ꎬ在行业得

分方面ꎬ与前者类似ꎬ最高得分为 ３.７８８ꎬ而其余

行业均低于 １ꎬ行业整体表现不佳ꎬ具体结果见表

２ꎮ (表 ２ 为在企业获利能力ꎬ成长能力等方面ꎬ
排名前五的不同行业得分)

表 ２　 不同维度排名前五位行业得分

获利能力得分

(ｘ１ꎬｘ２ꎬｘ３)
成长能力得分

(ｘ１１ꎬｘ１２)
资源利用效率得分

(ｘ９ꎬｘ１０)
运营能力得分

(ｘ６ꎬｘ７ꎬｘ８)
偿债能力得分

(ｘ４ꎬｘ５)

１.９０３ ２.８１３ ２.７５６ ４.６９２ ３.７８８

１.６７５ １.８７０ ２.７４３ ０.９３５ ０.７６０

１.６４０ １.１５８ １.５１２ ０.９１２ ０.７５３

１.５１３ １.１１３ １.０６５ ０.２８９ ０.６６９

１.１３８ １.０８６ ０.４５１ ０.２５６ ０.６１７

　 　 上述分析有助于认清浙江中小企业发展的总

体水平、强项和弱项ꎬ各行业所处位置等信息ꎮ 由

此不难看出ꎬ在代表企业获得能力、资源利用效率

能力及成长能力等指标上ꎬ各行业均有较好表现ꎮ
而在代表企业偿债和资本运营能力的各项指标

中ꎬ普遍表现较差ꎬ除个别行业之外ꎬ行业得分整

体偏低ꎬ这也反映出浙江省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

共同问题ꎬ企业资金不足ꎬ有 ８５.３％的中小企业亟

须再融资ꎬ 融资难已成为制约其发展的主要

障碍[３ ]ꎮ
二、中小企业融资效率分析

融资效率是指企业在融资的财务活动中所实

现的效能和功效ꎬ即企业能否以尽可能低的成本

获取资金并加以有效利用[４ ]ꎮ 研究中小企业融资

效率ꎬ对相关机构全面了解中小企业融资困境ꎬ分

析形成效率差异的影响因素ꎬ为执行“五大发展理

念”下提出的相关政策可以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ꎮ
浙江存在资金不足问题的中小企业占比高达

７４.６％ꎬ而这些企业借助的融资种类主要有: 一是

内部融资ꎻ二是外部融资ꎬ外部融资又分为债权融

资和股权融资ꎮ 不同的融资方式引致不同的融资

成本ꎬ对融资效率产生差别影响ꎮ 企业内部融资

在融资成本、融资风险、资金利用率等方面均优于

外部融资ꎬ融资效率最高[５ ]ꎮ 本文随机选取了上

述行业中的 ２９ 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ꎬ围绕两

种外部融资方式的效率高低进行论证ꎮ
１.变量选择

(１) 融资效率指标

企业的融资效率和净资产收益率成正比ꎬ 净

资产收益率越高则融资效率越高ꎻ反之ꎬ 则融资效

—４１１—



率越低ꎮ 本文选择净资产收益率 ( ＲＯＥ) 作为衡

量企业融资效率的指标ꎮ
融资效率＝投资报酬率 /资本成本率

＝净资产收益率 /加权平均资本成本①

＝净资产收益率 / [债务成本 ( １ －所得

税率) ×资本负债率＋权益×权益比]
(２)债权融资水平

本文用资产负债率代表债权融资水平ꎮ 这反

映了在总资产中有多大比例是通过借债来筹资

的ꎬ该指标综合反映了企业的负债水平ꎮ
资产负债率＝负债总额 /资产总额×１００％

(３)权益性融资水平

本文采用股东权益比率代表权益性融资水

平ꎬ是股东权益与总资产的比率ꎬ反映了公司的自

有资本ꎮ
股东权益比率 ＝ 股东权益总额 /总资产净额

×１００％
２.分析结果

为了明确不同的融资方式对融资效率的影

响ꎬ对以上三个指标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ꎬ回归

结果如表 ３:

表 ３　 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调整后 Ｒ２ ＝ ０.９１２５ Ｆ＝ ４２.２５８３

系数 ｔ 值 ｐ 值

常数项 －４.１３９ －２.７２８ ０.００００

债权融资水平 １.０５７ ６.３１４ ０.００００

权益性融资水平 ０.８６７ ２.９１３ ０.０００２

　 　 样本公司的财务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股票市

场研究数据库» (ＣＳＭＡＲ)ꎬ部分数据来自中国证

监会网站ꎮ
从回归分析的结果可看出ꎬ债权融资水平及

权益性融资水平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ꎬ即两者

均对融资效率存在正向影响ꎬ但债权融资水平的

变化对于企业融资率的影响比权益性融资水平的

影响更大ꎬ即债权融资的效率要高于股权融资的

效率ꎮ 另外通过进一步对模型进行变系数回归的

结果显示ꎬ上市时间长短会影响企业的融资偏好ꎬ
上市时间长的企业偏好权益性融资ꎬ而晚期的上

市企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ꎮ 一方面因为债权融资

具有税盾效应ꎬ我国对利率及相关收费都有明确

规定ꎬ贷款利率浮动范围不大ꎬ中小企业获得的贷

款利率水平并不高ꎻ另外一方面ꎬ对于普遍发行额

较小的中小企业来说ꎬ存在着规模不经济和交易

成本过高问题ꎬ引致其股权融资效率偏低ꎬ因其上

市所需的审计费用、信息披露费用、挂牌费用等均

为固定费用ꎬ不会随发行规模大小发生变化ꎮ
三、结语

本文以浙江省中小企业数据为例ꎬ首先通过

对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分析ꎬ了解中小企业的发展

情况ꎬ发现其在获利能力、成长能力等方面进展良

好ꎬ而在企业融资方面普遍表现较差ꎮ 针对中小

企业突显的融资难问题ꎬ对企业的融资效率进行

实证分析ꎬ结果表明ꎬ债权融资与权益性融资均有

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融资效率ꎬ但债权融资的效

率要高于股权融资ꎬ上市时间长短也会对企业融

资偏好产生影响ꎮ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融资难、

融资贵ꎮ 为提高企业融资效率ꎬ 加速中小企业对

权益性融资的偏好转变ꎬ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

导ꎬ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１.完善中小企业扶持机制ꎬ提高直接融

资比重

从直接融资看ꎬ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股票市

场的门槛较高ꎬ面向中小企业的信托类、债券类、
和票据类等金融产品缺乏创新ꎬ集合债、集合信托

等融资成本高达 １２％至 １５％ꎮ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浙江

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重仅为 １６.７％ꎬ直接融资比重

过低ꎬ是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深层次原因之

一ꎮ 为了响应“新国九条”提出的“壮大主板、中小

企业板市场ꎬ创新交易机制” “加快完善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等号召ꎬ 可以学习“浙江板

—５１１—

① 净资产收益率＝净利润 / 平均净资产ꎬ反映每单位融资额获利情况ꎬ并且在不同规模企业间具有可比性ꎬ因此投资报酬率采用净资

产收益率ꎬ资金成本率采用加权平均资金成本表示ꎮ



块”模式ꎬ 通过推动中小企业境内外上市融资ꎬ提
高中小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数量ꎬ加快推进优质中

小企业上市直接融资ꎮ
２.“建立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投融资

机制”ꎬ防范融资风险

对于中小企业而言ꎬ内部融资是其首选方式ꎬ
至少 ６２％的资金依靠其自有资金解决ꎮ 伴随规模

的扩张ꎬ借贷资金(包括银行信贷和民间借贷)也

逐渐成为其重要的融资方式ꎮ 鉴于伴随银行贷款

的审批周期长、借贷时间短、融资贵等缺陷ꎬ更多

的中小企业倾向于进行民间借贷ꎮ 民间借贷在助

力企业发展的同时ꎬ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ꎮ 首先

民间借贷的高利率加重了企业的财务负担ꎻ其次

不规范的民间借贷途径ꎬ易引发资金链的断裂ꎬ隐
藏巨大的金融风险ꎮ 因此ꎬ在规范民间借贷的同

时ꎬ通过“建立小额、便捷、灵活多元的投融资机

制”ꎬ积极拓宽融资渠道ꎬ如建立中小企业间的互

助组织ꎬ实现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直接对接ꎻ开设

中小企业应急专项贷款ꎬ提供短期周转资金ꎻ搭建

中小企业网络融资服务平台ꎬ开启网络融资模式

等等ꎬ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ꎬ预防资金链断裂ꎬ
防范金融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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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论ꎮ 组织类职业放贷人可以通过准用小额贷款

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法律规定ꎬ而自然人开

展的职业放贷活动却仍缺少法律规制ꎮ 当前ꎬ我
国对于职业放贷人的监管缺少法律依据ꎬ应当加

快«放贷人条例»的出台ꎬ以金融消费者保护为基

本理念ꎬ对自然人职业放贷活动进行全面的规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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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探讨

郑 天 羽

(齐鲁师范学院财务处ꎬ 山东济南　 ２５００００)

　 　 [摘　 要] 　 本文从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特点入手ꎬ并结合传统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式存在的缺点分析大

数据时代对我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产生的影响ꎮ 研究表明:大数据时代扩宽了无形资产的确认范

围ꎬ创新了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ꎬ对无形资产的计量也产生了 ４ 大影响ꎮ 笔者还选取了互联网企业最显著的无形

资产—网络域名ꎬ对其确认与计量进行了分析ꎮ
[关键词] 　 大数据ꎻ　 无形资产ꎻ　 确认与计量ꎻ　 互联网企业

[中图分类号] 　 Ｆ２３９.４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１－１６９６(２０２０)０２－０１１７－０５

　 　 随着信息技术的变革及电子商务的产生和发

展ꎬ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大数据时代ꎬ互联网企业数

量和规模不断增加ꎬ２０１６ 年互联网百强企业互联

网业务收入总规模达 １.０７ 亿元ꎬ同比增长 ４６.８％ꎬ
带动信息消费增长 ８.７３％ꎬ可以说当前是互联网企

业发展的黄金时代[１]ꎮ 在此背景下ꎬ对互联网企

业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是我国政府以及互联网企业

面临的重要问题ꎬ而伴随着互联网企业规模的扩

大ꎬ企业文化、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人才、网络域

名等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在其总资产中所占的比

重也越来越大ꎬ无形资产已经成为影响互联网企

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ꎬ所以对互联网企业无

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也就变得尤为重要了ꎮ 传统

的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方式存在一定的弊端ꎬ难
以满足大数据时代的要求ꎬ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带

动了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式的

改变ꎮ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的研究由来

已久ꎬ而随着互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的发展ꎬ无
形资产的范围不断扩大ꎬ学术界对无形资产的确

认与计量的研究也发生了改变ꎮ Ｃｉｎｃａ 等(２００１)

按照在互联网上的经营、可获得的会计信息以及

在证券交易所上市等标准选取了 ７６ 家互联网公司

通过回归分析探究其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ꎬ他
认为企业外部形象、客户认可度等无形资产缺乏

必要的确认与计量ꎮ 澳大利亚学者 Ｒｉｔｔｅｒ 等

(２００６)通过研究发现澳大利亚的有关无形资产确

认与计量的会计准则过严ꎬ导致其无形资产的范

围过窄使得无形资产在财务报告中的重要性逐步

降低ꎮ 我国学者对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研究较

早ꎬ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ꎬ杨兴奋等(２００７)认为

我国的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只重视可靠性与稳定

性ꎬ缺乏对相关性的重视ꎬ这对于会计信息质量的

提高是不利的ꎬ甚至会导致管理层的错误决策ꎮ
罗桂兰等(２００８)指出我国对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

的研究只重视外在特征ꎬ缺乏对无形资产本质的

研究ꎮ 罗琦(２０１４)认为我国会计准则对于公允价

值、历史成本等计量属性缺乏必要的规定ꎬ可能诱

使某些企业处于自身的利益考虑选择有利于自身

的计量方法ꎬ长此以往会导致我国无形资产确认

与计量方法的混乱ꎬ不利于会计信息质量的提高ꎮ
以往的学者在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方面取

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ꎬ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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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ꎬ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必然会发生改变ꎮ 在此

背景下ꎬ本文探讨大数据背景下我国互联网企业

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

义了ꎮ

二、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特点

«互联网行业发展报告»把互联网行业定义

为: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ꎬ通过网络平台提供服务

以获得收入的企业ꎬ本文把我国互联网行业分为 ３
大类:基础层互联网企业ꎬ如移动、电信等ꎻ服务层

互联网企业ꎬ如神州数码ꎻ应用层互联网企业ꎬ如
腾讯、新浪等ꎮ 这些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的比重

较高ꎬ以下 ３ 个方面是本文总结的我国互联网企业

无形资产所独有的特点[２]:

１.以网络环境为依托

互联网行业生存的根本依据就是计算机、网
络平台ꎬ所以其无形资产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以网

络环境为依托ꎬ脱离了网络环境ꎬ互联网企业的无

形资产必然不复存在ꎮ 比如ꎬＡｐｐ、点击量、用户数

量等互联网行业的无形资产是互联网企业的命

脉ꎬ离开了这些互联网企业将难以生存下去、而传

统的无形资产ꎬ比如土地使用权对于计算机以及

互联网技术的依赖程度要低很多ꎮ

２.知识类无形资产比重较大

互联网行业对技术以及知识的要求较高ꎬ因
而知识类无形资产在其总无形资产中所占的比重

较大ꎬ而专利权、专有技术、商标权、版权以及计算

机软件等是构成知识类无形资产的主要力量ꎬ这
些知识类无形资产是互联网企业的核心力量ꎬ所
以很多互联网企业为了提升其竞争力都大力发展

自身的知识类无形资产ꎮ

３.以内部研发和开发为驱动及主导

互联网企业本身就是一个研发驱动组织ꎬ创
新是互联网企业的灵魂ꎬ创新能力不足的互联网

企业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３]ꎮ 因此ꎬ互联网企业

无一例外很重视内部研发和开发ꎬ比如我国的阿

里巴巴每年的研发投入占其收入的 １７％ꎻ华为研

发投入达 ３１００ 亿元ꎬ逐步形成了内部研发和开发

在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局面ꎬ
内部研发与开发能力是互联网企业最为关键的无

形资产ꎬ研发与开发能力越强的公司ꎬ其市场竞争

力也就越强ꎮ

三、传统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存在的

缺陷

１.无形资产确认上的缺陷

(１)无形资产确认范围较窄

我国会计准则把无形资产作为企业资产的形

式之一ꎬ其本质上是一种狭义资产ꎮ 按照此概念ꎬ
流入企业的资产中只有可以计量的并且与无形资

产相关的经济利益或者经济产品才是无形资产ꎬ
这大大缩减了无形资产的范围ꎬ因为按照此方法

互联网企业创造的商誉、网络平台、供应链等都因

为无法准确计量而不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了[４]ꎮ
以前ꎬ我国互联网企业进行会计处理时ꎬ只考虑那

些与经济利益相关的交易ꎬ对于非经济利益相关

交易并不进行确认和计量ꎬ但是随着大数据时代

的来临ꎬ企业文化、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品牌价值

等互联网企业的无形资产重要性愈发明显ꎬ如果

仍依照狭窄的范围进行无形资产的确认与计量ꎬ
使得重要的无形资产无法在财务报表显示ꎬ必然

会损害互联网企业的核心竞争力ꎮ
(２)研究开发支出的界限模糊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更多的互联网企业在

经营中越来越重视知识、数据、技术的重要性ꎬ所
以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等领域的研究开发

支出占企业收入的比重逐渐增多ꎮ 在此背景下对

研究开发费用的精确计算就越发重要了ꎬ而根据

我国会计准则的规定ꎬ企业研究开发无形资产支

出分为两大部分ꎬ分别是研究阶段支出以及开发

阶段支出ꎬ研究阶段支出计入费用项目ꎬ开发阶段

支出计入资产项目ꎮ 但是互联网企业在实际操作

中很难对二者进行区分ꎬ这主要是因为研究开发

支出时间跨度大ꎬ过程极为复杂甚至会跨域几个

国家(地区)ꎬ会计人员依靠传统方法很难进行区

分ꎮ 此外无形资产允许资本化的五个条件也难以

决断ꎬ最终导致研究开发支出的界限越来越模糊ꎮ

２.无形资产计量上的缺陷

(１)计量单位的形式单一

我国无形资产准则规定无形资产的计量单位

是货币ꎬ方法为历史成本法ꎬ其他计量方法应当用

于后续计量ꎬ希望通过多种计量方式的混合使用

并结合市场的变化以准确对无形资产的价值进行

计量[５]ꎮ 但是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具有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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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高风险性、可货币化程度低等特性ꎬ比如企业

文化、研发能力、技术水平、人才等互联网企业核

心无形资产如果仅以货币为单位利用历史成本法

是无法准确度量的ꎬ会导致互联网企业管理层无

法获取完整的会计信息ꎬ影响互联网企业竞争力

的提升ꎮ
(２)无形资产摊销及会计处理的主观性过强

造成此问题的原因有两大方面ꎬ其一ꎬ可供会

计人员进行无形资产摊销的方法有产量法、加速

摊销法等多种方法ꎬ而对于不同类型的无形资产

处理方法并没有明确的制度规范ꎬ这导致互联网

企业在进行无形资产摊销时随意选取处理方法ꎬ
可能导致人为控制盈利空间的情况出现[６]ꎮ 其

二ꎬ无形资产准则规定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

资产不进行摊销ꎬ此外还规定每个年度要对无形

资产的使用寿命进行评估ꎬ这必然会导致会计人

员主观判断行为的出现ꎬ不利于国家对互联网企

业无形资产摊销以及操纵利润等行为的监督ꎮ

四、大数据时代无形资产确认与计量的

改进

１.对无形资产确认的改进

(１)扩宽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

大数据时代ꎬ无形资产在互联网企业总资产

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ꎬ无形资产地位的提升使

得我们必须对传统无形资产确认方法进行改进ꎬ
扩大无形资产的确认范围ꎬ使得互联网企业的无

形资产得以全面的反应[７]ꎮ 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

业无形资产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市场资产ꎬ主要是体现市场竞争力的

资产ꎬ如品牌、客户、信誉、专利权使用协议、经常

性合同等ꎬ大数据时代市场依然是实现利润的唯

一手段ꎮ 其次是知识产权资产ꎬ主要是体现脑力

劳动的资产ꎬ如专利权、商标权、配方、版权等ꎮ 再

次是企业结构资产ꎬ主要是互联网企业管理层在

组织、协同等方面的优点ꎬ是互联网企业可获得的

潜在利益ꎬ如企业经营方法、企业文化、网络域名、
网络平台等ꎬ在大数据时代网络域名是企业身份

的代表与企业内在外在形象密切相关ꎮ 最后是人

才资产ꎬ即互联网企业的人力资本ꎬ如员工的技术

水平、受教育程度、学习能力、创新能力等ꎬ阿里、
腾讯等我国著名互联网企业都无一例外注重对企

业人力资本的培养ꎮ
(２)创新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

大数据时代不仅要扩宽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

的范围ꎬ而且要改变无形资产的确认标准ꎬ主要有

以下几个方面:其一ꎬ可定义性ꎬ大数据时代互联

网企业自创商誉、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显然可以

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ꎬ而且作用愈发明显ꎻ其二ꎬ
可计量性ꎬ如果仍以历史成本法进行计量仍然无

法完整的对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进行确认ꎬ所以

我们可以与产出价值来计量ꎻ其三ꎬ相关性ꎬ以前

没有被确认的无形资产在互联网企业总资产中所

占的比重越来越大ꎬ互联网企业各方面都与这些

无形资产相关ꎻ其四ꎬ可靠性ꎬ虽然无形资产种类

繁多ꎬ但它为企业带来的经济收益是能够可靠计

量的ꎮ 总的来说ꎬ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无形资

产的确认要满足可定义性、可计量性、相关性以及

可靠性这 ４ 大标准ꎮ

２.对无形资产计量的改进

(１)由成本计量逐渐转向价值计量

当前ꎬ无形资产的计量采用历史成本法ꎬ重视

对成本的计量而忽视对价值的计量ꎮ 虽然历史成

本法可以从投入层面上对无形资产进行计量ꎬ具
有一定的可验证性ꎬ但是这种方法不能反映无形

资产的未来经济收益ꎬ导致互联网企业市场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严重偏离[８]ꎮ 大数据时代ꎬ有形资

产地位下降ꎬ无形资产地位上升ꎬ无形资产的计量

在互联网企业资产的计量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互联

网企业无形资产的计量逐步由成本计量转向价值

计量ꎬ资产负债表按照价值进行公允计量ꎬ有利于

夯实互联网企业利润ꎬ确保其利润信息的完整性ꎮ
(２)精确性计量和模糊计量相结合

传统的计量方式以货币为单位进行精确计

量ꎬ大量货币化程度较低的无形资产无法在财务

报表中准确反映ꎬ这对于无形资产比重较大的互

联网企业是十分不利的ꎬ导致互联网企业管理层

无法对企业资产进行全面了解ꎮ 大数据时代强调

会计计量的多维性ꎬ对于无法用货币进行精确计

量的无形资产要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以非货币指

标进行模糊计量ꎬ如互联网企业的客户量、客户满

意度、人力资本等无形资产都可以用非货币指标

进行模糊计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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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现金流量贴现法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

大数据时代ꎬ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所占的比

重不断上升ꎬ这些无形资产未来价值的计量对互

联网企业而言至关重要ꎮ 在此背景下ꎬ现金流量

贴现法逐步被互联网企业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ꎮ
现代金融学认为资产的价值就是其未来现金流的

折现ꎬ按此定义资产在处置过程中可以换成未来

现金流入的现值ꎬ此方法优点在于可以准确反映

互联网企业的资产价值ꎬ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相

关信息ꎬ缺点在于无形资产的投资收益高、风险

大ꎬ因而对折现率、收益期限的估计可能存在

误差ꎮ
(４)实物期权法用于无形资产的计量

近年来ꎬ实物期权法应用范围越来越广ꎬ在无

形资产计量领域实物期权法主要用来对研究与开

发费用以及专利权价值评估方面[９]ꎮ 专利权是指

政府对于某产品在造型、技术、配方等方面的发明

给予其制造、出售等方面的专门权利ꎬ投资者购买

专利后ꎬ如果专利市场条件好ꎬ投资者会生产该专

利产品将其投入市场ꎬ反之市场条件不好ꎬ投资者

会暂时放弃对专利产品的生产ꎬ因此我们可以用

实物期权法对专利权价值进行评估ꎬ如公式(１)
(２)(３)所示:

Ｃ ＝ {ＰＮ Ｋ ｉ( ) —Ｖｅ －ＲｔＮ Ｋ２( ) }—∑
Ｔ

ｉ ＝ １

Ｆｉ
(１ ＋ ｕ) ｉ (１)

ｋ１ ＝ ｌｎ(Ｐ / Ｖ) ＋ ( ｒ ＋ θ２ / ２)Ｔ
σ Ｔ

(２)

ｋ２ ＝ Ｋ１ － θ Ｔ (３)
其中 Ｃ 就是专利权价值ꎬＶ 是生产专利产品

投资费用ꎬＰ 是专利产品收益现值ꎬＴ 为使用期限 ｒ
为无风险利率ꎬθ 为专利产品不确定性ꎮ

五、大数据时代互联企业无形资产的确

认与计量方法

大数据时代ꎬ网络域名是互联网企业最具代

表性的无形资产ꎬ所以本文选取了网络域名的确

认与计量ꎬ从网络域名的确认与计量展开讨论ꎬ对
比分析大数据背景下互联网企业无形资产确认与

计量方式与传统方式的不同ꎮ
１.网络域名的确认

网络域名是互联网企业最具代表的无形资

产ꎬ它符合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

产»中对无形资产的定义ꎬ也满足«企业会计准则

无形资产»规定的无形资产能够加以确认的两大

条件:该资产产生的经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ꎻ该资

产成本能够可靠计量ꎮ 首先ꎬ网络域名产生的经

济利益可能流入企业ꎬ互联网企业从事电子商务

活动必须使用域名ꎬ域名就是企业的标志ꎬ良好的

域名可以提高企业知名度ꎬ获得消费者信任ꎬ所以

网络域名具有潜在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ꎮ 其次ꎬ
网络域名的成本能够可靠计量ꎬ尽管互联网企业

获得网络域名的方式多种多样ꎬ但是其成本都可

以计量ꎬ如互联网企业注册域名要收取一定费用ꎬ
买卖域名也有价可循[１０]ꎮ

２.网络域名的计量

网络域名作为一种抽象的概念ꎬ目前并没有

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够对其进行计量ꎬ本文借鉴商

标评估方法ꎬ采用历史成本法和收益现值法对其

计量ꎮ
其一ꎬ历史成本法ꎮ 历史成本又称为原始成

本或者实际成本ꎬ它以取得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成

本作为资产的入账价值ꎬ互联网企业如果注册域

名则可以把注册费用、手续费作为成本对网络域

名进行计量ꎬ如果采用购买的方式获得域名ꎬ则可

以把购买费用作为成本对网络域名进行计量ꎮ 但

是这样做有两大局限性ꎬ第一ꎬ历史成本不能代表

未来收益ꎬ因此这种历史成本不能成为互联网企

业管理上的有用信息ꎻ第二ꎬ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发

展域名的价值也会发生变化ꎬ而历史成本法不能

反映域名价值的变化ꎮ 所以本文认为历史成本法

仅适用于中小企业ꎬ尤其是小微企业更加适用ꎬ但
是在企业发展中ꎬ有明确的凭证说明公司域名价

值发生变化ꎬ也要及时进行域名价值更正ꎮ
其二ꎬ收益现值法ꎮ 与历史成本法相反ꎬ现值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对无形资产的现值进

行计量ꎮ 互联网企业在申请域名之后ꎬ现金流入

是产品或者服务销量增加带来的收益ꎬ现金流出

为注册费用、广告费用等ꎬ我们对企业净现金流入

与流出进行折算之后的现值就是网络域名的价

值ꎮ 不过收益现值法带有较大的主观性ꎬ因此互

联网企业在使用收益现值法时应当遵循谨慎性原

则ꎬ不能过高的估计未来现金流入ꎬ同时也应该选

择与企业风险相匹配的折现率ꎮ 所以对于不同的

互联网企业收益现值法又可以分为两种:第一ꎬ提
成收益法ꎮ 这种方法适用于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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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而出现的知识型互联网公司ꎬ比如百词斩、沪江

英语等公司ꎬ其资产结构为高密度知识ꎬ智力以及

这些无形资产可能带来的高附加值ꎬ其网络域名

是公司生存发展的根本ꎬ因此采用提成收益法对

公司域名进行计量比较简单可靠ꎮ 首先要对网络

域名多年带来的收益进行资本化ꎬ随后对其进行

现值化ꎬ具体运算如公式(４)所示:

网络域名价值 ＝∑
ｎ

ｉ ＝０

Ｂｉ∗提成率∗(１ －企业所得税率)
(１ ＋折现率)ｎ

(４)

　 　 其中ꎬＢ ｉ是指第 ｉ 期的超额收益ꎬｎ 是计算

期限ꎬ由此公司可以对此类互联网公司网络域名

价值进行计量ꎮ 第二ꎬ超额收益法ꎮ 适用于间接

网络公司ꎬ这些公司的域名往往很著名ꎬ众所周

知ꎬ它们实现了商号、商标、网络域名的整合ꎬ三者

归一ꎬ比如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公司ꎮ 这些互

联网企业的收益是由企业整体带来的ꎬ既有有形

资产也有无形资产ꎬ并且无形资产也不仅限与网

络域名还有专利、客户量等ꎬ因此网络域名所占的

比重就难以确定了ꎬ而使用超额收益方法可以比

较好地解决此类情况ꎬ计算公式如公式(５)所示:

网络域名价值 ＝∑
ｎ

ｉ ＝ ０

Ｂｉ∗(１ － 企业所得税率)
(１ ＋ 折现率)ｎ (５)

　 　 其中ꎬＢ ｉ是指第 ｉ 期的预期超额收益ꎬｎ 是

计算期限ꎮ 超额收益法的运用预期超额收益率的

确定是关键ꎬ互联网企业可以通过自身无域名前

的收益与有域名之后的收益确定预期超额收益

率ꎬ或者通过对比同类企业中无域名的企业收益

率来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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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卓有实效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ꎬ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ꎬ既是国家

全面战略实施和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文化支撑ꎬ
也是整个社会和公民树立正确价值观并且在思想

和行动上自觉维护和实践的重要精神指南ꎮ 自从

党的十八大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来ꎬ学术

界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解读、培育途

径等问题做了持续深入的研究ꎬ出现了一批有分

量的研究成果ꎮ 近期ꎬ江苏师范大学陈延斌教授

等撰写的«培根铸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度凝

练与传播认同研究» (以下简称“«研究»”)一书

(广州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就是其中之一ꎮ 作为以

“优秀”等级结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成果ꎬ
该书体现出以下五大亮点:

第一ꎬ«研究»突出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引领文化建设的鲜明主题ꎮ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

成效ꎬ在根本上取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核

心引领ꎬ这种引领作用不仅依赖于价值观教育ꎬ还
必须诉诸制度规范和相关政策保障ꎮ «研究»认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

导下的制度规范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制度性规范和保障ꎮ
在此基础上ꎬ«研究»注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

思想道德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ꎬ强调依托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来凝聚道德共识ꎬ纠正价值偏离ꎮ
在作用机制方面ꎬ«研究»指出ꎬ坚持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制度ꎬ必须将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贯注于制定法律法规的全过程ꎬ夯实其

存在的制度基础ꎬ进一步渗透到具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法制的制定和施行中ꎮ
第二ꎬ«研究»在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

述语类型基础上ꎬ努力凝练彰显国家与制度精髓、
内涵深邃、融通中外、易记易循的表述方案ꎮ 该书

不是囿于语义分析的文字组合ꎬ而是立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ꎬ基于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价

值观念相承接的原则ꎬ通过广泛实证调查分析、征
询各阶层意见ꎬ从而形成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

色”、与中国政治制度和体制的承载相符合的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若干表达方案ꎬ以求方便民众记

循、易于社会传播ꎬ为形成具有中国风格气派、得
到国民最大共识的表述方案奠定了科学基础ꎮ

第三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ꎬ注重对策性、实
效性ꎬ解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内外传播

和民众广泛认同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ꎮ 党的十

九大报告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

发展各方面ꎬ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

惯”ꎮ 可以说ꎬ«研究»紧扣这一重大主题ꎬ深刻研

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成效与传播效果的密

切关系ꎬ强调只有不断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传播的广度、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

知的深度ꎬ方能为广大民众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奠定坚实的基础ꎮ 为此ꎬ«研究»以提

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增进民众认知认同

实效性为着力点ꎬ针对目前价值观传播、认同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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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ꎬ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

播的切实可行的应用对策方案ꎮ
第四ꎬ«研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

凝练和传播认同上升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意识

形态建设等国家战略高度ꎮ «研究»认为ꎬ政治制

度的权威性和合法性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做支

撑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和传播认同

在根本上体现了维护社会主义制度权威性与合法

性的必然要求ꎮ 从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认同来看ꎬ由于政治文化建设有助于形成稳定的

政治信仰体系ꎬ促使民众认同和支持现有制度体

系ꎬ因而可以为中国道路的坚持、中国精神的弘

扬、中国力量的凝聚提供思想动力、价值导向、根
本保证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引领人们思想

行为、社会精神风尚的灵魂ꎬ是维护社会秩序的稳

定器ꎬ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诉求ꎮ
树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觉性、
主动性和积极性ꎬ有助于捍卫中国马克思主义主

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ꎬ坚决抵制西方价值观的

渗透及危害ꎮ
第五ꎬ«研究»对若干重点和难点进行了复杂

深入的论证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观研究

领域展现了应有的学术深度ꎮ 譬如ꎬ关于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载体的类型与功用的研究ꎬ
提出以物化载体为承载固化价值坐标、以制度载

体为保障扎牢价值“藩篱”、以仪典载体为抓手强

化价值认同、以传媒载体为引导弘扬价值取向等

方面ꎬ把核心价值观国内传播载体研究整合为一

个体现传播方案的设计、优选和调控载体的缜密

体系ꎮ
此外ꎬ«研究»通过科学设计公民认知认同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指标体系ꎬ为
测评公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践行程

度提供参考借鉴ꎬ从而有效检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认同状况ꎮ
总的来看ꎬ«研究»深刻洞悉近年来我国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

题ꎬ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度凝练、传播

与认同作为有机研究整体并呈现三者之间的内在

张力和逻辑演化ꎬ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

民众的道德情感和行为习惯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

践方案ꎬ可以说是近年来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研究方面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ꎮ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 ９８ 页)
名”结构ꎮ 语法化是语义和句法双重作用的结果ꎬ
除此之外ꎬ语法化还会引起语音的弱化ꎬ如“门”虚
化为复数标记“们”后ꎬ语音弱化ꎬ声调脱落为轻声ꎮ

复数标记“们”和量词“门”都来源于“门”ꎬ还
可以从其产生年代进一步论证ꎮ 复数标记“们”产
生于宋代ꎬ宋代有近似量词的用法ꎬ宋以后发展出

量词ꎮ 李艳惠、石毓智«汉语量词系统的建立与复

数标记“们”的发展»中指出:十一世纪左右发生的

种种语法变化表明ꎬ汉语中出现了一种新的语法

格式“词汇＋语尾”ꎬ其韵律特征皆为“重音＋非重

音”ꎬ“们”也属于这类现象之一ꎮ 换句话说ꎬ那时

候的语言环境比较有利于像“们”这样的语法标记

的出现ꎮ 这也正说明了ꎬ为什么“门”在宋代时既

有了类似量词的用法ꎬ同时又发展出复数标记ꎮ
量词系统的最终建立ꎬ一方面ꎬ制约了“们”向普通

名词复数标记发展ꎬ另一方面ꎬ却促使“门”产生了

量词用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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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ｒｇ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ｓｕｇｇｅｓｔｓ ｔｈａ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ａｂｅｌｉｎｇ ｍａｙ ｈａｖ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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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Ｈｏｗｅｖｅｒꎬ 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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