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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是四川省眉山市人民政府创办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

是四川省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四川省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 四川省现代农业

技术培训基地、 四川省职业农民培训基地、 四川省职业农民制度试点单位、 四

川省退役军人职业技能承训基地， 是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眉山分院共建单位， 中

国现代农业职教集团、 中国现代畜牧业职教集团及 “一带一路” 国际联盟的副

理事长单位， 也是涵盖现代农业技术、 畜牧兽医和食品加工等主要农业专业的

眉山技师学院 （２０１９ 年经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增挂）。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具有

９０ 多年的建校办学历史， 根植于以东坡文化为地方特色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为乐山和眉山等川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教育教学、 农业技术、 文化艺术、 工程

技术和商贸旅游等领域专业人才、 管理者和党政机关干部，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教研科研成果和发展意见建议， 深受广大学生、 家长和

社会各界的好评。 为适应新时代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迫切需要， 学校以

建设高水平现代化职业技术大学为目标， 坚持立德树人， 以培养德艺双馨的高

素质高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己任， 将科学研究、 技术研发

转化、 教育教学研究等工作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 立足于教育教学和服务社会，

以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支持高水平人才培养、 推动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

本次编写 《眉山职教探索》 旨在搭建眉山高等职业教育学习研究和交流的



平台， 展示本校科研教研成果； 更重要的是抛砖引玉 ， 在更大范围内吸引更多

更高水平的教学科研专家共同研究和交流， 推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编者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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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教学





构建高校风清气正校园政治
生态的探索与实践

构建高校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

探索与实践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张献华

摘　 要 ………………………………………………………………

高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政治生态体系， 是党和国家大

政治生态系统下的一个子系统， 这个子系统较之其他系统有一个

区别明显且十分显著的特点， 即它是一个以人文精神为主要构成

元素的综合体系， 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的重要任务。 高校的政治生态决定了 “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

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也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本文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总结

了近年来净化校园政治生态的成功经验， 阐述了构建校园政治生

态的重要意义， 指出了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 分析

了当前校园政治生态的薄弱环节， 提出了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

生态的实践途径。

关键词 ………………………………………………………………
高校； 政治生态； 基本要素； 风清气正； 探索；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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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山 职 教 探 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７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 “一

所高校的校风和学风， 犹如阳光和空气决定万物生长一样， 直接影响着学生学习

成长。 好的校风和学风， 能够为学生学习成长营造好气候， 创造好生态。” 习总书

记的话语重心长， 让我们深刻感受到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和校园育人环境对

学生的影响的重要性。 领导影响干部， 干部影响教师， 教师影响学生。 如果你是

孩子的家长， 你愿意把孩子送到什么样的学校、 交给什么样的老师？ 作为教育工

作者， 我们应当怎样做？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用心思考的问题。

本文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在学校领导、 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中开展

了以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探索与实践” 为题的问卷调查。 为提高问

卷调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紧密结合我校近年来在净化校园政治生态建设方面

的成功经验和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 笔者设计了 “净化高校校园政治生态的必

要性” “净化高校校园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 “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目标和

要求” “当前我校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校正风肃纪方面存在

的突出问题”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主要举措” “在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中应做好的工作” 等 １０ 个问题。 问题设计虽然不够全面， 甚至存在局

限性， 但可以从侧面反映我校近年来净化校园政治生态建设方面的成效与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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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校风清气正校园政治
生态的探索与实践

为本文提供一些观点和实践的支撑。 本次调查共发出问卷 １１０ 份， 收回有效问

卷 １０５ 份。 有效问卷中参与答题的校级领导和中层管理人员共 ２２ 人， 八级职员

和一般管理人员共 ４９ 人， 专任教师 ３４ 人； 中共党员 ９３ 人， 非中共党员 １２ 人；

专业技术人员 ８３ 人， 其中具有中高级职称人员 ５５ 人 （详见表 １）。

表 １　 参与问卷调查人员分类情况分析表

类别

从事工作分类 政治面貌分类 专业技术级别分类

管理
人员

八级职
员和一
般管理
人员

专任
教师

中共
党员

非中共
党员

专业
技术
人员

专业技术
人员中具有
高级职称
的人员

专业技术
人员中具
有其他职
称的人员

人数（人） ２２ ４９ ３４ ９３ １２ ８３ ５５ ２８

占比（％） ２１ ０ ４６ ７ ３２ ３ ８８ ６ １１ ４ ７９ ０ ６６ ３ ３３ ７

从问卷调查统计结果来看， 无论哪类人员， 对所调查问题都给予了积极的、

正面的回答。 比如对 “净化高校校园政治生态的必要性”， 回答 “非常有必要”

的 ９７ 人， “有必要” 的 ８ 人， 合计占比达到 １００％ （详见表 ２）。

表 ２　 “净化高校校园政治生态的必要性”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非常有必要 ９７ ９２ ４

Ｂ 有必要 ８ ７ ６

Ｃ 没必要 ０ ０

Ｄ 无所谓 ０ ０

Ｅ 自选 ０ ０

所有答题人员对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主要举措” 所罗列的 １４ 条

措施都给予了肯定， 在自由选答的情况下平均认同率达到 ７６ １９％。 其中认同率

最高的有三项， 依次是： “Ａ． 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坚持全面从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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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 山 职 教 探 索

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认同率为 ８９ ５％；

“Ｃ．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

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 认同率为 ８８ ６％； “Ｂ． 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 严格执行高校党委运行规则， 建立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 做到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坚持开放发展， 促进学校高

质量发展”， 认同率为 ８７ ６％。 （详见表 ３）

表 ３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主要举措”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坚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９４ ８９ ５

Ｂ

始终坚持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 严格执行高校党
委运行规则， 建立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 坚持民主集
中制原则， 做到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坚
持开放发展， 促进学校高质量发展

９２ ８７ ６

Ｃ

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通过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 使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人
们的自觉行动

９３ ８８ ６

Ｄ 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使全校师生将建设良好校园政
治生态要求内化为信念， 外化为习惯， 固化为行动

８６ ８１ ９

Ｅ
坚持依法治校， 从严治教， 全面推进管理 “五化” （制
度化、 规范化、 扁平化、 精细化、 常态化）， 坚决维护
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确保制度的生命力

８８ ８３ ８

Ｆ
积极营造干事创业的氛围， 激发全体党员、 干部和教
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为干事者撑腰， 为担
当者鼓劲

８７ ８２ ９

Ｇ 积极营造崇德尚廉的氛围， 严格执行 《眉山职业技术
学院推进正风肃纪工作常态化实施办法》 ６４ ６１ ０

Ｈ
加大师德师风建设力度， 严格执行 《新时代高校教师
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教师行为示范； 加大学风建设力
度， 严格执行 《高校学生行为准则》， 学生尊师乐学

６１ ５８ ０

Ｉ 建立 “亲” “清” 的师生交往关系和校企合作关系 ５２ ４９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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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高校风清气正校园政治
生态的探索与实践

表３（续）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Ｊ 坚决遏制不良风气， 严厉惩处歪风邪气， 严肃查处腐
败问题， 及时处置和曝光师生中的违纪违规典型案例

８０ ７６ ２

Ｋ

坚持 “一岗双责”， 认真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党建、 廉政
风险防控、 意识形态、 政策落实、 评先选优、 晋职晋
级、 奖励资助等具体工作， 切实做到公开、 公正、 公
平， 维护和尊重广大师生的知情权

８４ ８０ ０

Ｌ

高度重视师生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 高度重视师
生的信访和诉求， 认真处理好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问
题。 学校出台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要事先广
泛征求意见， 充分听取建议； 制定事关师生切身利益
的重大措施要开展必要的社会风险评估

８２ ７８ １

Ｍ

遵循 “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原则， 切实加强对党员、
干部和教师的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立足抓早抓小，
正确把握和运用 “四种形态”。 让 “关键少数” 做到心
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不越雷池， 不踩红线，
不越底线

７８ ７４ ３

Ｎ
鲜明选人用人导向， 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严格遵循选
人用人制度， 让吃苦的人吃香、 实干的人实惠、 有为
的人有位

８１ ７７ １

Ｏ 自选 ０ ０

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是高校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一个极其

重要的方面， 参与答题人员对 “在高校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 给予了支

持， 认为 “很有必要” 的 ８９ 人， “有必要” 的 １６ 人， 合计支持率达到 １００％

（详见表 ４）。

表 ４　 “在高校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的必要性”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非常有必要 ８９ ８４ ８

Ｂ 有必要 １６ １５ ２

Ｃ 没必要 ０ ０

Ｄ 无所谓 ０ ０

Ｅ 自选 ０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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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罗列了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中需要做的 ５ 项工作， 在自由选答

的情况下平均认同率达到 ９１ ２％。 其中对 “Ｂ． 与学生建立亲密、 有序、 有度、

清白、 清晰、 清新的关系， 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 的认同率达到 ９４ ３％ （详见

表 ５）， 这实际上是对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问题的有力回应， 也充分表

明， 教师要教书育人， 自己首先要为人师表， 做精神健康和品德高尚的人。

表 ５　 “您在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中怎样做”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严格遵守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教育教学人员同在校学
生保持正常工作交往关系的规定》 ９６ ９１ ４

Ｂ 与学生建立亲密、 有序、 有度、 清白、 清晰、 清新的
关系， 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

９９ ９４ ３

Ｃ 传道授业解惑， 爱生敬业， 教书育人， 做每一位学生
的人生导师

９８ ９３ ３

Ｄ 严守课堂讲授 （会议讲话、 日常交流） 政治纪律， 积
极向学生灌输正确的人生观、 价值观和世界观

９４ ８９ ５

Ｅ

建立健全 “三全育人” 体系 （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充分发挥十大育人功能 （课程、 科研、
实践、 文化、 网络、 心理、 管理、 服务、 资助、 组织
育人）

９２ ８７ ６

参与答题的人员也指出了 “当前我校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对

罗列的 １０ 类问题都表示或多或少存在， 在自由选答的情况下平均认同率为

１３ ６％。 对 “Ｅ． 共产党员身份意识不强， 先锋模范作用、 模范带头作用、 骨干

桥梁作用发挥不突出” 的认同率 （也可以理解为不满意度， 下同） 为 ３９ ０％，

排在第一位； 其中党员对这个问题的认同率为 ３８ ７％， 非党员的认同率为

４１ ７％。 这样的结果反映出党员和非党员都对党员自身作用的充分发挥给予了

高度的期待和关注， 应当引起每一位党员的深思。 排在第二位的是 “Ａ． 学校校

风、 干部作风、 教师教风、 学生学风整体上还存在差距”， 认同率为 ２８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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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反映了我校坚持 “八个聚焦”、 狠抓校风建设取得了突出成绩， 又折射出校

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一刻也不能松懈， 更不能停滞， 必须持之以恒， 常态化、

制度化推进 （详见表 ６）。

表 ６　 “当前我校政治生态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学校校风、 干部作风、 教师教风、 学生学风整体上还
存在差距

３０ ２８ ６

Ｂ 校级领导班子安于现状， 开拓创新、 争创一流精神
不足

１６ １５ ２

Ｃ 干部队伍作风不实、 业务不过硬、 乐于奉献精神不足 １８ １７ １

Ｄ
管党治党宽松软， 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 党的组织生
活制度坚持得不好， 党内政治生活不严格， 党组织战
斗堡垒作用发挥不突出

５ ４ ８

Ｅ 共产党员身份意识不强， 先锋模范作用、 模范带头作
用、 骨干桥梁作用发挥不突出

４１ ３９ ０

Ｆ 抓班子、 带队伍、 抓纪律、 转作风存在明显薄弱环节；
口号多， 落实少， 抓业务工作多， 抓综合素质提升少

６ ５ ７

Ｇ 干部作风不实， 廉政风险防控工作不到位、 不扎实，
办事不遵守制度和程序

６ ５ ７

Ｈ 意识形态工作抓得不实， 思想教育工作薄弱， 政治理
论学习走形式

１１ １０ ５

Ｉ

关于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 党风廉政建设和防腐败、
高校巡视突出问题、 审计反馈问题等若干工作任务分
解方案或问题整改方案抓得不实， 落实得不好， 甚至
停留在文件上、 口头上

５ ４ ８

Ｊ 监督检查、 督促指导工作不到位、 不深入， 执纪和问
责存在宽松软问题

５ ４ ８

参与答题人员对 “当前我校正风肃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所罗列的 ９ 类

问题同样表示或多或少存在， 在自由选答的情况下平均认同率为 １６ ４％。 其中

对 “Ｄ． 一些同志庸懒散浮拖、 落实 “四个当天” 制度不到位； 工作马虎粗糙、

质量差、 效率效益不高， 消极应付、 虚假应对、 敷衍塞责问题时有发生” 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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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率为 ３２ ４％， 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二位和第三位的分别是 “Ｇ． 一些同志工作

态度上表现出 ‘三个不一样’ （对待上级和下级不一样、 对待内部人员和外部

人员不一样、 对待领导和教师学生不一样）， 工作标准上表现出 ‘三个不高’

（标准不高、 质量不高、 效率不高） ” 和 “Ｈ． 一些教师 ‘主副倒置’， 热衷于

个人私业， 或者只教书不育人， 只上课不交流， 爱生敬业精神不足”， 认同率分

别为 ２３ ８％和 ２２ ９％ （详见表 ７）。

这三个问题都反映了管理人员和专任教师在工作上存在的问题。 这些问题

既是工作作风不实问题， 又是素质能力欠佳问题； 既是责任心和事业心不强的

表现， 也是敬业精神和奉献精神不足的表现； 也表明我校倡导的 “靠前指挥、

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 扑下身子抓落实， 深入一线抓落实” 的要求还没有完全

落实到位， 推进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扁平化、 精细化、 常态化的工作还任重

而道远。

表 ７　 “当前我校正风肃纪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 回答情况表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Ａ 在一些党员、 干部、 教师中存在不廉洁现象 ４ ３ ８

Ｂ
一些学生中存在造假欺骗、 请客送礼、 生活奢靡、 诚
信缺失、 浪费饭菜和生活用品、 考试作弊、 讲裙带关
系和哥们义气等现象

１３ １２ ４

Ｃ 一些同志 “四个意识” 不坚定， 不讲政治纪律和政治
规矩

１７ １６ ２

Ｄ
一些同志庸懒散浮拖、 落实 “四个当天” 制度不到位；
工作马虎粗糙、 质量差、 效率效益不高， 消极应付、
虚假应对、 敷衍塞责问题时有发生

３４ ３２ ４

Ｅ

一些部门 （教学单位） 政令不畅， 执行力弱， 不担当、
不作为， 对待工作安排斤斤计较、 动辄说待遇， 个人
利益至上、 不顾及学校大局和利益， 有的甚至损害学
校利益， 申报工作量或加班不实的问题时有发生

１７ １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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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序号 观点选项
赞成人数

（人）
占比
（％）

Ｆ

一些同志报喜不报忧， 报功不报过， 当面一套背后一
套， 表面和气暗地拆台， 会上不说会下说， 当面不说
背后说， 征求意见不说形成决定后说， 有利不说不利
说的现象时有发生

９ ８ ６

Ｇ

一些同志工作态度上表现出 “三个不一样” （对待上级
和下级不一样、 对待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不一样、 对
待领导和教师学生不一样）， 工作标准上表现出 “三个
不高” （标准不高、 质量不高、 效率不高）

２５ ２３ ８

Ｈ 一些教师 “主副倒置”， 热衷于个人私业， 或者只教书
不育人， 只上课不交流， 爱生敬业精神不足

２４ ２２ ９

Ｉ

一些同志在处理校外企业参与校内管理、 服务、 经营
合作中， 不敢大胆管理、 严格管理、 依约管理， 甚至
对损害学校合法权益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敢说
“不”

１２ １１ ４

限于篇幅， 笔者对问卷调查的其他结果不再赘述。 下面， 笔者根据眉山职

业技术学院近年来在净化校园政治生态方面积极探索和实践中的经验和不足，

结合本次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和多年从事高校党务工作的体会， 就高校构建风

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问题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一、 净化高校校园政治生态的重要意义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３ 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首

次提出 “政治生态” 的概念， 指出 “改进工作作风， 就是要净化政治生态， 营

造廉洁从政的良好环境”。 随后， 他多次强调政治生态建设的重要性， 强调要

“全面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着力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重构政治生态” “恢复

党的良好政治生态” “促进政治生态不断改善”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等， 使 “政治生态” 成为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词语， 也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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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词之一。 “净化党内政治生态”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是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反

腐倡廉的核心任务。

那么什么是 “政治生态” 呢？ 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 比较集中的表述是：

“政治生态” 是指一定政治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政治系统与其他社会系统

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所形成的生态联动， 是一个地方或一个领

域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觉悟、 党性修养、 权力行使和价值取向的存在

状态， 是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 是党风、 政风、 社会风

气的综合体现。 由此可以看出， “政治生态” 是相对于经济、 社会、 文化和自

然生态而言的一个概念， 是生态学理论在政治领域的创造性运用， 是生态思维

与政治实践有机融合的结果。

高校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基层政治生态体系， 是党和国家大政治生态系统

下的一个极其微小的子系统， 这个子系统较之其他系统有一个区别明显且十分

显著的特点， 即高校政治生态是一个以人文精神为主要构成元素的综合体系，

肩负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任务。 从这个意义上

讲， 高校的政治生态决定了 “培养什么样的人、 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

个根本问题， 也决定人才培养的质量。

高校是社会的缩影， 其政治生态状况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干部的作风、 教

师的教风和学生的学风； 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干部、 教师和学生的价值取向。

这是笔者选择研究这个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构建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

是高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应有之义，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的前提条件。 高校只有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体系， 才能充分保证党的教育方

针得到全面贯彻， 才能保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得到全面落实， 才能保证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目标不发生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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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基本要素

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 既是优良党风、 政风、 社会风气在高校的充分体

现， 又是高校校园文化和大学精神的集中展现。 它具体体现在校风、 教风和学风

诸方面， 是一个全方位、 广层面、 多要素的综合体系， 其内涵广泛、 丰富。 笔者

认为， 要构建风清气正的校园政治生态， 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几个基本要素：

一是有一个政治素质过硬、 领导能力强、 精于办学治校、 勇于改革创新、

敢于担当作为、 争创一流、 清正廉洁的领导班子。

二是有一支尽忠职守、 作风扎实、 精于管理、 能干实干、 吃苦在前、 艰苦

奋斗、 甘于付出、 敬业奉献的干部队伍。

三是有一批素质过硬、 能力精湛、 精于育人、 厚德博学、 潜心教研、 爱岗

敬业、 爱生如子的教师团队。

四是有一个干事创业、 崇德尚廉、 遵纪守法、 风清气正、 以文化人、 以文

育人的育人环境。

五是有一大批爱国爱校、 品德优良、 诚实守信、 明礼修身、 弘扬正气、 热

爱生活、 乐学上进的学生群体。

三、 当前校园政治生态建设的薄弱环节

近年来， 我校坚持 “八个聚焦”， 狠抓校风建设， 以此带动学校的改革建

设和发展。 从总体上看此举成效显著， 学校办成了几件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

大事， 其美誉度和社会影响力大大提升， 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认可率也大幅上

升； 但从个体或局部看还存在薄弱环节， 学校校风、 干部作风、 教师教风、 学

生学风以及相关工作还存在差距， 一些社会不良现象在学校也时有发生， 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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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突出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一些共产党员身份意识不强， 带头作用、 骨干作用、 桥梁作用发挥不

够突出， 敬业精神、 奉献精神、 吃苦精神、 担当精神不足。

二是一些同志庸懒散浮拖， 落实 “四个当天” 制度不到位， 工作马虎粗

糙、 消极应付、 虚假应对、 敷衍塞责的问题时有发生。

三是一些同志在工作上表现出 “三个不一样”， 即对待上级和下级不一样、

对待内部人员和外部人员不一样、 对待领导和教师学生不一样； 对工作要求出

现 “三个不高”， 即标准不高、 质量不高、 效率不高。

四是一些教师只教书不育人， 只上课不交流， 爱生敬业精神不足， 甚至

“主副倒置”， 热衷于个人私业。 还有一些同志对待工作安排斤斤计较、 动辄说

待遇， 不愿承担急难险重任务。 个人利益至上、 不顾及学校大局和利益的现象

时有发生。

五是一些干部安于现状， 不思进取， 作风不实， 业务不过硬， 开拓创新、

担当作为、 争创一流、 乐于奉献精神不足。

六是一些部门 （教学单位） 政令不畅， 执行力弱， 不担当、 不作为， 思想

教育工作存在薄弱环节， 政治理论学习流于形式。

七是一些同志依法管理、 依约管理的意识不强， 不敢大胆管理、 严格管理，

对一些损害学校合法权益和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不敢大胆说 “不”。

八是在一些学生中存在造假欺骗、 请客送礼、 生活奢靡、 诚信缺失、 浪费

饭菜和生活用品、 考试作弊、 裙带关系、 哥们义气等现象。

四、 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实践途径

我们的高校是党领导下的高校，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校。 办好我们的

高校， 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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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一） 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十三次全国高等学校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

指出： “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 加强和改进高校党的建设， 是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大学的根本保证。” 因此， 要始终坚持党对高校的全面领导，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

在首位， 认真学习领会和深入贯彻习近平关于教育发展的系列重要论述和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增强 “四个意识”， 坚定 “四个

自信”， 做到 “两个维护”； 要充分发挥高校党委的领导作用， 把 “把方向、 管大

局、 做决策、 抓班子、 带队伍、 保落实” 的领导职责充分体现出来； 要切实履行

好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 将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办学治校各领域、 教育教学各环

节、 人才培养各方面。 学校党委要在政治领导上正气十足， 行政班子要在办学治

校上中气十足， 系部班子要在教育教学上底气十足， 共同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要切实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 推动基层党建和业务工作融合

发展， 实施高校教师、 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 培育工程。

（二） 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

高校领导班子承担着管党治党、 办学治校的主体责任， 是高校党委对学校

工作实行全面领导的基础， 建立一个政治过硬、 作风过硬、 纪律过硬、 素质过

硬、 业务过硬、 形象过硬的党委领导班子是十分重要和迫切的任务， 是加强和

实现党对高校全面领导的前提条件。 因此， 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增强其政治

性、 时代性、 原则性和战斗性， 推动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化、 经常化、 规范化，

形成团结一致、 心齐气顺、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的政治氛围； 要坚持党委领导

下的校长负责制， 认真落实党委领导、 校长负责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严格执行

高校党委运行规则， 把高校党委工作的 １２ 条职责落地落实、 落细落小； 要坚持

民主集中制原则， 做到民主决策、 科学决策、 依法决策； 要增强开放发展、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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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发展理念， 促进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和决心。

（三） 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

建立和完善现代大学治理制度， 提升现代大学治理水平， 是实现高校可持续

发展的必然选择。 因此， 要深刻把握现代高等教育规律、 大学办学规律和管理规

律， 以 “党委领导、 校长负责、 教授治学、 民主管理、 依法治校” 为指导思想，

以 “有利于调动广大师生、 员工的积极性， 有利于促进学校的稳定和发展， 有利

于提升学校综合实力” 为原则， 统揽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 要坚持依

法治校、 从严治校、 从严治教、 从严管理的理念， 把办学治校中涉及的法律法规

政策和以学校章程为统领的各项管理制度学深悟透， 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 把制

度的基本精神融入具体的教育教学、 科学研究、 管理服务等实践工作中去； 要坚

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形成自觉遵从制度、 严格执行制度、 坚决维护制

度的良好局面， 确保制度的生命力， 全面推进管理制度化、 规范化、 扁平化、 精

细化、 常态化； 要加大对廉政风险点的防控力度， 做到防控责任到人、 防控措施

到点、 防控工作到位， 确保每一个管理行为都在政策和法律框架内运行。

（四）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才者， 德之资也； 德者， 才之帅也。” 人才培养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

程，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因此， 要促进新时代高校人才培养评价体系的创新，

把 “德” 作为评价考核的首要因素， 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

的根本标准； 要构建 “思政课程” 与 “课程思政” 大格局， 完善 “十大育人”

体系 （课程、 科研、 实践、 文化、 网络、 心理、 管理、 服务、 资助、 组织育

人）， 创新 “三全育人” 途径 （全员育人、 全程育人、 全方位育人）， 认真解决

好 “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要理直气壮开好

思政课， 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才成长规律， 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 因势而新， 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时代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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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性， 实现思政课教师配备全面达标； 要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通过教育引导、 舆论宣传、 文化熏陶、 实践养成、 制度保障等， 使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广大师生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广大师生的自觉行动； 要加

强大学文化建设， 深入推进以文化人、 以德育人， 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水平、

政治觉悟、 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 对于高职院校来说， 还要健全 “德技并修、

工学结合” 的育人机制， 强化具有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技术技

能人才培养理念。

（五） 培养 “四有” 优秀教师团队

教师是立教之本、 兴教之源。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 一个学校

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 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

族的希望。 一个高校应当培养、 选拔、 管理、 使用一批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

操、 有扎实知识、 有仁爱之心， 融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 传播真理， 塑造灵魂、

塑造生命、 塑造人为一体的优秀教师团队， 这既是高校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

也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另一个重要举措。 因此， 要按照 “四有好老师”

标准来培养教师、 选拔教师， 分级打造师德高尚、 技艺精湛的教学名师、 专业

带头人、 青年骨干教师， 让每一个教师不仅具有扎实的知识功底、 过硬的教学

能力、 勤勉的教学态度、 科学的教学方法等基本素质， 还要精于 “授业” “解

惑”， 并以 “传道” 为责任和使命， 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 要

坚持教育者首先受教育的理念， 加强对教师的教育和管理， “吐辞为经、 举足为

法”， 让教师成为学生做人的镜子， 以身作则、 率先垂范， 以高尚的人格魅力赢

得学生的尊敬， 以模范的言行举止为学生树立榜样； 要倡导 “教师优先” 理

念， 关心、 关注、 关爱教师， 切实做到严管与厚爱相结合， 为教师创造宽松宁

静的教学环境； 要加大师德师风建设力度， 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摆在首要位置， 深化落实 《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 引导

广大教师以德立身、 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 建立健全师德师风监督制度、 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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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推行师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 建立教师个人信用记录和失信惩戒机制，

严格执行师德师风考核 “一票否决” 制度。

（六） 营造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

风清气正的育人环境包含广泛的内容， 既包括 “软件” 和 “硬件”， 又包

括人文关怀和现代精神； 既有对教育主体的要求， 又有对教育客体的要求； 既

有自律约束， 又有他律惩戒。 但不管从哪一方面来加以考量， 总是离不开一个

基本的评判标准， 就是必须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德智体美劳全方面发展的人才。

因此， 要建立正确的舆论导向， 将建设良好校园政治生态的各项要求落实到教

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个环节， 使全校师生将风清气正的基本要求内化为信念，

外化为习惯， 固化为行动； 要建立 “亲” “清” 的师生交往关系和校企合作关

系， 干部和教师之间、 教师和学生之间、 管理人员和合作企业人员之间都应建

立亲密、 有序、 有度、 清白、 清晰、 清新的关系， 不掺杂任何私心杂念； 要高

度重视师生关注的热点、 难点、 焦点问题， 及时解决师生的信访和诉求， 认真

处理好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问题， 学校出台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重要政策要事

先广泛征求意见， 充分听取建议， 制定事关师生切身利益的重大措施要开展必

要的社会风险评估， 充分维护和尊重广大师生的知情权， 切实做到公开、 公正、

公平； 要认真落实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主体” 的责任， 严格遵循 “信任不能代

替监督” 原则， 坚持严管与厚爱相结合原则， 切实加强对党员、 干部和教师的

日常教育管理和监督， 正确把握和运用 “四种形态”， 让 “关键少数” 做到心

有所畏、 言有所戒、 行有所止， 不越雷池， 不踩红线， 不越底线； 要坚决纠正

“兼职当主业， 授课当副业” 和 “只教书不育人” 问题， 坚决遏制校园不良风

气， 严厉惩处歪风邪气， 严肃处理违背课堂讲授政治纪律、 师德失范和学术不

端行为， 严厉查处 “四风” 和腐败问题， 及时曝光违纪违规典型案例； 要加大

学风建设力度， 坚持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为中心， 既注重 “教得好”， 更注重

“学得好”， 激励学生主动学习、 刻苦学习， 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培养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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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要完善严管严教的育人机制， 着力纠正学生中存在的

造假欺骗、 请客送礼、 生活奢靡、 诚信缺失、 铺张浪费、 裙带关系、 哥们义气

等不良现象， 严肃惩治违反学生行为准则的违纪违规行为， 依法打击校园欺凌、

扰乱校园公共秩序、 侵害校园师生人身安全的违法犯罪。

（七） 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

积极向上、 宽松融洽的干事创业氛围， 不仅可以激励教职工干事创业， 也

会对学生成长成才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因此， 要完善压力传导机制、 组织保

障机制、 利益驱动机制和管理运行机制， 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 鲜明选人

用人导向， 完善选人用人机制， 严格遵循选人用人制度， 激发全体党员、 干部

和教师的积极性、 主动性、 创造性， 让吃苦的人吃香、 实干的人实惠、 有为的

人有位； 要大力弘扬吃苦在前、 担当作为、 艰苦奋斗、 敬业奉献的精神， 人人

争做教书育人的表率、 师德师风的表率、 服务发展的表率、 履职尽责的表率；

要不断强化党员身份意识， 每位党员都要在党言党、 在党爱党、 在党忧党、 在

党为党， 在构建风清气正校园政治生态的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 把自身的先锋

模范作用发挥到干事创业的各项工作中去； 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

个区分开来” 的讲话精神， 落实好干事创业的容错纠错机制， 积极营造宽松的

创业环境， 为干事者撑腰， 为担当者鼓劲， 让干部心无旁骛干事业， 一心一意

谋发展。

五、 结论

（一） 构建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

识。 它是高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是高校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提条件， 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和接班人的目标不发生偏移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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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紧紧围绕 “培养什么人、 如何培养人、 为谁培养人” 这个根本问题，

是构建风清气正的高校政治生态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三） 高校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体现为高校的校风、 教师的教风、 干部

的作风和学生的学风诸方面， 是一个全方位、 广层面、 多要素的综合体系， 诸

要素之间互相影响、 互相促进。

（四） 基于高校当前的政治生态还存在若干薄弱环节， 在构建风清气正的

政治生态中， 应当在落实高校党的全面领导、 加强高校领导班子建设、 完善现

代大学治理体系、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培养 “四有” 优秀教师团队、 营造

风清气正育人环境、 激发干事创业内生动力等方面花大力气、 下真功夫。

李致玲， 李倩， ２０１５ 建设高校清新校园政治生态的探索： 以沧州师范学

院为例 ［Ｊ］ ． 沧州师范学院学报， ３： １０６－１０８

刘奕琳， ２０１８ 建立 “亲” “清” 师生关系为人才可持续发展助力 ［ Ｊ］ ． 中

学教学参考， ２７： ７１－７２

汪保安， ２０１８ 全面净化高校政治生态的探索研究： 基于 “四个统一” 重

要启示的视角 ［Ｊ］ ． 法治与社会， １： １８３－１８４

王晨， ２０１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 《中华人

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实施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１０－２１） ［２０２０－０３－

０６］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ｐｃ． ｇｏｖ． ｃｎ ／ ｎｐｃ ／ ｃ３０８３４ ／ ２０１９１０ ／ ５ｅ０２１ａ６ｄ９ｃ５ｆ４５７７ａ０ａ０９０ｃ

９７５７ｅｄ６４０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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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

人才培养的实践与思考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李　 尧　 邓惠明

摘　 要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作为培养一

线技术技能人才的地方高职院校， 为振兴乡村培养人才是义不容

辞的责任， 也是推动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机遇。 本文分析了地

方高职院校培养乡村振兴人才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 以眉山

职业技术学院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实践为例， 从更新办学理

念、 改革招生模式、 强化内涵建设、 提升培养质量、 增强服务能

力等方面， 总结出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实现

路径。

关键词 ………………………………………………………………

乡村振兴； 地方高职院校； 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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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 “乡村振兴， 人才是关键。” 培养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 是实现乡

村振兴战略的根本。 从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统计情况来看， 在全国 ３１ ４２２ 万农

业生产经营人员中， ３５ 岁及以下的仅占 １９ ２％， 受过高中或中专教育的占比为

７ １％， 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比重仅为 １ ２％。 乡村人才匮乏等问题已成为制

约乡村振兴的主要因素。

地方高职院校作为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 服务最为贴近、 贡献最

为直接的高校类型之一， 较之本科院校， 培养乡村一线人才的经验更丰富、 专

业设置更匹配、 专业调整更灵活， 生源结构中来自农村的学生占比更高， 具有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天然优势。 因此， 探究地方高职院校如何发挥自身优势，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 培养乡村振兴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具有十分重要

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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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乡村振兴战略对人才的旺盛需求给地方高职院校带来

新的机遇

（一） 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有利于化解地方高职院校的生存危机

如今， 产业发展日新月异， 技术进步一日千里， 但部分高职院校未能主动

适应新时代新变化， 改革进度跟不上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 建设发展出现了瓶

颈， 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

见》 明确提出， 支持地方高等学校、 职业院校综合利用教育培训资源， 灵活设

置专业 （方向），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化人才。 这无疑为

地方高职院校， 特别是生存发展面临困境的学校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平台。 地方

高职院校应牢牢抓住此次难得的机遇，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办学方向、 优化

专业设置、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 服务 “三农” 发展， 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实

现学校的跨越式发展。

（二） 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有利于解决地方高职院校的生源危机

据统计， 当前全国高考录取率已达 ８０％左右， 高职院校可录取的优质生源

有限， 面对日益激烈的生源竞争， 部分地方高职院校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 “生

源” 危机。 乡村振兴战略鼓励高职院校录取 “新型职业农民” 等各类具有技能

和特长的人才， 这对于地方高职院校来说无疑是政策方面的重大 “利好”， 对

于地方高职院校拓宽办学领域， 解决 “生源” 危机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地

方高职院校应该以此为契机， 改革招生录取制度， 探索多样化入学方式和人才

培养模式， 不拘一格地为有志于服务乡村振兴的各类人才提供学习深造的平台。

（三） 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有利于地方高职院校的可持续发展

从本质上讲， 地方政府开展高等职业教育， 其目的就是促进当地社会经济

的发展。 作为地方高职院校， 只有培养当地急需的人才， 政府才有投入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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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长期以来， 部分地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实

际需求脱节， 造成自身的发展受到限制， 不利于长远发展。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地方政府的重要政治任务， 破解当地乡村振兴人才缺口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的重要保障， 这对地方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 也为地方高职院

校服务地方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 高质量的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 将

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和投入， 极大地促进学校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二、 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一） 社会认识的偏见是制约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

主要因素

自古以来， 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普遍不高， 传统农业往往意味着繁重的体

力劳动， 因此， 社会上形成了认为从事农业农村工作就意味着劳苦和落后的偏

见。 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 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 社会对农业农

村工作的误解和偏见进一步固化。 一方面， 大部分学生不愿意学农， 涉农专业

生源数量和质量不断萎缩； 另一方面， 部分高职院校认为农业类专业没有发展

前途， 培养农业人才得不偿失， 因此农业类专业建设长期得不到重视。 以四川

省为例， 四川省作为传统农业大省， 全省却只有一所以农为主的公办高职院校，

由此可见， 社会的认识误区和偏见导致涉农高职院校和涉农专业不断萎缩， 造

成地方高职院校在服务乡村振兴战略中无人可育的尴尬局面。

（二） 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发展是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面临的难题

地方高职院校的生源主要来自农村， 学生们深知农业生产的艰苦， 大多抱

着 “脱农离农” 的目的进入学校学习， 主观上不愿意回到相对落后的农村工作

生活。 加之农村基层所能提供的岗位相对较少， 农业技术工种社会地位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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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遇都相对偏低， 因此毕业生中到农村基层一线就业的比例很低， 农业人才留

不住的情况普遍存在。 而到拥有更多发展机遇、 更广阔发展空间、 更高发展平

台的城市就业成为绝大部分学生和家长的第一选择。 毕业生不愿意去农村基层

就业的现状， 导致农学类专业毕业生就业对口率偏低， 学校辛辛苦苦培养的乡

村振兴人才出现流失和浪费。

（三） 地方高职院校自身的办学理念难以适应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需要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整个社会高素质农业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加大，

而目前地方职业院校培养的乡村振兴人才数量远低于市场需求， 这与一些高职

院校的办学理念是分不开的。 比如， 有的学校认为职业教育低人一等， 因此投

入大量的精力追求升格， 在抓内涵建设、 抓人才培养等方面下的功夫不够， 导

致学生知识结构及就业能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需求不匹配； 有的高职院校不愿

意增加涉农专业办学条件的投资， 只是一味追求高回报； 有的高职院校片面地

认为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是农业类院校的责任， 与自己无关， 因此培养培训乡村

振兴人才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 有的高职院校在社会服务中追求名声和效应，

不愿意面向农村和农民开展技术服务和技能培训， 师生服务乡村建设发展的热

情不足。 以上种种错误的观念造成了部分高职院校缺乏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

的整体设计和规划， 缺乏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有效举措， 从而导致服务乡村振

兴人才培养不力。

三、 地方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现实路径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是一所由眉山市政府举办、 四川省主管的高职院校， 其

前身之一是成立于 １９５８ 年、 拥有 ６０ 多年农业职业教育经验的四川省乐山专区

农业学校， 其为眉山及其周边地区农业农村人才培养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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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术学院建校以来， 始终将服务 “三农” 作为重要使命， 不断巩固和提升

农学专业的优势， 在农业人才培养、 农业科技创新、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 农业

产业扶贫、 农村社会服务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探索出了一条地方高职院

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新路径。

（一） 更新理念， 完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机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矛盾的必然要求， 是实现 “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是实

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地方高职院校应进一步深化对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提高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政府乡村振兴战略的决策部署上来， 以培养

乡村振兴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重点， 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制度措施，

把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融入学校专业建设、 队伍建设、 教学改革、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工作中去， 构建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长效机制。 近年来， 在

“农” 字头类的专业招生困难、 涉农专业萎缩的社会大环境下， 眉山职业技术

学院从讲政治的高度， 坚持服务乡村振兴不动摇， 提出做强做特农业类专业，

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办学思路， 并在大力围绕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加强专业

内涵建设的基础上， 成功增挂了以农业类专业为主干的眉山技师学院， 建成了

四川省现代农业技术培训基地、 四川省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基地等平台， 使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的能力不断提高。

（二） 落实举措， 探索招生就业新模式

李克强总理在 ２０１９ 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 中指出，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

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 下岗职工、 农民工等报考，

２０１９ 年大规模扩招 １００ 万人。 招生人数的新任务和招收对象的新类型为地方高

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提供了新路径， 提出了新要求。 地方高职院校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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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应该深化招生录取模式改革， 进一步完善单独招生制度， 根据生源特点和

类型， 对农业农村技术人才在入学评价、 录取标准等方面制定不同政策， 可免

予文化素质考试， 采取单独组织相关的职业适应性测试或职业技能测试等方式

择优录取； 另一方面应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加强就业指导与服务， 培养学生扎

根基层服务 “三农” 意识， 大力倡导学生返乡就业、 创业， 支持和鼓励学生报

考大学生村官和乡村公务员、 事业单位， 让一批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成为乡村振

兴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将招生就业模式改革作为培养乡村

振兴人才的重要撬杠， 不断优化 “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的单独招生考试办法，

逐步扩大单独招生比例， 学校 ２０１９ 年共招收大专新生 ２ ４９４ 名， 其中单独招生

１ ６６４ 名， 单独招生占比为 ６６ ７％， 其中农业技术系单独招生占比更是高达到

８８ ４７％。 同时， 学校通过常态化开展主题团日、 “三下乡” 等活动， 在实践中

培养学生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识。 学校一大部分农业类专业毕业生选择回乡创业、

就业， 已有不少成为当地技术骨干和中坚力量； 一部分师范类专业学生也进入

眉山的乡村小学、 幼儿园顶岗实习或就业， 有效解决了当地缺少乡村教师的燃

眉之急。

（三） 建强专业， 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基层基础

专业是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载体， 其建设水平和绩效决定着学校的人才培

养质量和特色。 地方高职院校应该在专业设置上紧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的实际

需要， 围绕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定期调整和优化专业设置。 要在大力发展涉农

专业的同时， 找准切入点， 将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作为师范、 财经商贸、 文

化旅游、 建筑装饰等其他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 构建以涉农专业为主体， 其他

专业协同共育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业群， 打造专业特色， 形成办学优势， 实

现差别化、 个性化发展。 长期以来，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高度重视发展以培养农

村一线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的现代农业技术和畜牧兽医等涉农专业， 投入大量

的人力、 物力、 财力， 高起点筹划、 高标准推进、 高质量建设， 取得了显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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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 现代农业技术专业是省级示范专业， 畜牧兽医专业是教育部认定的骨干

专业。 学校其余专业也将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融入专业建设， 师范教育系对

接农村一线教师培养、 商贸旅游系对接乡村旅游和农业电子商务等人才培养、

文化艺术系对接乡村文化振兴人才培养、 工程技术系对接乡村建设和农业机械

化等人才培养， 形成了覆盖面广、 针对性强、 实效性好的乡村振兴人才培养专

业群， 为培养乡村振兴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 提升质量， 创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

人才培养的核心在于质量， 评估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成效， 关键要看

培养的人才是否与农村经济发展相适应， 是否能够下得去、 用得上、 干得好、

留得住。 地方高职院校应以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为抓手， 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

重点， 一方面要把服务 “三农”、 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理念贯穿于学校人

才培养全过程， 将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融入课

堂教学和实习实践， 培养大学关注农业、 关心农村、 关爱农民的情怀， 激发大

学生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热忱与积极性； 另一方面要深化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

针对学生的不同类型和特点， 探索现代学徒制、 订单式培养、 在职教育、 带薪

培训等培养模式， 加大实践教学力度， 推动校企共建一批生产性实训基地， 鼓

励 “田间教室” 等教学方式， 将教育教学、 实习实训、 创新创业延伸到农村一

线， 培养真正懂农业、 爱农村、 爱农民的乡村振兴人才。 近年来， 眉山职业技

术学院以深化教学改革为抓手， 全面创新乡村振兴人才培养模式， 取得了一定

的成效： 学校被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列为全省首批新型职业农民实习生试点

单位， 每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实习生 ５０ 名； 农业技术系畜牧兽医专业立项教育

部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 现代农业技术系田间教室模式被四川电视台报道；

师范教育系学生教师资格证 “国考” 过级率居全省同类学校前列。 全校毕业生

“双证书” 过关率达 ９８％， 就业率稳定在 ９５％以上， 就业与专业相关度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１２ 个百分点， 总体能力满足度高于全国高职院校 ４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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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搞好服务， 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地方高职院校是一个地区人才、 智力和技术集聚的高地， 要想在服务乡村

振兴人才培养中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就要通过社会服务这个 “桥梁” 来实现。

地方高职院校一方面要发挥人才优势， 面向农业农村推广各类培训， 打造农业

区域经济发展所需人才的孵化器； 另一方面要发挥智力优势， 围绕乡村振兴战

略开展科学研究， 在政策调研、 质量评价、 决策咨询、 发展规划等方面做好决

策咨询， 当好参谋助手， 再一方面要发挥技术资源优势， 积极搭建产学研用平

台， 做好资源整合、 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 切实把学校的人才、 智力、 技术等

优势转化为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实践优势。 长期以来，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将服务 “三农” 作为学院的重要使命， 牵头组建东坡味道食品产业学院和烹饪

学院， 打造了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连续三年与政府联合举办 “一优

两高” 生产竞赛， 推动地区亩产量创新高； 与行业企业合作， 成功打造出丹棱

“不知火” 柑橘品牌， 成功选育出 “宜香优 ８００” 杂交水稻新品种和 “眉红脐

橙” 水果新品种， 推广面积达百万亩 （１ 亩≈６６６ ６７ 平方米）； 广泛开展农技

人员知识更新培训、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 农村技术人员培训和贫困村农技知识

培训等， 培训培养乡村振兴人才超过 ５ ０００ 人。

四、 结论

目前， 我国农村发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依然严峻， 乡村振兴任务依然

艰巨。 培养乡村振兴人才使命重大， 地方高职院校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牢

固树立服务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的发展意识，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结合区域

农业发展， 在改革招生就业制度、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增强社会服务能力等方

面下功夫、 做文章， 着力培养热爱农业农村工作、 适应现代农业发展又契合区

域产业特点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实现服务乡村振兴与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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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 同促进。

陈建中， 胡建芳， 肖宁月， ２０１９ 农业高职院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路径

探索与实践： 以山西运城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 Ｊ］ ． 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 ２： ４２－４６

封清， 宋帅， 王一帆， ２０１８ 高职院校 “精准” 参与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

略的研究： 以贵州城市职业学院为例 ［Ｊ］ ． 现代商贸工业， ２８： ６５－６７

林夕宝， 余景波， 周鹏， ２０１９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探讨 ［Ｊ］ ． 高等职业教育探索， ３： １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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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畜牧兽医专业“１＋Ｘ” 证书

制度探索与思考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黄文清

摘　 要 ………………………………………………………………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明确提出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 在职

业院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同时指出

院校是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的实施主体。 “１＋Ｘ” 证书制度作为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的重要内容， 是新时期职业教育改革

的重要制度创新与设计， 它将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相互融

通， 给职业教育发展及其人才培养模式、 考评模式等带来了重大革

新。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已经被教育部列为首批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

院校， 在高职院校畜牧兽医专业如何开展试点、 试点的方法和途径是

什么、 如何确定 “１＋Ｘ” 中的 “Ｘ” 等都是试点院校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

高职院校； 畜牧兽医； “１＋Ｘ” 证书制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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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的教育类型， 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改革

开放以来， 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撑。 如今，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已全面建成，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社会吸引力不

断增强， 具备了基本实现现代化教学的诸多有利条件和良好工作基础。 随着我

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各行各业对技术技

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但应届大

学毕业生所具备的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还不能适应行业的需求和多元化就业的

需要。

一、 高职畜牧兽医专业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的必要性

（一） 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是对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的

贯彻落实

２０１９ 年， 国务院印发了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 《方

案》 ）， 其中明确了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 在职业院校、 应用型本科高校启动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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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制度试点 （以下称 “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 ）

工作。 《方案》 还提出， 到 ２０２２ 年， 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 一大批普通

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 建设 ５０ 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 １５０ 个骨干专业

（群）； 建成覆盖大部分行业领域、 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

系；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有较大提升， 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

打造一批优秀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 推动建设 ３００ 个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

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职业院校实践性教学课时原则上占总课时一半

以上， 顶岗实习时间一般为 ６ 个月； “双师型” 教师 （同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

践教学能力的教师） 占专业课教师总数超过一半， 分专业建设一批国家级职业

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二） 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是对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 的贯彻落实

２０１９ 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

（以下简称 《方案》 ）。 《方案》 提出目标： “２０１９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持续开展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 提高培训针对性实效性， 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

创业能力。 三年共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５ ０００ 万人次以上， 其中 ２０１９

年培训 １ ５００ 万人次以上； 经过努力， 到 ２０２１ 年底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员总量

的比例达到 ２５％以上，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达到 ３０％以上。”

同时 《方案》 还明确指出在院校启动的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按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的规定执行； 在核定职业院校绩效工资总量

时， 可向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单位倾斜； 允许职业院校将一定比例的培训

收入纳入学校公用经费， 学校培训工作量可按一定比例折算成全日制学生培养

工作量； 职业院校在内部分配时， 应向承担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一线教师倾斜，

保障其合理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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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是行业发展的需要

随着现代畜牧业的发展， 规模化、 集约化、 智能化的养殖场越来越多， 涉

及的知识和技术不只限于传统的畜牧兽医专业。 养殖企业要在竞争中占有优势，

就必须拥有一批掌握先进生产技术和具备突出管理能力的优秀人才。 为了提高

工作效率， 降低生产成本、 管理成本， 现代畜牧业的发展需要更多一专多能的

一线员工。 因此畜牧兽医专业的学生除了要掌握饲养技术、 繁育技术、 饲料加

工技术、 饲料检化验技术、 动物疾病防治技术， 还要掌握智能化设备的操作和

维护、 计算机应用、 现代物流等方面的知识。 随着畜牧产业链的延伸， 企业还

会对人才的能力提出更多要求， 比如畜禽产品加工、 新产品研发、 市场开拓、

电子商务等。 企业渴望职业院校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

（四） 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是学生提升技能水平、 拓宽就业渠道、

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需要

近几年， 受全球经济发展速度减缓， 我国产业升级和供给侧结构调整， 以

及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攀升的影响， 就业压力越来越大。 用人单位对人才的要

求， 特别是技能人才的要求越来越高。 高职院校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 将学

历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达到学校和社会共同认可的职业教育标准，

既满足了学生学历教育的要求， 又提升了学生的职业能力。 学生毕业时， 除了

学历证书外， 还拥有 １ 个或几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这使学生在激烈的就业竞

争中， 具有更多的择业和就业机会， 从而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就业质量，

同时也为毕业生创业奠定了基础。

（五） 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是眉山职业技术学院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四川省委已经将眉山市列为环成都经济圈开放发展示范市， 眉山市委做出

了 “建设环成都经济圈开放发展示范市， 全面推动眉山高质量发展” 的重大决

定。 近年来， 落户眉山的世界 ５００ 强企业数量居全省第二位， 仅次于成都。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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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５００ 强企业亚马逊在眉山建立了电商运营中心； 陶氏化学、 中国首个能源互

联网 “硅谷” 加州智慧小镇、 西部唯一的尤文图斯足球学院培训中心、 信利国

际高端显示项目、 乐高乐园、 联想叠云创新科技园、 中法农业科技园、 法国太

阳季度假乐园等优质项目已经落户眉山。 眉山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亟须大量

应用型人才。

２０１９ 年，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被教育部列为首批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院

校。 作为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唯一地方公办院校和省级示范院校， 眉山职业

技术学院担负着引领四川省职业教育， 特别是眉山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责任，

为眉山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紧缺技能人才， 服务眉山经济发展， 是眉山职业

技术学院的职责和使命所在， 也是其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实际需要。

二、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畜牧兽医专业 “１＋Ｘ” 证书制度的探索

（一） 针对行业需求， 将 “１＋Ｘ” 证书制度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每年组织专业团队， 深入省内饲料企业、 养殖企业、 食

品加工企业， 针对现代养殖技术、 饲料生产技术、 动物疫病防治技术等岗位对

人才及其能力的需求， 进行充分调研， 根据生产一线实际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修

改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 将岗位能力培养融入课程。 同时， 学院广泛收集往届

毕业生对学校教育的反馈意见， 将意见梳理后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计划的

修改中。 学院还每年定期召开行业专家、 企业技术骨干、 专业教师参与的人才

培养方案研讨会， 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将 “１＋Ｘ” 证书制度融入人才培养

方案 （图 １）。

035



眉 山 职 教 探 索

图 １　 课程与岗位对应图

（二） 针对岗位能力要求修订教学内容， 实施课证融通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针对生产一线对畜牧兽医人员的能力和素质的要求， 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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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调研结果及专家提出的意见， 不断修改、 补充、 完善教学内容， 积极推进专

业与产业对接， 教学与生产对接， 能力与证书对接； 积极动员和鼓励学生参与

“１＋Ｘ” 证书试点工作， 根据畜牧专业就业的具体岗位， 制定 １～３ 项 “１＋Ｘ” 证

书培养方案， 供学生选择； 同时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评价的要求及标准融

入相关课程的教学中 （表 １）， 将学生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课程学习成绩挂

钩， 既保证 “１＋Ｘ” 中 “１” 的质量， 又拓展 “１＋Ｘ” 中 “Ｘ” 的能力。

表 １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其对应课程

序号
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Ｘ） 对应的课程

１ 动物检疫检验员
养猪与猪病防治、 养禽与禽病防治、 养牛羊与牛羊疾
病防治、 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

２ 动物疫病防治员
养猪与猪病防治、 养禽与禽病防治、 养牛羊与牛羊疾
病防治、 宠物疾病防治， 中兽医基础

３ 家畜饲养工
动物营养与饲料、 养猪与猪病防治、 养禽与禽病防
治、 养牛羊与牛羊疾病防治

４ 家畜繁殖员
畜禽繁育技术 、 养猪与猪病防治、 养禽与禽病防治、
养牛羊与牛羊疾病防治、 动物防疫与检疫技术

我校畜牧兽医专业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积极推进 “１＋Ｘ” 证书制度，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

年学生双证书获取率分别达到 ９８％和 １００％ （表 ２）， 极大提升了毕业生的就业

率。 近两年畜牧兽医就业率均在 ９５％以上， 其中专业对口就业率达 ９０％以上，

自主创业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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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校企合作， 改进教学模式， 实施现代学徒制教学

依托眉山职教集团，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组建了由行业专家、 学校和 ２０ 多家

企业参与的农业产教联盟和专业指导委员会， 广泛开展校企合作， 在畜牧兽医

专业中实施现代学徒制教学。 校企双方就人才培养、 课程建设、 技能训练、 学

生实习实训、 招生就业等签订了合作协议， 明确了各自的责任和义务， 初步形

成了校企合作制管理运行机制。 校、 企、 学徒按照双向选择原则签订三方协议，

明确三方责任， 实现人才共育。

学院通过与合作企业进行充分沟通和协商， 针对不同企业和不同职业岗位，

确定由校企专业带头人、 学校骨干教师及企业专家、 技术骨干等共同设计符合

企业职业素养和岗位技能要求的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教学标准、 岗位标准、 企

业师傅标准、 课程标准、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等， 并按标准实施项目化教学。

学院还实施双导师制， 即参与现代学徒制试点的学生通过企业与学校、 师

傅与学徒间的双向选择， 确定意向企业和师傅， 再由学校专业教师、 企业技术

人员共同指导学生， 完成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和考核。 通过现代学徒制

教学， 学生能够真正参与企业的生产过程， 体验企业文化和学校文化的异同，

其责任意识、 团队精神、 职业素养、 自我判断能力明显增强。 学生通过亲临现

场接受职业指导、 职业训练， 能够了解与未来职业有关的各种信息， 并提高其

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竞争力， 为未来择业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 畜牧

兽医专业学生就业率已达 ９５％。

（四） 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 改变考核方式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以素质为目标、 以能力为标准的多元化考核机制，

将学生自我评价、 教师评价、 师傅评价、 企业评价、 学校评价、 社会评价相结

合， 构建起第三方评价机制， 并由行业、 学校、 企业和社会机构对学生岗位技

能进行达标考核和分类、 分级考核； 同时， 由企业和学院共同组成考核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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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生技能掌握情况共同开展技术技能考核工作， 并依托职业技能鉴定中心，

对学生开展职业技能等级鉴定。

三、 存在的问题

（一） 国家推行 “１＋Ｘ” 试点的专业及领域偏少， 无法涵盖高职院校及

应用型本科院校专业设置所涉及的领域

国家对职业技能水平认定实施职业资格证书 （职业准入类工种）、 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水平评价类工种） 及专项能力考核管理制度。 教育部首批启动的

职业技能等级 “１＋Ｘ” 证书试点只涉及 ５ 个领域 （表 ３），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畜

牧兽医专业涉及的现代农业、 畜牧业并未列入试点领域， 这不利于 “１＋Ｘ” 证

书制度的推广和普及。

表 ３　 教育部首批启动的 ５ 个职业技能领域 “１＋Ｘ” 证书试点

序号 试点领域 证书名称 培训评价组织名称

１ 建筑工程技术
建筑信息模型 （ＢＩＭ）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廊坊市中科建筑产业化创新研究
中心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人才评价
中心）

２ 信息与通信技术
Ｗｅｂ 前端开发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

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

３ 物流管理
物 流 管 理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书

北京中物联物流采购培训中心

４ 老年服务与管理
老 年 照 护 职 业 技 能 等 级
证书

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
北京中福长者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５ 汽车运用与维修
技术

汽车支农和与维修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智能新能源汽车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北京中车行高新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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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社会评价组织的建设滞后， 数量少， 结构不合理

社会评价组织在参与职业技能的考核评价中， 引入了第三方评价机制， 因

此能够公正、 客观地评价技能人才的技能水平。 但针对国家职业目录中涉及的

众多工种 （水平评估类）， 社会评价体系未建立， 如社会评价组织的数量、 评

价标准、 评价机制、 评价领域、 评价质量保障体系、 评价组织的考核管理等并

没有制度化、 规范化， 这些将影响 “１＋Ｘ” 证书制度的实施。

（三）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公信度和认可度低， 证书的价值无法充分

体现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三点： 一是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未明确其应

该享受的社会地位及经济待遇， 导致广大从业者对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不重视，

对参加培训及认定的积极性不高； 二是社会评价组织在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

中的权威性、 公正性、 严肃性不足， 评价质量参差不齐， 导致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出现 “有证无力 （能力） ” 现象； 三是用人单位没有建立唯才是举、 唯能所

用的用人制度， 没有配套相应的激励政策， 导致无证者同样可以就业， 有证者

待遇无法体现或体现甚微， 因此无法调动从业者获取证书的积极性。

（四） 在实施过程中， 还不能完全做到 “１＋Ｘ” 的有机统一

在学历教育中， 既有知识的传授， 也有技能的提升。 “Ｘ” 证书的认定也包

含了对知识和技能水平的测试。 由于学生所学专业不同， 就业具有不确定性和

多元性， 这就要求在教学中必须考虑知识的广度以及通用技能。 而 “Ｘ” 证书

主要针对学生的兴趣爱好、 就业及创业意向， 侧重在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

进行专项能力提升， 具有个体差异性。 鉴于师资、 设备、 经费、 场地、 学生选

择 “Ｘ” 证书的多样性等因素， “１＋Ｘ” 证书试点很难满足学生 “Ｘ” 证书多样

化的要求， 不能完全做到 “１” 和 “Ｘ” 的有机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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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思考及建议

（一） 尽快完善 “１＋Ｘ” 试点相关制度， 增加试点工种及领域

国家推行 “１＋Ｘ” 试点的专业及领域偏少， 无法涵盖高职院校及应用型本

科院校专业设置所涉及的领域， 应尽快将 “１＋Ｘ” 试点迅速延伸到现代信息技

术、 现代服务业、 现代农业技术、 新兴产业等领域， 以便培养更多技术技能型

人才， 满足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 搭建社会评价组织架构， 构建社会评价体系

制定社会评价组织的遴选与评定标准、 申报及评定程序， 完善管理制度和

激励机制， 充分调动社会培训机构、 大中型企业， 特别是国有企业参与社会评

价工作的积极性。 以省为单位、 省属及中央国有企业为重点， 组建一批高质量

的社会评价组织； 同时建立国家统筹、 分级管理、 独立评价、 协调运行的社会

评价体系。

（三） 严把社会评价质量， 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建立 “１＋Ｘ” 证书质量监督制度， 由国家、 省、 市主管部门相关机构对社

会评价组织开展的评价工作实施全过程、 全方位的督导， 确保评价的严肃性、

权威性、 科学性、 公正性， 不断提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公信力和 “含金量”。

同时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 从国家层面出台相应的政策， 取得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者， 根据证书等级， 享受一定的福利优惠， 从而激发高校毕业生参与 “１

＋Ｘ” 证书制度试点的积极性。

（四）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持续推进 “１＋Ｘ” 证书制度， 提升毕业生

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在现有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以及现代学徒制教学模式的基础上， 以 “１＋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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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制度试点为契机， 在学历教育中， 根据学生就业愿望、 职业生涯发展规划

以及学生自身优势， 实施学历教育整体推进和 “Ｘ” 证书分类， 即将与专业相

近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内容融入相应课程的教学和实习实训中， 将与专业相

关性不大和不相关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培养列入学生素质拓展的教学内容中，

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的内容， 制订专门的培养计划， 单独训练， 单独

培养。

程舒通， ２０１９ １＋Ｘ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诉求、 解析与误区的防范 ［Ｊ］ ． 教

育与职业， １５： １９－２４

蒋代波， ２０１９ 职业教育 １＋Ｘ 证书制度： 时代背景、 制度功能与落地策略

［Ｊ］ ． 职业技术教育， １２： １３－１７

刘炜杰， ２０１９ １＋Ｘ 证书制度下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研究 ［ Ｊ］ ． 职教论坛，

７： ４７－５３

史洪波， ２０１９ 职业教育 １＋Ｘ 证书制度的背景、 意蕴与实践： 基于教育筛

选理论的视角 ［Ｊ］ ． 教育与职业， １５： １３－１８

孙善学， ２０１９ 对 １＋Ｘ 证书制度的几点认识 ［ Ｊ］ ．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７：

７２－７６

王兴， 王丹霞， ２０１９ １＋Ｘ 证书制度的若干关键问题研究 ［Ｊ］ ． 职业技术教

育， １２： ７－１２

赵幸亚， ２０２０ 高职院校实施 “１＋Ｘ” 证书制度改革的探索 ［ Ｊ］ ． 科技风，

１５： 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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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专业建设背景下师范生职业

技能训练模式的改革与实践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胡小波

摘　 要 ………………………………………………………………

教师职业技能是教师职业素养的外在表现形式， 是高校师范生

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必测内容， 也是教师职业发展的基础， 教育部

印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 》 对师

范生职业技能有相关的要求， 因此， 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对高校师

范生十分重要。 本文从一流专业建设的需要和师范专业认证的标准

要求出发，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为研究范例， 分析专

科层次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现状及存在问题， 阐述通过改革实

践探索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新模式的具体做法。

关键词 ………………………………………………………………

师范生； 职业技能训练； 训练模式； 探索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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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职业技能是教师岗位的必备技能， 是教师业务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提高教师职业技能是师范专业人才培养和教学计划的重要环节， 直接影响今后

教师职业的发展。 国家历来重视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 为规范训练， 原国家教

委师范司于 １９９２ 年颁布 《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基本要求 （试

行） 》、 １９９４ 年颁布 《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试行） 》

等文件， 从制度层面将普通话和教师口语表达、 书写规范汉字和书面表达、 教

学工作、 班主任工作四部分技能纳入高校师范专业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内容， 并

明确其是师范专业学生必修的内容。 为提高教师入职门槛， 我国 ２０１５ 年开始试

点教师资格 “省考”，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在全国各地全面推行 “国考”， “国考” 面试

内容涉及言语表达、 教学实施等职业技能。 ２０１７ 年教育部印发 《普通高等学校

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 》， 旨在建设一流师范专业， 推行师范类专

业认证， 要求学生发展、 合作实践、 保障条件等一级指标均涉及师范生技能训

练方面的建设。 专业认证在规范高校师范类专业办学层面进行了制度安排， 为

建设师范类一流专业提供了标准。 基于以上背景， 各高校师范类专业都在不断

加强对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模式的改革， 探索适应新形势、 新要求的师范生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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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训练新模式。 本文以技能训练模式改革为切入点，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

教育专业训练模式改革为范例， 探索可示范、 可借鉴的高校师范生职业技能训

练新模式。

一、 师范生教师职业技能训练改革之前存在的问题

（一） 专业技能课程设置不合理， 专业实践内容少， 训练目标不明确

培养合格的教师是高校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 笔者查阅了师范专业相

关政策和文件， 分析研究了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技能训练等材料， 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在专业课程体系方面， 改革前， 专业课程有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 专

业选修课等， 课程内容主要为理论、 实践以及理实一体化； 技能教学和训练内

容大多包括在教师教育课程中， 但所占课时相对较少。 比如： 专业教师教育课

程开设有教育学、 心理学、 课程与教学论等必修课程， 这些课程重理论轻实践，

不能完全满足师范生对于职业技能培养的要求。

在训练组织方面， 改革前， 没有制定系统完善的技能训练方案， 训练组织

安排不合理。 比如： 虽设置了微格教学、 教学设计等专项实践训练， 但实践训

练内容单一， 目标不明确， 且这些训练大多包含在相关课程内， 时间安排短，

课内训练很少， 课外训练更少； 且受师资不足的影响， 这些课程大都由高校教

师讲授， 校外一线有经验的小学教师参与指导较少。

在训练条件保障方面， 改革前， 专业办学规模较大， 训练条件建设迟缓，

不能满足训练需要。

在训练体系方面， 众所周知， 职业技能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需

要经过反复训练、 反馈、 再练习。 改革前， 专业理论学习和实践运用相对分离，

校内教学内容与一线小学联系不紧密， 虽安排有校外实践， 但时间短、 内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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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不到位。 比如： 过去大一新生无校外集中实践安排， 实践集中安排在大二、

大三年级， 且每学期一次， 时间较短， 实践安排缺乏系统性。

总之， 改革前专业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实践性理念不突出， 训练目标不明

确， 总体以理论学习为主。

（二） 学生对技能训练重视不够， 投入训练时间少， 自主训练不到位

为全面了解学生对职业技能的理解， 笔者通过问卷调研方式对实施改革前

的在校学生进行了调查分析， 通过研究反馈信息发现以下问题。

一是有的学生在思想上有认识， 行动却不落实。 ９１％的学生表示意识到职

业技能对其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性， 也明白要通过训练提高技能； ８５％的学生表

示不了解训练具体内容， 不清楚具体要求； ８０％的学生表示参与训练内生动力

不足。 究其原因， 改革前国家未实施教师资格证全国统一考试， 师范生毕业时

完成规定学习任务， 无须参加相关教师资格考试， 即可取得教师资格证。

二是学生认为技能训练内容单一。 改革前， ８６％的学生表示不会主动投入

技能训练， 其参与技能训练时抱着 “考什么练什么， 考不过才练习” 的心态。

同时， 专业技能训练项目单一， 主要限于普通话与口语表达训练， 以及针对今

后教师公招考试相关的教学设计和微格教学训练。 这是因为取得教师资格证的

前提条件是考取普通话证书， 所以学生对普通话训练的积极性较高， 而班主任

工作、 教育教学研究、 三笔字、 简笔画等技能训练仅为平时课内教学训练， 课

外未安排。

（三） 技能训练组织管理不规范， 训练指导不到位， 考核体系不健全

有效的组织管理是开展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的组织保障。 改革前， 虽有技

能训练工作小组， 但训练组织松散， 缺乏系统联动和整体性安排， 未建立考核

评价机制； 专业学生技能训练包含在相关课程内， 主要由校内任课教师负责组

织安排， 以课内指导为主， 但由于技能训练指导教师对一线基础教育接触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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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之理论课教学任务重， 且缺乏制度约束机制以及激励机制等， 教师主动指导

技能训练的积极性不高； 职业技能的重要性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未得到体现，

技能训练项目没有单独计算相应的学分， 项目训练检测标准不规范等； 专业未

建立科学、 有效的训练指导方法和考核测评体系， 专业组织的学生职业技能比

赛项目单一， 相关竞赛活动开展较少， 未建立相应的技能比赛制度， 对学生技

能检测评价结果运用不充分。

可以看出， 专兼结合的专业师资团队是开展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的师资保

障； 健全的技能训练考核体系是开展师范生职业技术训练的制度保障。

二、 对标一流进行学生技能训练模式改革与实践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根据师范生职业技能专业性、 实践性、 连续性、 系统性、

操作性等特点， 聚焦师范生技能训练改革前存在的诸多问题， 以 《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 （试行） 》 和 《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 （暂行） 》 等

文件对职业技能的相关要求为改革依据， 以建设一流专业为目标， 以眉山职业

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为研究范例， 反思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存在的问题， 从

加强组织管理、 重构训练内容、 加强资源建设、 改革训练模式、 完善考核评价

五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实践， 不断提升师范生专业职业技能水平。

（一） 加强组织管理

加强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 首先要提高师范生的思想认识， 突出师范生职

业技能的核心地位， 建立上下联动、 职责明晰、 协调推进的技能训练组织体系。

改革后， 小学教育专业改变过去由任课教师单一负责组织训练的方式， 建

立学校、 系部、 专业、 指导教师四级联动、 职责明晰的技能训练组织管理制度。

其中， 学校负责保障训练条件、 保障师资、 审定相关文件等； 系部负责审定训

练方案、 考核方案、 组织开展抽检、 开展技能比赛等； 专业负责设置技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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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技能训练方案、 遴选训练指导教师、 组织实施训练并进行全程过程监控等；

指导教师根据专业学科， 分技能项目进行 “课内＋课外” 的训练技能， 并由

“专业教师＋辅导员” 负责协调组织实施。

改革后， 学校层面适当缩减专业招生规模， 加大经费投入改善训练条件，

与小学搭建协同育人平台， 建立优质实践训练基地， 提供校外课堂观察与评价、

班主任工作技能情景模拟、 班队活动组织等技能训练条件， 出台技能考核制度，

为技能考核过关的学生颁发师范生职业技能合格证书； 系部层面定期开展训练

工作研讨会， 完善考核激励机制， 将学生参与训练成效纳入成绩考核和学生德

育量化考核， 将教师参与技能训练指导工作纳入教师综合绩效考核， 以推动训

练工作开展； 专业层面根据课程学习先后， 分步分项组织安排序列职业技能训

练； 指导教师层面根据技能训练需要， 优化指导教师团队， 抱团研讨训练方案，

细化训练实施细则， 常态化组织开展技能练习和指导点评。

通过以上改革， 实现技能训练组织工作的规范化、 制度化。

（二） 重构训练内容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对标 《小学教师专业标准》 《职业技术师

范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试行） 》

等相关要求， 围绕教师专业化发展， 重构了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内容。

改革后， 小学教育专业联合校内、 校外专家开展职业技能训练研讨， 调整

和优化课程设置， 将创新基本技能、 核心技能及序列训练纳入专业人才培养方

案， 将教师职业技能划分为通用基本技能、 教学技能、 教育技能、 教育教学研

究技能四大板块。 其中， 教师通用基本技能包括书写 （三笔字） 技能、 普通话

与教师口语表达技能、 教学简笔画技能、 多媒体课件制作技能等； 教学技能包

括教师设计技能、 教学实施 （微型课、 常态课、 说课） 技能、 教学评价技能

等； 教育技能分为班级管理及班队活动组织工作技能、 教育整合技能、 品德教

育技能、 群体及个体教育技能等； 教育教学研究技能包括教育研究基本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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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反思及研究总结撰写技能等。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在这四大板块的基础上， 结合学生认知规

律， 合理安排训练内容： 大一阶段主要训练内容为教师基本技能、 班级管理和

班队活动组织技能； 大二阶段主要训练内容为教学技能和教育技能； 大三阶段

训练教学技能、 教育技能和教学研究技能。 四个板块的内容相互衔接， 各年级

都有训练的主体内容， 使技能训练贯穿于学生学习的各个阶段。

（三） 加强资源建设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聚焦技能训练项目， 不断加强小学教育专业的技能训练

资源建设。

改革后， 一是完善硬件实训资源。 学校加强技能训练条件资源建设， 基本

满足技能训练需要的实训条件。 比如： 新建书法实训室、 美术实训室， 改建微

格教室等技能训练场所， 开放普通话与教师口语训练室等， 为每名师范生配备

书写小黑板等实训资源。 二是开发校本教材。 学校依托专业师资， 完善 “四大

板块” 学生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训练指导手册等。 比如： 编写 《书写》 《教师

口语》 《阅读与协助》 《教学设计指导手册》 《教师资格考试面试指导书》 等技

能训练教材。 三是充实技能训练资源。 学校以 “一师两做” 教改行动计划为契

机， 制定技能课程标准， 建立课程资源库 （试题库、 视频资源等）， 联合实践

基地小学， 收集教学设计案例、 班主任工作案例， 聘请一线校外教师担任技能

训练指导教师。 比如： 联合一线小学教师开展在线开放技能课程资源的建设，

利用 “对口班” “跟师学艺” “板块教学” 等校外实践机会， 实景训练相关技

能， 并收集训练优质资源。

（四） 改革训练模式

小学教育专业对标一流专业建设需要， 改革技能训练模式。

改革后， 专业技能训练以 “目标明确、 学生主体、 教师主导、 自主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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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训练、 分项推进、 过程保障” 为总体思路， 积极开展学生职业技能训练模

式改革和实践。

在训练过程中， 首先要明确目标， 激发动力。 新生入学即明确职业技能训

练目标、 内容和要求， 让学生明白要练什么、 什么时候练、 什么时候检测； 学

生入学后， 学校通过 “正向教育引导、 反向制度倒逼” 的制度设计， 激发学生

提升职业技能的内生动力， 让学生在思想上重视， 行动上参与。 其次要严格标

准， 按标训练。 按照技能训练标准和要求， 带领学生开展自主训练。 再次要以

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按照 “一技能一训练部， 一训练部一团队” 的原

则， 组建各专项技能训练部。 学生以课内集中训练、 课外分组自主练习为主，

施行技能训练 “天天练， 日日展， 周周评” 的全过程监控模式。 教师采取日常

课程和专门训练相结合的模式， 通过课堂教学、 情景教学、 案例教学、 课堂观

摩、 校内外结合等手段开展训练指导。 最后要进行互助训练使团队进步。 以训

练部为载体， 通过 “高年级带低年级， 优秀者带团队” 的合作学习模式， 开展

技能训练。 同时， 建立技能进步激励和考核奖励机制， 激励共同进步。 另外，

还要通过分项推进从而对过程进行保障。 专业学期训练安排有重点， 采取小组

互评， 统一组织教师检查的方式保障训练； 通过开展优秀技能比赛和展示活动

等来保障训练工作有效有质开展。

（五） 完善考核评价

依据 《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试行） 》， 对标师范专业

认证标准和一流专业建设， 建立科学、 规范的考核评价机制是师范生职业技能

训练顺利实施的有效保障。

改革后， 小学教育专业在探索和实践师范生技能训练模式的基础上， 建立

了具有示范性、 借鉴性、 可操作性的科学规范的职业技能训练考核体系。 一是

科学制定评价标准， 建立技能提升档案。 该专业对标制定各技能达标检测标准，

实施对标评价， 建立以学生职业技能合格证书为主的全过程学生技能提升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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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推出多项评价举措， 建立多元评价机制。 该专业改革技能课程考核方式，

部分技能课程的考核形式以 “天天展、 周周评” 为主， 以期末终结性考核为

辅； 部分技能考核实施 “考证考试融通” 结合， 以考证成绩一次认定技能考试

成绩， 避免重复考试。 三是完善考核试题库， 建立考核专家库。 该专业利用学

院 “一师两做” 教学行动为契机， 建立和完善所有技能考核试题库， 联合专业

实习基地， 建立校内、 校外技能测试专家库。 四是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并举，

合理运用评价结果。 该专业将专业核心技能单独计算学分， 纳入学生成绩管理，

将课程包含的基本技能折算成绩计入相关课程。 每学期评定优秀技能生， 实施

德育量化激励， 参与情况纳入德育量化考核。 如学生教师职业技能水平检测不

合格， 则不予参加大三教育教学实习或顶岗支教， 而需要重新训练直至检测

合格。

三、 结论

经过改革和实践，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探索出一种对标一流专

业建设标准， 具有专业特色的师范生职业技能训练模式， 为同类院校提供了可

借鉴的范例。 基于以上模式， 该专业学生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教师资格证考

试等师范技能考试的过关率高， 有力提升了师范生职业技能水平， 为师范生今

后的职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顾明远， 孟繁华， ２００４ 实现教师专业化的途径 ［ Ｊ］ ． 河南教育 （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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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１０： １

黄臻晓， ２００７ 新课程背景下师范生教学基本技能的培养 ［ Ｊ］ ． 教育探索，

７６－７７

刘景世， ２００６ 新课标下高师院校师范生角色转换的策略 ［Ｊ］ ． 黑龙江高教

研究， １： ６４－６６

原国家教委师范司， １９９４ 高等师范院校学生的教师职业技能训练大纲

（试行） ［Ｚ］ ．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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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活动结构， 改善学习效果
———举例讲解和案例教学的操作比较

冯　 涛

摘　 要 ………………………………………………………………

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是每一位教师的追求。 本文试从教学

策略、 教学操作等方面对举例讲解、 案例教学进行比较， 期望明

确两种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与要领， 以改善课堂学习的效果。

关键词 ………………………………………………………………

举例讲解； 案例教学； 教学策略； 教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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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活动结构，
改善学习效果

２０１９ 年秋季学期， 我校 “一师两查” 常态课课堂教学诊改工作于 ９ 月 ９ 日

开始， １２ 月 ２０ 日结束。 与春季学期相比， 整体教学质量有了明显提升。 老师

们践行先进的职教理念， 精心设计教学， 使课堂充满了活力。 但同时也暴露出

一些问题， 如有的教学设计意图与学生实际的学习效果存在较大差距。 究其原

因， 笔者认为有两个主要问题。 一是教学操作的目标意识不够强烈， 教学活动

的设计未紧扣目标要求， 对教学活动应达到什么结果， 缺乏深刻认识。 二是教

学方法的运用不够妥当， 缺乏一些必要的操作， 对操作的要领认识不足。 比如，

有的教师设计了讨论法， 上课却是谈话法， 生生互动不明显； 有的案例教学成

了教师举例讲解； 有的任务驱动实则是课堂巩固练习。

本文试从教学策略、 教学操作等方面对举例讲解、 案例教学进行比较， 期

望明确两种教学活动的基本结构与要领， 以改善课堂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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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不同教学策略的比较

（一） 理论假设

１ 举例讲解的教学假设： 知识是固有的、 传递的

讲解是课堂教学最常用的一种教学方法， 是教师利用口头语言， 配合体态

语、 板书、 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对概念、 原理进行阐述解释， 揭示事物的本质与

内在联系， 促进学生认知发展的一类教学活动。 教师讲解时常常联系实例， 分

析要点， 以起到增强直观性、 促进理解的作用。 其理论假设是学科专家根据社

会需要， 甄选的一套有价值、 有结构、 系统的学科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和基本

价值体系， 通过教师讲解使学生理解、 掌握、 运用。 因此， 举例讲解的教学假

设是： 教学内容是已知的， 教师举例分析， 引导学生认识。 在举例讲解中， 教

师是传递者， 学生是接受者， 处于服从地位。

２ 案例教学的教学假设： 知识是未知的、 生成的

案例教学是教师描述一个具体情境或一个典型事例， 引导学生对案例进行

阅读、 思考、 讨论、 交流， 在探究与互动中增强体验感， 初步感知、 理解、 归

纳知识要点， 促进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发展的一类教学活动。 在一定

意义上说， 它与讲授法是相对立的。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可视为案例教学的理论

基础。 案例创设了一定的社会情境， 阅读、 思考、 讨论、 交流等活动形成了一

种社会互动， 在学生体验、 认知基础上初步构建了知识。 在案例教学中， 教师

是设计者、 组织者， 学生是探究者、 学习者， 处于主体地位。

（二） 教学策略

教学策略是教师为了实现教学目标， 依据教与学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指导

教学活动开展的基本的思想观点和方式方法， 它决定了教学活动的总体风格与

特色。 举例讲解与案例教学在教学策略上是有明显差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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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举例讲解的教学策略： 接受学习与演绎思维

举例讲解是基于奥苏伯尔提出的 “有意义接受学习” 理论而运用的一种教

学方式， 而非机械学习。 教师举例， 可联系经验， 理解意义。 教师往往先提出

某种形式的抽象观念 （概念或原理）， 进行演绎推理， 再通过正例或反例进行

验证， 最后得到结论。 从思维角度看， 举例讲解是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推理的

过程。 教师运用举例讲解的教学方式时， 需要考虑学生是否已掌握了成为推理

过程起点的概念或原理， 以及他们能否通过观察已有经验将现象与概念、 原理

联系起来。

举例讲解省略了学生的探究与发现， 在单位时间里教师可以传递较多的信

息， 因而效率较高。 分析实例是教师分析实例， 学生活动受到一定限制， 不利

于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因而， 举例讲解中， 教师要重视学生

的参与， 并尽可能地多用实例或演示进行论证， 以加深学生的理解。

２ 案例教学的教学策略： 发现学习与归纳思维

案例教学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的 “产婆术”。 充

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让学生主动学习， 是案例教学的核心。 根据教学目

的任务的要求， 组织学生查阅案例、 思考讨论案例、 交流分享案例， 来达到启

示理论和启迪思维的目的。 其教学策略是引导学生去 “发现”， 教师创设案例

情境， 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 从案例中诱发问题， 达到师生互动、 生生互动的

效果， 并通过多种方式释疑解惑， 获得初步认识； 再通过教师的总结提升， 深

化认识。 从思维角度看， 案例教学是从特殊到一般的归纳推理的过程。 采用案

例教学组织教学活动， 既有发现学习对过程学习的要求， 又有一定的接受学习

的讲解特点。

案例教学让学生有一定 “经历”， 它可以重现前人的探究与发现， 需要师

生相互之间的启发与交流， 每个学生都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因而需要

较多的教学时间。 有的教师把案例教学贯穿于整堂课， 实则易流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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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举例讲解的教学操作

（一） 教学准备

１ 准确、 完整地表述知识， 明确举例讲解的内容

概念的定义是什么？ 怎样表达原理的内容？ 教学之前， 教师要能准确、 完

整地表述学生要理解、 掌握的知识。 有的学生在课后请教授课老师： “什么是人

生价值？ 正确的金钱观包括哪些方面的认识？” 有的教师回答得比较感性、 零

散。 可以推测， 学生可能不易获得清晰、 整体的认识。

２ 分解知识要点， 确定讲解层次， 增强举例讲解的条理性

概念、 原理是高度概括的知识， 不易理解。 有的老师在呈现概念的定义后，

再用自己的话复述一遍或举出几个例子就完成了讲解， 这样的讲解没有突出概

念的内涵； 也有的老师似乎解释说明了很多， 却没有一个清晰的线索， 这样的

讲解缺乏条理。 解决的办法是对知识进行分析， 分解出知识要点， 以便课上逐

点进行讲解。 如果要点较多， 教师还要寻找要点之间的联系， 形成讲解的层次，

避免零散地讲解。

以对学校文化的概念讲解为例。 学校文化是指由学校成员在教育、 教学、

科研、 组织和生活的长期活动与发展演变过程中共同创造的， 对外具有个性的

精神和物质共同体。 这个概念内涵可分解为 ３ 个要点， 有多种讲解的顺序。

顺序讲解。 ①文化是一定区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的生活中形成的 （这句话

起一个先行组织者的作用）， 学校文化也是如此。 讲解要点为 “学校文化的形

成”。 ②不同的学校， 其人员不同、 其共同活动不同， 文化就会出现差异。 讲解

要点为 “个性”， 可举例。 ③文化是有共性的， 都要通过物质的、 精神的形式

表现出来。 讲解要点为 “学校文化的表现”， 须举例。

倒序讲解。 ①以学生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感受到的文化为例， 说明学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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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是物质和精神的共同体。 ②通过比较学生在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和原高中所感

受到的文化差异， 说明要点 “个性”。 ③为什么两所学校的文化会存在差异？

通过师生分析来说明要点 “学校文化的形成”。

３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 选择能充分说明知识要点的实例

讲解中教师常用实例 （事实和经验） 来说明抽象的概念和原理， 但并不是

所有的例子都适用。 实例最好是学生熟悉的、 接近生活和实际的， 以便于学生

理解和产生共鸣。 实例必须是典型的， 能紧扣知识要点的。 教师还要具备合理

裁剪例子的能力。 同时， 教师还可选择一定的反例， 加强对比。

（二） 教学实施

１ 明确举例讲解的操作程序

讲解在课堂上的典型方式是教师讲、 学生听。 教师讲解的步骤为： 简单导

入， 展开讲解， 结束时总结。 而学生以听为主， 容易缺乏对课堂的积极参与和

主动思考。 因此， 教师讲解的内容要尽可能地联系学生的实际经验， 符合学生

的接受能力。 教师可以不断地提出问题， 自问自解， 增强讲解的启发性。

２ 举例讲解时要紧扣知识要点

为什么有的老师结合实例讲解， 却无法使学生印象深刻？ 主要原因在于教

师分析实例时没有扣住相应的知识要点。 比如， 讲解鸟的概念时， 老师举例，

麻雀、 鸡都是鸟。 如果有的孩子问， 鸡不会飞， 怎么会是鸟呢？ 教师可以这样

讲解： “大家都看到过鸟。 那什么是鸟呢？ 鸟是有羽毛的动物。 麻雀是鸟， 因为

它有羽毛。 鸡虽然不会飞， 但它有羽毛， 所以是鸟。 小狗虽然有毛， 但不是羽

毛， 所以小狗不是鸟。 因此有羽毛的动物才是鸟。”

３ 重视总结

展开讲解的环节要求教师逐个要点、 逐层含义依次解析， 以便充分、 完整、

准确地揭示概念或原理内涵。 在逐个说明要点的基础上， 还需要总述其基本要

义， 以便学生在头脑中形成对知识的整体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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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案例教学的教学操作

（一） 教学准备

１ 钻研教材， 创编案例

１９１０ 年， 案例教学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和法学院开始被运

用。 专家们发现单凭教师的讲述和分析， 很难让学生真正地领会和理解许多理

论问题， 甚至有时教师也难以进行直观、 形象的讲解。 因此有人结合理论内容，

列举法学和医学的实例， 向学生提出相关问题， 师生共同讨论分析， 取得了很

好的教学效果。

“案例” 是已有的可作为典型事例的案件， 与讲解中所举的实例不同， 它

有特定的要求。 案例是真实而复杂的故事情境， 它的情节丰富， 可能涉及人物、

时间、 地点、 事件等因素， 能让学生身临其境、 产生共鸣， 能直观体现教学内

容。 案例是典型的事件， 它能覆盖概念或原理的主要内容， 便于学生进行思维

操作。 案例是开放的， 可以产生多个问题、 多种可能性， 这些都值得学生探究，

学生可以展开发散性思维， 进行主动学习。 教师要钻研人才培养方案、 研读课

程标准、 反复阅读课文、 深入理解概念与原理， 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 整理、

创编出适用于教学的案例。

２ 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学习的需要， 预设案例呈现与问题分析的具体过程

在实际教学中， 有的案例内容过于简单， 不能构成生态化情境； 有的案例

情节与知识要点的匹配度不高， 不便于学生发现问题； 有的案例设问简单、 答

案单一， 能直接找到答案； 有的案例分析与交流过程又过于简短。 凡此种种，

皆与教师课前的预设不够有关。 下面是一则课堂纪律管理的案例教学预设。 该

案例改编自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周彬老师的 《还原真实的 “课堂管理” 》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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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课题： 明确课堂管理的目标

教学目标： 明确课堂管理的目标， 巩固课堂问题行为的应对策略； 能根据

课堂管理的目标、 课堂问题行为的应对策略评析教师的课堂管理行为， 并提出

适当的建议； 形成课堂管理的 “大局” 观念， 强化学生对师爱的理解。

教学活动设计：

①在一堂语文课上， 张老师板书后， 转过头来发现前排的学生王武用纸团

砸向了后排的李方同学。 如果你是张老师， 你会怎么做？

②张老师发现王武用纸团砸向李方， 生气地让王武站起来， 狠狠地批评了

他。 你是否赞同张老师的做法？ 为什么？

③张老师批评王武后， 让王武坐下接着上课。 可让张老师觉得尴尬的事发

生了， 王武不愿意坐下， 而是一声不吭地站着不动。 王武为什么不愿意坐下？

如果你是张老师， 你会怎么做？ 假设张老师不理会王武， 而是继续上课或让王

武下课后到办公室反省， 等等 （学生可能提出的办法）， 其可能的后果是什么？

④为了避免两人之间的冲突影响到别的同学听课， 张老师及时制止王武的

违纪行为是非常正确的。 当课堂发生学生间的矛盾冲突时， 教师应制止谁？ 制

止的理由是什么？ 如果教师停课去处理纠纷， 大约需要多少时间？ 在这个过程

中， 全班同学又能做什么？

⑤结合案例， 谈谈课堂管理的目标是什么？ 张老师的做法是否起到了课堂

管理的目的？

３ 预设的问题要有利于学生进行思维操作

从案例中提出的问题， 犹如船泊停靠岸边所抛的锚， 起到定位的作用。 如

果问题提得简单， 学生在案例本身的信息中就可以找到答案， 因此很难联系已

有知识、 经验深入思考。 如果问题提得很抽象， 不易理解， 学生的回答就可能

与案例内容联系不大。 因此， 案例教学中的设问， 最好是由具体到抽象的系列

问题， 重点在 “为什么” 上， 以引导学生进行由具体到抽象的思维操作。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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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这些问题涉及的哪些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问题分析的评价标准和细则是什

么？ 教师要心中有数， 才能对学生进行及时引导。

（二） 教学实施

１ 明确案例教学的操作程序

任何一个教学活动， 其结构大体是由开始部分、 展开部分、 结束部分构成

的。 案例教学可分为三个环节， 即案例的引入、 案例的分析和案例的总结归纳。

引入环节的主要任务是引起学生注意，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 分析讨论环节是学

生通过参与、 互动， 锻炼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总结归纳环节是教师指

导学生深入理解、 形成知识结构的过程。

２ 扮演好师生角色

案例教学以案论理， 分析、 探究活动的主体是学生， 学生通过独立思考，

提出多元的、 有创见的看法， 来感受、 认识原理。 教师的角色是组织者、 引导

者， 组织学生尽可能多地参与讨论， 引导学生尽可能深地思考问题。

３ 提升学生的认知

在分析案例初步提炼出知识要点后， 有的教师简要说明几句就完成了新知

的教学， 进入下一环节。 此时， 学生的认知应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笔者认为

总结归纳环节， 既是案例教学的结束环节， 也是新知讲解的环节， 其任务要求

是懂、 透、 化。 “懂” 是进一步理解概念、 原理的含义， 知其然， 明白 “是什

么”。 “透” 是引导学生更透彻、 更深刻地理解 “为什么”， 知其所以然， 提高

学生认知的深度。 “化” 是逐渐内化、 融化， 联系现实， 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提高学生认知的广度。

（三） 在不同教学结构中的案例分析

１ 案例分析＋新知讲解

在新知讲解前的案例分析， “案例” 作为实例， 起到联系实际、 理解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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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 “分析” 是学生探究新知的学习方式， 学生通过分析解答问题来初步

感知、 形成知识要点。 从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 此时的案例分析属于案例教学

法， 要遵循的基本教学原则是理论联系实际原则。

２ 新知讲解＋案例分析

在新知讲解后的案例分析， “案例” 作为运用知识的新情境， “分析” 是学

生巩固、 练习的学习方式， 学生通过分析解答问题来巩固知识、 实现迁移。 从

教学方法的角度来看， 此时的案例分析属于练习法， 要遵循的基本教学原则是

巩固性原则。

四、 结论

举例讲解以 “有意义接受学习” 理论为基础， 其教学效果更多依赖于教师

的语言素养， 调动学生主动听的积极性是其关键。 案例教学以建构主义学习理

论为基础， 互动与生成是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 不断优化课堂教学效果是

每一位教师的追求， 在启发性教学思想的指导下， 明确举例讲解、 案例教学的

教学操作， 有利于教师合理运用教学方法， 帮助学生获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周小山， 严先元， ２００３ 新课程的教学策略与方法．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周彬． 还原真实的 “课堂管理”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９－１２－１５） ［２０２０－０３－１０］ ．

ｈｔｔｐ： ／ ／ ｃｈｗｗｗ６７ ｂｌｏｇ． ｓｏｈｕ． ｃｏｍ ／ １３９６３１９３７ ｈｔｍｌ．

叶荣． 案例教学概论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ｃ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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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教理念在 “教师口语”
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现代职教理念在“教师口语”课程

教学中的运用
———以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为例

刘　 莉　 刘　 成

摘　 要 ………………………………………………………………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就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在 “教师口语” 课

程中的应用作了初步的探索和思考： 以职业需求为方向优化课程

内容； 以学生为主体， 教师为主导， 以信息化教学为手段， 翻转

新课堂创新教学模式； 以训练为主线创新教学方式， 以能力为本

位完善评价体系， 试图为有效达到学科教学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

教师职业口语能力的小学教师贡献学科力量。

关键词 ………………………………………………………………

信息化； 教师口语； 现代职教理念； 课程内容； 教学模式；

教学方式； 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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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综述与特点

经对关于 “教师口语” 课程改革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 现有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明确 “教师口语” 独立课程的性质定位， 理清

“普通话” 与 “教师口语” 两门课程之间的关系。 “教师口语” 课程不再是

“普通话” 的附属课程， 而是与 “普通话” 具有承接关系的后续课程， 具有明

确的课程目标， 即培养学生掌握教师职业口语表达技能。 第二， 在语文新课程

标准下， 结合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理念对高校 “教师口语” 课程的教学中存在

的问题进行梳理， 并提出变革策略。 第三， 各研究者以所在学校为例， 结合课

程建设和课程教学中出现的问题， 就课程设置、 教材选用、 师资队伍建设、 教

学内容设置、 教学方式、 考核评价等方面提出相对应的解决策略。 现有该方面

的研究主要分布于师范院校本科层次阶段， 其次分布于五年制初等教育专业阶

段和三年制小学教育专业阶段。 第四， 深入探讨研究信息化背景与教师口语教

学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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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 “大教师口语观” 研究趋势突显， 从

课程目标确定、 课程教学与实施等本体研究过渡到关联研究， 研究视角逐步从

教师口语课程本身向相关环境转变， 更加关注信息化背景、 职业背景变化对课

程建设和课程改革的影响； 第二， 呈现个体研究趋势， 针对各学校实际情况进

行课程建设与改革的思考， 纵向深入， 对课程设置、 课程建设、 课程实施提出

了全面改革的良方与举措， 比如建立模块化教学模式、 搭建交流平台、 开辟网

络课堂和第二课堂等， 以活动和比赛激发教学兴趣， 提高教师口语课程的教学

效果。

二、 研究背景

第一， 虽然目前 “教师口语” 课程教学与改革研究较之传统的 “我讲你

听” “一言堂” “多讲少练” 教学模式有了长足的进步， 也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成

效， 但其仍处于探索和尝试阶段， 在一些问题上仍需进一步深入研究。 比如马

晓华、 窦诗华 （２０１６） 以网络课程为中心， 提出通过实体课堂与网络课堂的结

合翻转课堂， 开启混合教学模式， 并建议对课时进行划分： 课时的 ２ ／ ３ 用于先

行网络自主学习， １ ／ ３ 用于面授和跟踪指导。 这一建议无疑是对当前新时期信

息化教学主流趋势的积极回答， 其不仅引发了教师职能的转换， 使教师由传统

的传道者变为具有导师特质的引导者， 而且充分体现了以教师为主导、 以学生

为主体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 但是 “教师口语” 课程是一门交互性课程， 需要

在交流和互动环境下进行口语表达能力的训练， 如果将群体性学习环境从实体

课堂转换成虚拟课堂， 就相对减少了面对面的口语交流机会， 因此如何处理两

者之间的矛盾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第二， 现有研究大部分属于个体研究， 普适性不强， 在具体运用时还需结

合实际情况进一步探索。 例如，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 ２０１９ 级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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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要求， 将小学教育专业分为语文方向和数学方向， 此举将对 “教师口

语” 课程教学和改革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 在教师资格证 “国考” 背景下， 小学教育专业学生只有顺利取得小

学教师资格证才有可能得到对口的职业。 教师资格证考试各环节相关要求对

“教师口语” 课程教学和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四，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了 “坚持以人为本，

坚持德育为先， 坚持能力为重， 坚持全面发展” 的战略主题； “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 以能力为本位” 的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也越来越明确。 这些都对

“教师口语” 课程教学和改革提出了新的期望。

本文试图顺应 “大教师口语观” 研究趋势， 拓宽视野， 通过联系信息化时

代背景、 教师资格证 “国考” 背景、 职业背景变化等宏观环境和学校内部微观

环境， 结合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语文数学分项措施和专业培养的具

体情况， 借鉴现有研究成果逐步探索以职业需求为方向， 以学生为主体， 以教

师为主导， 以训练为主线， 以信息化教学为手段， 以实体课堂和网络课堂为途

径， 以形成能力为归宿的能力课堂模式。

三、 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在 “教师口语” 课程中的应用探索

（一） 课程内容优化

１ 教学内容的系统化

教师的口语能力是教师职业的基本技能， 教师的语言素质在极大程度上决

定着学生在课堂上脑力劳动的效率。 “教师口语” 课程作为承担教师职业口语

能力训练的主营地， 必须具有科学合理的课程内容。 普通话是教师的职业语言，

普通话语音训练是教师进行有效课堂沟通的前提。 为了达到良好的课堂沟通效

果， 普通话训练课程被独立出来， 作为教师口语的先导课程， 在此基础上，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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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一般口语表达的基本技能训练和教师教育教学口语的训练。 普通话训练是教

师职业口语训练的基础。 教师职业口语是用标准或比较标准的普通话表达的符

合教育、 教学要求的专业用语， 是教育教学的基本职业技能， 是对一般口语训

练的提高和扩展。 在教学时， 应遵循此内部系统规律。

２ 教学内容的针对性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２０１１ 年版） 》 明确提出要 “能用普通话交谈”

“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 学会倾听、 表达与交流， 初步学会运用口头语

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 这无疑对义务教育阶段教师的口语技能提

出了新的要求。 “教师口语” 课程作为小学教育专业培养小学教师职业口语能

力的主要阵地， 其培养的学生口语技能的高低将直接决定小学生口语技能能否

达标， 决定新课程改革的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为了顺应职业需求， 教师口语课程在进行教学内容选择时， 应有意识地注

重倾听、 表达、 交流等沟通和交往能力的培养。

３ 教学内容的实用性

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小学阶段） 包括综合素质、 教育教学知识与能

力和面试三部分。 “教师口语” 课程主要承担本专业小学语文 （数学） 教师资

格考试面试部分的训练任务， 通过分析面试流程， 并结合本课程教学内容， 对

学生的心理素质、 仪表仪态、 听话习惯、 言语表达、 思维品质等进行训练， 加

强学生对导入语、 讲授语、 应变语、 过渡语、 评价语、 提问语、 结束语的应用

训练。

４ 教学内容的适用性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通过深入调研并分析乡村小学教师的生存

环境、 职业特点及岗位需求， 积极探索院校合作， 创新 “双线贯通、 四双培养、

多维发展” 的人才培养模式， 力求培养出能担任多门学科教学的知识广博、 能

力全面、 一专多能的乡村小学全科教师。 为了达到较好的培养效果， 实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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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分方向的措施具有适用性。 由于语文和数学科目本身的课程性质、 学习内

容、 学习目标有所不同， 小学语文教学和小学数学教学在教学手段、 教学语言

上也会呈现出差异， 因此在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和具体能力的训练方面， 应考

虑针对不同方向的适用性。 比如， 在一般口语能力板块， 语文方向着重培养学

生的朗读能力， 数学方向重点培养学生的辩论、 演讲、 讲故事能力。

５ 教学内容的整合性

“教师口语” 是研究教师在教育教学中口头语言运用规律的应用语言学科，

是在一定的语言学、 教育学、 心理学等学科理论的指导下， 重在培养学生在将

来的教育岗位上口语运用能力的一门实践性很强的技能课程。 相关技能可通过

项目化的方式完成训练。 在不影响教学内容系统化的前提下， 对教学内容进行

重构整合， 既可节省课时， 又能顺应项目化教学的趋势， 更能夯实技能训练效

果。 比如， 在一般口语交际中， 态势语与思维等非语言交际因素的训练可以与

诵读、 讲故事、 演讲等具体的口语表达形式进行整合。 较之单独设立模块进行

训练， 这种方式更能节省课时， 提高课堂容量和课程质量。

（二） 教学模式创新

“教师口语” 课程本身就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课程， 在以往的教学中， 其

教学模式为： 教师讲解专业知识—提供示范—学生专项训练。 这种模式基本是

口耳相传， 会使学生觉得枯燥乏味， 加之课堂时间有限， 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

要求， 效果并不是很好。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引发了课程教学模式的变革。 首先， 网络技术和信息

技术的兴起为实体课堂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 师生之间的互动从传统实体课堂

扩大到课前准备和课后提升， 使得学习空间增大、 学习时间延长， 强化了对能

力的训练。 其次， 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为教学提供了更加直观的教学资料， 能引

起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以此为基点， 结合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优势特点， 实现

现代教育技术与教师口语课程的有机整合， 并积极完善校内在线网络课程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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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 做到课前网络学习， 课中技能训练， 课后理论总结， 以拓展和提升技能，

实现课堂的翻转， 实现网络课堂和实体课堂相结合的混合教学模式。

需要注意的是， 教育技术的运用只是提升技能的手段， 而学生实际教师口

语技能的提升才是最终目标。 在教师口语技能训练中， 需要渗透态势语、 思维

等非言语因素， 且必须通过口语表达和口语交际的形式才能切实提高学生的口

语技能， 而人机交互是无法取代人人交流的真实感受和适切性的， 因此要避免

对技术的过分迷信和过度依赖。

为了将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与教师口语课程的特点有机融合， 特在混合教

学模式的使用过程中提出以下建议： 利用人机交互的模式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 从而完成自主学习， 充分强调学习者个别化自主学习； 与此同

时， 教师应优化设计， 通过小组合作的形式增加学生间的协作， 这种协作不仅

仅限于通过网络媒介进行线上交流， 更应该增加线下直接沟通交流的机会。 比

如， 在诵读训练中， 教师可以首先告知学生该项目的训练目标， 传输与训练相

关的知识与资料， 布置以小组为单位的诵读比赛活动； 学生线上线下先自行学

习相关诵读知识， 观看视频学习诵读技巧； 小组成员通过课程平台进行线上沟

通交流， 分享学习方法和学习成果， 商讨作品细节， 再在线下排练试演， 实现

线上线下， 人机交互， 人人交互， 远程交互， 当面交互， 增加沟通交流的机会。

在诵读训练过程中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 不仅实现了口语交际能力的

培养， 同时也克服了混合教学模式使用过程中单纯人机交互、 远程交互带来的

弊端。

（三） 教学方式创新

能力是通过不断地训练而获得和提升的， 而单一、 枯燥、 重复的训练不仅

不会提升能力， 还可能使学生产生倦怠情绪。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

以训练为主线， 并使用多种方式来提升学生的职业口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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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分散能力点， 加强科际联系

教师口语能力是教师职业能力的主要构成部分， 设计实施教育教学的核心

能力需依靠口语表达才能外显， 教师口语能力对教师职业养成有着至关重要的

作用。 教师口语课程虽是教师口语能力训练的主阵地， 但其他相关课程也应该

承担起训练的任务， 增强口语表达训练。 比如， 在写作课上， 可以通过口头作

文的方式训练无凭借的口语表达； 在小学语文教学课上可以进行朗读等有凭借

的口头表达训练。 加强学科之间的教学联系， 分散能力点， 多课并举， 加强应

用， 不仅可以增强课程的附加效益， 也正是 “大课程观” 的一种体现。

２ 开辟第二课堂， 突出职业技能

课堂实践性训练仅为学生的活动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要想进一步进行训练，

还必须依靠大量课后实践性训练活动， 只有坚持课内、 课外训练相结合才能真

正达到巩固新知识并学以致用的目的。 课外训练是 “教师口语” 课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不仅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组织保障， 还要通过多种渠道、 多种形式加强

训练。 首先， 教师可组织学生在课外举行一些班级内部、 班级之间、 年级之间、

系之间的比赛， 比如朗诵比赛、 辩论比赛、 演讲比赛、 讲故事比赛等， 让学生

在第二课堂实践活动中得到充分锻炼， 从而将口语教学由课内向课外延伸。 其

次， 可组织社团活动来丰富和巩固学生的课外训练， 如开设标准普通话训练班，

提高学生普通话水平； 开设美文朗读社， 使学生掌握朗读技能技巧， 让他们富

有感情地朗读课文， 并达到陶冶情操、 净化心灵的目的； 设立演讲技能训练班，

通过教师指导， 使学生掌握即兴演讲和命题演讲的技能技巧。 丰富多彩的社团

活动必定能激起学生学习口语的极大兴趣， 进而提高他们的口语水平。 最后，

教师可组织学生参加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加强校地联系、 校校合作， 组

织对口班级开展朗诵、 演讲、 讲故事等各种语言应用类活动。

３ 小组合作与对擂 （ＰＫ）

ＰＫ 模式通过创设竞争机制， 让所有小组成员都有较强的危机意识。 这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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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对抗性环境的营造对课外练习的质量能够起到较好的保障作用。 具体流程：

学生课前做好练习准备， 课堂上随机抽签决定 ＰＫ 小组， 两组成员进行 ＰＫ， 胜利

小组所有成员获得较高的起评分， 失败小组所有成员获得较低的起评分 （由教师

和小组代表组成的评委组进行评价）， 小组长根据教师提供的项目考核标准对成员

在小组合作中的表现进行评分， 并在小组内公示， 确定出本项目个人最终得分。

ＰＫ 模式的引入， 能够较大程度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 评价体系完善

１ 全程监控， 从严考评

①分项考核与综合考核并行。 按课程进度为各单项训练设置详细的考核方

案， 并严格按照要求进行考核； 期末考核将各项目综合在考题中， 以综合考核

方式进行。

②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平时单项训练需落到实处， 必须严格

考核， 每次单项考核需给出具体考评结果， 对分项考核不合格的， 提出具体建

议， 重新考核， 否则不能进行期末考核。 期末成绩由平时考核和期末考核两部

分组成， 平时考核占 ８０％， 期末考核占 ２０％。

２ 多元评价， 科学客观

①多课共评

教师口语能力的训练由多门课程共同承担， 教师可以在期末得分中分配出

合适的比例， 由相关教师进行评分。

②师生共评

一方面， 由教师和各小组代表组成评委组， 对各小组的整体表现给出评分；

另一方面， 小组长根据提供的项目考核标准对成员在小组合作中的发言质量、

建议质量、 承担任务进行评分， 并在小组内公示， 确定出本项目个人最终得分。

③双师共导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正在逐步深化 “双师共导” 的人才培养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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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即由校内教师和合作小学教师共同进行人才培养。 校内教师制定出详细的

评价标准， 合作小学教师对学生在实习学校的口语表达能力做出评价。

３ 对接职业， 全面评价

通过对职业能力的分析， 在各个项目中渗透相关职能技能的考核与评价 ，

将普通话语音质量、 逻辑思维连贯度、 仪态礼仪等要求列入具体技能项目的考

核中， 对接职业， 全面评价。

四、 实施效果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小学教育专业通过优化课程内容、 创新教学模式、 创新

教学方式、 完善评价体系， 取得了一定的课程效果。

从期末考核教学质量来分析， ２０１５ 级学生的 “教师口语” 课程平均分为 ８８

分， ２０１８ 级为 ９３ ５ 分。 学生平均分呈上升趋势， 表明了课程探索路径的有效性。

从教师资格证面试模拟考试来看， 通过对模拟考试记录单的评价整理， 学

生在语言表达的流畅性、 生动性、 规范性， 以及态势语辅助表达的自然性上都

有很大的进步。

从实习单位反馈的实习生表现情况来看， 学生交际口语、 教学口语、 教育

口语趋于规范。

五、 结论

综上所述， “教师口语” 是培养学生职业口语能力的重要课程， 对培养合

格的小学教师有着基础性作用。 在现代职业教育理念以及各种宏观环境和微观

环境的影响下， “教师口语” 课程的教学应当不断革新思维， 根据具体的实际

情况， 优化课程内容、 创新教学模式、 创新教学方式、 完善评价体系， 这样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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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有效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学生能力的培养质量， 为达到学科教学目标、

培养具有扎实教师职业口语能力的小学教师贡献学科力量。

陈琼， ２０１３ 现代教育技术与高等师范院校 《教师口语》 课程教学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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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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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自信影响因素

及培养途径初探

何　 强　 刘　 成

摘　 要 ………………………………………………………………

本文从自信和高职专业自信出发， 研究了影响高职学生专业

自信的因素， 及培养和增强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自信的途径。 研究

表明， 通过调节心理使其恢复正常心态、 制订个人职业规划与专

业学习计划、 进行专业学习与专业训练等措施， 可以培养和增强

高职学生的专业自信。

关键词 ………………………………………………………………

高职学生； 专业自信； 影响因素； 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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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信与高职专业自信概述

（一） 自信

有人曾说： “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 一个人的自信心与他的成功概率成

正比。 自信心越强， 越能够不畏失败， 不怕挫折， 不懈进取。 自信心越大， 越

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进取精神。 大凡职场成功人士， 均具有极强的自

信心。

自信， 就是相信自己的力量， 自信心就是确信自己所追求的目标是正确的，

并坚信自己有力量与能力去实现所追求的目标。

一个人的自信心不是天生的， 更不会随心而得。 心理学家认为， 人的自信

２０％源于外在， 如长相、 穿着等； 而 ８０％来自内在的涵养， 如言谈举止、 气质、

个性、 处事方式等。 所以， 自信心的树立需要关注内在和外在这两个方面， 而

内在自信尤为重要。

（二） 高职专业自信

所谓高职专业自信， 就是高职院校学生对自己所学专业的自信度。 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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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专业的认识、 了解， 进而认同自己所选所学的专业； 在校学习期间对专业的

学习兴趣、 学习热情、 学习态度和持续的学习力； 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口就

业以及在实际专业工作中解决问题的能力等。 简单地说， 专业自信就是选专业、

爱专业、 学专业、 用专业或从事所学的专业。

一般来说， 学生对专业认识越多， 了解程度越深， 其专业学习的目标就越

明确， 在专业选择时就越理性， 对自己所选专业的认同感就越强， 也越能在以

后的专业学习和专业工作中建立自信。 所以， 对专业的认识、 了解和认同是学

生建立专业自信的基础和前提。

在校学习期间， 学生对专业的学习热情度越高， 学习态度越端正， 持续的

学习力越强， 越能增强专业的学习能力和对专业的自信心。 因此， 在校学习期

间对专业兴趣、 专业热情的培养以及对专业学习持续力的培养是学生建立专业

自信的关键。

学生实习和毕业以后， 利用专业知识和技能对口就业以及在实际专业工作

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越强， 专业自信心就越强。

相对于通过高考顺利进入本科阶段学习的同学而言， 部分高职学生在进入

高职学院学习之前， 或多或少有一种失落、 悲观的情绪。 他们在选择专业时，

或对专业了解不够， 或没有主见；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 学习目标不明确， 学习

态度不端正， 学习积极性不高； 而在毕业与就业的过渡期， 面对就业的压力和

未知的社会， 他们普遍存在焦虑、 浮躁的心理， 不相信或不能确信自己所学的

专业能够让自己获得一份有尊严的职业， 进而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失落、 悲观、

焦虑、 浮躁等情绪， 其实是一种专业不自信的表现。 因此， 培养和增强高职学

生的专业自信非常重要。

二、 影响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自信的因素

影响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自信的因素有很多， 大体可以从内因、 外因两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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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来进行分析。

（一） 内因

１ 自我认识和评价

认识自我， 准确把握自身优势和劣势， 端正学习态度， 准确定位并确定自

身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有利于学生增强自信心； 而不能正确认识自我， 不能

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 都可能影响到专业自信心的形成和发展。 如果对自己认

识过高， 一旦出现挫折或者失败， 就会严重损害个体已经建立的专业自信， 不

利于专业自信心的发展和持续。 如果对自己的评价和认识过于悲观， 目标定得

过低， 就不利于形成有效的专业自信， 会降低个体的社会适应性。

２ 自身对专业的认同和喜好程度

个人对专业因认同而喜欢， 因喜欢而认同， 做出符合专业选择的判断， 并

通过学习知识技能产生的良好效果又能直接提升专业自信， 专业认同和专业自

信相互促进， 是一种良性循环。 反之， 对一个专业不认同， 则不喜欢， 就会缺

乏基本的专业自信起点， 也无法在学习专业方面达到预期效果， 继而怀疑自己，

怀疑专业， 从而降低专业自信。

３ 个人积极的心态和努力程度

个人心态越积极， 在专业学习过程中越努力， 所获得的专业知识就越丰富，

动手、 动脑能力也会越强， 综合素质和能力也就越高， 个人的专业自信往往越

强。 个体的专业自信往往与自身在各项活动中的表现机会和成功率呈正相关。

４ 其他方面

自身的生理状况、 兴趣爱好、 性格特征、 政治思想素质、 心理素质等， 都

会对一个人自信心， 包括专业自信心的建立产生影响。

比如， 不同性格特征在活动中的不同表现， 对同一职业工种可能会产生不

一样的结果。 活泼、 热情、 开朗、 有爱心的个体往往专业自信心强于冷漠、 拘

谨、 自私、 自利的个体； 勇敢、 果断、 谨慎、 坚韧的个体也往往比懦弱、 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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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 脆弱的个体专业自信心强。

又比如， 立场坚定、 原则性强、 目标远大者， 对学习能够持之以恒， 对事

物的认识、 分析、 思考、 总结也很深刻， 从而专业自信心就强； 兴趣爱好广泛，

积极参加社团组织和志愿活动的个体， 或在沟通、 思维、 表达、 组织能力方面

较强， 或在音乐、 舞蹈、 美术、 体育活动中表现突出， 其专业自信心也较强。

（二） 外因

１ 专业的社会需求度与认可度

紧俏专业、 优势专业在市场中的需求度高， 学生的就业压力就小， 找工作

相对容易， 这样的学生专业自信度也相对较高。 而部分就读一般专业、 冷门专

业的学生自信心较缺乏。

２ 社会环境、 家庭环境、 学校环境对个体的直接和间接影响

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对个人形成对客观世界的看法有着重要的影响， 同时

也影响着个体的自信心。 学校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培养方式和观念的不同， 同

样影响着个体的专业自信度。 落实素质教育理念， 注重个性教育的学校的学生，

专业自信明显较强。

３ 物质条件

高职专业人才的收入状况， 直接影响着个体对自身的专业自信度。 高职学

生的家庭经济状况等也会对学生的专业自信心有一定的影响。

三、 培养和增强高职院校学生专业自信的途径

自信是一种自我感觉， 是自我判断所做出的心理反应。 高职学生的专业自

信可以通过后天的塑造与培养而形成。 内因是决定因素， 所有的外部条件、 方

法必须通过内部的心理反应才能起作用。 因此， 可以通过调节学生心理使其恢

复正常心态、 制订个人职业规划与专业学习计划、 进行专业学习与专业训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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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找到成功的满足感， 从而增强专业自信。

（一） 调节学生心理是建立自信和专业自信的基础条件

高职学生入学时普遍具有不自信的现象。 首先， 学生本人要主动调节自己

的心态， 正确认识高职教育和普通教育， 消除 “高职教育低一等” 的错误认

知， 努力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 不健康的心理会使学生对客观世界产生错误偏

激的看法， 从而影响自信心。 自信心过低是自卑， 过高是狂妄。 身心健康是保

证自信心的基础条件。 其次， 学校要有专门的心理辅导教师对学生进行 “面＋

点” 的心理辅导。 辅导教师要在新生入学初期融入学生， 与学生一起活动、 一

起学习， 观察学生的情况， 多做心理辅导和疏导工作， 并通过开展一些活动让

学生正确认识、 认同高职教育和自己所选的专业， 让所有学生都保持健康的心

理状态。 这个环节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既不可急于求成， 也不能对学生的

“不认同” 心理态度冷淡或置之不理。

（二） 正确认识、 认同专业和未来的职业， 订立职业规划和学习计划，

是学生专业自信的重要前提

如前文所述， 认识自我， 准确把握自身优势和劣势， 端正学习态度， 准确

定位并确定自身的专业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 有利于强化学生的专业自信心；

而不能正确认识自我， 不能做出正确的自我评价， 可能影响到学生专业自信心

的形成和发展。 因此， 要充分利用自身条件 （优势和不足）， 确定好专业目标。

目标的可实现性非常重要。 可以通过入学专业教育， 让学生对所学的专业有一

个再认知与选择的过程， 并有目的性地引导学生做一个符合自己特点的个人职

业规划与专业学习计划。

关于目标的可实现性， 需要注意三点。 ①目标既要有可实现性， 又要有一

定的高度和难度， 学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和训练达成目标。 ②对目标进

行适度分解， 将大目标分解成前后相接的不同的小目标。 这样可以让学生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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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大目标的过程中不断有达成小目标的成就感， 这种持续的成就感转化成向上

向前的动力， 从而使学生形成牢固的专业自信心。 ③通过外因的适时加入和干

预， 调整学生心态， 激励学生学习， 从而保证目标的实现。

（三） 通过持之以恒的学习， 不断充实自我， 塑造自我， 建立专业

自信心

要将职业规划和学习计划付诸实际行动， 要在专业学习上多花时间， 多下

功夫。 在学习遇到困难时， 要树立自我激励意识， 主动解决问题 （必要时需要

辅导员或专业教师的指导）， 比如自己查阅资料、 请教老师、 与同学合作等。 一

个人的专业自信心与能力和知识 （包括专业知识和能力） 的积累有很大的关

系。 能力和知识技能相互依赖、 相互制约、 相互促进， 能力是在掌握和运用知

识技能的过程中形成的。 所以， 持之以恒的学习， 既可以充实自己， 塑造自己，

又可以不断掌握知识技能， 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让所学专业得到社会各方的认

可， 使学生的专业自信心逐步建立并得以加强。

学习的形式和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要注意学习的开放性和灵活性， 学以致

用， 不能读死书， 死读书。 学生既可以向书本、 网络， 或者他人学习间接经验，

也可以通过课堂学习理论知识， 还可以通过实验、 实训学习实践技能； 既可以

在校内学习， 还可以通过校外企业、 行业学习； 既要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 又

要加强专业以外的知识技能的学习与拓展训练， 增加见识， 扩大知识面， 培养

良好的专业素质。 特别建议高职学院的学生利用课余时间多多参加与专业相关

的实践活动， 比如理工类专业的学生参加专业生产实践， 农业专业的学生参加

农业生产实践， 医学专业的学生参加医学相关的实践， 教育学专业的学生参加

教育教学实践， 等等。 这对于学生认识专业、 熟悉专业， 明确以后的工作岗位

和工作性质， 从而激发对专业学习的兴趣和明确学习的目的， 并进一步做职业

规划和人生规划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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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组织学生进行必要的专业实习， 是培养专业自信的重要途径

高职学生毕业之前的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是非常重要的专业实习。 如果运

用得当， 可以大大提高学生的专业自信度。 但是， 在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的过

程中， 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 “走过场” 的现象， 因此， 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

入手。

学校层面：

（１） 学校要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行之有效的、 详细的跟岗实习和

顶岗实习方案。

（２） 学校各专业要加强对学生实习的日常管理。 各专业可安排专门人员进

行实习管理， 保持良好的沟通， 随时关注和管理实习学生的现状和问题， 并对

出现的各种问题给予协调和解决。

（３） 学校各专业要有目的、 有计划地组织相关的专业教师进行跟岗实习和

顶岗实习的检查和辅导， 及时解决学生实习中遇到的专业问题和困难。

专业教师层面：

（１） 尽快建立与所管理的实习学生的沟通渠道， 随时保持沟通和联系。

（２） 对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专业问题和困难 （包括从管理人员处获取

的信息） 进行科学分析， 并有针对性地解决， 让学生学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及

所用到的专业知识。 必要时， 还应该直接去实习一线实地调研。

（３） 对学生实习的表现情况适时给予鼓励和鞭策， 特别是对实习表现好的

学生进行激励是很有必要的。

学生层面：

（１） 自觉遵守学校实习纪律和实习单位的工作纪律及规章制度是保证实习

顺利进行和专业实践有收获的基本前提。

（２） 主动与学校实习管理老师、 专业指导教师和实习单位同事特别是实习

单位指导教师保持沟通和联系。 这是学生快速进入实习状态、 及时解决实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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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和困难， 保证实习中有所做、 有所学、 有所获的关键， 同时也是逐步建

立并形成专业自信心的关键。

（３） 脚踏实地完成专业实习。 在实习中沉下心来， 按照实习单位的统一安

排一丝不苟地完成每天的工作， 并在实习工作中多看、 多问、 多学、 多做、 多

思。 “多看、 多问” 就是对不熟悉的工作要多了解熟练工的基本操作方法， 不

懂的就要询问， 要有 “打破砂锅问到底” 的精神。 “多学” 就是对于平时工作

中不懂、 不熟悉、 不确定的内容自觉学习。 “多做” 就是强调具体的工作实践。

只有多做， 才能学到真本事， 才能将专业知识转化为专业技能， 才能培养过硬

的专业素养， 提高专业能力， 建立专业自信心。 “多思” 就是学会对专业实习

进行总结和反思。 这是对实习中看、 问、 学、 做几个环节的融通过程， 是专业

能力的升华过程， 同时也是专业自信心的自我培养和形成的过程。

四、 结论

总之， 学生专业自信的培养是一个较为复杂的、 系统性和综合性较强的、

涉及面较广的工程。 只要找准问题的根本， 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方法和措施，

就能让学生树立专业自信心， 让他们真正做到选专业、 爱专业、 学专业、 用专

业， 从事专业相关工作， 为社会做出贡献。

车丽萍， ２００１ 自信的概念、 特征及影响因素 ［Ｊ］ ． 宁波大学学报 （教育科

学版）， ２３ （６）： ３１－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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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丽萍， ２００２ 自信的概念、 心理机制与功能研究 ［ Ｊ］ ．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２８ （２）： ８６－８９

冯建英， 杜学元， 曾云华， ２０１０ 关于高职学生自信发展特点的调查报告

［Ｊ］ ． 职教论坛， ３： ８７－９３

哈里斯 Ａ Ｂ， 哈里斯 Ｔ Ａ， １９８９ 保持自信 ［Ｍ］ ． 程元善， 张作光， 程华

善， 译．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黄希庭， 郑涌， 等， １９９９ 当代中国大学生心理特点与教育 ［Ｍ］ ．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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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

教学改革探讨

陶俊辉

摘　 要 ………………………………………………………………

本文分析了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地位

和作用， 为提高教学效果， 按照课程为专业服务的职教理念， 对

以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目标、 学生学法、 教师

教法等逐一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最后分析了计算机公共基础课采

用分层教学的必要性。

关键词 ………………………………………………………………

公共基础课； 计算机； 应用； 学法； 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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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发展过程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办公自动化日益普及， 信息技术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重视。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应运而生，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教学也随之跟进， 总

的来说， 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侧重于信息素养

的养成、 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计算机基本技能的训练， 为后续课程应用计

算机基本技能打下基础； 考核标准基本以参加计算机等级考试为教学质量评价

标准； 教学内容的选取以通识教学为主， 因此各学校各专业的计算机公共基础

课教学内容几乎一致。 第二阶段，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是在系统学习计算机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基础上， 为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将学生职业岗位工作内容

作为教学素材进行教学； 考核标准既要考核岗位工作内容的信息处理能力， 又

要考虑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要求。 第三阶段， 随着社会对职业资格证书需求的弱

化，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目的重在 “应用”， 于是便产生了以应用为导向

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 教学中根据学生专业的不同， 选取专业岗位的典型项目

和任务为载体， 使用计算机技能来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 计算机基础知识服务

于计算机基本技能， 并为基本技能提供理论支撑。 考核标准主要考核学生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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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基本技能处理岗位典型工作任务的能力， 这与 “课程为专业服务” 的职

教理念相一致。

二、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学生学法探讨

学生要更好地学习以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 需要注意以下学习

方法。

（一） 调研岗位需求， 提高学习针对性

为了增强学生学习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学习效果， 将计算机技能应用于职

业岗位工作内容之中， 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现所需即所学、

所学即所用的目的， 就需要调研就业意向单位及其岗位需求。 调研渠道很多，

如实地调研、 熟人询问、 网络调研等， 建议将多种调研渠道结合使用、 相互印

证， 这样得到的信息才会更加准确、 全面。 调研内容主要有单位性质、 岗位名

称、 工作内容、 工作要求、 知识技能要求、 学历和职业资格要求等方面。 学生

需要结合调研的岗位需求、 学校的课程设置和自身实际， 厘清学习重点， 提高

学习的针对性和主观能动性。

部分岗位要求学生具有创新能力， 学生仅完成作业任务是不够的， 还要拓

展思路， 尝试不同的解决方案， 再提交最佳方案。 很多单位特别在意员工的忠

诚度和抗压能力， 这就要求学生在确定自己的努力方向后， 不要轻易更改， 遇

到难题要想办法解决而不是放弃， 坚信 “只为成功找方法， 不为失败找借口”。

（二） 学习先易后难， 提高学习效率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学一般采用模块化教学模式， 模块包括计算机基础知

识模块、 操作系统应用模块、 字处理软件应用模块、 电子表格软件应用模块、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模块、 计算机网络应用模块等。 学习过程中要依据教学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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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循序渐进、 逐个突破。 对于软件的学习从易到难依次是： 软件操作界面环境、

软件基本功能常规应用、 软件高级应用和多软件的综合应用。 学习的载体是工

作中的典型项目任务案例， 在完成项目任务过程中学生要理解项目任务情境，

学会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办法， 训练职业技能。 在完成各种电子文档时， 学

生可以尝试多种方法， 思考每种方法应在哪些场合下使用。 不管使用哪种方法，

都要重视结果的正确性和呈现效果的美观性。 对于各种软件都要边操作边学习，

通过反复模仿练习， 举一反三， 融会贯通。

（三） 重视课外探究， 提高职业能力

熟练操作和应用计算机固然重要， 但在这之外还有很多更重要的内容值得

学生关注， 比如更好地与人沟通、 提高表达能力、 考虑全局协调工作中涉及的

人财物、 应用计算机技术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等。 在课堂学习之余， 学生还应多

参加社团活动、 班团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等， 锻炼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 从而

提高职业能力和职业素养。

同时， 线上也有很多学习素材， 比如讲解视频、 图文并茂的教程等， 学生

可以进行系统学习， 以问题为导向， 有针对性地学习各种技能来解决遇到的实

际问题。

学生还可以通过操作各种现代办公设备， 熟练掌握其使用和维护常识， 并

与同学、 朋友多交流学习心得。 求职意向为行政办公文员岗位的学生， 还要掌

握各种现代办公设备的性能参数和选购常识， 用自己的知识技能为单位决策提

供参考。

（四） 结合自身实际， 确定努力方向

每个专业的就业岗位不止一个， 不必面面俱到，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

爱好确定 １～３ 个就业岗位作为努力方向， 坚持不懈地学习意向岗位所需的知识

和技能， 这样在毕业后就能在职场中更快、 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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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师教法探讨

以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 对教师有着更高的要求， 教师可以从

以下几方面优化教法。

（一） 精选教学素材， 提高教学针对性

１ 结合学情选用教学素材

课程为专业服务， 课程中使用学生所学专业岗位的典型工作案例为教学素

材， 让学生体会 “所学即所用”， 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计算机公共基础

课一般安排在大学一年级， 由于大一学生对专业的认识还不深刻， 对专业知识

的学习也才刚开始， 因此教师准备的专业素材不能太 “专业”， 否则会因为学

生不理解所学内容的专业含义而影响学习效果。 教师需要研究大一学生的专业

基础课， 收集 “入门级” 而非 “专业级” 的专业案例素材作为教学载体， 让学

生更容易理解职业情境。

２ 结合学生专业岗位工作内容确定教学重点

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 新的工作岗位不断涌现， 岗位工作内容也呈现多样

化的特点。 确定教学重点， 一定要结合每个专业的典型岗位的工作内容， 需要

分析每个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 领会专业岗位及其工作内容要求， 准确定位计

算机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目标。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计算机操作技能， 高质量、 高效率地完成各种典型工作任务。 为了提高教学

的针对性， 要结合工作内容确定教学内容和教学重点， 依据工作过程设计教学

过程和教学环节， 在教学中分清主次、 有所侧重。 例如， 文教、 艺术类专业重

点强化文字处理、 图表信息表达与分析、 演示文稿软件应用、 多媒体技术应用

等内容； 财经商贸类专业重点加强电子表格软件在数据处理和数据分析中的应

用， 提高数据统计分析能力； 所有非理工类专业对进制、 编码、 计算机原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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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可以不做要求， 但应注重计算机的日常使用与维护； 理工类专业对理性思

维和工具思维要求较高， 应加强学生的计算机思维训练和逻辑思维能力训练，

培养其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种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和综

合素质， 为学生毕业后实现零距离上岗奠定基础。

３ 发挥集体智慧建立健全教学资源体系

对于招生人数不多的专业， 一位教师需要承担多个专业的计算机公共基础

课教学任务， 收集、 整理多个专业的教学素材给教师带来极大的压力。 现在已

经进入大数据时代， 从互联网中能够方便地获取各种教学资源， 但要真正加以

利用， 还须发挥计算机教研室的集体智慧， 群策群力， 建立健全适合本校学生

实际的各专业教学资源体系。 根据最新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专业培养目标、 课

程教学目标， 综合网络资源、 自建资源， 创建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专业教学资

源体系， 让所有学生都能在教学全过程选择适合的教学资源进行学习， 提高其

学习针对性， 激发其学习兴趣， 从而提高教学效果。

（二） 制作微课视频， 突破教学重难点

微课视频是把碎片化的知识点或者技能点通过计算机软件制作成的短视频。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部分理论知识比较生涩， 实际操作的要求也比较高， 这导致

许多零基础的学生学起来非常吃力。 对于这种情况， 教师就可以在准备教学素

材时， 应用微课碎片化、 形象化的特点， 把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中的重点、 难点

进行分解， 将原来生涩难懂的知识点和复杂的技能点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微课视

频， 方便学生随时、 反复观摩学习， 突破教学重难点。

为了制作优质微课， 计算机教研室可以发挥集体智慧和每位教师的特长，

分工合作， 优势互补。 教师们可以分别承担素材提供、 脚本写作、 过程设计、

视频录制、 视频编辑等任务， 制作出一系列具有教学价值的微课视频， 并将微

课视频上传到网络教学平台中， 方便学生随时观看学习； 还应配合相应的检测

手段， 评估微课视频对学习教学重难点的实际效果， 以此作为进一步改进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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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的依据。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 计算机新知识、 新技术不断涌现，

微课制作既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 “对症下药”， 又要与时俱进、 紧跟时代步

伐、 及时更新， 方能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新要求。

四、 对计算机公共基础课进行分层教学的探讨

目前， 高职院校分层教学尚处在发展阶段， 在众多课程中， 英语教学在分

层教学中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 为计算机公共基础课的分层教学提供了很

好的借鉴。 目前， 高职院校的学生有来自中职的对口高职考生， 也有来自高中

的普通高考考生， 中职专业的不同、 高中学校的不同、 学生家庭条件的不同，

导致高职院校大一学生在计算机基础方面差异较大。 部分基础较差的学生， 之

前对计算机基础教学接触比较少， 自身对于计算机不是很了解， 甚至有个别学

生以前没有操作过计算机， 属于真正的 “零基础”。 针对这部分学生需要从基

础层面进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学， 主要学习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使

其能够对计算机有一定的了解， 具备继续深入学习相关知识的能力。 中等层次

的学生在之前的教学中进行过较为规范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 具备一定的

计算机操作经验， 能够较好地在日常生活学习中使用计算机。 针对这部分学生

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学， 需要继续巩固提升其计算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同时培养其解决应用性问题的能力。 基础较好的学生在之前的教学中进行过完

整的计算机基础知识的学习， 同时在生活学习中经常使用计算机， 能够熟练进

行常规计算机操作， 有部分学生甚至已经取得了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 二级证

书。 针对这部分学生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学， 需要提升其计算机应用能力，

培养其单独或协作使用计算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以分层教学作为教学手段， 需要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 设计不同的备课方

案、 教学内容、 教学方式、 教学素材等， 做到因材施教， 让每个学生都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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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层教学在计算机应用能力方面得到较大的提升。

五、 结论

以应用为导向的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学改革探索， 是计算机公共基础课任

课教师、 专业负责人、 学校教务管理人员共同关心的话题。 只要我们紧跟现代

职业教学改革的主流方向， 强调教学协同———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师内部的协

同、 计算机公共基础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协同、 学生与教师的协同， 采用适

当的教学方法， 配合使用微课视频等专业教学资源体系， 将计算机知识和技能

巧妙地应用于职业岗位之中， 就能提高学生学习计算机知识和技能的积极性，

为社会培养具备较高信息素养的应用型人才。

艾琳娜， ２０１９ 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应用微课的几点体会 ［ Ｊ］ ． 数字通信世

界， ８： ２３４－２３８

马金金， ２０１９ 基于成果导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设计 ［Ｊ］ ． 池州学

院学报， ６： １２７－１２９

尚中君， ２０１９ 层次化教学在计算机应用基础的应用 ［ Ｊ］ ． 科技资讯， １９：

１３８－１３９

邢颐， ２０１９ 基于职业岗位的计算机应用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实战 ［Ｊ］ ． 教育

教学论坛， ９： １１９－１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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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音乐教育实证研究的一般路径
———从文献综述中得到的启示

吴沛芹

摘　 要 ………………………………………………………………

教育实证研究是一种基于事实和依据的研究， 强调理论与实

践的融合。 本文通过对我国两次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相关文献的梳

理和有关教育实证研究路径文献的学习， 分析了高职音乐教师在

教育研究中的困境， 提炼出高职音乐教师在教育实证研究中的一

般路径。

关键词 ………………………………………………………………

教育实证研究； 音乐教育实证研究方法； 高职音乐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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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 “教育实证研究” 定义为 “那些借助量化或质性研究方法， 对所关

心的研究对象进行系统探究之后获得有证据支撑的认识的教育研究”。 本文探讨

的实施音乐教育实证研究的主体是指工作在教学一线的高职音乐教师。

一、 关于 “教育实证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尹弘飚教授 （２０１７） 在其 《教育实证研究的一般路径： 以教

师情绪劳动研究为例》 一文中讲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关于 “教育研究应

该怎么做” 的方法论之争一直不绝于耳， 其中距离我们最近而又最具代表性的，

莫过于新千年以来发端于美国的 “证据为本的教育研究 （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ｂａｓｅ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所引发的争论。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美国参众两院通过 “不让一个孩子落后法案” （Ｎｏ Ｃｈｉｌｄ Ｌｅｆ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Ａｃｔ）。 这是当代美国教育研究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教育举措， 它对美国当

今的教育研究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这一法案中很重要的一点是 “强化对结

果的问责， 倡导经过验证的教育方法”。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 美国国会推出 “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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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改革法案”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ｃｔ）， 决定成立国家级教育科学研究所，

其主任需核查并确保该所及其所属三所中心从事 “科学有效的研究”， 并提供

“证券为本的论断”。 自此， “证据为本” 有了正式的法定身份。 ２００４ 年， 美国

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了题为 《促进教育中的科学研究》 （Ａｄｖａｎｃ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的报告， 指出 “教育研究能够且应该有助于政策与实践，

教育也应该是一个证据为本的领域”。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我国首届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论坛围

绕如何形成符合国际规范的教育实证研究及扩大教育研究对教育决策的影响力

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坛主题涵盖了中国教育实证研究的现状透视、 国际教育

实证研究的发展趋势、 教育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方法论问题、 教育实证研究与其

他研究方法的整合融通、 教育实证研究与教育数据库的建设和使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第二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本届

论坛重点围绕 “怎么做实证研究” 进行对话； 主要围绕教育实证研究怎么做，

对如何确定问题、 如何选择研究方法、 如何进行数据分析、 如何解释数据的理

论展开讨论， 旨在展现教育实证研究的多样性。

不难看出， 当前我国的教育研究非常看重实证研究， 不同层面的研究者和

实践者都在进行实证研究， 教育实证研究在我国教育领域已渐成气候。

二、 高职音乐教师做实证教育研究的困境

高职音乐教师是高职教育工作者中的一个群体， 他们具有两个身份： 作为

音乐人， 他们要对自身的专业进行提升； 作为教师， 他们要完成教育教学任务。

笔者通过查找国内各种数据库， 以主题词 “高职” “音乐” “实证研究” 进行搜

索， 结果显示： 虽然高职音乐教师工作在教育一线， 有很多的实践经验和数据

可以作为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撑， 但是相关研究的数量太少， 其主要原因有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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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

（一） 教育研究观念尚未成形

一些高职音乐教师的基本教育观主要来源于作为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 而

没有上升到理论研究层面。 很多具有丰富经验的教师退休时， 也带走了来之不

易的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 这些宝贵的知识经验因为没有被系统地记录下来，

也就没有办法得到有效验证， 因此不能传授给新教师。

（二） 工作时间长、 压力大

教师不仅要完成教学指标， 还要对学生的各种社团活动、 学校艺术活动和

比赛等进行指导。 因此教师的工作时间长、 压力大。 他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

了上述各种教学与活动中， 几乎没有时间来研究教育问题和观点， 或者将实践

问题提炼为研究成果。

（三） 师资培训中对研究能力的训练较少

在对教师的各种岗位能力提升培训课程中， 对教学研究能力的训练较少。

教师缺少教育研究的相关知识和方法， 文字表述和概括能力也较差。

三、 高职音乐教育实证研究的一般路径

高职音乐教师应通过自身努力积极加入教育研究的队伍中。 教师应转变观

念， 切实理解教育研究是提升教育教学理论水平的重要途径； 同时， 善于总结

实践教学、 表演经验， 用科研的眼光去捕捉实践中的亮点， 并将其转化为文字。

高职音乐教育实证研究的具体路径可以概括为：

（一） 探寻 “值得研究” 的问题

刘选 （２０１７） 认为， 价值是基于实用主义哲学的， 其包括内在价值和外在

098



高职音乐教育实证
研究的一般路径

价值。 其中， 内在价值意指教育问题本身所蕴含的理论的、 实践的和逻辑的价

值， 即值得研究， 而不是充满矛盾、 无须证明的伪问题； 外在价值是指教育问

题之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功能性价值， 它能够对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问题解决

有所裨益。 高职音乐教育分为通识性和专业性音乐教育。 在专业性音乐教育

———学前教育专业音乐课程的教学中， 就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 如课程设置的

研究、 教学方法的研究、 评价体系的研究等。

同时， 还要关注问题的前瞻性。 问题的前瞻性具有两层含义： 一是教育研

究者应该关注具有前瞻性的教育问题， 用前瞻性的研究来指导当前的教育实践，

引领学科发展； 二是教育研究议题应该具有延续性和发展性， 能够通过持续扎

实的实证研究解决当前的教育问题， 为未来研究做好准备。 如基于核心素养视

角下的课程标准修订， “三教” 改革下的校本教材建设等， 都是一线教师一直

在做的工作， 而且有大量的实证可以搜集。

（二） 找准视角的切入点

找到要研究的问题后， 就要思考切入点。 好的切入点有利于更专业地研究

问题的解决途径， 可以根据研究者的研究背景和学术专长去选择合适的切入视

角。 如在高职学前教育专业的音乐教师中有侧重声乐演唱和教学的、 有侧重钢

琴演奏和教学的、 有侧重理论教学的……音乐教师根据各自的专长在教学和表

演实践基础上做教学研究， 教学和表演实践就是教学研究的 “实证”。

（三） 在教学日常中重视收集整理数据和证据

笔者在上文中提到， 很多教师退休后， 因为未能系统地记录下宝贵的知识

经验， 因而无法将其传授给新教师。 这种现象在高职音乐教师这个群体里表现

得尤为明显。

实证研究强调在科学研究中针对研究目的及研究问题， 搜集合理且有效的

证据。 音乐教师的大量教学内容是实践教学， 如歌曲的演唱、 钢琴的演奏、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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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的鉴赏等， 在教学过程中存在大量教学实例， 教师应及时搜集、 整理。 可以

用文字的方式记录或通过语音软件进行语音记录。 同时， 尝试学习用网络进行

数据搜集和整理的技能。

此外， 笔者认为， 高职音乐教师除了学习、 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和网络技

术能力外， 还应该加强学习各种与实证研究相关的研究方法， 如文献查找、 文

献综述、 问卷调查、 谈话、 数据的统计与测量等； 同时也要关注自己专业领域

的 “学理”， 在严谨的 “学理” 指导下进行实证研究。

四、 结论

教育实证研究给教育研究者搭建了一座理论与实践互通的桥梁。 高职音乐

教师应认识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实践研究中， 广泛深入地阅读思

考， 充分掌握研究方法、 证据收集办法、 数据处理方法等， 多写多学习， 充分

提升自身的实践能力和研究素养。

高尔 Ｍ， 高尔 Ｊ， 博格， ２０１６． 教育研究方法 ［Ｍ］ ． 徐文彬， 侯定凯， 范

皑皑，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刘选， ２０１７． 实证研究怎么做： 让研究者困惑的地方： 来自华东师大第二

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的启示 ［Ｊ］ ． 现代远程教育研究， ３： １８－２５．

刘选， ２０１８． 论教育实证研究的本质溯源与未来发展路径 ［ Ｊ］ ． 广州广播

电视大学学报， １８ （４）： ２７－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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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题库应用视角的统计基础课程

教学改革探索

李元忠

摘　 要 ………………………………………………………………

在我国， 职业教育越来越得到社会的认同， 课程建设遍地开

花， 教学改革成绩斐然。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发现， 充分调动

教学双方的积极性， 提升教学效果才是课程建设成功之基。 本文

从建设应用题库的角度分析训练方式、 考试方式， 寻求提高教学

双方积极性的有效措施， 设计出与所建设学科匹配的课程题库，

全面推行教考分离， 实施 “广角” 线上练兵的有效措施， 并提出

统计基础试题库后续建设的方向及目标。

关键词 ………………………………………………………………

题库； 统计基础； 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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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统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 职业教育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和智力支

撑，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社会吸引力不断增强。 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 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紧迫， 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 倍受社会关注和认同。

在职业教育改革的浪潮中，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奋起直追， 专业重组、 人才

培养方案调研、 课程设计、 在线课程建设、 教考分离、 “一师两做”、 “一师两

赛” 等教学改革如火如荼。 “统计基础” 是财经类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基础课

程， 也是学生普遍感觉 “难啃” 的课程之一。 表 １ 为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

基础” 课程成绩统计表。

表 １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基础” 课程成绩统计表

年级 考试人数 （人） 平均成绩 （分） 及格率 （％） 优生率 （％）

２０１６ 级 ９９ ７４ ６８ ９６ ９７ ２９ ２９

２０１７ 级 １３６ ７４ １５ ９７ ０６ ２９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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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的统计数据来看， 教学效果良好。 但作为课程教学的亲历者， 笔者

认为教学效果并不乐观， 与 “为后续专业课提供有效服务” 的课程目标相比、

与越来越高的人才培养标准相比、 与越来越高的社会需求相比， 还存在很大差

距。 统计基础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经过总结分析， 统计基础课程教学效果

一般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 考核成绩公信度低。 ２０１８ 年以前， 眉山职业技术学院 “统计基础”

课程考核包括平时表现、 技能 （学生任务）、 期末考试等标配项目， 项目构成

科学， 符合教学规律和现代职教理念。 但各项目成绩并不乐观， 原因在于老师

手工阅卷时， 评分标准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客观性不足， 因此公信度不高。

第二， 学生缺乏学习动力。 学生对课程的学习热情是影响教学效果最重要

的因素之一。 教学， 顾名思义， 有教有学， 以学为本。 如果学生对课程没有学

习动力和热情， 成绩就会下降， 且不能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要解决以上问题， 学校财经专业委员会决定建设统计基础课程题库， 实行

教考分离， 希望能找到提高教学双方积极性的良策， 带动相关课程的全面改革。

统计基础课程题库建设受到学校的高度重视， 于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立项。

二、 统计基础题库建设及应用方案

经过近一年的时间， 包含 ４７１ 道小题的初始化题库建成， 涵盖了课程标准

要求的 ７ 章内容。 其中， 单项选择题 １７５ 道， 多项选择题 １１２ 道， 判断题 １５２

道， ４ 分值的计算分析题 １２ 道， １０ 分值的计算分析题 ８ 道， １１ 分值的计算分析

题 １２ 道。 期末试题组卷框架中包含单项选择题 ２５ 道， 每小题 １ 分； 多项选择

题 ５ 道， 每小题 ２ 分； 判断题 １５ 道， 每小题 １ 分； ４ 分值的计算分析题 ２ 道，

１０ 分值的计算分析题 ２ 道， １１ 分值的计算分析题 ２ 道。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我

们把计算分析题作为独立的一章 （第 ８ 章）， 这是项目研究的一个意外收获，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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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范围业内属于首创， 解决了题库组卷工作中题型和章节之间的冲突 （计算分

析题中很多是跨章节的， 特别是综合性大题）。 题库的承载平台为用友新道公司

的虚拟商业社会环境 ＶＢＳＥ， 这个平台可以实现按章节分题型随机组卷， 选择题

的选项也可以随机编排， 还可以用零分题作为背景材料 （见表 ２）。

表 ２　 统计基础题库客观题题型分布

单位： 道

章节 单项选择题 多项选择题 判断题

章节 １
统计概论

２６ １６ ２９

章节 ２
统计调查

１７ １１ ２１

章节 ３
统计整理

１８ １６ １１

章节 ４
综合指标

５３ ２９ ２９

章节 ５
时间数列

１８ ９ ２５

章节 ６
抽样推断

１６ １０ １２

章节 ７
统计指数

２７ ２１ ２５

表 ３ 中， ４ 分题代表小型专项计算分析题， 如累计及频率计算题、 居民消

费品价格指数计算题等； １０ 分题是大型综合计算分析题 （速度分析指标填表、

区间估计、 指数体系应用分析）； １１ 分题是大型综合计算分析题 （统计整理分

析、 相对指标知二求三、 动态分析）。 如此分类可解决组卷时题型覆盖面不够广

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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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统计基础题库综合题题型分布

单位： 道

章节 ４ 分题 １０ 分题 １１ 分题

章节 ８
综合计算分析

１２ ８ １２

根据题库成果 （见表 ４）， 生成期末考试用试卷 ４ 套。 其中， 所有题型完全

随机 １ 套， 客观题随机、 计算分析题组合指定 （半随机） ３ 套； 生成模拟期末

考试试卷随机、 半随机各 １ 套； 生成训练计算分析题用的专项模拟试卷 １ 套

（与考试用题型相同， 但数据不同）； 生成用于章节测试的单元试卷 ７ 套。 基于

这 ７ 套试卷， 平时训练时将考试模式设置为 “练习” （学生可对比答案）， 章节

测试时再将其设置为 “正式考试”。

表 ４　 题库成果应用表

序号 试卷 应用 序号 试卷 应用

１ 章节 １
统计概论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７ 章节 ７
统计指数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２ 章节 ２
统计调查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８ 章节 ８
计算分析题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３ 章节 ３
统计整理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９ 模拟期末 Ａ
（随机） 期末复习

４ 章节 ４
综合指标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１０ 模拟期末 Ｂ
（半随机） 期末复习

５ 章节 ５
时间数列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１１ 期末考试 １
（随机） 期末考试

６ 章节 ６
抽样推断练习

课堂教学，
学生练习

１２ 期末考试 ２、 ３、 ４
（半随机） 期末考试

三、 题库应用对统计基础课程教学的影响

统计基础试题库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首版成型， 并首次应用于 ２０１８ 级财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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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２０１８ 级会计 １ 班、 ２０１８ 级会计 ２ 班的 “统计基础” 课程教学。 教考分离顺

利实施。

每个班每周 ２ 学时用于平时练习， 全学期进行 ７ 次单元机考 （考试模式），

期末考试实行机考 （考试模式）。 平时练习采用的是练习模式， 学生可以查看

得分、 查询答案， 三个班通过向系上申请， 每周星期三下午在机房利用统计基

础题库系统进行单元练习。 教学过程中， 各单元 （章节） 的学习结束后， 会进

行一次用时 １５ 分钟的单元考试。 整个课程教学以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引， 以 “统

计基础” 课程标准为指南， 统计基础试题库得以全方位应用。

（一） 对学生的影响

统计基础试题库用于教学后， 学生进步明显。

首先， 学生课堂出勤率开始增高， 自习纪律井然。 将试题库用于课程教学

（自主测试）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使学习效果逐步达到预期。

其次， 学生之间开始出现良性竞争。 每次单元测验后， 老师会记录学生的

成绩， 并公布前 １０ 名的名单。 在以往的统计基础教学中， 因为没有题库， 老师

无法系统地给每位学生记录分数， 且分数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 公信度低。 运

用题库后， 分数具有客观性， 且公开透明， 容易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从而进

行良性竞争。

再次， 学生开始关注知识点和教学目标。 随着单元测试的推行， 学生也对

老师讲的内容、 要求掌握的知识点和技能进行总结。 很多学生下课后还会主动

找老师交流学习心得， 希望老师对自己不懂的知识点和题目进行指导。 这说明

学生的学习兴趣已被充分调动， 这为项目建设注入了强大的正能量。

最后， 学生开始关注课堂教学。 随着单元测试的推行， 学生们也总结出，

很多试题都是老师在课堂上讲解过的内容。 如果没认真听， 没有把握问题的实

质， 就不能成功解题， 不能掌握知识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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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教师的影响

统计基础试题库用于教学， 有利于教师进步。

首先， 单元测试实行机考， 教师能及时掌握教学效果， 给教学改革提供科

学参考。 实行机考以前， 学生单元测试次数少， 且人工阅卷需耗费很长的时间，

导致教师不能及时掌握教学效果， 不能及时发现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改进。

将统计基础试题库用于教学后， 在每个单元 （章节） 结束时都能进行测试， 而

且能够现场得出成绩， 还能分析汇总出每道题的错误率及错误的具体原因， 教

师可根据这些数据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教学和相应的改革。

其次， 促进教师规范教学内容。 应用统计基础试题库后， 会对每个单元

（章节） 进行测试， 如果教学内容没安排好， 课程标准中要求的内容没有完全

覆盖， 学生参加测试后就会质疑。 单元测试犹如一个无形的监督者， 专门监督

课程标准实施情况。 教师要把课备好， 得先学习 “统计基础” 课程标准的相关

内容， 再查阅分析题库中这个章节的试题， 最终确定教学内容和策略， 尽最大

努力实现课程标准、 授课内容、 测试题目 “三兼容”。

再次， 促进教师更加重视教学目标。 应用统计基础试题库后， 最显著的变

化就是对每个单元 （章节） 进行测试， 教学目标实现程度可以被量化， 测试成

绩可以说明一切。 教师在编写教案、 制订教学目标时必须慎重并进行深入研究

探讨。 实现课程标准、 授课内容、 测试题目 “三兼容”， 初步解决了制订教学

目标针对性不强、 求大求全、 完成度低的问题。

最后， 促进教师更加有效地关心学生。 关心学生是提高教学效果的良策。

应用统计基础试题库后， 会对每个单元 （章节） 进行测试， 对于测试成绩不理

想的学生， 教师可通过面谈给予提醒和帮助， 并重点关心持续落后者。 要根据

学生的不同情况设计相应的谈话内容及指导方案。

（三） 教学效果

首先， 教学双方关系融通。 应用统计基础试题库后， 放宽给分尺度、 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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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 给人情分、 给面子分的状况不复存在。 学生要取得良好的成绩， 除了依

靠自身的努力外， 还希望得到老师的帮助； 而教师要完成自己的教学目标， 必

须要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 双方有了共同的目标才能提高教学质量。

其次， 教学双方的热情被激发出来。 随着统计基础试题库的应用、 教考分

离的顺利实行， 教学双方压力陡增。 同学之间探讨问题、 请教老师的情况越来

越多， 大家都对统计基础产生了热情。 教考分离同样给教师带来了压力。 教师

只有认真钻研、 努力提高教学质量， 才能让学生学有所成。

最后， 学生成绩提升明显。 广泛应用统计基础试题库， 特别是在成功推行

单元测试练习和在高标准实行教考分离后， 学生的期末考试成绩显著提高 （见

表 ５）。

表 ５　 考试方式教学效果对比表

年级 考试方式 考试人数 （人） 期末平均成绩 （分）

２０１６ 级 手工·自己评分 ９９ ５７ ８８

２０１７ 级 手工·自己评分 １３６ ５７ １１

２０１８ 级 题库·教考分离 １４９ ６４ ０４

四、 统计基础题库应用后续改革

（一） 经典试题有待增加

由于经验不足加上研发时间仓促， 目前的统计基础题库探讨价值偏低， 吸

引力偏低。 增加更经典、 更有探讨价值、 更能吸引学生的试题是题库建设的努

力方向。

（二） 章节练习在线应用有待突破

基于用友新道公司的虚拟商业社会环境 ＶＢＳＥ 平台， 试题库应用仅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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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部网络的台式机， 不能在公开网络共享， 即不能在线自主练习。 这影响了题

库使用价值的发挥。

经过后期研发， 已找到应急解决方案， 即把统计基础题库转换到 “超星学

习通” 平台上， 学生可在线自主进行章节练习。 但试题覆盖面不如 ＶＢＳＥ 平台

理想。

（三） 题库答案解析有待完善

目前， 题库试题中仅有极少试题配有答案解析。 因此， 必须尽快完善相关

信息搭建， 给出简单易懂的、 科学的答案解析。

（四） 题库与课程标准协调统一

目前的统计基础题库与现行课程标准的配比度还有待提高， 特别是对技能

点的要求在题库中体现得还不充分。 随着课程标准的进一步改革完善， 课程标

准中的每一个知识点、 每一个技能点都应在题库中找到对应的支撑。

五、 结论

综上所述， 建设应用统计基础题库， 能够提高统计基础课程教学双方的积

极性， 实行教考分离， 让学生喜欢课程、 热爱学习。 统计基础课程题库建设得

越完善、 应用得越充分， 统计基础课程教学效果才会越好。

佟雪红， 贾倩， 王加连， ２０１９ 面向教考分离的高校试题库建设的实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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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Ｊ］ ． 科技视界， １２： １２９－１３０

王晓辉， ２０１９ 基于职业能力培养的 《市场调查与预测》 试题库建设 ［ Ｊ］ ．

知识经济， １６： １５６

文平， ２０１９ 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 《统计基础》 课程改革分析： ＭＯＯＣｓ 资

源的课程建设 ［Ｊ］ ． 智库时代， ３４： １８４－１８５

文优梅， ２０１９ 高职理实一体课程题库建设与应用： 以 “脉冲数字电子技

术及应用” 为例 ［Ｊ］ ．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４： ４７－５０

张玉卓， ２０１９ “高职统计基础运用” 课堂教学质量提升方法研究 ［ Ｊ］ ． 中

国管理信息化， ２３： １９２－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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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校园实行普通话“单语制”的

现状与思考

张百瑶

摘　 要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规定， 在 ２０００ 年前基本做到城市小学和县、 镇小学以及乡中心

小学在校内普及普通话， 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 目前， 大中城

市乃至区县小学已基本实现在全科教学中使用普通话， 但是对

“将普通话作为校园语言” 这一要求的实现却不容乐观。 本文以

眉山市彭山区第二小学为调查对象， 抽样对 ３０ 名教师进行了实

地调查， 分析整理出小学校园实行普通话 “单语制” 的现状并对

其思考， 以供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 ………………………………………………………………

小学； 教师； 普通话； 单语制； 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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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现状与结论

征得眉山市彭山区第二小学 （以下简称 “彭山二小” ） 的同意后， 笔者抽

样调研了 ３０ 名教师， 其中 ３５ 岁以下的教师 １２ 人， ３５ 岁以上的教师 １８ 人， 比

重为 ２ ∶ ３， 与全校 ８０ 名教师中 ３５ 岁以下教师和 ３５ 岁以上教师占比相同。 其

中， 语言类教师 ７ 人， 数学及其他素质类学科教师 ２１ 人， 与全校 ８０ 名教师中

语言类教师和其他教师占比相近。 通过与这部分教师进行直接谈话和对教师教

育教学以及集体活动中使用语言现状情况的观察， 可以看出， 该小学教师将普

通话作为校园语言的情况不容乐观。 ３０ 名教师中， 在校园内任何交际场合都使

用普通话的只有 ２ 人， 占 ６ ６％； 在教学和主要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的有 ２１

人， 占 ７０％； 只在课堂教学活动中使用普通话的有 ７ 人， 占 ２３％。 另外， 通过

整理对校方主要领导和教务处询问记录以及收集到的反馈， 笔者还得出以下几

点结论：

（１） 教师对普通话重要性的认识上存在不足与偏差。 年轻教师 （３５ 岁以

下） 对于将普通话作为校园语言的认可度明显高于中老年教师。

（２） 教师的普通话语音基础参差不齐。 语文教师的普通话语音基础好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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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科的教师； 年轻教师的普通话语音基础好于中老年教师。

（３） 教师的普通话语音受方言环境的影响较大。 彭山二小地处眉山市彭山

区凤鸣镇， 其教师主要来源于本地， 主要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岷江小片。

此地还有少数乡村讲客家话。 调查发现， 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中老年教师所受

方言影响均较大， 主要表现为讲普通话过程中受到入声字的影响以及习惯性夹

杂一些方言词汇和口语表达。

（４） 教师普遍未使用普通话交际、 参加集体活动。 通过对教师办公室交际

场景和集体活动交际场景以及课下与学生交谈场景的观察， 发现教师基本没有

保持使用普通话的习惯。 个别教师即使最初使用普通话， 也会被其他讲方言的

老师或者学生影响， 因此难以形成全体说普通话的氛围。

（５） 教师缺乏提升普通话水平的计划。 教师个人没有对提升自己的普通话

水平进行科学周密的计划， 普遍缺乏自觉性和行动力。

二、 思考与建议

（一） 加强宣传， 提高认识

俗话说，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 规范语言文字， 更要从小学生开始。 基础教

育阶段是学生学习语言的黄金时期， 小学教师必须意识到使用普通话参与整个

教学、 教育以及日常交流过程对学生的良好发展起到的奠基性作用。 因此， 进

一步加强广大教师对 “将普通话作为校园语言” 重要性的认识， 将 “在校园使

用普通话 ‘单语制’ ” 上升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高度是非常重要的。 学校层

面可以利用各种机会强调我国的语言政策， 使每个教师都从心底认同推广使用

普通话的重要意义。 教师应该非常明确小学阶段是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时

期。 在这个时期， 儿童接触最多的教师如果能时时讲一口标准、 流利的普通话，

必然会启发、 引导儿童积极地学习普通话， 这对于儿童形成良好的语言能力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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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大的意义。 另外， 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和科技的发展， 随处可见的人机对

话、 机器翻译、 ＡＩ 技术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作为新时代人类的基本技能———标

准的普通话。 而如果此时人们还在使用方言或者不标准的普通话， 就有可能出

现语音不被识别、 电脑输出错别字、 导航无法准确定位等。 因此， 推广和使用

普通话势在必行。

（二） 规范、 统一语言环境

学校普及普通话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师生按要求掌握普通话， 在

教学和集体活动中使用普通话。 第二阶段， 师生在校园内使用普通话。 在校园

内使用普通话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良好的语言环境， 使师生形成说普通话的

习惯。 因此， 教师除了使用普通话进行全科教学以外， 在其他交际活动和集体

活动中也应说普通话。 学校领导应带头， 在开会、 办公、 日常交际、 集体活动

中一律使用普通话。 教师应在课上课下和面对家长时， 将普通话贯穿到底， 从

而循序渐进， 慢慢将普通话变为校园中唯一使用的语言， 使普通话 “单语制”

贯穿整个校园。 如此一来， 潜移默化， 教师、 学生、 家长、 学校领导四位一体，

让普通话顺利成为校园语言。

（三） 建立健全管理和监督机制

可以从学校层面制定对教师普通话 “单语制” 的考核制度， 严格考核， 把

考核成绩记入教师的业务档案， 作为评价教师业务能力的一项依据； 把是否贯

彻普通话 “单语制” 与教师的期末、 年终考核、 评定职称等挂钩， 而不再单以

是否通过普通话二级甲等考试作为评判依据； 另外， 完善监督机制， 鼓励教师

自我监督和互相监督， 奖惩有别， 促使全体教师努力提高自己的普通话水平，

自觉地使用普通话参与一切校园活动。

（四） 形式多样地提高教师的普通话水平

首先， 集体观摩优质语文课堂。 语文课堂是教授规范语言文字基础知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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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阵地， 而教授规范语言文字基础知识则是推行规范语言文字的基础阵地。

从声韵调、 字词句、 听读说写做起， 是教好语文的关键， 更是推行规范语言文

字的关键。 教师观摩语文课的过程， 也是对照标准找问题、 找差距的实践过程。

其次， 利用课余时间开展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 如将各类师生朗诵会、 演讲会、

故事会等转变成比赛的形式， 提高教师的参与积极性， 使推广普通话这项看似

枯燥的工作在一系列生动有趣的活动中深入人心。 再次， 学校可以利用一切恰

当时机举办普通话培训班， 开设普通话教师口语课， 培训推广普通话的骨干，

表彰优秀， 树立典型， 营造氛围， 使 “普通话是校园唯一语言” 成为广大教师

的共识。

（五） 帮助教师制订科学周密的训练计划

训练时间不用太长， 关键在于持之以恒。 可以以一周为训练周期， 保证按

时按量完成相应训练， 每周进行训练总结， 并找专业人士帮助自己查找不足。

具体训练建议如下： ①每天大声读 １～２ 篇文章； ②练习读基础绕口令； ③练习

读高级绕口令； ④每天跟着新闻联播播音员做播音练习； ⑤平日多和普通话好

的同事、 朋友交流； ⑥基础打好后， 开始背诵喜欢的文章或者演讲稿； ⑦练习

随口表达； ⑧积极参加各种演讲比赛或者诗歌朗诵比赛， 巩固成果。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教育部、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共同发布了 《国家

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２—２０２０ 年） 》 （以下简称 《纲

要》 ）。 《纲要》 提出了语言文字工作的总体目标： “到 ２０２０ 年， 普通话在全国

范围内基本普及， 汉字社会应用的规范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汉语拼音更好地发

挥作用。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基本满足社会需求， 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语言

文字社会管理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社会管理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各民族语言文

字的科学保护得到加强。 语言文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作用进一步发挥。

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 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 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 此

外， 教育部副部长、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杜占元在 ２０１８ 年全国语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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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工作会议上提出： “全面深入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 ‘十三

五’ 期间， 实现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基本普及， 是党中央、 国务院为语言文字工

作确定的首要目标……西部地区重点是普及攻坚， 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达到

８０％， 基础较差的要确保提高到 ７０％以上； 特别困难的地方， 要加大工作力度，

采取多种办法， 确保每个县域的普及率在现有基础上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原则

上到 ２０２０ 年特殊困难县域的普及率不得低于 ５０％。”

三、 结论

做好小学生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 是历史赋予教师的光荣使命。 我们必须

全体行动、 人人参与， 从孩子抓起， 从教师自身做起， 将普通话作为唯一的校

园语言， 为开创语言文字事业新局面，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

贡献。

把握新时代新要求 推动语言文字事业创新发展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３－１１）

［２０１８－０５－１１］ ．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ｇｍｗ． ｃｎ ／ ２０１８－０５ ／ １１ ／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８７３２７８８ ｈｔｍ．

黄应秋， ２００２ 当前中小学教师普通话水平的现状与思考 ［Ｊ］ ． 池州师专学

报， １６ （２）： １２８－１２９

李伍虎， ２０１０ 农村中小学使用普通话的现状调查与思考 ［ Ｊ］ ． 吉林教育，

２： ３５

王崇英， ２０１２ 普通话在小学语文教育中的重要性 ［ Ｊ］ ． 读写算 （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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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２ （９）： １５１

小学教师使用规范语言文字的意义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２－０３－２８） ［２０２０－０３－

１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ｍｚｑｚｊｗｘｘ． ３０ｅｄｕ． ｃｏｍ． ｃ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９ｃ０ｃ８ａａ５ － １８ｂ０ － ４ｂ９ｆ － ａ０ｂ０ －

８ｅ３ｆ１２ｄｅｆｄ７ｂ． 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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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能力视角下的“蒙氏教育”课程

教学设计

杨俊辉

摘　 要 ………………………………………………………………

“蒙氏教育” 课程教学设计在现代职教理念的指导下， 教学

目标突出 “职业能力”； 课程内容以 “项目” 来进行组织设计；

教学过程以 “行动导向” 为范式， 实现 “教、 学、 做” 一体，

强调实践性、 开放性和职业性， 强化学生的专业能力培养， 拓展

学生的思维， 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

关键词 ………………………………………………………………

蒙氏教育； 职业能力； 项目教学； 行动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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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氏教育” 课程通常是学前教育专业的一门选修课， 它是一门综合性教

法课， 也是素质拓展课。 本课程综合了日常生活教育、 感官教育、 语言教育、

数学教育、 自然人文教育等教学内容， 在课程的教学设计中以职业能力为目标，

以行动导向为范式。 本课程主要采取项目教学方法， 教学过程以学生为中心，

教师为主导， 实现 “教、 学、 做” 的一体化教学。

一、 教学目标突出 “职业能力”

国家教育发展的战略主题是 “以人为本、 德育为先、 能力为重、 全面发

展”。 可见， 职业教育的课程教学目标应以职业能力为重点。 职业能力包括专业

能力、 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专业能力体现了学生的专业特长， 方法能力和社

会能力则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和发展能力， 是对学生进行人格和人性的教育。

所以， 职业能力的培养能促进学生感性素质和职业道德的培养。

专业能力是胜任工作的核心能力。 在 “蒙氏教育” 课程目标设计中包含的

专业能力主要有： 能进行蒙氏教学环境的准备； 能正确地走线， 学会静寂；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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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蒙氏教具； 熟练运用 “三阶段教学法” 进行蒙氏教学活动； 能根据儿童年

龄特点和敏感期设计工作， 撰写教案； 能有目的地观察幼儿， 正确制作观察表；

能利用观察表分析幼儿的发展情况， 对幼儿做出正确的发展状况评估； 能根据

实际需要制作、 拓展蒙氏教具； 能运用蒙氏教育理念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方法能力是基本的发展能力， 要具备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方法和学

习方法， 是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获取知识与技能、 掌握新方法的重要手段。 课

程目标设计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能合理制定工作计划； 能利用观察记录表评

估教育教学效果； 通过课前准备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和认识能力， 学会查阅资

料文献以获取有用信息； 在项目实施中培养学生的决策和创新能力， 以及解决

问题的能力； 在总结评估中学会分析、 归纳、 总结和反思。

社会能力是基本的生存能力， 是构建社会关系、 对社会负责任、 团队合作、

诚实守信以及与人相处的能力。 课程设计中包括： 培养学生热爱幼儿、 尊重幼

儿， 热爱幼儿教育的职业理想； 做一个充满活力、 有趣味、 容易亲近、 让幼儿

喜爱的人； 培养学生负责任、 有耐心、 谦虚、 宽容的品质； 能描述工作计划和

进行工作总结， 交流问题解决经验， 培养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沟通能力和专

业自信心； 引导学生积极合作， 能根据项目任务进行合理的分工， 能服从组长

的统一安排， 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精神。

二、 课程内容以 “项目” 来进行组织设计

项目是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 是以实际职业活动为背景， 按照认识论

要求改造过的一项具体的工作。 项目分为大型综合项目、 子项目、 小项目。 大

型综合项目用于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 引导学生学习系统的专业知识、 培养学

生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职业道德， 在课程教学设计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小

项目或子项目用于学生学习一项专业技能或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 或是从大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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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中分解出来的， 或是独立设置的， 它与大型项目相互配合， 共同承载课程

教学任务， 以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

“蒙氏教育” 课程教学设计分为课内项目和课外项目， 双线并行。 课内设

计一个大型综合项目——— “ ‘儿童之家’ 幼儿园的蒙氏主题活动” 作为课程内

容的主要载体贯穿始终； 课外设计了两个项目———一个单一项目， 一个综合项

目。 课内项目和课外项目相辅相成， 都对培养学生的蒙氏教育职业能力有着重

要的作用。

“蒙氏教育” 课内大型综合项目 “ ‘儿童之家’ 幼儿园的蒙氏主题活动” 作

为课程内容的主要载体贯穿始终。 它是按照典型的蒙氏幼儿教育工作过程来构

建 “学习领域” 和 “学习情境”， 形成围绕幼儿教育工作过程的一个大型综合

项目。 该项目以训练学生的蒙氏教育综合职业能力为主要目标， 可以分解为四

个子项目———环境准备、 活动准备、 小组教学或个别教学、 幼儿学习活动。 四

个子项目再分解为十一个小项目： 环境准备分解为环境布置和教具制作两个小

项目； 准备活动分解为走线活动和静寂活动； 小组教学或个别教学分解为日常

生活教育 （基本动作、 照顾自己、 照顾环境、 社交礼仪）、 感官教育 （视觉、

触觉、 听觉、 味觉、 嗅觉）、 数学教育 （算数、 代数、 几何）、 语言教育、 自然

人文教育五个小项目； 幼儿学习活动分解为观察、 教师介入与指导两个小项目。

小项目训练学生的单项能力， 而综合项目是一个典型的、 完整的职业工作任务，

训练学生的实际综合工作能力。

课外项目辅助课内项目， 既可弥补课内的不足， 也可巩固课内学习的知识

和练习学会的技能， 还可拓展学生的方法能力和社会能力。 课程设置了两个课

外项目： 为一个 ３ 岁的幼儿设计一项工作 （项目一） 和 “儿童之家” 主题活动

设计 （项目二）。 项目一是对学生进行单项技能的训练， 但其中却包含了多项

知识和技能。 要做这个项目既要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 知道该年龄幼儿的能力

发展状况， 熟悉 《３－６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 又要了解蒙氏教学项目的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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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 教学目的、 活动准备、 基本操作、 创造性操作活动等内容。 项目二是一

个综合性项目， 它的设计在时间上滞后于课内项目， 且要求略有不同， 目的是

让学生在课内项目学习后进行巩固练习和拓展训练， 推动学生的创新应用。

三、 教学过程以 “行动导向” 为范式， 实现 “教、 学、 做”

一体

在职业教育领域， 行动导向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 而被理解为一种教

育范式。 该范式主张根据完成某一职业工作活动所需要的行动以及环境条件与

从业者的内存调节机制来设计、 实施和评价职业教育的教学活动。 以行动为导

向的学习应尽可能地实现某种可以描述、 可以展示的结果， 而且该结果是能够

使用的， 具有实用价值。 在这里， 行动是学习的出发点、 发生地和归属目标，

职业性的行动是以典型职业工作过程为载体， 让学生在职业活动过程中促进专

业化能力的发展， 这也是一个不断进步和形成终生学习能力的具体过程。

行动导向包含多种教学方法， 这里以项目教学法为例， 通过日常生活教育

中的 “照顾自己” 单元的教学来谈谈如何实现 “教、 学、 做” 一体。

日常生活教育是蒙氏教育的起点， 也是蒙氏教育的中心课程之一， 包括动

作练习、 照顾自己、 照顾环境、 社交礼仪四个部分。 日常生活教育是让儿童通

过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动作练习， 不断缩短儿童与环境之间距离的实践

教育， 借此促进儿童的心理发展与生理成长， 促使其形成独立人格。 日常生活

教育中的 “照顾自己” 单元教学采用项目教学法， 分为以下五个教学阶段： 确

定项目任务、 制定计划、 实施计划、 检查评估、 归纳整理。

（一） 确定项目任务

首先由老师提出项目任务———蒙氏教育活动 “照顾自己”， 然后由学生讨

论该项目所需要的相关知识、 资源、 能力、 目标等内容， 再由老师设置四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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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引导学生思考。 第一， 儿童要学会照顾自己， 需要对哪些项目进行练习？ 学

生通过讨论可以知道， 照顾自己包括： 对携带物品的整理、 对东西洒落时的处

理、 照镜子、 梳头发、 擤鼻涕、 穿衣、 脱衣、 叠衣服、 穿鞋、 脱鞋、 洗脸、 洗

手、 喝水、 吃饭、 擦嘴、 漱口、 刷牙、 剪指甲、 如厕、 叠被子等活动。 第二，

幼儿通过这些练习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①训练幼儿掌握基本生活技能， 养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②训练幼儿大小肌肉的灵活性、 手眼协调能力、 初步的自控

能力。 ③培养幼儿的独立性、 自主性、 专注力和自信心。 ④训练幼儿的社会适

应能力， 学会做事， 学会生活。 第三， 通过对本单元的学习， 我们会做什么？

（本单元的教学目标） 掌握日常生活教育中 “照顾自己” 的主要活动内容， 了

解相关蒙氏教具的适用年龄和教育目标， 能开展 “照顾自己” 的日常生活教学

活动， 能根据儿童年龄特点和敏感期设计工作， 撰写教案。 第四， 需要的资源

有哪些？ 即准备什么样的环境， 需要哪些教具等。

（二） 制订计划

按照一个班级 ４０ 人来计算， 每 ８ 人一组共分成五个小组。 学生分小组推选

小组长， 制订项目工作计划， 确定工作步骤和程序。 基于蒙氏教育的特点， 各

小组的工作计划可以不相同， 最好各有特色， 也可拓展教具， 但应符合教育规

律， 符合职业特点。 所有计划最终需得到教师的认可才能实施。 对于设计不合

理或有缺陷的设计， 教师有针对性地提出问题， 小组共同探讨解决办法， 经过

适宜的修订后方能实施。

（三） 实施计划

按照小组制订的工作计划， 确定小组成员在小组中的分工以及小组成员的

合作形式， 然后按照已经确立的步骤和程序进行工作， 实施项目。 项目的实施

过程也是学生边学边训的过程， 虽然学生之前做过准备、 预习， 也查阅过相关

资料， 做了一些教学设计， 但都基于理论层面， 实际实施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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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差异和不同的效果。 所以，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 教师要实时观察、 指导，

如果学生需要也可进行示范、 讲解。 教师还可在学生实施的过程中临时设置一

些情景， 观察学生随机应变的能力， 因为突发状况在幼儿教育中经常出现。

项目的实施要按照职业工作情境和管理规范要求来进行， 要转变师生身份，

让学生有决策空间和创新空间， 使学生在边做边学、 边学边训中获得知识和能

力， 创造性地完成项目任务。

（四） 检查评估

学生分小组对项目的工作执行情况和结果进行总结和评估， 检查计划中的

活动是否遵守规则， 是否按计划进行， 确定的目标是否实现。 对遇到的问题要

进行阐述， 并说明解决的办法和可能达到的效果。 教师对学生的项目开展情况

要进行检查评价， 如小组成员是否积极投入， 是否具有团队合作精神， 对待不

同意见是否能换位思考， 是否有开放的心态和学习精神等， 并分析学生在项目

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共性问题和典型问题， 评价学生解决问题的方法、 思路和技

巧， 对学生的创新做法进行分享或提出改进建议。

（五） 归纳整理知识， 提升学习效果

在最后的总结中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进行梳理， 对相关理论知识、 职业技

能等进行系统化的归纳、 整理， 把零散的知识纳入课程知识框架内， 让学生所

学的知识系统化， 并上升到一定的理论水平。 学生的学习从理论到实践 （课前

准备）， 实践到理论 （课内学习）， 再从理论到实践 （课外项目）， 是一个螺旋

上升的过程。 这个过程有助于更好地实现职业教育的目标， 逐步把学生培养成

为具有高素质的专门人才。

四、 结论

“蒙氏教育” 课程教学设计在现代职教理念的指导下， 通过对教学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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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突出职业能力目标， 通过项目教学， 实现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的相互渗

透， 相互结合。 边学边训， 融 “教、 学、 做” 为一体， 强调教学过程的实践

性、 开放性和职业性， 以及学生校内学习与职业工作的一致性， 强化学生的专

业技能训练， 拓展学生的思维方式， 培养学生的蒙氏幼儿教学能力， 提高学生

的职业能力和幼儿教师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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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职学生演讲与口才技能锻炼的

途径

张　 民

摘　 要 ………………………………………………………………

培养演讲与口才技能有助于增强高职学生成才的信心， 促进

其综合素质的提高， 强化其就业技能。 针对高职学生在培养演讲

与口才技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其一要重视培养学生自身能够

“讲” 的能力； 其二要对院系演讲活动从内容到形式进行研究探

讨； 其三要注重常规练习， 持之以恒。

关键词 ………………………………………………………………

演讲； 口才； 高职学生； 问题； 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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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背景

高职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

标的教育。 演讲与口才训练主要培养与人交流的核心职业能力， 加强对高职学

生演讲与口才技能的训练， 极具现实意义。

首先， 提高口语表达能力有助于学生增强成才的信心。 让学生以积极的心

态面对和接受职业教育， 是帮助学生成长的第一步。 锻炼学生的口语能力， 即

帮助他们从 “敢说” 向 “会说” 发展， 有助于他们在多种场合自信、 得体地表

达和表现自己， 从而消除消极心理， 增强成功和成才的信心。

其次， 演讲与口才技能是一个人整体素质的综合体现。 演讲能力的提升需

要以敏锐的观察、 丰富的联想、 较强的记忆力为支撑， 使其表达声情并茂， 节

奏变化有致， 语言平易亲切又精练明了、 生动活泼又富有逻辑。 而口才不仅是

口上之才， 更是一个人德才学识的综合展示。 因此， 训练演讲技能， 可以高效

率地提升学生口语表达的能力。 通过培养演讲与口才能力可以促进一个人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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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的提升。

再次， 演讲与口才技能是职业工具箱中重要的工具。 能力是职业成功的核

心因素之一。 口才是一种综合能力， 被视为衡量人才的客观标准。 我国现代化

的进程加快， 更加强调一个人在职场中的沟通与协作能力， 因此训练演讲与口

才技能， 有助于学生增强社会交往与合作能力， 赢得更多的机会。

二、 培养高职学生演讲与口才技能中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问题之一： 在校园演讲比赛活动中， 有些参赛者请他人带为撰写讲稿， 而

参赛者自己只登台 “表演” 为集体争名次。 这种现象时有发生。 演讲的本质不

是表演活动， 演讲者面对公众， 表达的应该是自己的立场和主张。 如果演讲活

动的组织者只看重学生演绎表演的技能， 而不注重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和生活，

进入深入思考， 演讲就很难发挥其作用， 师生们也会失去参与的热情。

校园演讲活动， 既要锻炼学生临场 “演” 的技能， 更要重视培养学生

“讲” 的能力。

问题之二： 在校园演讲比赛活动中， 一些参与单位会让有演讲经验的同学

代表参赛， 这样做省时省力， 获奖也更有把握。 笔者认为： 能吸引更多学生积

极参与活动， 远比组织校园高手的赛事活动更有意义和价值。

为避免校园演讲活动成为少数选手们又一轮的竞赛活动， 演讲从内容到形

式都值得研究。

在对演讲与口才技能的培训中， 对思路方法的训练尤为重要。 要想提升演

讲与口才技能， 可以从思路入手， 做到以下两点。

１ 寻找思路

初学演讲的人在拿到一个演讲题时， 多困惑于难以展开思路， 此时可借鉴

托尼·布赞的方法： 首先通过对这个题目的思考而产生思路， 再沿着这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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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准备演讲； 同时训练自己在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训练方法如下：

在一张空白纸的中央画一个方框， 写上演讲的题目； 然后把主要想法写在从中

央方框辐射出来的线条上； 主要思路触发了新思路， 就把新思路作为主要思路

的分支写下来， 同时给新思路留下足够的空间； 继续保持创造性， 使思路不断

涌现， 记下每一个思路， 即使是异想天开、 不切实际的思路。 这种方法， 能使

头脑彻底解放， 产生尽可能多的思路， 利于最后择优而用。 对于演讲而言， 则

可以在宏观上指导演讲的方向， 使演讲的内容能够围绕一个主题， 有层次、 有

逻辑、 有创新地开展， 避免出现无话可讲的情况。

２ 拓展思路

有三种拓展思路的方式。 ①倒转思维， 即反过来思考， 变肯定为否定， 或

变否定为肯定。 这种训练有利于思路出新， 使演讲不落俗套。 ②交错思维， 即

对同一材料进行纵向、 横向、 多角度的思考。 这种训练有利于找出事物发生发

展的规律， 引出发人深思的见解。 ③三点式思维， 即就论题而言， 如果演讲时

间长， 可谈三个问题， 时间短， 就谈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 就论述而言， 也可

以依照这个模式， 先表明中心点， 接着纵向引申， 再转换角度拓展。 三点式思

维让演讲者即使面对即席演讲， 也能从容不迫， 成竹在胸。

三、 关于演讲内容

演讲的灵魂是主题。 为了让更多学生参与校园演讲活动， 让演讲真正发挥

积极作用， 就要慎重选择演讲主题， 并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１ 选择听众普遍关注和急需解答的问题作为主题

例如， 对于快速发展中的学校在管理工作中面临的问题， 是抵触抱怨， 还

是提出分析和建议？ 演讲者若能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表述， 则更容易引起共鸣。

再如， 对于爱国主义、 奉献一类的传统话题， 有一些选手总喜欢罗列史料， 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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喊口号。 如果演讲者对时代正气， 联系现实中鲜活的人与事进行颂扬， 演讲就

不会缺少掌声与喝彩。

２ 选择有独到见解的主题

在我们的校园演讲中， 有许多关于理想、 职业、 成才之类的话题。 如何让

演讲的内容独具风采？ 有三个基本技巧： 提出的观点鲜明醒目； 切入问题的角

度让人耳目一新； 表达的感受能激发同学们潜伏在内心的渴望与追求。

３ 选择自己熟悉并能驾驭的主题

演讲内容最好为演讲者熟悉且有切身体会的。 如果选择主题不务实， 好高

骛远， 那么不论写稿还是演讲， 都会费力不讨好。

四、 关于演讲形式

演讲的形式要注意以下两点。

１ 规模大

每一次校园演讲活动都可以把参与和观摩结合起来。 譬如活动可以从小组

到班集体， 从系到学校分层组织， 把规模扩大； 同时为了体现重在参与的原则，

可以规定参加校园演讲大赛的学生， 不能只是以往的佼佼者， 还应有更多新面

孔。 这也是扩大规模的一种方式。

２ 形式多

可以将即席式演讲和拟稿式演讲相结合。 即兴式演讲比拟稿式演讲对学生

的素质要求更高， 演讲更具有真实性， 也更具有现场的吸引力。 即兴演讲的时

间一般只有主题演讲的一半或更少， 所以就一场演讲活动来说， 可以增加选手

的数量来延长演讲时间、 丰富演讲内容。 比如可以先准备 ３０ 个题目分发到各

班， 即兴演讲时， 学生抽取题目， 准备两三分钟就上场。 场上场下的气氛既紧

张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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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高职学生演讲及口才技能， 不是一蹴而就的， 即使每一次校园演讲活

动组织得扎实有效， 也只是实训学生口语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要提高学

生的演讲及口才技能， 不能止于开展演讲赛事活动， 还应持之以恒地进行常规

练习， 并把课外活动做得有声有色。

１ 课前一分钟演讲

刚进校门的高职生在正式场合或陌生的集体中发言， 会觉得紧张或不自信。

因此， 训练的主导者， 首先应该使学生清楚地认识自己 “不能讲” 或 “不会

讲” 的症结何在： 是知道的少， 懂得的少， 怕说出的话错误多， 就干脆不讲？

还是也有看法， 但是却受困于口头表达能力弱？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是自

卑心理， 学生过分在乎自己的缺点和不足。 这些都可以通过加强实践训练来

改变。

课前一分钟演讲就是一种很好的训练。

课前一分钟演讲的关键是要在师生之间、 学生之间产生互动交流。 教师要

注意把握契机， 启发引导学生， 让他们切实感受到， 只有在生活中才能捕捉到

层出不穷的精彩话题。

课前一分钟演讲贵在坚持， 可以是自由话题， 也可以确定主题， 或者将两

者结合起来做练习， 循序渐进。 演讲的形式可以多样化， 如形象地描述生活片

段、 事件场景， 对人物事件、 社会现象流行观点发表自己看法， 对读到或听到

的材料整理复述， 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或事理加以说明阐释。

２ 建设形式多样的口语训练展示舞台

教师可以配合班级与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 目标明确地开展相应的课外活

动。 例如：

（１） 配合普通话教学与等级检测， 进行朗读、 即兴说话、 讲故事等活动。

朗读、 朗诵对于口语表达技能的提高是一种有效的途径。

（２） “每月一主题， 每周一活动” ， 对高职生面试情景、 职业口语交际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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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等进行模拟。

（３） 组织班级内部或班级之间的学生开展辩论。 辩论的形式可以分为

两类：

①自由辩论。 这种形式可以穿插在相应的课堂教学中。 话题可以从学科内

容延伸到当前的社会与文化问题。

②小组对抗赛。 辩论题目可从全班收集， 学生们自由选择题目并组合成队，

每队 ８～１０ 人进行小组辩论。 这种形式极具挑战性和激励性。

（４） 将适合的课程或社团组织的相关活动改编成剧本并表演。 学生们的创

意表现往往令人惊叹， 也能为自己和学校赢得殊荣。

五、 结论

提高学生口语表达的重要性正在日益被大家所认识。 所以我愿以此文抛砖

引玉， 与有志高职教育的同事们一同探讨。

方位津， ２００９ 跟我学口才： 实用口才训练教程 ［Ｍ］ ． 北京： 首都经济贸

易大学出版社．

欧阳友权， 朱秀丽， ２０１３ 实用口才训练 ［Ｍ］ ． ４ 版． 长沙： 中南大学出

版社．

杨国良， ２００５ 大学生演讲与口才 ［Ｍ］ ．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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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辅助提取油橄榄果渣多酚

工艺优化

谢碧秀

摘　 要 ………………………………………………………………

本文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工艺， 研究浸提时间、 乙醇浓度、

料液比和浸提温度对油橄榄果渣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在单因素试

验的基础上， 通过正交试验对提取条件进行了优化， 得到了在超

声波功率为 ２５０Ｗ 时， 油橄榄果渣中多酚的最优提取工艺： 浸提

时间为 ６０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液比为 １ ∶ １９ （ｇ ／ ｍｌ）， 浸提

温度为 ５０℃， 经过脱水的阿布桑娜品种的袋装油橄榄果渣多酚提

取率为 ０ ２６４８％； 浸提时间为 ４５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液比

为 １ ∶ ２４ （ｇ ／ ｍｌ）， 浸提温度为 ５０℃， 未经脱水的豆果品种的瓶

装油橄榄果渣多酚提取率为 ０ ３８６ ５％。

关键词 ………………………………………………………………

油橄榄果渣； 多酚； 超声波； 提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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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橄榄 （Ｏｌｅａ ｅｕｒｏｐａｅａ Ｌ．） 为木犀科木犀榄属常绿乔木， 是世界著名的木

本油料兼果用树种。 油橄榄起源于小亚细亚， 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在希腊克里特岛开

始种植， 后来流传于地中海沿岸国家， 如希腊、 意大利、 土耳其、 西班牙、 突

尼斯等国。 目前全世界生长着 ８ 亿多株油橄榄树， 其中西班牙 ２ 亿株， 意大利

１ ８ 亿株， 占世界栽培总数的一半。 我国从 １９５６ 年开始陆续引种油橄榄， 现种

植面积约 ３ 万公顷 （１ 公顷＝ ０ ０１ 平方千米）， 主要集中在甘肃、 四川等地。 油

橄榄果虽可加工成素有 “植物油皇后” 之称的橄榄油， 但在榨油过程中产生的

废渣和废水中富含裂环烯醚萜类、 多酚类和其他酚类组分。 多酚类中的橄榄多

酚具有预防冠心病、 降血压、 降血脂、 降血糖的功能， 但由于生产技术薄弱，

厂家无法从废液废渣中提取有效成分， 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环境的污染。

国内对油橄榄叶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方法很多， 如加热回流提取、 微波辅

助提取、 超声波提取。 这些方法同样适用于油橄榄果渣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

但目前还无应用超声波的报道。 超声波提取是利用超声产生的强烈振动和空化

效应， 加速植物细胞内物质的释放、 扩散并溶解到溶液中， 从而达到分离的目

的， 具有提取效率高、 提取时间短、 提取温度低、 提取液杂质少、 提取工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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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成本低、 适应性广、 操作简单易行、 综合效益显著等优点。 本研究以四川西

昌地区油橄榄果渣为原料， 采用超声波辅助提取工艺， 研究不同因素对多酚提

取率的影响规律， 并通过正交试验优化提取工艺， 为超声波辅助提取技术在油

橄榄果渣多酚提取中的应用提供依据。

一、 材料与方法

（一） 试验材料

油橄榄果渣由凉山州中泽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供。 袋装果渣的品种

为阿布桑娜， 果实经过常温压榨、 油水分离、 脱水后产生的果渣被立即装袋、

真空包装， 并在－２０℃下保藏； 瓶装果渣的品种为豆果， 果实经常温压榨、 油

水分离后未脱水的果渣被立即装袋、 真空包装， 并在－２０℃下保藏。

（二） 试剂与仪器

试剂： 蒸馏水； 正己烷、 无水乙醇、 碳酸钠、 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 试剂等均为分

析纯试剂， 由成都市科龙化工试剂厂生产； 没食子酸标品， 由中国医药上海化

学试剂公司生产。

仪器： ＵＶ－１８０００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仪， 由翱艺仪器 （上海） 有限公司生

产； ＳＢ－５２００ 超声波清洗仪， 由宁波新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 ＡＴＬ－

１２４ 分析天平， 由德国赛多利斯集团生产； ＤＵＧ－９２４ＧＡ 电热恒温鼓风干燥箱，

由上海精宏实验设备有限公司生产。

（三） 试验方法

１ 单因素试验

浸提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精确称取 ２ ０ｇ 经解冻的袋装原果渣 （或瓶装果

渣） ５ 份， 按料液比 １ ∶ １４ （ ｇ ／ ｍｌ） 加入 ７０％的乙醇 ２８ｍｌ， 在功率为 ２５０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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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下分别提取 １５ｍｉｎ、 ２０ｍｉｎ、 ３５ｍｉｎ、 ４５ｍｉｎ、 ５５ｍｉｎ， 离心， 收集上清液， 再

加 ７ｍｌ 正己烷萃， 收集下层清液， 定容到 ５０ｍｌ， 测定多酚含量。

乙醇浓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精确称取 ２ ０ｇ 经解冻的袋装原果渣 （或瓶装果

渣） ５ 份， 按料液比 １ ∶ １４ （ｇ ／ ｍｌ） 分别加入 １０％、 ３０％、 ５０％、 ７０％、 ９０％的

乙醇 ２８ｍｌ， 在功率为 ２５０Ｗ， ６０℃下提取 ５５ｍｉｎ， 离心， 收集上清液， 再加 ７ｍｌ

正己烷萃取， 收集下层清液， 定容到 ５０ｍｌ， 测定多酚含量。

料液比对提取率的影响： 精确称取 ２ ０ｇ 经解冻的袋装原果渣 （或瓶装果

渣） ５ 份， 分别按料液比 １ ∶ ４、 １ ∶ ９、 １ ∶ １４、 １ ∶ １９、 １ ∶ ２４ （ｇ ／ ｍｌ） 加入 ７０％

的乙醇 ８ｍｌ、 １８ｍｌ、 ２８ｍｌ、 ３８ｍｌ、 ４８ｍｌ， 在功率为 ２５０Ｗ， ６０℃ 下提取 ５５ｍｉｎ，

离心， 收集上清液， 再加 ７ｍｌ 正己烷萃取， 收集下层清液， 定容到 ５０ｍｌ， 测定

多酚含量。

浸提温度对提取率的影响： 精确称取 ２ ０ｇ 经解冻的袋装原果渣 （或瓶装果

渣） ５ 份， 按料液比 １ ∶ １９ （ｇ ／ ｍｌ） 加入 ７０％的乙醇， 超声波功率为 ２５０Ｗ， 分

别在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６０℃下提取 ５５ｍｉｎ， 离心， 收集上清液， 再加

７ｍｌ 正己烷萃取， 收集下层清液， 定容到 ５０ｍｌ， 测定多酚含量。

以上各试验均重复 ２ 次。

２ 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与分析结果， 对各因素进行正交试验设计， 并进行统计分

析， 以获得更优、 更合理的提取工艺。

３ 含量测定

采用 Ｆｏｌｉｎ－Ｃｉｏｃａｌｔｅｕ 比色法在 ７６５ｎｍ 波长处测定不同浓度的没食子酸标准

溶液的吸光值， 以吸光度值 （ ｙ ） 为纵坐标， 标准溶液浓度 （ ｘ ） 为横坐标，

得到回归方程式 ｙ ＝ ５ １６９ ７ｘ （ Ｒ ２ ＝ ０ ９９９ ０）， 没食子酸标品在 ０ ～ ０ ２７５ｍｇ ／ ｍｌ

浓度范围内与吸光度呈良好线性关系。 以试样替代没食子酸溶液测定吸光值，

根据绘制的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多酚含量 （以没食子酸计）， 经进一步计算即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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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酚提取率。

提取率 ｙ ＝ ＣＶ ／ Ｎ × １００ ／ １ ０００

式中： ｙ 为提取率 （％）； Ｃ 为提取原液中多酚的浓度 （ｍｇ ／ ｍｌ）； Ｖ 为提取多

酚液总体积 （ｍｌ）； ｍ 为橄榄果渣质量 （ｇ）。

二、 结果与分析

（一） 多酚提取工艺的单因素试验

１ 浸提时间对提取率的影响

浸提时间是影响多酚提取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浸提时间过短， 多酚浸出不

完全； 浸提时间过长， 多酚氧化降解速度可能大于溶出速度， 且杂质的溶出量

增多， 产品的纯度降低， 提取率将会降低。 从图 １ 可以看出， 袋装的经过脱水

的阿布桑娜果渣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率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提高， 在时间达到

５５ｍｉｎ 时提取率达最大值， 故选 ５５ｍｉｎ 为最佳浸提时间。 随着浸提时间的延长，

瓶装的未经脱水的豆果果渣中多酚类物质的提取率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 在

４５ｍｉｎ 时， 提取率最高， 因此选用 ４５ｍｉｎ 为最佳浸提时间。

图 １　 浸提时间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２ 乙醇浓度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在植物体内， 多酚与蛋白质、 多糖与氢键、 疏水键相连形成化合物， 乙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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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使氢键断裂从而分离出多酚。 从图 ２ 可知， 在乙醇浓度为 １０％ ～ ７０％时，

两种果渣中多酚的提取率均随着乙醇浓度的提高而增加； 在乙醇浓度为 ７０％ ～

９０％时， 随着乙醇浓度的增加， 多酚的提取率降低。 分析原因为浓度过高的乙

醇溶剂不仅不能强有力地破坏氢键， 还会使蛋白质变性， 降低果渣的渗透性；

乙醇体积分数过低， 糖类等水溶性杂质的浸出率就较高， 多酚的提取率则较低。

故提取两种果渣多酚的最适宜乙醇浓度为 ７０％。

图 ２　 乙醇浓度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３ 料液比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多酚的提取过程中， 料液比较小时， 溶液的浓度较大， 分子扩散速度低，

提取率小； 随着料液比的提高， 提取液中多酚的浓度降低， 使更多的多酚从果

渣中释放出来， 提高了提取率； 当达到最适宜的料液比后， 溶液中的多酚浓度

和果渣中多酚的浓度相当， 提取率趋于平衡。 由图 ３ 所示， 袋装果渣的多酚提

取率随着料液比的增加而上升， 当料液比超过 １ ∶ １９ （ｇ ／ ｍｌ） 时， 提取率开始

下降； 瓶装果渣多酚的提取率随着料液比的增加持续提高， 当料液比达到 １ ∶

２４ （ｇ ／ ｍｌ） 时， 提取率最高。 因而提取袋装的阿布桑娜品种果渣多酚和瓶装的

豆果品种果渣多酚时， 最佳料液比分别为 １ ∶ １９ （ｇ ／ ｍｌ） 和 １ ∶ ２４ （ｇ ／ ｍｌ）。

４ 浸提温度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温度是决定化学反应速率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 “有效碰撞理论”， 升高

温度， 分子获得更高的能量， 单位体积的活化分子数增加， 有效碰撞频率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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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料液比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反应速率也随之加快。 在一定温度范围内， 较高的温度有利于有效成分的提取。

但随着温度的进一步提高， 原料中的蛋白质变性凝固， 将会阻碍有效成分的溶

出， 从而降低提取率。 如图 ４ 所示， 袋装果渣中多酚的提取率随着温度的提高

而持续增加。 在温度为 ２０℃ ～５０℃时， 瓶装果渣中多酚的提取率随着温度的升

高而增加； 当温度超过 ５０℃后， 提取率有所降低。 由此得到提取袋装和瓶装果

渣中多酚的最适宜温度分别为 ６０℃和 ５０℃。

图 ４　 浸提温度对多酚提取率的影响

（二） 多酚提取工艺的正交试验

根据单因素试验与分析结果， 结合实际， 分别对袋装的阿布桑娜和瓶装的

豆果果渣采用 Ｌ９ （３４） 正交表对浸提时间、 乙醇浓度、 料液比和浸提温度进行

４ 因素 ３ 水平的正交试验， 以此优化油橄榄果渣中多酚类物质超声提取的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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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 袋装果渣的因素水平表为表 １， 极差分析见表 ２； 瓶装果渣的因素水平表

为表 ３， 极差分析见表 ４。

表 １　 袋装果渣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浸提时间 ／ ｈ Ｂ 乙醇浓度 ／ ％ Ｃ 料液比 ／ （ｇ ／ ｍｌ） Ｄ 浸提温度 ／ ℃

１ ５０ ６０ １ ∶ １６ ５０

２ ５５ ７０ １ ∶ １９ ５５

３ ６０ ８０ １ ∶ ２１ ６０

表 ２　 袋装果渣正交试验极差分析结果表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提取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１６０ ８

２ １ ２ ２ ２ ０ １４７ ０

３ １ ３ ３ ３ ０ ２０５ ６

４ ２ １ ２ ３ ０ １３０ ２

５ ２ ２ ３ １ ０ １７３ ５

６ ２ ３ １ ２ ０ ２０７ ５

７ ３ １ ３ ２ ０ １５６ １

８ ３ ２ １ ３ ０ １３５ ８

９ ３ ３ ２ １ ０ ２６３ ６

Ｋ１ ０ １７１ ０ １４９ ０ １６８ ０ １９９

Ｋ２ ０ １７０ ０ １５２ ０ １８０ ０ １７０

Ｋ３ ０ １８５ ０ ２２６ ０ １７８ ０ １５７

Ｒ ０ ０１５ ０ ０７７ ０ ０１２ ０ ０４２

由表 ２ 可知， 各因素的极差大小顺序为 Ｂ＞Ｄ＞Ａ＞Ｃ， 由此可得出 ４ 因素对袋

装的脱水后的阿布桑娜品种油橄榄果渣多酚提取率的影响先后顺序为乙醇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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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提温度＞浸提时间＞料液比。 在考虑生产成本的基础上确定最优的提取工艺条件

为 Ａ３Ｂ３Ｃ２Ｄ１， 即浸提时间为 ６０ 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液比为 １ ∶ １９ （ｇ ／ ｍｌ），

浸提温度为 ５０ ℃。 在该优化条件下平行试验 ３ 次， 多酚平均提取率为 ０ ２６４ ８％。

表 ３　 瓶装果渣正交试验因素水平表

水平
因素

Ａ 浸提时间 ／ ｈ Ｂ 乙醇浓度 ／ ％ Ｃ 料液比 （ｇ ／ ｍｌ） Ｄ 浸提温度 ／ ℃

１ ４０ ６０ １ ∶ ２３ ５０

２ ４５ ７０ １ ∶ ２４ ５５

３ ５０ ８０ １ ∶ ２５ ６０

表 ４　 瓶装果渣正交试验极差分析结果表

试验号
因素

Ａ Ｂ Ｃ Ｄ
提取率

１ １ １ １ １ ０ ２３５ ５

２ １ ２ ２ ２ ０ ２６７ ５

３ １ ３ ３ ３ ０ ３４１ ５

４ ２ １ ２ ３ ０ ２７０ ６

５ ２ ２ ３ １ ０ ２８０ ０

６ ２ ３ １ ２ ０ ３３４ ７

７ ３ １ ３ ２ ０ ２１５ １

８ ３ ２ １ ３ ０ ２０２ ２

９ ３ ３ ２ １ ０ ３５８ ２

Ｋ１ ０ ２８２ ０ ２４０ ０ ２５７ ０ ２９１

Ｋ２ ０ ２９５ ０ ２５０ ０ ２９９ ０ ２７２

Ｋ３ ０ ２５９ ０ ３４５ ０ ２７９ ０ ２７１

Ｒ ０ ０１３ ０ １０５ ０ ０４２ ０ ０２０

由表 ４ 可知， 各因素的极差大小顺序为 Ｂ＞Ｃ＞Ｄ＞Ａ， 由此可得出 ４ 因素对瓶

装的未脱水的豆果品种油橄榄果渣多酚提取率的影响先后顺序为乙醇浓度＞料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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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浸提温度＞浸提时间。 在考虑生产成本的基础上确定最优的提取工艺条件为

Ａ２Ｂ３Ｃ２Ｄ１， 即浸提时间为 ４５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液比为 １ ∶ ２４ （ｇ ／ ｍｌ），

浸提温度为 ５０℃。 在该优化条件下平行试验 ３ 次， 多酚平均提取率为

０ ３８６ ５％。

三、 结论

（一） 通过试验得到经过脱水的阿布桑娜品种的油橄榄果渣中多酚在超声

波功率为 ２５０Ｗ 时， 最优提取工艺为： 浸提时间为 ６０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

液比为 １ ∶ １９ （ ｇ ／ ｍｌ）， 浸提温度为 ５０℃， 优选工艺提取的多酚提取率为

０ ２６４ ８％。

（二） 未经脱水的豆果品种的油橄榄果渣中多酚在超声波功率为 ２５０Ｗ 时，

最优提取工艺为： 浸提时间为 ４５ｍｉｎ， 乙醇浓度为 ８０％， 料液比为 １ ∶ ２４ （ ｇ ／

ｍｌ）， 浸提温度为 ５０℃， 优选工艺提取的多酚提取率为 ０ ３８６ ５％。

（三） 在本试验中， 两个不同品种、 不同状态的样品的多酚提取率相差较

大， 虽然经过脱水的袋装阿布桑娜的果渣的含水量低于未经脱水的瓶装豆果，

但是袋装的多酚提取率总是低于瓶装， 其中的原因可能有： ①榨油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中含有大量水溶性的多酚类物质； ②豆果果实中的多酚含量比阿布桑娜

的高； ③阿布桑娜果渣中的多酚在脱水过程中失去了水分的保护而发生了氧化

反应。

耿树香， 宁德鲁， 勇杰， 等， ２０１４ 微波辅助提取不同品种油橄榄叶及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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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植物黄连木在眉山市中心

城区园林景观营造中的应用

李　 义

摘　 要 ………………………………………………………………

乡土植物在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

视。 本文以眉山乡土植物黄连木为例， 试就黄连木在眉山市中心

城区园林景观营造中的应用做初步探讨。

关键词 ………………………………………………………………

黄连木； 园林； 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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眉山市位于成都平原西南部， 岷江中游和青衣江下游的扇形地带。 眉山市

内山峦纵横， 丘陵起伏， 地势呈西高东低， 最高海拔 ３ ５２２ 米， 最低海拔 ３３５

米； 中生代红色岩层分布广泛； 年平均气温 １７ １℃， 极端最低气温－３ ５℃， 极

端最高温度 ３８ ６℃； 年平均降雨量大于 １ ０００ 毫米； 自然条件复杂， 野生植物

资源极为丰富， 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既具有文化价值、 观赏价值， 又有生态经

济价值的乡土园林树种， 如南酸枣、 梧桐、 灯台树、 乌桕、 油桐、 柑橘、 桑树

等。 在乡土园林树种中， 黄连木的观赏价值最大， 但其在眉山园林景观营造中

应用还很少， 实是憾事。

一、 眉山市中心城区在乡土园林树种选择上存在的不足之处

在 ２００７ 年以前， 根据调查资料统计， 眉山市中心城区的行道树和小区庭院

树木的乡土树种分别只占园林树木总棵数的 ４７ ２６％和 ３６ ４２％。 显然， 当时眉

山市的外来树种种植比例过高。 之后， 眉山在创建 “四川省园林城市” “国家园

林城市” 与 “国家森林城市” 的过程中， 根据 《国家园林城市标准》 与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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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的要求， 购买栽种了大量的乡土树种， 如香樟、 栾树、 臭

椿、 榆树、 朴树、 皂荚、 桢楠、 水杉、 竹等， 使乡土树种数量占到了城市绿化

树种使用数量的 ８０％以上， 符合 《国家森林城市评价指标》 的要求。 但即便如

此， 在树种树苗选择过程中仍存在以下不足之处：

（一） 乡土园林树种的种类还较少

虽然乡土树种的数量占园林树木总棵数的比例已大大增加， 符合 《国家园

林城市标准》 的要求， 但是乡土树种与其他园林植物的种类还很少， 与发达国

家差距还很大。 在欧美国家的一些城市中， 常用园林植物总数在 ５００ 种以上，

并且许多城市都有明确的植物种类记录， 例如： 布鲁塞尔有 ７３０ 余种植物， 约

为比利时植物区系的一半； 柏林有园林植物 １ ２４３ 种， 罗马有 １ ４００ 余种。 完善

的植物群落结构和多样化的物种类型， 对丰富城市景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据眉山园林部门初步调查统计， 眉山现有园林树木 ４００ 余种， 其中常见的有 １５０

余种， 加上其他园林植物， 总数在 ６００ 种左右。 除古树名木建立了档案之外，

其他园林植物还没有明确的植物种类记录。 园林植物种类相对贫乏的问题不只

出现在眉山一地， 其他地方也是如此。 据相关资料显示， 南京玄武湖公园乔灌

木种类约 １１０ 种， 苏州园林中植物种类约 ２００ 种， 杭州、 上海园林植物种类 ２００

余种， “花城” 广州植物种类约 ３００ 种。

（二） 园林树木的选择与配植上较少体现本地文化特色

眉山市把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定为 “规划年”， 以 “高水平、 高标准、 高质

量” 的规划引领 “两化” 互动、 统筹城乡绿化建设， 坚持 “产城一体、 景城一

体、 文城一体” 的发展思路， 使城市绿地面积持续增加， 园林绿化水平不断提

升， 绿地布局更趋科学合理。 实现了城市 “步步见绿、 步移景异、 四季有花、

四季常绿” 的景观。 城市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绿地质量显著提高。

但是， 对眉山城市历史及与文化， 特别是与园林有关的文化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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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所欠缺。 如， 对历史上的眉山， 特别是宋代眉山的城市风貌研究较少。 又

如， 为体现东坡文化建成的 “东坡竹园”， 其在园路铺装、 水景与园林建筑营

造方面做得较好， 然而， 对竹子如何造景， 竹子与其他植物如何配植， 苏轼与

竹文化的研究并不深入， 缺少了东坡文化的内涵。

（三） 对树木的生态效益， 特别是与之相关的城市野生动物的需求

考虑较少

日本庭院中多栽柿树， 便于乌鸦秋冬取食。 而眉山在选择园林绿化树种时，

很少考虑城市野生动物取食与栖息的需要， 园林绿化的生态效益大打折扣。 总

体来看， 眉山城市野生动物的数量与种类近年有所增加， 但比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前大大减少， 这很大程度上与城市野生动物缺少取食与栖息的植物有关。 野生

动物是体现人、 城市、 自然和谐的重要指标， 也是衡量城市生态与环境质量最

直观有效的途径与方法。 城市中缺乏野生动物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城市明显的差

距之一。

综上所述， 在眉山市中心城区园林景观营造中， 研究、 使用既具有文化价

值、 观赏价值， 又具有生态经济价值的乡土园林树种是当务之急。 下文将以黄

连木为例， 试述黄连木在园林景观营造中的应用。

二、 黄连木的习性

黄连木是漆树科、 黄连木属的落叶乔木， 喜光， 幼时稍耐阴； 喜温暖， 畏

严寒； 耐干旱瘠薄， 对土壤要求不严， 微酸性、 中性和微碱性的沙质、 黏质土

均能适应， 在肥沃、 湿润且排水良好的石灰岩山地中生长最好。 黄连木为深根

性树种， 主根发达， 抗风力强， 萌芽力强。 生长较慢， 寿命可长达 ３００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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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黄连木的文化价值、 观赏价值和生态经济价值

（一） 黄连木的文化价值

黄连木又名楷木， 是一种有 “文化” 的树： 树干疏而不屈， 刚直挺拔， 自

古是尊师重教的象征。 山东曲阜孔林里有一棵 “子贡手植楷”。 相传孔子去世

后， 其弟子子贡在墓旁 “结庐” 守墓六年， 又把从卫国移来的楷木苗植于墓

前。 后来人们常把楷木和模木合称为楷模， 用来称那些品德高尚、 受人欢迎、

可谓师表的榜样人物。 在眉山蟆颐观， 至今尚留多株树龄 ３００ 年以上的黄连木

古树。

（二） 黄连木的观赏价值

黄连木整株植物高雅清新， 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景观效果。 黄连木树冠宽广，

树姿优美， 树叶、 花、 果、 枝干各具特色， 观赏价值极高。 其叶， 早春为嫩红

色， 入秋又变成深红或橙黄色， 兼具春色叶树与秋色叶树之美； 其花， 圆锥花

序， 雄花序淡绿色， 雌花序紫红色， 特别是紫红色的雌花序极其美观； 其果，

核果径约 ６ 毫米， 初为黄白色， 后变红色至蓝紫色。 在园林树木中， 少有如黄

连木一样集众多观赏价值于一身的树种。 黄连木适用范围广、 抗污染力强， 既

可以成群成片地种植， 也可配置于园林景观中作背景、 伴景用， 其美化、 彩化

效果极好。

（三） 黄连木的生态经济价值

黄连木分布广， 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的荒山荒坡上都适宜生长， 还具有调节

改善小气候、 防风固土、 抗污染等生态功能， 是保持水土的优良树种。 此外，

其种子含油率高， 是炼制生物柴油良好的树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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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黄连木在园林中的应用

（一） 孤植

黄连木体形高大雄伟， 四季兼赏， 在园林中， 可采用孤植的配植方式， 充

分表现其个体美。 可选择开阔空旷的地点， 如大片草坪上， 花坛中心， 道路交

叉点， 道路转折点， 发挥景观的中心视点及引导视线的作用； 也可单株散植于

建筑四周， 假山一隅， 桥头两旁， 石阶两侧等， 起衬托主景的作用或形成配景、

夹景， 以增强透视的纵深感。

（二） 丛植

黄连木的配植可模仿自然群落， 三五成群， 疏密相间， 有断有续， 错落有

致， 使景致生动活泼。 黄连木丛植时常与草地和花卉结合， 形成草地疏林和嵌

花草地， 也可与建筑、 山石、 水体等融为一体， 达到 “虽由人作， 宛自天开”

的境界。

（三） 群植

种植黄连木可以采取群植配置的种植形式， 以常绿树种为基调树种， 疏密

得当、 虚实相生， 四周再配以其他抗性强的小乔木、 灌木以及精巧别致的园林

小品设施， 从而营造出生态、 美学相和谐的小环境。 在现代城市景观中如广场

绿地等， 多用色块、 色带等形式营造平面图案或立体造型植物景观， 以强调色

彩构图之美， 表现色彩的明快感及城市的快节奏感， 这是国内外现代园林发展

的一种新潮流。 黄连木等乔灌木可与金叶女贞、 红峨木、 紫叶小檗、 黄金榕、

金叶桧、 扶桑等常色叶植物及一些常绿花灌木， 配成大小不等、 曲直不一的色

带或色块， 突出色彩构图之美， 使其具有时代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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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林植

黄连木可与常绿植物如木兰科的紫花含笑、 黄心夜合等植物组景， 构成四

季有景、 色彩对比突出的景观效果。 也可与槭类、 枫香等混植， 构成大片秋色

红叶林， 效果更好。

（五） 行道树

在城市园林中， 黄连木还是十分优秀的行道树， 可带状栽植于道路景观带，

或成片栽植形成小绿岛， 以产生非凡的造景效果。 如果在道路绿化中运用矩阵

式栽植的方法， 将黄连木同棕榈矩阵、 紫薇矩阵、 桂花矩阵、 栾树矩阵、 石楠

矩阵等进行配置， 整条道路的绿化就会显得错落有致、 层次分明。 成片黄连木

在道路造景中的作用不可替代。

五、 黄连木应用时的注意事项

（一） 设计时， 充分考虑其生态学特性

在种植设计黄连木时， 要对其生态学特性做充分考虑， 做到适地适树。 将

其种植在全光照的条件下才能充分体现出色彩美， 光照越强， 叶片色彩越鲜艳。

一旦处于光照不足的半阴或全阴的状态下， 则其色彩表现不理想， 从而失去彩

叶效果。

（二） 要充分考虑配植时的艺术效果

园林规划设计时应充分理解植物的形象美、 色彩美以及象征美， 按照一定

的构想， 有预见性地将其组合起来、 并结合当地具体的环境条件和园林主题的

要求， 巧妙合理地进行配植， 构成一个景观空间， 使游人置身其间， 陶醉于美

好的意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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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黄连木应用效果浅析

（一） 适应性强、 养护成本低

黄连木等乡土植物， 经过长期的自然选择， 对眉山的气候、 土壤、 病虫害

等都有很强的适应性与抵抗力， 从而降低了养护成本。 眉山在这方面曾经有很

多教训， 如营造眉山湖滨路时最先引种了大量的假槟榔、 霸王鞭、 加拿利海枣、

董棕等南亚热带与热带植物。 到了冬季不仅要搭棚保温， 而且由于低温、 病虫

害等原因， 现在这些植物已所剩无几。

（二） 体现眉山的地方特色

黄连木等乡土植物， 体现了眉山的地方特色， 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植被景观。

眉山在这方面教训也不少， 如眉山曾经大量种植小叶榕作为行道树， 城市垂直

绿化大量采用三角梅， 苏祠中学校园绿化也曾大量采用加拿利海枣、 董棕等植

物， 这些植物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中都有所种植， 缺少地域特色， 使眉山失去了

独有的文化内涵。

（三） 为野生动物提供栖息的场所与食物来源

近年， 眉山发生了洪雅林农种植的柳杉被松鼠啃食树皮、 三苏祠松鼠偷食

荔枝等事件， 其实际原因就是松鼠缺乏食物。 外来的植物， 很少能满足城市野

生动物取食与栖息的需要， 而黄连木等乡土植物， 可为眉山的野生动物提供栖

息的场所与食物来源。

七、 结论

乡土植物具有实用性强、 易成活、 种植和维护成本较低、 利于改善当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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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和突出体现本地文化特色的诸多优点， 在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中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重视。 除了黄连木外， 其他如南酸枣、 梧桐、 灯台树、 乌桕等观赏价

值较高的乡土植物也值得在眉山园林营造中充分推广应用。

陈有民， ２０１３ 园林树木学 （修订版） ［Ｍ］ ．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李义， ２００９ 黄 连 木 在 园 林 中 的 应 用 ［ Ｊ ］ ． 特 种 经 济 动 植 物， １２

（１２）： ３０

浅谈园林植物资源的开发利用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０６－０３－１６） ［２０２０－０３－２２］ ．

ｈｔｔｐ： ／ ／ ｇｃ． ｙｕａｎｌｉｎ． ｃｏｍ ／ ｈｔｍ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０６－３ ／ Ｙｕａｎｌｉ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 １７４９ 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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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汽车点火线圈常见故障及检测

方法

陶　 非

摘　 要 ………………………………………………………………

随着汽车的自动化和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 汽车发动机电控

技术也不断发展， 这对汽车售后服务特别是维修人员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汽车点火线圈其实就是一个变压器， 它的初始能量来自

蓄电池的 １２Ｖ 电压， 但它传递给火花塞的能量却高达上万伏， 而

正是靠着点火线圈的能量转化， 火花塞才能产生巨大的能量， 发

动机气缸内的混合气才得以燃烧。 本文就汽车点火线圈的功用、

结构、 常见故障原因及其波形检测方法做简要分析。

关键词 ………………………………………………………………

汽车点火线圈； 电压； 电路； 故障； 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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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汽车点火线圈的结构和功用

通常汽车点火线圈里面有两组线圈， 分别是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 其性能

参数要跟发动机点火系统相匹配。 初级线圈一般为线径 ０ ５ ～ １ ０ｍｍ 的漆包线，

匝数为 １００ ～ ５００ 匝； 次级线圈一般为线径 ０ ０６ ～ ０ １０ｍｍ 的漆包线， 匝数为

１１ ０００～２６ ０００ 匝。 具体数据要根据实际使用需求来定。 汽车点火线圈的内部结

构见图 １。

图 １　 汽车点火线圈内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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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点火线圈之所以能将车上的低压电变成高压电， 是因为其有与普通变

压器一样的能量转换形式： 先由电转换为磁， 再由磁转换为电， 即点火线圈里

面的初级线圈通电产生电磁力， 感应次级线圈使之产生相应的磁力。 初级线圈

在不断通电与断电之间切换的同时， 其电磁力也在不断变化。 初级线圈磁力磁

通的变化， 使次极线圈的磁通也产生变化。 根据物理原理， 当线圈有磁力穿透

作用时， 磁通的变化会使线圈产生相应的电压。 产生电压的高低与很多因素有

关， 如线圈的横截面面积、 铁芯的大小、 电压与电流的大小、 通电时间长短等。

汽车点火线圈工作原理见图 ２。

图 ２　 汽车点火线圈工作原理

初级线圈一端与车上的低压电源连接， 另一端与点火控制单元连接， 主要

根据其工作需要控制负极的通断； 次级线圈一端与初级线圈连接， 另一端与高

压线输出端连接并输出高压电。

无触点电子点火系统使用低阻抗电感线圈， 增强了初级电流， 使次级电压

高达 ３０ｋＶ 以上； 增强了点火能量， 以提高点燃稀混合气的能力； 在改善燃料经

济性的同时， 也减少了排气污染。 而无分电器点火系统则完全由电子器件组成，

160



浅议汽车点火线圈常见
故障及检测方法

无机械运动部件， 因此彻底解决了凸轮和轴承磨损以及触点烧蚀间隙失调而引

起的一系列故障。

以 ４ 缸发动机为例 （电路图见图 ３）， 一般一个点火线圈负责一个气缸点火

（独立点火， 各缸相对独立工作。 有个别车型是两个气缸共用一个点火线圈， 称

为同时点火）。 如果只有一个气缸的点火线圈发生故障， 其余三个气缸的点火线

圈工作正常， 那么汽车可以勉强应急行驶， 但对汽车的发动机、 机座和连接部

件尾气排放等都非常不利； 如果有两个气缸的点火线圈不工作， 那么汽车很快

就会自动熄火或剧烈抖动。 如果发动机由一个点火线圈进行高压点火， 控制线

路发生故障时， 发动机不能起动工作； 如果发动机由两个点火线圈进行高压点

火， 当其中一个点火线圈损坏时， 就会有两个气缸不能工作， 但此时发动机有

可能会起动， 且抖动剧烈。 通常情况下， 汽车 ４Ｓ 店维修师傅会建议车主暂时停

止使用缺缸车辆。 如果有两个缸的点火线圈损坏， 考虑到行车安全并减少对发

动机的损害， 建议立刻停止行驶， 到汽车 ４Ｓ 店排除故障。 ６ 缸、 ８ 缸或 １２ 缸以

上的发动机有两个点火线圈损坏， 也建议到修理厂进行故障排除。

图 ３　 四缸发动机电路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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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汽车点火线圈的常见故障及原因分析

（一） 汽车点火线圈常见故障

（１） 起动发动机， 怠速时车身和发动机有明显抖动， 加速时发动机有 “突

突” 的声音， 提速时间长转速升高明显迟缓。

（２） 在行驶过程中， 转速在 ２ ５００ｒ ／ ｍｉｎ 以下时， 车身有明显抖动， 加速无

力； 当转速超过 ２ ５００ｒ ／ ｍｉｎ 后， 抖动感消失。

（３） 打开发动机盖， 观察运行中的发动机， 发现发动机有明显的抖动。 这

种抖动很剧烈， 不属于发动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的抖动。

（４） 在起动发动机后， 有一部分车型的仪表上会亮起发动机故障灯。

（５） 有条件时， 可以用汽车诊断仪读取数据流进行分析。 失火最多的气

缸， 其点火线圈可以被判断为有故障。

（二） 发动机抖动时的汽车点火线圈常见故障分析

（１） 点火线圈低压插头与外部电路、 高压输出与高压线接触不良， 点火线

圈的电路不顺畅， 影响点火线圈的正常使用。

（２） 发动机缺缸， 只有部分缸内的点火线圈在工作。

（３） 火花塞积碳严重， 导致很难击穿火花塞间隙。 火花塞应该在汽车行驶

了 ３ 万千米左右更换 （各车型要求不同）； 涡轮增压 （ＴＳＩ、 ＴＤＩ 等） 的发动机

必须在汽车行驶了 ２ 万千米左右更换。

（４） 高压线老化漏电， 损失能量过大， 导致击穿电压不够， 而且很容易损

坏火花塞。

（５） 点火线圈工作一段时间后， 出现匝间短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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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汽车点火线圈故障检测方法

（一） 点火线圈故障读取

检测汽车点火线圈故障的分析仪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汽车万用表， 一种是

汽车示波器。 通常将汽车万用表和汽车示波器配合使用， 检测和读取点火线圈

故障。 如果在拔下各缸高压线， 插上备用火花塞， 将高压线与备用线圈连接，

转动点火开关使起动机运转后， 观察各缸火花均为蓝色， 说明火花很强 （进行

这种检查前， 要先泄掉汽油压力， 确认起动机运转时无汽油喷出）。 如果在拆下

火花塞后， 发现火花塞间隙正常， 电极部分燃烧良好， 呈棕黄色， 陶瓷绝缘良

好， 则装上火花塞、 高压线， 在启动发动机后进行断火实验， 如果各缸均工作，

说明点火线圈正常。 反之， 则表示该缸点火线圈有故障。 用示波器对此缸点火

线圈工作情况进行波形读取， 可以快速找出故障原因。

（二） 点火初级线圈怠速通过电流波形分析

用示波器读取波形。 一般来说汽车点火器采纳的波形可以分为： 全采样、

正半波采样、 负半波采样。 通过观察波形， 可直观、 快速地分析判断点火系的

技术状况。 对于不同功能、 不同形式的示波器， 通过按键输入、 菜单选择等方

法， 即可在示波器屏幕上显示出被测发动机的一次或二次多缸平列波， 并通过

调节旋钮和选择按键使屏幕的亮度、 对比度、 波形位置、 波形幅度等符合观测

要求。 如需观测发动机转速， 应使发动机在规定转速下运转。

图 ４ 为电流通过点火初级线圈， 怠速时测试的正常波形。

被测发动机点火波形显示后， 首先应与标准波形进行对照。 如果实测点火

波形和标准波形完全相同， 说明点火系统技术状况良好； 如果实测波形有异常，

说明点火线有故障， 应观察异常波形的位置， 再诊断出故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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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电流通过点火初级线圈的正常波形 （怠速时）

（三） 点火线圈常见故障和排除方法

低压电路常见故障： 蓄电池存电不足， 电线连接不良或错乱， 蓄电池搭铁

不良， 分电器或霍尔传感器损坏， 点火开关损坏或接线不良， 晶体管点火控制

单元损坏或接线不良。 排除方法： 逐线检查电流表或电压表来排除故障点。

高压电路常见故障： 高压线脱落或老化漏电， 分电器盖破裂击穿， 分电器

分火头烧蚀破裂击穿， 火花塞电极间隙过大或过小， 火花塞积炭过多， 火花塞

绝缘体损坏， 点火线圈损坏或接线脱落。 排除方法： 高压试火法， 即将分电器

中心高压线或某缸高压线拔下， 将线头放置距离缸体 ３ ～ ６ｍｍ 处， 起动发动机

试火， 如有火花且火花强烈， 说明点火系统工作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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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汽车点火线圈使用注意事项

汽车在正常行驶了 １０ 万千米以上时， 可以更换点火线圈。 因现车型电控元

件较多， 要求更换以组为单位更换点火线圈； 因生产时间和厂家不同， 如果单

独更换， 点火线圈内部的各电子元件就会存在一定差异， 可能会损坏发动机控

制模块， 导致发动机出现故障。

为了保证行车安全， 使用汽车点火线圈时要注意以下事项： ①对汽车点火

线圈定期检查， 防止其受热或受潮； ②汽车发动机不运转时应该关闭点火开关；

③经常清洁、 紧固线路插头， 避免点火线圈短路或搭铁； ④定期保养， 防止电

压过高； ⑤火花塞不得长期进行 “吊火” 实验； ⑥点火线圈上的水分只能用干

毛巾擦干， 绝不能用火烘烤， 否则会损坏点火线圈。

栾琪文， ２０１８ 汽车故障诊断一点通 ［Ｍ］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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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快充原理及故障诊断

方法研究

谭仕发

摘　 要 ………………………………………………………………

本文以北汽新能源某型车辆的直流快充系统为对象， 分析其

组成及快充继电器的低压控制原理， 研究了快充原理及控制策

略， 总结了快速充电的条件， 为直流快充系统故障诊断提供了

参考。

关键词 ………………………………………………………………

纯电动汽车； 快充原理； 控制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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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电动汽车以动力电池作为动力源， 通过一次次地充电来完成对动力电池

行驶过程中电能消耗的补充， 以实现更长的续驶里程。 常见的充电模式分为交

流慢充和直流快充。 直流快充通过快充桩内的直流充电机将交流电转为直流电，

为电动汽车动力电池充电， 快充路径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纯电动汽车直流快充路径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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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流充电系统

直流充电又称应急充电， 是短时间内以较大电流在电动汽车停车后的 ２０ 分

钟至 ２ 小时内， 为其提供短时充电服务， 充电电流一般为 １５０～４００Ａ。

（一） 快充口

为保证各品牌电动汽车和充电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并达到相应的安全标准，

国家对电动汽车的传导充电接口及通信协议制定了相关的标准， 避免了充电设

施与车辆充电系统不兼容而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 直流快充系统的接口定义

如图 ２ 所示：

ＤＣ＋ ／ ＤＣ－： 直流正负极；

ＣＣ１ ／ ＣＣ２： 充电桩 ／车辆端充电

连接确认信号；

Ａ＋ ／ Ａ－： 低压辅助电源；

Ｓ＋ ／ Ｓ－： ＣＡＮＨ ／ ＣＡＮＬ；

ＰＥ： 接地。

图 ２　 直流快充系统的接口定义示意图

（二） 快充继电器

快充继电器 （图 ３） 位于高压控制盒内部， 分为快充正极继电器和快充负

极继电器。 快充继电器是快充高压电传输线路上的一道重要关卡， 其可以实现

用低压电控制高压线路通断的作用， 保护高压元器件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免遭

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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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快充继电器示意图

快充继电器的开闭由整车控制器控制， 通过插件 Ｔ１２１ 的 １１６ ／ １１８ 号针脚，

发送低压电气信号， 开闭快充继电器， 实现对快充的控制，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快充继电器低压控制原理

二、 直流快充充电原理

直流充电控制导引电路如图 ５ 所示。 图中的辅助电源和非车载充电机控制

169



眉 山 职 教 探 索

器集成在快充桩内； 电阻 Ｒ２、 Ｒ３ 和开关 Ｓ 安装在快充枪内， Ｓ 为常闭开关； 电

阻 Ｒ４ 安装在车辆快充口内。 车辆控制器集成在电池管理系统中， 可以控制开关

Ｋ５、 Ｋ６ 的通断。 Ｋ１、 Ｋ２ 为直流充电桩高压正、 负继电器； Ｋ３、 Ｋ４ 为直流充

电桩低压唤醒继电器 ［供电输出给新能源汽车整车控制器 （ＶＣＵ） ］； Ｋ５、 Ｋ６

为车端高压正、 负继电器。 ＣＣ１ 为充电桩检测快充插头与车辆连接状态识别信

号； ＣＣ２ 为 ＶＣＵ 检测快充插头与车辆连接状态识别信号。

图 ５　 直流快充充电控制导引电路示意图

充电控制原理解析：

（１） 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插合， 可使车辆处于不可行驶状态。 将车辆插头

与车辆插座插合， 车辆的总体设计方案可以自动启动某种触发条件 （如打开充

电门、 车辆插头与车辆插座连接或对车辆的充电按钮、 开关等进行功能触发设

置）， 通过互锁或其他控制措施使车辆处于不可行驶状态。

（２） 车辆接口连接确认。 按下充电枪端部按键插入车辆插座， 再放开端部

按键 Ｓ 闭合。 非车载充电机控制器测量检测点 １ 的电压值， 判断充电枪连接状

态， 当检测点 １ 电压值为 ４Ｖ 时， 充电桩就判断充电枪插入成功， 车辆接口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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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

（３） 非车载充电机自检。 在车辆接口完全连接后， 充电桩将闭合 Ｋ３、 Ｋ４

使低压辅助供电回路导通， 为电动汽车控制装置 ＶＣＵ 供电， 车辆控制装置得到

供电后， 将根据监测点 ２ 的电压判断车辆接口是否连接。 只要检测到电压值变

为 ６Ｖ 时， 车辆控制装置就开始周期性发送通信握手报文。 接着闭合 Ｋ１、 Ｋ２ 进

行绝缘检测。 绝缘检测结束后， 非车载充电机完成自检， 多余能量投入泄放回

路， 并断开 Ｋ１、 Ｋ２， 同时开始周期性发送通信握手报文。

（４） 充电准备就绪。 在电动汽车与直流充电桩相互配置阶段， 车辆控制装

置将 Ｋ５、 Ｋ６ 闭合， 使充电回路导通， 充电桩检测到车辆端电池电压正常 （电

压与通信报文描述电池电压误差≤±５％， 且在充电桩输出最大、 最小电压的范

围内） 后闭合 Ｋ１、 Ｋ２， 直流充电线路导通， 电动汽车准备开始充电。

（５） 充电阶段。 在充电阶段， 车辆向充电桩实时发送电池充电需求的参

数， 充电桩会根据该参数实时调整充电电压和电流， 并相互发送各自的状态信

息 （充电桩输出电压电流、 车辆电池电压电流、 ＳＯＣ 等）。

（６） 正常条件下充电结束。 车辆根据新能源汽车电池管理系统 （ＢＭＳ） 是

否达到充满状态或是否接收到充电桩发送的 “充电桩中止充电报文” 来判断充

电是否结束。 满足以上充电结束条件时， 车辆会发送 “车辆中止充电报文”，

并在确认充电电流小于 ５Ａ 后断开 Ｋ５、 Ｋ６。 充电桩在达到操作人员设定的充电

结束条件， 或者接收到车辆发来的 “车辆中止充电报文” 时， 会发送 “充电桩

中止充电报文”， 使充电桩停止充电， 在确认充电电流小于 ５Ａ 后断开 Ｋ１、 Ｋ２，

并再次投入泄放电路， 然后再断开 Ｋ３、 Ｋ４， 电子锁解锁。

（７） 非正常条件下充电中止。

①在充电过程中， 如果非车载充电机出现不能继续充电的故障， 则向车辆

周期性发送 “充电机中止充电报文”， 使充电机停止充电， 并在 １００ｍｓ 内断开

Ｋ１、 Ｋ２、 Ｋ３ 和 Ｋ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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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在充电过程中， 如果车辆出现不能继续充电的故障， 则向非车载充电机

发送 “车辆中止充电报文”， 并在 ３００ｍｓ （根据故障严重程度决定） 内断开 Ｋ５

和 Ｋ６。

③在充电过程中， 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置如发生通讯超时的故障， 则非车

载充电机停止充电， 并在 １０ｍｓ 内断开 Ｋ１、 Ｋ２、 Ｋ５、 Ｋ６； 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

置发生 ３ 次通讯超时即确认通讯中断， 则非车载充电机停止充电， 并在 １０ｍｓ 内

断开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Ｋ５、 Ｋ６。

④在充电过程中， 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置对检测点 １ 的电压进行检测时，

如果判断开关 Ｓ 由闭合变为断开， 应在 ５０ｍｓ 内将输出电流降至 ５Ａ 或以下。

⑤在充电过程中， 非车载充电机控制装置对检测点 １ 的电压进行检测时，

如果判断车辆接口由完全连接变为断开， 则控制非车载充电机停止充电， 并在

１００ｍｓ 内断开 Ｋ１、 Ｋ２、 Ｋ３ 和 Ｋ４。

⑥在充电过程中， 非车载充电机输出电压若大于车辆最髙允许充电总电压

时， 则非车载充电机应在 １ｓ 内停止充电， 并断开 Ｋ１、 Ｋ２、 Ｋ３、 Ｋ４。

三、 直流快充充电条件

快充桩与车辆端连接确认之后， 充电桩开启低压辅助电源， 唤醒整车控制

器以及数据采集终端， 再由整车控制器唤醒仪表、 动力电池管理系统、 ＤＣＤＣ，

ＶＣＵ 控制快充继电器闭合， 最后开始快充过程。 直流快充系统充电条件为：

（１） 充电连接确认信号 ＣＣ１、 ＣＣ２ 正常；

（２） ＢＭＳ 供电电源正常 （１２Ｖ）；

（３） 快充唤醒信号 Ａ＋、 Ａ－正常输出；

（４） 充电桩、 ＶＣＵ、 ＢＭＳ 之间通讯正常 （主继电器闭合、 发送电流强度需求）；

（５） 动力电池电芯温度大于 ５℃并且小于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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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动力电池组里的单体电池最高电压与最低电压压差小于 ３００ｍｖ；

（７） 单体电池最高温度与最低温度之差小于 １５℃；

（８） 绝缘性能大于 ５００Ω ／ Ｖ；

（９） 实际单体最高电压不大于额定单体电压 ０ ４Ｖ；

（１０） 高低压电路连接正常， 远程控制开关关闭 ／预约充电功能关闭。

四、 结论

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交流充电系统为对象， 分析了直流快充系统的充电口针

脚定义、 快充继电器的低压控制原理； 深入研究了直流快充系统的充电控制原

理以及充电条件。 结合本文研究内容， 对于直流快充系统故障诊断给出如下

建议：

（１） 当出现快充桩与车辆无法通信的故障时， 需检查快充线束的搭铁是否

良好， 快充 ＣＡＮ 通信信号是否正常， 连接确认信号是否正常， 低压辅助电源供

电是否正常， 以及快充唤醒信号是否正常。

（２） 当出现快充桩显示连接正常， 而无充电电流， 无快充继电器闭合声音

时， 检查快充继电器的供电线路， 检查 ＶＣＵ１１６ ／ １１８ 针脚对高压控制盒、 低压

插件端的导通情况， 检查快充桩至高压控制盒的快充线束的连接情况。

欧阳可良， ２０１９ 纯电动汽车直流快充无法充电故障排除 ［Ｊ］ ． 汽车实用技

术， ５： ３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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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亮， ２０２０ 纯电动汽车快充模式工作策略探究 ［Ｊ］ ． 湖北农机化， １ ∶ ２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５ 电动汽车传导充电用连接装置第 ３ 部分： 直流充电接口 非书资料： ＧＢ ／ Ｔ

２０２３４ ３－２０１５ ［Ｓ］ ． 北京： 中国标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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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ｎｕｃ 系统宏程序在数控

铣削加工中的应用

周家领

摘　 要 ………………………………………………………………

在数控铣削加工中， 相对手工编程及三维软件自动编程的加

工程序， 宏程序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极好的易读性和易修改性， 编

写的程序非常简洁， 逻辑严密， 通用性极强， 并具有灵活性、 通

用性和智能性等特点。 宏程序 “短小精悍”， 即使最廉价的数控

系统， 其内部程序存储空间也会达到 １０ＫＢ 左右。 而 ＣＡＤ ／ ＣＡＭ

软件生成的程序通常比较大， 很容易占据所有的内存空间。 熟练

掌握宏编程技术可以快速高效完成数控加工程序的编制， 从而提

高生产效率， 同时也拓展了编程思路。 Ｆａｎｕｃ 系统是最常用的数

控系统， 本文将通过三个实例探讨 Ｆａｎｕｃ 系统宏程序在数控铣削

加工中的应用。

关键词 ………………………………………………………………

Ｆａｎｕｃ 系统； 宏程序； 数控铣削加工； 手工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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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加工中， 使用基本的数控编程指令可以完成对普通平面、 内外轮廓面、

孔系加工等的编程和加工。 使用基本指令编程会发现程序长、 段数多、 容易出

错， 而使用宏程序结合数控系统自带功能就能极大简化程序、 减少编程工作量。

如对复杂零件进行分层切削循环加工， 或对具有椭圆轮廓和球面体等典型特征

的零件进行加工时， 使用宏程序可以显著提高机床的生产效率。 以上是生产过

程中最常遇到的加工情况， 如果在对一些极为复杂的复合曲面进行编程时结合

自动编程软件， 能起到更好的效果。 下面通过典型案例探究宏程序在数控铣削

编程中的应用。

一、 宏程序介绍

（１） 宏程序 （ｍａｃｒｏ ｐｒｏｇｒａｍ） 是以变量的组合， 通过各种算术和逻辑运

算、 转移和循环等命令， 而编制的一种可以灵活运用的程序， 只要改变变量的

值， 即可以完成不同的加工和操作。 宏程序可以简化程序的编制， 提高工作效

率。 宏程序可以像子程序一样用一个简单的指令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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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变量： 在普通加工程序中， 数值直接用 Ｇ 代码和移动距离指定。 例

如： Ｇ００ 和 Ｘ３５。 使用宏程序时， 数值可以直接指定或用变量指定。 当用变量

时， 变量值可以进行改变。 例如： ＃２＝ ３０， ＃１＝＃２＋１００， Ｇ０１ Ｘ＃１ Ｆ３００。

（３） 变量表示： 计算机允许使用变量名， 在 Ｆａｎｕｃ 系统中宏程序的变量需

要用变量符号 “＃” 和后面的变量号指定。 例如： ＃１， ＃１０２， ＃５０２， ＃ ［＃３＋＃５＋

１８］。

在一般的程序编制中， 当程序中的地址字符为常量时， 一个程序只能描述

一个几何形状， 所以缺乏灵活性和适用性。 宏程序中地址字符为变量 （也称宏

变量）， 可以根据需要通过赋值语句加以改变， 使程序具有通用性。 配合循环语

句、 分支语句和子程序调用语句， 编制各种复杂零件的加工程序。

二、 利用宏程序实现复杂分层循环加工

在实际加工过程中， 有一类轨迹相同但是位置参数不同的系列零件。 对这

一类零件进行加工， 即对具有相同轮廓的零件进行重复加工。 如图 １ 所示零件，

是一个内轮廓零件， 加工深度为 １０ｍｍ。 如果用单纯的子程序调用只能进行对同

一个轮廓的分层加工； 如果使用宏程序加子程序调用就可以做到对同一层的轮

廓进行偏移加工及分层循环加工。 刀具选用 φ１０， Ｚ 向进给为 ２ｍｍ， Ｙ 向进给

为 ２ ５ｍｍ。 加工效果如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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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内轮廓零件

图 ２　 加工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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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该零件的参考程序如表 １：

表 １　 参考程序表

主程序 含义 子程序 含义

Ｏ１００３ Ｏ１００２

Ｇ５４Ｇ９０Ｇ９４Ｇ２１Ｇ８０Ｇ１７Ｇ４０ Ｇ 代码初始 Ｇ９１Ｇ０１Ｚ－２Ｆ１００ 给定 Ｚ 向循环
进给量

Ｍ０３Ｓ１０００ 主轴转速 １０００ Ｇ９０Ｇ０１Ｘ２５

Ｔ０１Ｍ０６ 换 Ｔ０１ 刀 ＃１＝ ２ ５

Ｍ０８ 切削液打开 ＃２＝ １０

Ｇ０Ｘ０Ｙ０Ｚ１００ 定位 Ｘ０Ｙ０Ｚ１００ ＃３＝ ２０－＃２ ／ ２

Ｚ２ ＷＨＩＬＥ ［＃１ＬＥ＃３］ ＤＯ１

Ｇ０１Ｚ０Ｆ１００ Ｙ＃１

Ｍ９８Ｐ０００５１００２ 调用宏程序 Ｇ０２Ｙ－＃１Ｒ＃１

Ｇ０１Ｚ２ Ｇ０１Ｘ－２５

Ｇ０Ｘ０Ｙ０ 返回 Ｘ０Ｙ０ Ｇ０２Ｙ＃１Ｒ＃１

Ｚ１００ Ｇ０１Ｘ２５

Ｍ３０ 结束程序 Ｇ０１Ｙ０

＃１＝＃１＋２ ５

ＥＮＤ１

内轮廓的
宏程序编程

Ｇ００Ｘ０Ｙ０

Ｍ９９ 返回主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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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利用宏程序实现椭圆轮廓加工

如图 ３ 所示零件椭圆凸台轮廓的方程式： Ｘ ２ ／ ３０２＋ Ｙ ２ ／ ２０２ ＝ １， 凸台的高为

８ｍｍ， 长方体毛坯的尺寸为 ８０ｍｍ×６０ｍｍ×２０ｍｍ， 利用机用台虎钳即可装夹此

零件。 每次背吃刀量为 １ ５ｍｍ， 需要 ８ ／ １ ５ 次完成深度切削。 运用宏程序函数

公式计算得到等分点 Ｘ 、 Ｙ 的坐标： Ｘ ＝ ３０×ｃｏｓα， Ｙ ＝ ２０×ｓｉｎα， 其中 α 是任意点

的正向夹角， 结合半径补偿利用宏程序编程如表 ２。

图 ３　 零件椭圆凸台轮廓

表 ２　 宏程序编程表

主程序 含义 子程序 含义

Ｏ０００２ 主程序号 Ｏ０００１ 子程序号

Ｇ５４Ｇ９０Ｇ００Ｇ４３Ｈ１Ｚ５０ 建立长度补偿， 快
速下降到 ｚ５０ Ｇ０Ｘ０Ｙ ［＃１８＋＃２］ 快速定位到准

备点

Ｘ０Ｙ０ 快速定位 Ｚ５ 下降准备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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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主程序 含义 子程序 含义

Ｍ０３Ｓ１０００ 主轴转速 １０００

Ｇ６５Ｐ０００１Ａ３０Ｂ２０Ｃ
８Ｊ５Ｋ２ ５Ｄ３００Ｒ１０

调用子程序 Ｏ０００１
赋相关变量

Ｇ０Ｇ４９Ｚ１００ 取消补偿

Ｘ０Ｙ１５０ 快速定位

Ｍ０５ 主轴停

Ｍ３０ 程序结束

相关说明
＃１＝Ａ 椭圆长半轴
＃２＝Ｂ 椭圆短半轴
＃３＝Ｃ 椭圆厚度
＃４＝ ｉ 切削点与 Ｘ 轴正向夹角
＃５＝ ｊ 角度增量
＃６＝ｋ 背吃刀量
＃７＝ｄ 进给量
＃１８＝Ｒ １ ／ ４ 圆弧切入切出半径

＃１０＝ＦＩＸ ［＃３ ／ ＃６］

ＷＨＩＬＥ ［＃１０ＧＥ０］ ＤＯ２

＃１１＝＃１０×＃６－＃３

Ｇ００Ｇ４１Ｄ１Ｘ－＃１８

Ｇ０３Ｘ０Ｙ＃２Ｚ＃１１Ｒ＃１８Ｆ＃７

＃４＝ ９０

ＷＨＩＬＥ ［＃４ＧＥ－２７０］ ＤＯ１

＃２４＝＃１×ＣＯＳ ［＃４］

＃２５＝＃２×ＳＩＮ ［＃４］

Ｇ０１Ｘ＃２４Ｙ＃２５

＃４＝＃４－＃５

ＥＮＤ１

Ｇ０３Ｘ＃ １８Ｙ ［ ＃ ２ ＋ ＃ １８ ］ Ｚ ［ ２ ＋ ＃
１１］ Ｒ１８

Ｇ０Ｇ４０Ｘ０

＃１０＝＃１０－１

ＥＮＤ２

Ｇ０Ｚ１００

Ｍ９９

椭圆凸台的
宏程序编程

返回主程序

四、 利用宏程序实现半球零件加工

如图 ４ 所示零件用基本指令手工编程无法实现正常切削， 可以通过宏程序

编程解决问题。 该球面体粗加工可使用带底刃立铣刀提高加工效率， 而在精加

工时采用球刀可保证加工精度。 由于球体截面为同心圆， 其加工方式采用分层

切削法， 切削时可由上而下或由下而上进行分层加工， 精加工时为获取更好的

表面加工质量应使用侧刃， 避免底刃切削。 粗加工时立铣刀以底面中心为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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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精加工以球刀中心为刀位点， 编程零点选择球面体中心。 粗加工使用

φ２０ｍｍ 的立铣刀， 精加工使用 φ１０ｍｍ 球铣刀。

图 ４　 球面体粗加工

具体编程加工方法大致如下：

１ 平刀加工凸半球 （如图 ５）

Ｒ 为半球的半径，

ｒ 为刀具半径，

θ＝＃１＝ ０ （０～９００， 设定初始值＃１＝ ０）

Ｘ＝＃２＝Ｒ×ＳＩＮ ［＃１］ ＋ｒ （刀具中心坐标）

Ｚ＝＃３＝Ｒ－Ｒ×ＣＯＳ ［＃１］

编程时以圆球的顶面为 Ｚ 向 Ｏ 平面

图 ５　 平刀加工凸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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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程序如表 ３。

表 ３　 平刀加工凸半球程序表

相关条件 程序 含义

已知凸半球的半径 Ｒ， 刀具
半径 ｒ
建立几何模型如图
数学变量表达式
＃１＝ θ ＝ ０ （０ ～ ９０°， 设定初始
值＃１＝ ０）
＃２＝ Ｘ ＝ Ｒ×ＳＩＮ ［＃１］ ＋ｒ （刀
具中心坐标）
＃３＝Ｚ＝Ｒ－Ｒ×ＣＯＳ ［＃１］
编程时以圆球的顶面为 Ｚ 向
Ｏ 平面

Ｏ２００３

Ｓ１０００Ｍ０３

Ｇ９０Ｇ５４Ｇ００Ｚ１００

Ｇ００Ｘ０Ｙ０

Ｇ００Ｚ３

＃１＝ ０

ＷＨＩＬＥ ［＃１ＬＥ９０］ ＤＯ１

＃２＝ ３０×ＳＩＮ ［＃１＋５］

＃３＝ ３０－３０×ＣＯＳ ［＃１］

Ｇ０１Ｘ＃２Ｙ０Ｆ３００

Ｇ０１Ｚ－＃３Ｆ１００

Ｇ０２Ｘ＃２Ｙ０Ｉ－＃２Ｊ０Ｆ３００

＃１＝＃１＋１

ＥＮＤ１

Ｇ００Ｚ１００

Ｍ３０

程序号

主轴正转 １０００

定位到 ｚ１００

快速定位

平刀加工半球的宏程序编程

结束程序

当加工的球形的角度为非半球时， 可以通过调整＃１， 也就是 θ 角变化范围

来改变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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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球刀加工凸半球 （如图 ６）

Ｒ 为半球的半径，

ｒ 为刀具半径，

θ＝＃１＝ ０ （００～９００， 设定初始值＃１＝ ０）

Ｘ＝＃２＝ ［Ｒ＋ｒ］ ×ＳＩＮ ［＃１］ （刀具中心

坐标）

Ｚ＝＃３ ＝ Ｒ－ ［Ｒ＋ ｒ］ ×ＣＯＳ ［ ＃１］ ＋ ｒ ＝

［Ｒ＋ｒ］ × ｛１－ＣＯＳ ［＃１］ ｝

编程时以圆球的顶面为 Ｚ 向 Ｏ 平面

图 ６　 球刀加工凸半球

参考程序如表 ４。

表 ４　 球刀加工凸半球程序表

相关条件 程序 含义

已知凸半球的半径 Ｒ， 刀具
半径 ｒ
建立几何模型如图
设定变量表达式
＃１＝ θ ＝ ０ （０ ～ ９０°， 设定初始
值＃１＝ ０）
＃２＝ Ｘ ＝ ［Ｒ＋ ｒ］ × ＳＩＮ ［ ＃１］
（刀具中心坐标）
＃３＝Ｚ ＝ Ｒ－ ［Ｒ＋ｒ］ ×ＣＯＳ ［＃
１］ ＋ ｒ ＝ ［Ｒ ＋ ｒ］ × ｛ １ － ＣＯＳ
［＃１］ ｝
编程时以圆球的顶面为 Ｚ 向
Ｏ 平面

Ｏ２００４
Ｓ１０００Ｍ０３
Ｇ９０Ｇ５４Ｇ００Ｚ１００
Ｇ００Ｘ０Ｙ０
Ｚ３
＃１＝ ０
ＷＨＩＬＥ ［＃１ＬＥ９０］ ＤＯ１
＃２＝ ［３０＋５］ ×ＳＩＮ ［＃１］
＃３ ＝ ［ ３０ ＋ ５］ × ｛ １ － ＣＯＳ
［＃１］ ｝
Ｇ０１Ｘ＃２Ｙ０Ｆ３００
Ｇ０１Ｚ－＃３Ｆ１００
Ｇ０２Ｘ＃２Ｙ０Ｉ－＃２Ｊ０Ｆ３００
＃１＝＃１＋１
ＥＮＤ１
Ｇ００Ｚ１００
Ｍ３０

程序号

主轴正转 １０００
定位到 ｚ１００
快速定位

平刀加工半球的宏程序编程

结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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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

数控宏程序在以上三个加工案例中的应用有效简化了零件的计算和编程过

程， 减少了数控编程的数据量， 提高了程序的可阅读、 可修改性， 通过对变量

参数的修改可以适用具有相同特征但尺寸规格不同的零件， 同时也解决了仅靠

机床自身基本指令功能手工编程难以完成的复杂分层循环、 椭圆轮廓、 球面等

特征编程， 最终提高了加工效率和加工精度。 宏程序不仅是一种编程手段， 使

用宏程序进行数控编程还是一个熟悉数控系统功能、 确定及优化加工工艺的过

程。 根据零件的不同特征和加工难易程度合理选择或结合使用手工编程、 宏程

序和自动编程， 会取得更好的编程效果。

ＦＡＮＵＣＳｅｒｉｅｓ ｏｉ Ｍａｔｅ－ＭＣ 操作说明书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２０－０４－０５］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ｏｃ８８ ｃｏｍ ／ ｐ－７４３８６２０１３０６１８ ｈｔｍｌ．

陈红康， ２００４ 数控编程与加工 ［Ｍ］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冯志刚， ２００８ 数控宏程序编程方法技巧与实例 ［Ｍ］．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黄国权， ２００４ 数控技术 ［Ｍ］ ． 哈尔滨： 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

金福吉， ２００８ 数控大赛试题答案点评 ［Ｍ］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荣瑞芳， ２００６ 数控加工工艺与编程 ［Ｍ］． 西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王爱玲， ２００６ 数控机床加工工艺 ［Ｍ］ ．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周家领， ２０１６ 数控编程与操作 ［Ｍ］ ． 青岛：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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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中的

运动疗法综述

赵亚男

摘　 要 ………………………………………………………………

脑卒中由于具有高复发率、 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 成为人类

美好生活的极大威胁。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 论述了脑卒中早期

运动疗法的内容以及早期运动疗法的作用、 注意事项， 从而得出

结论： 早期介入运动疗法对于脑卒中后的各种功能障碍具有明显

的改善。 早期运动疗法具有可行性、 有效性， 值得临床推广和

应用。

关键词 ………………………………………………………………

脑卒中； 偏瘫； 运动疗法； 体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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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对脑卒中的定义为： 脑卒中是指起病迅速的、 由脑

血管疾病引起的局灶性脑神经功能障碍、 且持续 ２４ 小时或引起死亡的症候群。

脑卒中包括缺血性卒中和出血性卒中， 缺血性卒中的发病率高于出血性卒中，

占脑卒中总数的 ６０％ ～ ７０％。 脑卒中具有高复发率、 高致残率、 高死亡率， 是

对人类美好幸福生活的极大威胁。 近几年的研究发现， 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

康复中介入运动疗法对卒中后的各种肢体功能障碍、 心理功能障碍和认知功能

障碍有显著改善， 能帮助患者更快康复， 重返社会。 所以， 对于一个合格的康

复治疗师而言， 掌握运动疗法很重要。 本文对运动疗法的作用及临床运用进行

阐述， 让更多的康复工作者了解运动疗法在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中的作用，

以便运动疗法在临床康复中更加广泛地使用和推广。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 检索了近 １０ 年关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早期康复

中的运动疗法的文献并对其进行比较， 从运动疗法的作用和在具体操作中的注

意事项入手， 展开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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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

运动疗法是指针对患者的功能障碍， 治疗师徒手， 或运用器械， 或利用患

者自身的力量， 使患者恢复全部或者部分功能的训练方法。 运动疗法的分类方

式多样， 可以按照治疗目的、 活动时肌肉用力程度、 器械的使用分类。 其实运

动疗法已被运用多年。 公元前 ４ 世纪， 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在其著作中谈到

利用矿泉、 日光、 海水， 再辅以运动可以防病健身、 延缓衰老、 保持健康等。

我国的运动疗法始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 并且在实践中发展出了两门专业： 一是

体育康复， 二是物理疗法。 从所查阅的资料来看， 运动疗法被广泛用于脑卒中

偏瘫患者的康复治疗中， 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一） 运动疗法在促神经功能恢复中的作用机理

脑功能的可重组性和可塑性， 是进行早期运动疗法的基础。 脑卒中患者的

中枢神经系统和运动神经元虽然受损， 但通过合理的早期运动疗法介入还可以

实现功能的恢复和重组， 促进运动神经元轴突的再生， 促进树突形成新的突触，

并建立与周围肌肉新的神经网络， 实现中枢神经系统对患侧肢体的重新控制。

早期介入运动疗法能够有效缓解偏瘫患者的临床症状， 如肌肉痉挛、 足内翻畸

形、 肩关节半脱位、 肩痛等， 可减轻患者的心理负担和生活负担， 提高生活质

量， 有利于患者重新回到家庭和社会中。

（二） 运动疗法在脑卒中早期康复中的介入时间

在目前的文献中， 关于脑卒中偏瘫患者在早期康复中运动疗法介入的具体

时间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但目前国内外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在脑卒中患者

病情处于稳定期 （患者体温正常， 生命体征平稳， 基础疾患、 原发神经病学疾

患和其他的合并症、 并发症病情无变化， 前 ４８ 小时内治疗方案无须改变以及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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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营养途径已经建立） 时， 即可进行早期运动疗法。 由此可知， 运动疗法开

始得越早， 对于患者的肢体功能恢复也就越好， 患者重返社会的可能性也就越

大。 所以只要患者生命体征稳定， 意识清楚， 神经体征不再进展， 就可以对其

进行早期运动疗法。

（三） 运动疗法的分类及临床应用

１ 正确的体位摆放

患者的体位分五种： 仰卧位、 健侧卧位、 患侧卧位、 轮椅坐位和床上坐位。

患者应该避免长时间保持仰卧位， 因为该体位会导致紧张性迷路反射。 仰卧位

时患者下肢伸肌肌张力显著增高， 会使足趾受压或者患侧下肢外旋， 很有可能

导致患者出现足下垂的情况。 同时， 仰卧位还会增加骶部、 足跟发生压疮的危

险。 健侧卧位是患者最容易接受的体位， 但是一定要注意患者自身的稳定性，

如果不能稳定则需要在患者身后加垫枕头。 健侧卧位可以强化患侧屈肌优势，

促进患侧肢体的血液循环， 减轻患侧肢体的浮肿。 患侧卧位是患者最不易接受

的体位， 但却最适合脑卒中偏瘫患者， 在临床上一定要给患者以及患者家属说

明这点。 患侧卧位能够对患侧肢体起到轻度牵拉的作用， 减轻患侧肢体的痉挛，

同时可以强化患侧伸肌优势和促进患侧肢体的血液循环。 因此在临床上一定要

使健侧卧位和患侧卧位交替进行， 这样可以让患侧的伸肌和屈肌的肌张力达到

平衡， 对患者的后续康复有利。 轮椅坐位和床上坐位相对其他体位而言， 更适

合有体位性低血压的患者。

张艳红等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 应用正确体位的观察组的 ４６ 例病人， 其并发

症的发生率为 ３６ ９６％， 低于对照组的 ４５ 例病人 （８４ ４４％）， 并且观察组的病

人在肢体运动功能和日常生活能力方面的改善程度明显优于对照组。 江静等

（２０１７） 研究发现， 观察组肢体痉挛、 髋关节外旋、 足内翻等发生率显著低于

对照组。 由此可知， 正确的体位摆放可以减少压疮、 肩关节半脱位、 足下垂和

足内翻等并发症的出现， 还可以预防废用综合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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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呼吸训练

偏瘫患者早期长期处于卧床状态， 胸廓的肌肉肌力变弱， 而呼吸时会对胸

廓产生吸附作用， 导致胸廓所容纳的空气量逐渐缩小， 同时还可能存在吞咽问

题， 以及吸入食物造成肺炎。 早期呼吸训练包括胸廓训练和腹肌训练， 这两种

训练都注意在患者用力吸气时给予适当的阻力， 在呼气时给予辅助。 孙瑞等

（２０１６） 认为， 从患者的疲劳程度缓解情况来看， 腹式训练组优于胸式训练对

照组， 这是因为腹式训练更多地锻炼到膈肌、 腹直肌、 腹内外斜肌， 而膈肌收

缩可以使胸廓上下径增大， 肺容积增大。 而胸式训练更多的是增加肋间肌的

肌力。

王依川等 （２０１７） 对一组病人进行常规康复训练， 二组病人进行呼吸肌训

练。 实验结果显示， 二组病人用力肺活量、 １ 秒用力呼气量、 每分钟最大通气

量均有明显改善； 肺部感染一组为 １６ ７％， 二组为 ０。 Ｍｅｓｓａｇｇｉ （２０１５） 关于脑

卒中患者的研究显示， 吸气肌受损、 呼气肌受损分别占所有患者的 ８９％和

８２ ６％。 可见进行合理有效的呼吸训练， 可以增加呼吸相关肌群的肌力， 扩展

胸廓； 促进肺泡扩张， 改善肺部的通气功能， 达到增加肺容量和肺通气量的目

的； 改善肺部的血液循环， 降低坠积性肺炎的发生率， 防止发生肺部感染， 对

患者的后续康复有利。

３ 被动活动和诱导主动活动训练

被动活动： 偏瘫患者卧床无法主动活动时， 应帮助患者， 使其各个关节做

不同方向的被动活动。 特别要注意的是， 很多偏瘫患者都存在原因不明的肩痛

和肩关节半脱位的情况， 因此在给患者做肩关节被动活动时， 一定要注意在患

者的无痛范围内进行。 如果过于疼痛， 可能会导致患者的肌张力增高， 出现痉

挛。 同时还要注意对肩胛骨进行控制训练， 防止肩关节出现异常。 而下肢需要

注意对腘绳肌和跟腱的牵拉， 以及对胫前肌肌力的训练。 这些训练能够有效防

止足下垂和足内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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诱导主动活动： 治疗师在给脑卒中偏瘫病人做运动疗法时， 要注意密切观

察患者的意识状态。 可以通过言语刺激病人； 或进行感觉刺激， 如轻快地牵伸

肌肉， 轻轻地敲击肌腱或者肌腹， 稍微用力挤压肌腹等； 或用痛觉刺激患者的

局部部位； 或通过不对称紧张性颈反射， 诱发患侧的肌张力； 还可以利用联合

反应、 共同运动诱发肌张力。

临床上， 王灵芝等 （２００５） 采用 Ｂａｔｈｅｌ 指数计分评定关节被动活动组病人

和对照组病人， 关节活动组病人 ＡＤＬ 水平的提高优于对照组。 由此可知， 被动

活动和诱导主动活动可以促进肢体的血液循环， 刺激神经的营养功能； 防止或

减轻肌肉、 骨骼、 皮肤的废用性萎缩； 预防关节挛缩， 防止软组织粘连； 减少

患者的疼痛， 促进患者肢体功能的恢复， 缩短患者重返社会的时间。

４ 坐位起立训练

术后当患者意识处于清醒状态， 病情得到控制， 并能够配合治疗师积极治

疗时， 便可开始坐位训练。 对患者进行坐位起立训练时， 应该注意患者目前的

坐位平衡程度， 有利于治疗师采取合适的方式来训练。 如果患者长期处于床上

卧位， 会对坐位的认知出现偏差。 这时， 可以通过外物来纠正患者的偏差， 比

如在患者前面放置一面镜子。 当患者对于坐位有清楚的认知后， 就可以根据平

衡分级， 采取合适的方式进行训练， 训练过程中要注意保护患者， 防止其跌倒。

杨舫容 （２０１７） 对 ７２ 例脑卒中偏瘫患者进行疗效观察， 随机将患者分成常

规训练组和加强坐位站起训练组。 一段时间后， 结果显示加强坐位站起训练组

对比常规训练组， 其 Ｂｅｒｇ 平衡量表评分显著提高， 并且满意度达到 １００％。 坐

位站起训练还可以对偏瘫患者的平衡功能进行评定， 如果患者能够完成坐位站

起训练， 则会对以后的康复训练更有信心， 配合度更高， 患者家属的负担也会

减少。

５ 立位训练

患者坐于治疗床上， 如果 ５ 分钟后仍未出现头昏、 恶心、 呕吐等不适症状，

191



眉 山 职 教 探 索

就可以开始进行立位训练。 患者第一次进行立位训练时， 治疗师要注意观察患

者的躯体负重， 防止倾斜综合征的出现； 也可以在患者前面放置一面镜子， 指

导患者根据镜子里面的影像来调整自己的不正确姿势， 并进行站立位重心转移

训练。 范文双等 （２００６） 的研究结果显示， 进行立位训练的治疗组下肢运动功

能总积分、 平衡功能总积分和 ＢＩ 指数均明显提高。 由此可知， 早期立位训练可

以提高患侧下肢的负重能力， 为后续的步行训练提供良好的准备， 并避免异常

步行模式的出现， 具有极大的可行性， 值得推广。

６ 步行训练

在患者的康复训练中， 对脑卒中偏瘫患者的步行训练时机的选择始终存在

很大的争议。 目前被认可的开始练习步行的条件是， 要同时具备站立平衡大于

或者等于 ３ 级， 患者站立时能够支持 ７５％以上的身体自重， 且患肢具有主动屈

伸功能。 但是长期在临床工作的治疗师发现， 如果脑卒中偏瘫病人必须在满足

这三个条件后才开始练习， 其步行训练并不能取得预期的结果。 赵光标等

（２０１８） 选择了 ６８ 例病人， 随机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 观察组的病人在未满足

三个条件时开始进行科学的步行训练； 而对照组的病人需要满足三个条件才能

开始训练。 结果发现， 训练两个月后观察组患者的 ＢＢＳ、 ＦＭＡ、 ＭＢＩ 以及 ＦＡＣ

评分均高于对照组。 所以临床治疗师应该按照患者的具体情况， 选择适合患者

的训练方式， 避免错过治疗时机。

三、 结论与建议

脑卒中偏瘫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大量研究表明， 早期进行运动疗法

的患者无论是在临床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恢复方面， 还是在运动功能和生活自理

能力方面均有很大改善。 这使得患者的心理负担和家属的经济负担得到减轻，

并帮助患者更快回到家庭与工作中去。 本文对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康复中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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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位摆放的作用进行了讨论， 并且结合文献得了结论———正确的体位摆放对

于患者的康复有益； 论述了呼吸训练的重要性， 这也是目前极容易被忽略的一

种训练。 研究结果显示， 脑卒中偏瘫患者早期进行运动疗法是可行和有效的。

临床上， 医务工作者应该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疗法， 并且根据

病人的病情发展情况和康复情况， 调整康复方案， 并保证运动方案的正确性、

有效性。

ＭＥＳＳＡＧＧＩ － ＳＡＲＴＯＲ Ｍ， ＧＵＩＬＬＥＮ － ＳＯＬＡ Ａ， ＤＥＰＯＬＯ 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 Ｉｎｓ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ｉｒａｔｏｒｙ ｍｕｓｃｌｅ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 ｓｕｂ⁃ａｃｕｔｅ ｓｔｒｏｋｅ： Ａ 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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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中小规模养殖场

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王冬群

摘　 要 ………………………………………………………………

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开始， 我国多个省市非洲猪瘟肆虐， 疫情形

势严峻。 在此背景下， 加快建设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刻不容缓。

本文总结了中小规模养殖场存在的部分薄弱环节， 探讨了在非洲

猪瘟背景下， 如何从场址选取、 环境控制、 加强疫病防控、 提高

饲养管理水平、 适度规模化养殖几个方面构建养殖场生物安全体

系， 加强中小规模养殖场的生物安全防控， 以期对动物疫病防控

提供一定的参考， 使生猪产业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 ………………………………………………………………

中小规模养殖场； 生物安全； 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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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动物疫病也呈现出多病种综合发展的趋势。 同时， 还

存在老疫病未去， 新疫病又出现的实际难题。 由于受场地、 布局、 资金等条件

的制约， 中小规模养殖场按高级别要求做好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相对比较困难。

但随着疫病防控压力的增大， 特别是外来疫病的传入， 不做好生物安全措施，

将会被淘汰出局。 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来， 部分中小规模养殖场由于生物安全

措施不到位， 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针对中小规模养殖场生物安全的薄弱环节，

进行必要的硬件设施建设和合理的软件管理， 将使养殖场达到基本生物安全防

控的标准。

做好生物安全措施就是利用养殖场的选址、 布局和设施的自然屏障， 强化

人、 车、 猪、 料等综合管理措施， 防止传染病传入和传出养殖场及在场内传播。

生物安全体系是有效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暴发与流行的重要措施。 伴随着畜禽

养殖业的快速发展， 生物安全方面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部分重大动物疫病开始

流行传播， 导致较高的死亡率， 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实践证明， 坚持预防为

主的方针， 构建规范的生物安全体系， 提高动物的健康水平与抗病能力， 是有

效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传播和流行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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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小规模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存在的问题

部分中小规模养殖场由于对生物安全重视不够， 且受养殖场面积、 布局、

资金、 设施等多方面的影响， 在生物安全防控方面存在着许多薄弱环节。 在走

访过大部分养殖场后， 笔者还发现如下问题。

（１） 选址不佳， 养殖场布局不合理。

（２） 养殖场未完全进行封闭饲养， 场区大门没有值班人员值守。

（３） 养殖场区内的生产区、 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之间没有建立明显的隔

离措施。

（４） 场区出入口设置的消毒设施配置不够完善。

（５） 场区净道、 污道分设不明显， 存在交叉路段。

（６） 管理制度不够完善， 未建立完整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防疫制度。

（７） 人员、 车辆管理不规范， 来访人员、 车辆、 来访事由等记录不清； 来

访人员或休假离开生活区的工作人员没有经过一定的隔离期就进入生产区。 外

来人员在工作区内随意活动。

（８） 养殖档案不健全， 养殖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记录、 销售记录、 饲料

采购加工及使用记录、 疫苗采购及免疫记录、 药品采购及使用记录、 动物标识

及使用记录缺项过多等。

二、 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为了避免养殖过程中的薄弱环节造成养殖风险增加， 并及早遏制非洲猪瘟

在国内传播蔓延， 让养殖场、 养殖户做好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加强生物安全防

控， 才是防止动物疫病的唯一可行方法。 生物安全防控是一个大课题， 包括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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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的选址布局、 环境卫生控制、 疫病传播媒介控制、 免疫接种、 消毒防疫措

施、 饲养管理等一系列内容。

１ 养殖场的选址与建筑布局

规范科学的选址与场内建筑有利于实施生物安全措施。 修建养殖场应选择

地势高燥、 平坦开阔、 地下水位低、 背风向阳、 排水良好的地方。

（１） 养殖场位置应远离主干道、 屠宰场及化工厂等， 距居民区及主干道等

公共资源距离大于 ５００ｍ 为宜； 处于城市的下风口， 不能对当地水源造成污染。

（２） 水电充足， 便利交通， 便于运输产生的粪便； 不能紧邻大江大河， 严

防养殖生产的污水带来的危害。

（３） 养殖场内畜禽舍设置应做到规范科学， 生产区之间应设置一定距离的

防疫缓冲隔离带， 周围应有围墙和外界隔离。

（４） 场内的道路应设置合理， 严格分离净道和污道； 全进全出， 并在空栏

后进行严格的消毒。

（５） 定期根据外围生物安全风险点的变化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地理位

置需综合权衡， 尽可能降低生物安全风险。

（６） 要避开无害化处理场、 屠宰场、 粪污堆积点、 垃圾处理场等高风险场

所， 保证一定的安全距离。

２ 定期消灭蜱虫等传播媒介

蜱虫是非洲猪瘟重要的生物传播媒介， 建议在养殖场内定期灭蜱， 同时加

强灭蚊、 灭蝇、 驱虫、 灭鼠和驱赶飞鸟等工作。 养殖场内禁止饲养异类动物，

防止疾病交叉感染； 定期消灭舍内外的昆虫和鼠类， 防止该类动物携带病原。

对舍外定期进行修整和清理， 减少昆虫类动物携带病原引发疾病传播。 场内根

据实际情况做好防虫及绿化工作； 加强舍内小环境控制， 配备温控设备及通风

设施。 圈舍保持适宜的饲养密度， 严防饲养密度过大。 舍内要有适宜的湿度，

并有一定的密闭性， 防治飞鸟进入传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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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落实好消毒防疫措施

养殖场内生活区和生产区要严格分区隔离。 各区要设立消毒池， 有条件的

必须设立消毒通道。 生产区内按照季节和疫病流行情况进行消毒。 制定严格的

消毒规程， 从人员、 车辆、 物品、 环境、 器械、 粪便、 病料等着手， 建立消毒

制度并监督实施。 消毒可以极大地减少养殖场内外环境中的病原微生物， 降低

疫病的发生率。 具体措施如下：

（１） 设置围墙将养殖场与外界有效隔离， 防止外来人员、 车辆及其他动物

进入。 笼舍要有防蚊蝇、 防鸟、 防鼠设施。 场区外建防洪沟， 利于雨水排出。

（２） 养殖场门口要设立车辆消毒池和人员入场消毒通道。 消毒池长度为进

出车辆车轮的 ２ 倍以上， 深度为 ３０ｃｍ， 与门同宽， 上方设遮雨棚； 消毒池内注

满消毒液， 定期更换。 生产区入口应设人员更衣消毒室， 对进出人员进行更衣

消毒。 消毒通道内铺设消毒垫， 并安装喷雾器、 高压水枪、 紫外线灯雾化消毒

等设备且设备正常运转。

（３） 场区内生产区、 生活区和无害化处理区分区明显， 各区间间距达 ８ｍ

以上或设置高 １ ８ｍ 以上的隔离墙。

（４） 建立兽医室， 配备相应的防疫、 冷藏冷冻、 蒸煮和高压灭菌设备， 聘

用具有相应资质的兽医技术人员， 安排独立的解剖室和处理病死畜禽的地方。

（５） 完善无害化处理措施。 不具备病死畜集中处理条件的养殖场， 要配备

焚尸炉或设立独立的远离场区的掩埋场所， 对病死畜禽尸体按要求进行深埋等

无害化处理。 实行雨污分离， 采用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粪污处理设备； 干湿分

离， 污水可通过发酵后还田， 干粪可制售有机肥等。

４ 坚持 “自繁自养” 和 “全进全出” 的饲养模式

中小规模养殖场要尽可能实行 “自繁自养”， 不具备 “自繁自养” 条件的

也要尽可能实行 “全进全出”， 严格执行空舍消毒制度和隔离观察制度。 如需

要引种， 新引进动物需要在隔离舍饲养观察 ３０ 天 ～６０ 天， 并做好检疫、 驱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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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和监测工作， 检验合格后方可与本场动物进行混群饲养。 制定合格的生产

管理流程， 分段饲养， 全进全出， 便于统一管理。 健全管理制度， 建立一整套

完善的管理制度， 如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防疫制度、 用药制度、 消毒制

度、 无害化处理制度、 疫病监测制度、 隔离制度等。

５ 免疫接种

免疫接种是有效预防动物疫病暴发与流行的重要措施， 也是打造养殖场生

物安全体系的关键点。 规模养殖场应根据当地动物疫病流行规律制定符合当地

情况的免疫接种规程， 确保疫苗免疫接种的质量。 不可盲目实施免疫接种， 应

有计划地进行。 在选择接种疫苗时应充分考虑动物品种的特点、 疫苗特性， 并

根据本地的疾病流行情况及本地动物疫病的流行情况， 选择符合本场的接种免

疫途径与免疫程序， 免疫剂量也应与实际相符合。 通过有效的免疫接种可大大

降低疫病暴发概率， 降低因患病带来的经济损失， 提高养殖的经济效益。 所以

中小规模养殖场应严格实施免疫程序， 按要求及时足量地做好相关动物疫病的

免疫工作， 并建立、 保存规范完整的进出栏、 免疫、 投料、 喂药等生产记录。

６ 饲养人员的管理

管理饲养人员是做好生物安全措施的十分重要的环节。 确保养殖人员有相

当的稳定性， 并对其活动有一定控制， 对于预防疾病的发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

义。 要禁止外来人员进入养殖生产区， 并对到场人员做好登记， 询问近期内是

否与动物有近距离接触。 食堂禁止采购相关动物食品， 更不能携带染疫动物产

品。 场内技术人员禁止向本场外提供技术服务， 并定期进行生物安全和生产安

全培训。

７ 适度规模养殖

为了适应新常态以及满足行业自身的需求， 规模化养殖是养殖业的必然趋

势。 适度规模化可以增加经济效益， 加强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 有效推进技术

进步。 养殖场可建立 “公司＋农户” 或养殖合作社的生产管理模式， 快速提高

200



浅谈中小规模养殖场
生物安全防控措施

养殖量， 形成规模化和标准化生产， 并对养殖人员统一进行技术培训， 提高生

产技术水平。 根据养殖场现有条件， 合理安排生产规模， 保持合理的养殖密度

和良好的生长环境是很有必要的。

此外， 中小规模养殖户还需做好应急预案和物资储备， 及时了解和掌握本

地区的重大动物疫情信息， 一旦发现疫情及时上报， 规范处置。

三、 结论

生物安全体系的中心思想是严格的隔离、 消毒和防疫， 其关键控制点在于

对人和环境的控制， 建立起防止病原入侵的多方位屏障， 使动物处于最佳的生

活环境。

在当前动物疫病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 中小规模养殖场必须重视和正确

对待生物安全防控方面存在的各种薄弱环节， 善于利用自然环境和设施设备，

做到合理选址和布局、 科学饲养和防控、 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 使基

础设施完善、 管理科学、 资源节约、 环境友好、 质量安全、 高产高效， 实现养

殖产业健康、 稳定、 持续发展。

党起峰， 李俊峰， ２０１８ 规模化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构建 ［Ｊ］ ． 畜禽业， ２９

（１）： ３０－３１

郝晓芳， 徐佳， 刘玲， 等， ２０１８ 从生物安全管理角度谈规模猪场对非洲

猪瘟的防控 ［Ｊ］ ． 黑龙江畜牧兽医， ２４： ８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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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桂祥， ２０１９ 中小规模养殖场生物安全防控工作探讨 ［ Ｊ］ ． 现代农业科

技， １３： １９６－１９７

秦智勇， ２０１９ 浅谈规模养殖场非洲猪瘟防控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Ｊ］ ． 畜牧

兽医科技信息， ２： ４－５

权自芳， ２０１９ 非洲猪瘟背景下发展生猪产业的措施浅谈 ［Ｊ］ ． 湖北畜牧兽

医， ４０ （６）： ２８－２９

王永利， 孙学全， 朱学荣， ２０１０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现状、 问题与建议

［Ｊ］ ． 养殖与饲料， １２： ８２－８４

吴宇飞， 庞训胜， ２０１９ 生物安全体系视角下动物疫病控制体系的构建

［Ｊ］ ． 安徽农业科学， ４７ （１８）： １００－１０２

张昱， ２０１７ 当前动物疫病防控形势 ［Ｊ］ ． 兽医导刊， １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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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ＨＭ 指数的

中国－南亚贸易研究

徐英婕

摘　 要 ………………………………………………………………

随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南亚地区与中国的贸易不断

推进。 本文引入南亚相关国家与中国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的各项进出

口数据， 通过 ＨＭ 指数， 分析了中国－南亚国家的贸易现状、 变

化趋势以及贸易依赖程度。 研究结果表明： ①中国与南亚地区的

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 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②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 ③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局一

直以印度为主， 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 ④中国出口对南亚

国家的依赖程度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关键词 ………………………………………………………………

ＨＭ 指数； 中国； 南亚； 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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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是重要的 “一带一路” 沿线地区。 关于中国与南亚贸易情况的研

究主要有中国与南亚贸易情况、 竞争性和互补性、 贸易的影响因素、 农产品贸

易、 中国边疆省份与南亚地区或邻国的贸易等。 本文从中国与南亚的贸易现状

入手， 对中国在南亚地区的贸易格局演变进行分析， 并对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

易相互依赖程度进行测算。

一、 研究区域和方法

（一） 研究区域

南亚， 位于亚洲西南部， 与中国陆上相邻， 东北依喜马拉雅山脉， 南临印

度洋， 东西两侧分别是孟加拉湾和阿拉伯海， 处于联通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

海峡的北印度洋地区， 是连接中亚、 东南亚、 西亚的中间地带， 地理位置特殊。

传统意义上的南亚地区由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尼泊尔、 不丹、 斯里兰

卡和马尔代夫 ７ 个国家以及克什米尔地区组成。 “一带一路” 倡议把阿富汗划归

南亚， 因此， 本文研究的南亚地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南亚 ７ 国以及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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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贸易依赖度研究模型的构建

１ 数据来源

文中所用的贸易数据均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和联合国商品贸易

统计数据库 （ＵＮ 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数据库。 在中国出口对南亚各国的依赖程度的计算

中， 所用的数据查询方式是以中国为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数据主体国家）， 以南亚各国为

Ｐａｒｔｎｅｒ （贸易伙伴）； 但在南亚各国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的计算中， 因涉及南

亚各国的总出口额， 所以查询方式是以南亚各国为 Ｒｅｐｏｒｔｅｒ， 以中国为 Ｐａｒｔｎｅｒ。

２ 研究方法

ＨＭ 指数 （ ｈｕｂｎｅｓｓ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可用于测算自由贸易协会 （ ｆｒｅｅ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网络中的潜在轴心经济体， 反映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依赖非对称

性。 公式如下：

ＨＭｂ ＝ Ｅａｂ
Ｅａ

× １ － Ｘａｂ
Ｘｂ

æ

è
ç

ö

ø
÷ × １００％

该式中： Ｅａｂ 表示 ａ 国到 ｂ 国的出口总额； Ｘａｂ 表示 ａ 国从 ｂ 国的进口总额； Ｅａ

表示 ａ 国的总出口额； Ｘｂ 表示 ｂ 国的总进口额。 ＨＭｂ 的取值范围为 ０ ～ １００％。

ＨＭｂ 指数越靠近 １００％， 表明 ａ 国出口对 ｂ 国市场的依赖程度越大； 反之， ＨＭｂ

指数越靠近 ０， 表明依赖程度越小。

二、 中国－南亚贸易情况分析

（一） 中国－南亚贸易现状

从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南亚国家进出口贸易总额来看， 印度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

伴， 贸易额远超其他 ７ 国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 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总额达到了

９５ ５０９百万美元， 占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６３ ３９％；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贸

易额占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贸易额的 ６５ １０％； 中国对印度进口贸易额占中国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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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地区进口总额的 ８４ １３％。 其余 ７ 国中，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与中国的贸易

额比较大； 斯里兰卡的贸易额与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差距较大， 但仍高于尼泊

尔、 阿富汗、 马尔代夫以及不丹。

图 １　 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额

从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差额来看， 中国对南亚国家的贸易均为顺差状态。 其

中， 中国对印度的贸易顺差最大， 达到了 ５７ ８４３ 百万美元； 其次是对巴基斯坦和孟

加拉国的贸易顺差， 分别为 １４ ７６１ 百万美元和 １６ ７６９ 百万美元。 从中国对南亚各国

贸易的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比值来看， 马尔代夫达到了 ３９６， 尼泊尔为 ４９， 阿富汗为

２８，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分别为 ７ ８０ 和 １８ ０４， 数值最小的印度也达到了 ４ ０７。 可

见， 中国对南亚 ８ 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差距明显， 贸易不平衡状况显著。

（二）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趋势演变

１ 贸易总额和差额

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和出口呈明显的增长态势

（图 ２）。 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总额占与全球贸易总额的比重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５９％增长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３ ０３％； 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总额占对全球出口总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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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３ ５９％增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 ８２％。 中国对南亚地区进口贸易额与

出口贸易额相比， 增长较为缓慢， 主要原因是南亚国家经济基础薄弱、 自然资

源稀缺、 制造业水平较低， 与中国存在较大差距。 中国对南亚地区进口总额占

对全球进口总额的比重变化较小， 仅由 ２００９ 年的 ０ ６９％增长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０ ９５％。 可见， 南亚地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比较小。 从中国与南亚地区

的贸易差额来看， 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顺差状态， 并且贸易顺差呈较快增长态势。

２００９ 年中国对南亚地区的贸易顺差为 ２９ １８０ 百万美元， ２０１８ 年中国对南亚地区

的贸易顺差达到 ９９ ７６０ 百万美元， 增长了约 ３ 倍。

由此可见， 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不平衡显著。

图 ２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中国与南亚地区的贸易发展变化

２ 空间分布

从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总额的空间分布来看， 印度洋沿岸国家与中国的贸易

额较高 （表 １）， 贸易格局一直以印度为主， 其次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再次是

斯里兰卡， 末位 ４ 个国家的贸易总额较小。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与印度的贸易总额

占中国在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７０％左右， 明显高于其他 ７ 国， 这主要是由于印度

的资源总量、 经济发展水平、 人口等远高于其他 ７ 国； 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与中

国的贸易总额占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１０％～２０％； 斯里兰卡与中国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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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占中国与南亚地区贸易总额的 ２％～５％。 其余 ４ 国与中国的贸易总额由高到

低依次为尼泊尔、 阿富汗、 马尔代夫、 不丹。 历年的排名没有变化。

表 １　 中国与南亚国家贸易总额的变化

单位： 百万美元

南亚国家
年份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印度

巴基斯坦

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尼泊尔

阿富汗

马尔代夫

不丹

６１ ７６１ ２０
８ ６６８ ６２
７ ０５７ ７０
２ ０９７ １２
７４２ ６７
１７８ ９５
６３ ５２
１ ６

６６ ４７３ ３３
１２ ４１３ ６５
８ ４４９ ８４
３ １６３ ０５
１ ９９７ ６８
４６９ ２４
７６ ６７
１５ ６２

７０ ５７６ １１
１５ ９９８ ３５
１２ ５４３ ３８
４ ０４１ ０７
２ ３３０ ６５
４１０ ９３
１０４ ３７
１１ ２２

７０ １７９ ４７
１９ １４７ ０６
１５ １７１ ６３
４ ５６１ ７７
８８８ ６８
４３５ ８３
３２１ １８
４ ９８

９５ ５０９
１９ １０５ ４
１８ ７３７ ４８
４ ５７６ ７９
１ ０９９ ３７
６９１ ６７
３９７ ２１
１２ ８４

从中国对南亚各国出口额的空间分布看， 中国出口额较高的国家同样集中

在印度洋沿岸 （表 ２）。 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的贸易格局与贸易总额的格局基本

一致， 主要以印度为主， 其次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再次是斯里兰卡。 中国

对其他 ４ 国的出口额较小。 ２０１０ 年来， 中国对印度的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对南亚

地区出口总额的比重呈增长态势， 占比在 ６０％ ～ ７０％之间； 中国对巴基斯坦的

出口贸易额占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总额的 １５％ ～ ２０％； 中国对孟加拉国的出口

贸易额占中国对南亚地区出口总额的 １０％～１５％。

表 ２　 中国对南亚国家出口、 进口贸易的变化

单位： 百万美元

南亚国家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印度 ４０ ９１３ ９６ ２０ ８４６ ３１ ５４ ２１７ ４２ １６ ３５８ ６９ ７６ ６７５ ６６ １８ ８３３ ３５

巴基斯坦 ６ ９３７ ７９ １ ７３０ ９５ １５ ９９８ ３５ ２ ７５３ ８７ １９ １０５ ４ ２ １７２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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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南亚国家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孟加拉国 ６ ７８９ １０ ２６８ ８８ １１ ７８２ ２７ ７６１ １１ １７ ７５３ ０６ ９８４ ４２

斯里兰卡 １ ９９４ ８５ １０２ ２８ ３ ７９２ ８ ２４８ ２７ ４ ２５５ ０５ ３２１ ７５

尼泊尔 ７３１ ２６ １１ ４２ ２ ２８３ ５８ ４７ ０７ １ ０７７ ３７ ２２

阿富汗 １７５ ２６ ３ ６８ ３９３ ５６ １７ ３７ ６６７ ５９ ２４ ０８

马尔代夫 ６３ ４８ ０ ０４８ １０３ ９９ ０ ３８ ３９６ １７ １ ０３

不丹 １ ５９ ０ ０１３ １１ １２ ０ １ １２ ８３ ０ ０１

从进口额的空间分布看， 中国在南亚地区的主要进口国是印度， 其次是巴

基斯坦， 再次是孟加拉国、 斯里兰卡。 中国对印度的进口贸易额占中国对南亚

地区进口总额的 ９０％以上。 其余 ６ 国在中国对南亚地区进口贸易中的比重较小。

其中， 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一直分别位列第三、 第四， 贸易额远高于阿富汗、

尼泊尔、 马尔代夫和不丹。

三、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贸易依赖程度

（一） 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

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偏低， 整体呈缓慢增长态势 （图 ３）。 中国

出口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对其他 ７ 国的依赖程度， 对巴基斯坦和孟加拉

国的依赖程度略高于对其他 ５ 国的依赖程度。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出口对印度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势， 而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３ 年出现了下降， 下降主要受世界经济环境的影响。 巴基斯坦长期以来都是

中国在南亚地区关系最友好的贸易伙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 中国出口对巴基斯坦

依赖程度的变化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依赖程度较

211



眉 山 职 教 探 索

小；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年， 自 “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以来， 依赖程度明显

加大；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 依赖程度有所减弱。 孟加拉国有部分数据缺

失， 仅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情况看， 中国出口对孟加拉国的依赖程度呈波动

上升态势。 中国出口对斯里兰卡的依赖程度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呈极缓慢的上升

态势。

图 ３　 中国出口对南亚各国的依赖程度

中国出口对尼泊尔、 阿富汗、 不丹和马尔代夫的依赖程度非常低。 从 ２００９

年来的数据来看， 中国出口对不丹的依赖程度无明显变化； 对尼泊尔的依赖程

度在 ２００９—２０１３ 年呈上升态势，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年迅速降至 ２００９ 年左右的水平，

之后再缓慢上升； 中国出口对马尔代夫的依赖程度从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 年变化程度不

大， 从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波动上升。

（二） 南亚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整体上高于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

度 （图 ４）。 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依赖程度最高的是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两个国

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 ６ 国， 并且自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国出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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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对印度的依赖程度。

印度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呈曲折波动变化， 可分为三个阶段：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年， 迅速回升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６ 年， 快速下降阶段；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 重新

回升。 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为印度出口中国的贸易额占其出口总额的比重受国际

大环境影响， 并且印度受工业化水平的限制， 对华产品输出能力较差。 巴基斯

坦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２ 年， 波动上

升， ２００９ 年和 ２０１２ 年增幅较大， ２０１２ 年达到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８ 年的最高值； 第二

阶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 年， 持续快速下降。 孟加拉国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自 ２００９

年以来呈缓慢上升态势。 斯里兰卡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自 ２００９ 年来曲折变

动， 可以看出近年来斯里兰卡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波动比较频繁。

图 ４　 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阿富汗、 尼泊尔的数据缺失较多， 从现有的数据来看， 阿富汗和尼泊尔出

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波动较频繁。 阿富汗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

呈 “Ｍ” 形波动， 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年， 快速增长阶

段； 第二阶段，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 快速下降阶段； 第三阶段， ２０１３ 年， 快速增

长， 快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０ 年；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 年， 快速下降阶段。 尼泊尔

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比较高， 以 ２０１４ 年为分界点， 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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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马尔代夫和不丹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并且数值

极低。

四、 结论和建议

（一）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 中国与南亚各国贸易显著不平衡， 表现为中国对南亚

各国的贸易均为顺差。 ２００９ 年以来， 中国与南亚各国的贸易总额呈增长态势，

印度是中国在南亚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在南亚的贸易一直以印度为主，

以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为辅， 其余 ５ 国贸易占比极小。

中国与南亚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平衡， 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

明显低于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 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依赖程度最高

的是印度， 其次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 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依赖程度最高的

是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两个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其他 ６ 国。 随

着 “一带一路” 倡议的提出， 中国出口对南亚国家的依赖程度整体呈增长态

势， 而南亚国家出口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没有明显的增长迹象， 且多呈下降以及

曲折波动态势。

（二） 建议

１ 增强与印度之外 ６ 国的贸易往来

中国在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中， 要从贸易潜力较大的小国 “逐步突破”，

虽然中国与印度的贸易量占了中国与南亚贸易总量的 ６０％以上， 但与其他 ７ 国

的贸易往来对于中国而言也必不可少。 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 加强政治领域的

互动， 协商制定推动双边贸易发展的对策， 达成在贸易领域的合作共识， 拓宽

与南亚国家贸易合作的领域； 第二， 通过接收南亚国家留学生、 投资教育、 举

办文化交流会以及开展旅游业合作等方式加强与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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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重点推进中国与巴基斯坦、 阿富汗、 尼泊尔的公路和铁路的联通建设， 并

向相关国家提供物资和技术支持。

２ 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在中国与南亚地区的经贸合作中， 无论是涉及印度同南亚国家的双边合作，

还是涉及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多边区域性合作， 印度都积极参与和支持。 在 “一

带一路” 建设中， 南亚是极为重要的， 而印度则是中国与南亚地区经贸合作中

的关键。 要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协调关系， 同时， 选择与那些经济上相对比较落

后和困难较多的南亚国家开展紧密的双边合作。 从长远来看， 中国采取这样的

战略安排与南亚地区进行经贸合作是明智和有效的。

陈继东， 李景峰， ２０１０ 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南亚经贸形势 ［ Ｊ］ ． 南亚

研究季刊， ３： ６６－７１＋７６

耿仲钟， 肖海峰， ２０１６ 新时期中国与南亚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研究

［Ｊ］ ． 对外经贸， ５： ４－８

胡彬国， ２０１４ 中国对南亚国家贸易影响因素研究 ［Ｄ］ ． 昆明： 云南财经

大学．

李涛， 王新有， ２０１１ 中国西藏与南亚邻国间的边贸研究： 现状、 问题与

前景 ［Ｊ］ ． 南亚研究季刊， ２： ６８－７６

伍娅湄， ２０１６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与南亚贸易合作研究 ［Ｄ］ ． 昆明：

云南财经大学．

张雨佳， 张晓平， 龚则周， ２０１７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贸易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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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析 ［Ｊ］ ． 经济地理， ３７ （４）： ２１－３１

赵蕾， 王国梁， 吴樱， 等， ２０１９ “一带一路” 背景下中国在南亚的贸易格

局分析 ［Ｊ］ ． 世界地理研究， ２８ （５）： ４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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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科举观与忠厚思想

余红艳

摘　 要 ………………………………………………………………

苏轼在参与科举的过程中显露出忠厚思想。 其思想包含行仁

政、 求稳定、 求厚重等方面， 涵盖个体、 朝廷、 社会各个层面。

其科举观以忠厚思想为指导， 以取忠实之士为目的， 以 “正学

术、 厚风俗， 不至蹈衰季之风” 为最终旨归， 包含宽厚、 适实、

适中、 责实不伪、 朴实、 公平公正、 中正、 实事求是、 宽严有度

等内涵。

关键词 ………………………………………………………………

苏轼； 科举观； 忠厚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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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的科举制度到宋真宗时期已基本形成定制。 苏轼在宋仁宗时期进士及

第、 文仕通显后， 曾参与主持多次科举考试： 嘉祐八年 （１０６３ 年） 考试永兴

军； 熙宁二年 （１０６９ 年） 为国子监考试官， 熙宁三年 （１０７０ 年） 为殿试编排

官， 熙宁五年 （１０７２ 年） 在杭州监试举人； 元祐元年 （１０８６ 年） 在学士院任

职并出考题，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任权知贡举。 早期， 他对当时的科举理念、

科举职责功能、 运行法则都比较认同， 此时其忠厚思想初露。 到宋神宗王安石

变法期间， 苏轼参与科举变革讨论， 其忠厚科举观与忠厚思想得以呈现。 到宋

哲宗时期苏轼出任贡举考官， 他通过对考试人员配置、 考试内容和考试方法等

多方面的思考和进谏， 践行了忠厚科举观与忠厚思想。

总体来看， 苏轼的科举观以忠厚思想为指导， 以取 “忠实之士” 为目的，

以 “正学术、 厚风俗， 不至蹈衰季之风” 为最终旨归， 包含宽厚、 适实、 适

中、 责实不伪、 朴实、 公平公正、 中正、 实事求是、 宽严有度等内涵。 其忠厚

思想是在参与科举的过程中逐渐显露出来的， 包含行仁政、 求稳定、 求厚重等

方面， 涵盖个体、 朝廷、 社会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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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科场及第： 忠厚思想初现

宋仁宗嘉祐二年 （１０５７ 年）， 苏轼应礼部试， 作 《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

以忠厚为论点阐述儒家的仁政思想。 这是其忠厚思想的初露。

嘉祐六年 （１０６１ 年） 正月， 欧阳修等人推荐苏轼兄弟应朝廷求直言之士的

诏书， 苏轼向朝廷内外两制大臣发集体公开信——— 《应制举上两制书》。 信中

指出了宋朝法治方面和任人方面存在的问题， 对当时 “好名太高而不适实” 的

社会风气进行了批评。 八月， 苏轼参加制科考试， 考入第三等， 被授予大理评

事， 担任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一职。 苏轼作 《谢制科启二首》， 表达自己对

朝廷取士 “宽厚” 的感谢， 并认为朝廷选拔人才当取 “刚柔适中之士”。

在 《应制举上两制书》 中， 苏轼指出： “夫人各有才， 才各有小大。 大者

安其大， 而无忽于小。 小者乐其小， 而无慕于大。 是以各适其用， 而不丧其所

长。 及至后世， 上失其道， 而天下之士， 皆有侈心， 耻以一艺自名， 而欲尽天

下之能事。 是故丧其所长， 而至于无用。 今之士大夫， 其实病此也。” 苏轼在此

批评了当时 “好名太高而不适实” 的社会风气， 批评士人 “自许太高， 而措意

太广”， 以至于 “贤人君子布于天下， 而事不立”。

在 《谢制科启二首》 中， 苏轼认为， 朝廷取人当察举之法与考试之法并

用。 因为朝廷取人 “难”， 单纯地进行一次考试或用察举法来取人均有弊端：

通过一次考试选才容易 “掩之于仓卒， 所以为无私也， 然而才行之迹， 无由而

深知”； 用察举法虽 “要之于久长， 所以无失也， 然而请属之风， 或因而滋

长”。 苏轼还以隋唐考试之法、 魏晋察举法之弊端来证明其观点， 并在最后指

出， 最好的选才方式是 “兼用考试察举之法”。

在 《谢制科启二首》 中， 苏轼认为， “国家取人之科， 惟是刚柔适中之

士”。 太刚之人 “则恶， 其猖狂不审”， 太柔之人 “则畏其选懦不胜”， 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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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柔适中之士”， 才可以胜任国家的管理事务。

从以上应试和制科论文来看， 苏轼的忠厚取士观已有所表露。 他对朝廷待

士 “宽厚之风” 的赞扬， 对 “好名太高而不适实” 的作风的批评、 对朝廷取士

之法与取士标准的建议， 都可以视作其忠厚科举观的表现。 彼时其忠厚科举观

是与宽厚、 适实、 适中、 公平公正等词联系在一起的。

二、 反对王安石科举改革： 忠厚科举观确立

宋神宗熙宁四年 （１０７１ 年）， 王安石变法， 主张变更科举取士制度， 以

“经义取士” 代替 “诗赋取士”， 以学校代替科举。

王安石变法的内容具体为： 进士科 “罢诗赋、 帖经、 墨义， 士各占治

《易》 《诗》 《书》 《周礼》 《礼记》 一经， 兼 《论语》 《孟子》。 每试四场， 初

大经， 次兼经， 大义凡十道， 后改 《论语》 《孟子》 义各三道， 次论一首， 次

策三道”。

对此变革， 苏轼写下 《议学校贡举状》， 以示反对。 文中先摆出观点： “得

人之道， 在于知人， 知人之法， 在于责实。” 苏轼认为， 只要自上而下地施行

“责实之政”， 就能选到人才， 何必变制？

苏轼接着从学校自古以来都承担育人功能而非选才功能说起， 结合庆历兴

学的失败， 说明以学校代科举这条路走不通。 再对比古今， 建议仍然沿用科举

旧制： “至于贡举之法， 行之百年， 治乱盛衰， 初不由此。 陛下视祖宗之世， 贡

举之法， 与今为孰精？ 言语文章， 与今为孰优？ 所得文武长才， 与今为孰多？

天下之事， 与今为孰办？ 较比四者， 而长短之议决矣。”

至于变革者倡导的变化， “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 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

赋， 或欲举唐室故事， 兼采誉望， 而罢封弥； 或欲罢经生朴学， 不用贴、 墨，

而考大义”， 苏轼一一驳斥。 对 “举德行而略文章” 这一重德行轻文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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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进行了尖锐批评， 认为这会导致 “伪” 的出现： “君之所向， 天下趋焉。

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 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 上以孝取人， 则勇者割股，

怯者庐墓。 上以廉取人， 则弊车羸马， 恶衣菲食。 凡可以中上意， 无所不至矣。

德行之弊， 一至于此乎！”

对于专取策论罢诗赋或以 “经义取士” 代替 “诗赋取士” 的做法， 苏轼也

坚决反对。 他说， 诗赋取士 “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 “岂独吾祖宗， 自古尧舜

亦然”； 又以本朝 “文章华靡” 的杨亿、 “通经学古” 的孙复、 石介等人为例，

说明能诗赋者并非不是国家栋梁， “通经学古” 者并非一定就是能 “施于政事”

者： “自唐至今， 以诗赋为名臣者， 不可胜数， 何负于天下， 而必欲废之！” 并

揭示了只考策论或 “经义取士” 的弊病予———不仅会导致士人临考时 “纂类经

史， 缀缉时务， 谓之策括； 待问条目， 搜抉略尽， 临时剽窃， 窜易首尾， 以眩

有司”， 且会造成士人文章质量大大下降， 为文既无规矩准绳， 也无声病对偶。

苏轼说， 通过这样的考试选拔出来的人才， 能称得上好和精吗？ “以易学之士，

付难考之吏， 其弊有甚于诗赋者矣。”

对 “欲举唐室故事， 兼采誉望， 而罢封弥”， 苏轼认为： “唐之通榜， 故是

弊法。 虽有以名取人， 厌伏众论之美， 亦有贿赂公行， 权要请托之害， 至使恩

去王室， 权归私门， 降及中叶， 结为朋党之论。 通榜取人， 又岂足尚哉。”

而对 “罢经生朴学， 不用贴、 墨， 而考大义” 的做法， 苏轼也表示反对：

“今进士日夜治经传， 附之以子史， 贯穿驰骛， 可谓博矣。 至于临政， 曷尝用其

一二？ 顾视旧学， 已为虚器， 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 粗识大义， 而望其才能增

长， 亦已疏矣。”

最后苏轼总结： “愿陛下明敕有司， 试之以法言， 取之以实学。 博通经术

者， 虽朴不废； 稍涉浮诞者， 虽工必黜。 则风俗稍厚， 学术近正， 庶几得忠实

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风， 则天下幸甚。”

从中可见， 苏轼的反变革理念实际上是或部分上是 “求忠厚”。 因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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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引起不稳定， “变” 中蕴含机心机巧， “变” 会带来虚伪浮浅、 带来 “不实”

“不忠厚”， 与其忠厚思想背道而驰， 因而苏轼反对 “变”。 苏轼还认为， 只要

朝廷行 “责实” 之政， 天下学子行不伪之风， 学风 “朴实” 不浮诞， 最终就一

定能实现厚风俗、 正学术、 得 “忠实” 之士的目的， 就不会蹈衰季之风。 这才

是科举考试的最终目的， 也是国家之大幸运。

可见， 在与王安石科举变革的争论中， 苏轼 “责实、 不伪、 朴实” 的忠厚

科举观已然形成， 其 “厚风俗、 正学术、 得忠实之士， 不至蹈衰季之风” 的科

举忠厚体系得到阐发， 求稳定求厚重的忠厚思想， 也得到体现。

三、 主持科举考试： 忠厚思想之实践

宋哲宗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苏轼权知礼部贡举时， 天降大雪， 举子不能

如期参考。 苏轼上 《大雪乞省试展限兼乞御试不分初覆考札子》， 请求朝廷延

期考试。 为解决延期考试带来的延迟放榜问题， 苏轼建议将出考、 覆考、 编排、

详定四处考官集中在一起办公， 以提高工作效率。 在考试过程中， 苏轼下令放

宽考场禁约， 允许考生活动手脚、 活动身心。 《宋史·苏轼传》 载： “三年， 权

知礼部贡举。 会大雪苦寒， 士坐庭中， 噤未能言。 轼宽其禁约， 使得尽技。” 对

于朝廷派来的巡铺官， 凡是无理生事、 侮辱举子的， 苏轼便上奏朝廷， 将其免

除职务， 逐出考场。 作为主考官的苏轼， 在考试中和考试前后都体现出对举子

的关心， 这表现出其 “宽厚” 的一面。

同时， 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作风， 苏轼在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主持贡举

时， 又连上数道奏章， 对科举考试和科举制度中不合理、 不严肃的一面予以了

斥诉和建议。 这其中包括考试过程中上奏的 《贡院札子四首》 （ 《奏巡铺郑永崇

举觉不当乞差晓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铺内臣陈慥》 《申明举人卢君修王灿等》

《论特奏名》 ）。 考试后上奏的 《御试札子二首》 （ 《放榜后论贡举合行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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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乞御试放榜馆职皆侍殿上》 ）、 《省试放榜后札子三首》 （ 《乞裁减巡铺兵士

重赏》 《乞不分经取士》 《乞不分差经义诗赋试官》 ） 则对考试的形式、 内容、

考官设置等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元祐四年 （１０８９ 年）， 苏轼知杭州， 上奏朝廷

勿以诗赋经义五分取士， 应按实际人数来分比录取。 元祐八年 （１０９３ 年）， 苏

轼上奏朝廷， 建议拓宽考题范围。

（一） 建议取消 “特奏名”

特奏名是宋朝科举考试中一种新制， 是对多次参试而未被录取举人的考生

的一种优待。 特奏名由皇帝亲自选拔录用， 授予出身或官职。 从宋太祖乾德四

年 （９６６ 年） 第一次复试落第举人考试开始， 到宋真宗咸平三年 （１０００ 年） 正

式实行特奏名制度， 宋朝录取进士人数猛增。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二月， 苏轼权知礼部贡举时写给朝廷四道奏折 《贡院

札子四首》， 其中一道为 《论特奏名》， 对朝廷 “特奏名” 制度表示了反对。 他

说， “天下之患， 无过官冗”， 而北宋 “官冗” 的 “流弊之极， 至于今日， 一官

之阙， 率四五人守之， 争夺纷纭， 廉耻道尽， 中材小官， 阙远食贫， 到官之后，

求取渔利， 靡所不为， 而民病矣”。 除祸害百姓外， 冗官还加重朝廷财政负担，

“今日之弊， 譬如羸病之人， 负千钧之重”。 而那些 “恩榜得官之人， 布在州

县， 例皆垂老， 别无进望， 惟务黩货以为归计， 贪冒不职， 十人而九。 朝廷所

放恩榜几千人矣， 何曾见一人能自奋励有闻于时？ 而残民败官者不可胜数。 以

此谓其无益有损， 不言可知”。 奏折最后以 “贴黄” 的形式， 借在职吏部官员

孙觉所见， 再次讲述了 “冗官” 的害处。

（二） 建议严格录取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三月， 苏轼上 《御试札子二首·放榜后论贡举合行事

件》， 再次奏明朝廷， 特奏名 “恩泽太滥”， 乞请改制。 并针对参加殿试的过省

举人不论合格与否全都过关之流弊奏请朝廷， 在将来殿试时， “除放合格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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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余并皆黜落， 或乞以分数立额取人”， 从而使 “上无姑息之政， 下绝侥幸之

心”。 同一文中， 苏轼又针对 “今者南省十人已上， 及别试第一人， 国学开封

解元， 武举第一人， 经明行修举人， 与凡该特奏名人正及第者， 皆著令升一甲”

这一 “滥恩” 情况奏请朝廷， “今后殿试唱名， 除南省逐场第一人临时取旨外，

其余更不升甲”。

（三） 建议不分经取士， 也不分差经义诗赋试官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三月， 苏轼作 《省试放榜后札子三首》， 其中的 《乞

不分经取士》 阐述了分经取士的弊端， 当某经因参试人数少因而合格人数少时，

则降分录取以次充好； 反之， 参试人数多的某经， 则因人数多名额少而导致优

秀考生被刷掉。 苏轼提议今后 “更不分经， 专以工拙为去取”。

另一篇 《乞不分差经义诗赋试官》 则据 《乞不分经取士》 提出， 针对朝廷

分别安排经义、 诗赋考官。 苏轼说： “既复诗赋与经义策论通考， 举人尚不分

经， 而试官乃分为二， 甚无谓也。” 他认为朝廷所差考官， 应是词学具优者， 不

管经义还是诗赋都应精通。 因此请求朝廷 “今后差试官不拘曾应经义、 诗赋举

者， 专务选有词学之人充， 其礼部近日所立条贯， 更不施行”。

（四） 建议取消巡铺官重赏

宋代省试机构主要是礼部贡院， 考官分内帘官和外帘官。 内帘官指 “主司

及应预考校之官”， 主要有知贡举、 同知贡举、 参详官、 点检试卷官、 监试官

等。 外帘官是指为考试和阅卷服务的考官， 主要有封弥官、 誊录官、 编排官、

对读官、 监门官、 巡铺官等。 巡铺官是宋代省试机构的外帘官， 负责监督和维

持考场秩序。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二月， 苏轼连上四道奏折 《贡院札子四首》， 有三篇

都与巡铺官有关： 《奏巡铺郑永崇举觉不当乞差晓事使臣交替》 《奏劾巡铺内臣

陈慥》 《申明举人卢君修王灿等》。 此三篇奏折针对巡铺官滥用职权、 胡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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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致举子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受损现象， 建议罢黜犯事巡铺官。 《奏劾巡铺内

臣陈慥》 中说： “内臣陈慥乃敢号令众卒， 齐声唱叫， 务欲摧辱举人， 以立威

势， 伤动士心， 损坏国体， 本院无由约止。 伏望圣慈特赐行遣。” 元祐三年

（１０８８ 年） 三月， 苏轼 《省试放榜后札子三首·乞裁减巡铺兵士重赏》 一折再

奏朝廷： 因朝廷重赏巡铺士卒， 因而导致其执法时 “非理罗织”， “以成其罪，

其间不免冤滥”， 因此 “欲乞下有司立法裁减重赏及减定巡铺兵士人数， 如非

理罗织举人， 即重行则罚， 以称朝廷待士之意”。 《宋史·苏轼传》 记载： “巡

铺内侍每摧辱举子， 且持暧昧单词， 诬以为罪， 轼尽奏逐之。”

（五） 建议朝廷按实际情况分配各地解额

元祐四年 （１０８９ 年）， 苏轼知杭州时又向朝廷上 《乞诗赋经义各以分数取

人将来只许诗赋兼经状》， 建议朝廷按实际情况分配各地解额。 奏折根据杭州进

士汪溉等一百四十人的陈状， 对朝廷按照诗赋、 经义各五分取人的做法表示了

反对。 奏折指出全国各地习诗赋的士子较习经义的人数多， 因而五分取士法不

合理， 应 “随诗赋、 经义人数多少， 各纽分数发解”。

（六） 建议拓宽试题范围

元祐八年 （１０９３） 五月， 针对 《元祐贡举敕》 中 “诸诗赋论题于子史书

出。 唯不得于老庄子出。 如于经书出， 而不犯见试举人所治之经者。 谓如引试

治 《诗》 《书》 举人， 即听于 《易》 《春秋》 经传出诗赋论题。 引试治 《易》

《春秋》 举人， 即听于 《周礼》 《礼记》 出诗赋论题之类” 的出题范围， 苏轼

上 《奏乞增广贡题札子》， 指出出题范围太过狭窄， 既无法进行科场操作， 也

不利于展示举子的真实水平。 苏轼因此向朝廷建议， 拓宽出题范围， 并在试卷

题目下 “备录上下全文， 并注疏不得漏落”。 这样既能展示举子的真实水平与

能力， 又能彰显 “朝廷待士之意”， “本只以工拙为去取， 不以不全之文掩其所

不知以为进退， 于忠厚之风， 不为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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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苏轼在主持和参与修订科举考试时， 充分考虑和体现了 “朝廷待士

之意” 和 “忠厚之风”。 他宽待考生， 严惩无理闹事的巡铺官； 他建议拓宽试

题， 详注试题， 不出偏题怪题为难考生。 同时他又建议不分经取士， 建议按照

实际报考人数按比分配解额； 还建议取消特奏名， 建议严格选才宁缺毋滥……

他的忠厚体现在他对朝廷、 对国家、 对举子的态度上， 体现在他对科举制度的

完善上， 体现在他的公平公正、 中正、 实事求是、 宽严有度上。

四、 结论

苏轼的忠厚思想在参与科举的过程中逐步显露， 并得以成型和实践。 其在

科举参与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忠厚思想主要为行仁政、 求稳定、 求厚重。

在科举考试中， 苏轼追求和实践着他的忠厚思想， 将 “忠厚之风” 始终贯

穿其中。 他以忠厚原则去探讨和衡量科举制度的方方面面， 包括制度方面、 执

行方面、 监督方面、 改革方面、 用人方面， 并对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

意见。 在制度方面， 他要求公平合理、 切合实际， 有利国家举子人民； 在执行

方面， 他要求公正宽厚， 宽严有度， 厚待举人又绝不滥施恩典； 在监督方面，

他杜绝罗织罪名， 摧辱人格； 在改革方面， 他看重稳定， 反对浮浅不实； 在用

人方面， 他要求人有专长， 适实不伪， 个性中正。

总之， 苏轼从朝廷国家计、 从百姓士子计、 从制度职守计， 树立了忠厚思

想和忠厚科举观， 并予以践行。 他的忠厚思想和忠厚科举观涉及个体、 朝廷、

社会， 他期望由 “科举忠厚” 带动个体忠厚、 朝廷忠厚， 并最终达至社会忠

厚。 这对当今社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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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苏文化视角的眉山旅游地

形象与游客行为意向互动效应研究

罗惠扬

摘　 要 ………………………………………………………………

良好的旅游地形象对旅游地的营销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 本文对眉山三苏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 以三苏

祠景区作为旅游地形象案例， 通过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对眉山旅

游地的经济、 民风、 环境和游客旅游体验及其意向行为的互动关

系进行研究， 基于三苏文化视角探索目前眉山旅游地形象发展存

在的问题和挑战， 从而提出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即从展示文化独

特性， 重视游客不同类型的体验， 加大文化宣传等方面进一步提

升旅游地形象， 以期促进眉山旅游地形象建设和三苏祠景区更好

地发展。

关键词 ………………………………………………………………

三苏文化； 旅游地形象； 行为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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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地形象是政府、 专家、 游客、 目的地社群和媒体等相关群体对旅游目

的地总体的、 抽象的、 系统的、 概括的认识和评价。 旅游地的建筑物、 道路、

交通、 商店、 旅游景点、 生活设施等， 都是构成印象和感受的基本要素。 市民

行为、 文化氛围、 风土人情等又都是形成富有特色的目的地形象的最关键的内

容。 近年来， 眉山市围绕三苏文化， 发展文化产业， 运用创新的理念和手法将

三苏文化渗透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 以三苏为媒， 加强对外交流和招商引

资全面发展。

国外对文化旅游地的开发和宣传较早， 如今欧洲已形成标志性的文化旅游

地； 而中国的文化旅游正在逐渐兴起， 总体上保护开发不及国外。 国内对三苏

文化的影响力虽有一定关注， 但目前对眉山作为东坡故里、 三苏文化的发源地

的相关研究主要着眼于对三苏文化的历史解读和景观应用开发等， 基于三苏文

化视角的眉山旅游地形象构建研究尚属空白。 三苏文化作为眉山旅游的标杆意

向，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从最具有代表性的意向入手来考察眉山旅游地形

象构建乃至后续的进一步发展， 成为目前眉山旅游研究所遇到的巨大挑战之一。

如何从三苏文化入手来深入研究眉山旅游地形象与游客旅游意向之间的互动关

系， 对当下提出的建设眉山环成都经济圈对外开放发展示范市也将具有深远意

义。 因此， 为了建立三苏文化与眉山旅游地形象之间的联系， 考察三苏文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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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互动的相互关系， 本文将基于三苏文化视角对眉山旅游地形象与游客旅游

意向之间的互动效应进行研究。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搜集

（一） 问卷设计

本文以眉山三苏祠景区的游客为调查对象， 以眉山文化旅游地形象、 游客

旅游体验及其意向行为为切入点， 结合景区与三苏文化旅游特点， 设计了调查

问卷。

（二） 问卷发放

采用在线发放与实地发放相结合的方式， 重点对三苏祠景区的游客进行问

卷调查。 共发放问卷 ２６０ 份， 回收有效问卷 ２２０ 份， 有效问卷率为 ８５％。

本研究将从三个方面入手： 游客的基本信息； 游客对眉山旅游地形象的了

解情况； 参观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以后游客的旅游体验。 本文将通过对这三个

方面的调查研究与分析总结， 对三苏文化与眉山旅游地形象进行大致的研究与

探讨， 以期揭示三苏文化对眉山旅游地形象作用的本质， 为眉山旅游地形象的

发展和创新提供理论参考， 为眉山旅游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 数据分析与结果

（一） 游客基本信息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被调查者的基本特征如表 １ 所示。 其中男性游客和女性游客的比例大致相

等； 游客主要来自外地及眉山周边区县； 年龄主要集中在 １８ ～ ４５ 岁； 职业以文

教科技类单位人员为主； 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及以上为主； 人均月收入为 ２ ０００ ～

６ ０００ 元。 由此看出， 被调查的游客受教育程度较高， 对三苏祠这类文化旅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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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感兴趣。 另外， 大多数人是跟朋友出游或集体游览的， 且只游览过一次的

较多。 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文化旅游地游览的特点。

表 １　 游客的基本信息

项目 人数 （人） 占比 （％）

性别
男 １０６ ４８ １８

女 １１４ ５１ ８２

来源地

眉山地区 ７６ ３４ ５５

境内除眉山
以外的地区

１４２ ６４ ５４

港澳台地区 ２ ０ ９１

年龄

１８ 岁以下 ３ １ ３６

１８～２５ 岁 ５４ ２４ ５５

２６～３５ 岁 ６２ ２８ １８

３６～４５ 岁 ７３ ３３ １８

４６～５５ 岁 ２８ １２ ７３

职业

政府公务员 ４５ ２０ ４５

企业工作人员 １０ ４ ５５

（文教科技类）
事业单位人员

７７ ３５

服务 ／销售人员 ４１ １８ ６４

学生 ４７ ２１ ３６

受教育程度

初中及以下 ３ １ ３６

高中 ／中专 １７ ７ ７３

大专 ３６ １６ ３６

本科 ８１ ３６ ８２

硕士及以上 ８３ ３７ ７３

231



眉 山 职 教 探 索

表１（续）

项目 人数 （人） 占比 （％）

月均收入

２ ０００ 元及以下 ４９ ２２ ２７

２ ００１～４ ０００ 元 ６９ ３１ ３６

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０ 元 ６８ ３０ ９１

６ ００１～８ ０００ 元 ３２ １４ ５５

８ ０００ 元以上 ２ ０ ９１

游览的三苏祠次数

１ 次 １３５ ６１ ３６

２ 次 ５８ ２６ ３６

３ 次 １１ ５

３ 次以上 １６ ７ ２７

旅游兴趣

毫无兴趣 ０ ０

有一点兴趣 ８６ ３９ ０９

无所谓 ２９ １３ １８

比较感兴趣 ８９ ４０ ４５

非常感兴趣 １６ ７ ２７

旅行方式

通过旅行社 ５ ２ ２７

与亲友自助游 ２１５ ９７ ７３

单独一人自助游 ０ ０

（二） 游客对眉山旅游地形象的了解情况

（１） 由图 １ 可以看出， 游客对眉山城市人民生活水平的认可度较高， 但对

眉山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和地方特色推广程度还没有明显感受， 这直接减少了游

客选择眉山作为旅游地的概率。 眉山旅游业不发达， 也直接影响着眉山城市的

经济发展。

232



基于三苏文化视角的眉山旅游地形象
与游客行为意向互动效应研究

图 １　 眉山经济发展情况

（２） 图 ２ 结果显示， 旅游者对眉山当地人民的教育、 友善、 诚信和助人为

乐方面有高认可度。 城市人民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其他几个方面。 游客在眉山

旅游时， 对眉山的城市形象好感度较高。

图 ２　 眉山民风情况

（３） 图 ３ 显示， 旅游者对眉山城市的交通和环境以及环保力度赞赏度非常

高。 城市间交通便利； 游客和当地人民沟通顺畅， 虽然部分外地游客认为眉山

方言具有地方性， 但并不影响交流； 城市环境优美， 气候宜人。 由此可以看出

眉山城市环境具有很高的旅游舒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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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眉山环境情况

（三） 旅游者参观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后的旅游体验

１ 历史积淀， 俯察过往

由图 ４ 可以看出， 三苏祠优美的自然环境让多数游客领略到了川西园林之

美。 祠中的古建、 文物让游客触碰到历史遗迹， 犹如身临其境。 同时也让游客

了解了三苏父子的生平事迹， 从千年历史积淀中， 感受三苏文化。

图 ４　 游客对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的历史积淀及环境的体验

２ 文明意向， 文化传承

图 ５ 显示， 游览三苏祠后， 多数游客重新认识了苏洵、 苏轼、 苏辙这一门

三父子， 并为苏轼的生平事迹和他的精神所感动。 但在游览中， 情感共情体验

不足， 诗歌文字的讲解较少， 很难将诗歌中吟诵的意境与景观相联系。 游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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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苏祠后， 参与调查的游客中有 ５０％的游客表示今后会更留意和阅读苏东坡的

作品， 也会向他人推荐三苏祠作为旅游目的地。

图 ５　 游客三对苏祠和三苏博物馆的文化传播、 共情及三苏精神的体验

３ 心旷神怡， 流连忘返

图 ６ 显示， 游客在三苏祠中感受到了浓厚的诗歌文化氛围， 能在心中感受

诗中传递的精神； 游览过程中轻松自在， 心情愉悦。 但在参观游览中增进和家

人朋友之间的感情方面感受不足。

图 ６　 游客对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的情感和文化氛围的体验

４ 人文交互， 个性服务

图 ７ 显示， 在参观过程中， 游客对景区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满意， 对景区管

理中的标识、 讲解系统、 售票系统较为满意； 景区游客参观秩序井然。 但三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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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中并没有相关的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游客的互动体验感不理想； 较少人购买

了相关的文化或文创产品， 游客重游愿意不强烈。

图 ７　 游客对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的

管理系统和文化体验活动的体验

四、 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调查分析， 研究了游客对眉山文化旅游地 “经济、 民风、 环境”

三个方面的形象感知、 旅游体验及其意向行为的互动关系。 现结合文化旅游地

特点， 提出一些具有实操性的建议， 希望能有益于文化旅游地尤其是眉山旅游

地的形象建设和三苏祠未来的发展。

（一） 展示文化独特性， 多途径设计和开发三苏文化旅游资源

旅游者在文化旅游过程中重视个人体验， 他们渴求的是一种更轻松、 更自

然、 更自我的个人境界。 因此文化旅游地管理者要针对游客的心理需求， 对游

客类型进行精准区分， 对旅游地进行更深度的文化挖掘和更为人性化、 体验化

的设计。 利用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打造优质的文化产品， 结合眉山自身的旅游资

源优势， 探索一种文化与旅游相辅相成、 良性互动的产业发展战略。

游客对于旅游地文化的独特性期待非常高， 独特性强的文化旅游地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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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游客的认可。 因此， 可以更多地提炼文化元素， 开展切合的主题活动， 同

时利用高科技手段打造全感官的旅游系统， 在虚拟游戏或场景中让游客身临

其境。

（二） 重视游客不同类型的体验， 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

从前面的数据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旅游体验与行为意向呈显著正相关关系。

旅游体验的提高可以促使游客产生正向的行为意向。 因此文化旅游地要着力发

展出让旅游者能体会到在其他地方感受不到的独特体验，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

游客到文化旅游地旅游。 另外， 许多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旅游地， 如本文选取的

案例地———眉山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 不仅是可供游览的旅游景区， 更应该是

一个集教育、 娱乐、 学习等为一体的景点。 因此， 应该增加对体验感的关注度，

使旅游者能在轻松的状态中获得文化求知和观赏愉悦的双重体验。

在本文的调研地点———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中， 游客共情体验、 互动体验

不足。 这说明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应该采取相关措施提高游客的互动体验感，

在其文创纪念品、 文化体验活动中加强旅游者的体验参与感。 可以适当增加文

化类体验项目， 如开展诗歌朗诵活动、 国学类体验活动， 或者利用多媒体设备

增加互动项目等。

（三） 明确文化旅游地资源优势， 加大文化宣传

虽然文化旅游地凭借其文化背景享有知名度， 比如三苏祠和三苏博物馆，

以苏氏父子卓越的创造才能和辉煌的文学成就享有盛名， 但是真正因为崇拜或

为了瞻仰苏氏父子而专门来到此地的旅游者并不多。 因此文化旅游地应该明确

自身独有的文化优势， 继续加大文化宣传力度。 就三苏祠本身而言， 可以通过

拍摄和播放三苏文化影视片， 举办诗歌文化知识讲座、 经典传承诵读会、 研讨

会和巡回展等公益活动， 提升旅游者对三苏文化以及诗歌文化的了解。 还可以

大量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平台等进行广泛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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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邦分析法在上市公司财务分析中的

应用研究
———以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张　 科　 张　 军

摘　 要 ………………………………………………………………

对上市公司而言， 财务分析法是企业管理者、 投资者、 债权

人等不同财务分析主体的重要分析工具。 本文以上市公司千禾味

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以其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报表为基

础， 运用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核心的杜邦分析法， 通过因素分析及

连环替代， 试图发现千禾味业经营管理中的问题， 并提出合理

建议。

关键词 ………………………………………………………………

杜邦分析； 千禾味业； 财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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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全球企业竞争的加剧， 良好的企业管理能力越发重

要。 而财务管理是企业管理的核心， 对企业的生产运营及长远发展有重要影响。

其中， 财务分析作为财务管理的重要一环， 通常采用专门的方法， 基于过去的

企业绩效和财务指标衡量企业现在的发展水平并且预测未来的发展前景 （王娇

娇， ２０１９）。 本文通过杜邦分析法， 逐级分解核心指标净资产收益率， 找到影响

因素， 对企业财务进行综合分析， 试图找到企业经营中的主要问题， 为改善企

业管理提供可靠的依据。

一、 杜邦分析法概述

杜邦分析法 （ＤｕＰｏｎ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最初是由美国杜邦公司采用的一种对公司经

营绩效及财务状况进行综合分析的财务分析体系 （见图 １）。 它的核心原理是把

核心财务指标净资产收益率分解为销售净利率、 总资产周转率、 权益乘数三个

指标， 全面、 直观、 综合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其中， 销售净利率等于净利润

除以营业收入， 反映企业盈利能力； 总资产周转率等于营业收入除以平均总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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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反映企业营运能力； 权益乘数等于 １ 除以 （１－资产负债率）， 该指标越大，

说明资产负债率越高， 反映企业偿债能力。

图 １　 杜邦财务分析体系

二、 杜邦分析法在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中的应用

千禾味业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千禾味业” ） 是一家专注于酿造

健康调味品的股份制企业， 总部位于四川省眉山市， 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７ 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为酱油、 食醋等调味品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焦糖色等食品添加剂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其主要产品为酱油、 食醋、 料酒等

为主的调味品及焦糖色为主的食品添加剂。

（一） 因素分析

因素分析法是依据分析指标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 从数量上确定个体因素

对分析指标产生的影响的一种方法。 它是用来确定几个相互联系的因素对分析

对象———综合财务指标或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的一种分析方法 （刘银玲、 张鑫

琳， ２０１８）。

本文选取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数据， 计算出各个主要财务比率结

果 （表 １ 和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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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 元

年份 净利润 营业收入 成本总额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２０１６ １００ ０８８ ５６５ ５８ ７７０ ８６０ ９９０ ８３ ６６２ ７９６ ８５１ ６１ １ ０２６ ６５５ ８０３ ７１ １３６ ２３５ ０４９ ５８

２０１７ １４４ ０５９ ４３４ ２５ ９４８ １６７ １１１ ５１ ７９２ ２０２ ６００ ２８ １ １９６ １２６ ８３１ ３８ １３３ １３９ ８３１ ００

２０１８ ２４０ ０２３ ６０１ ２３ １ ０６５ ４４５ ７９４ ４８ ８８１ ７３５ ３６２ ２４ １ ９３１ １４３ ４３８ ９６ ６２４ ６３４ ６５２ ６０

　 　 数据来源： 据上交所千禾味业年报数据整理。

表 ２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主要财务比率和权益乘数

年份
净资产收益率

（％）
总资产净利率

（％）
销售净利率

（％）
总资产周转率

（％）
资产负债率

（％） 权益乘数

２０１６ １３ １８ １１ ４３ １２ ９８ ０ ８８ １３ ２７ １ １５

２０１７ １４ ５９ １２ ９６ １５ １９ ０ ８５ １１ １３ １ １３

２０１８ ２２ ６９ １５ ３５ ２２ ５３ ０ ６８ ３２ ３５ １ ４８

　 　 数据来源： 据上交所千禾味业年报数据整理。

（１） 销售净利率。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销售净利率从 １２ ９８％上升到

２２ ５３％， 这是由于销售收入的增速大于成本费用的增速。 营业规模的扩大一般

会伴随成本费用的上涨， 因此企业在增加收入与扩大经营规模的同时， 更要注

意控制费用的增长， 尤其是营业成本、 销售费用及研发费用。

（２） 总资产周转率。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总资产周转率呈下降趋势。

总资产周转率受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的间接影响， 而流动资产反映一个企业

的变现能力和偿债能力， 非流动资产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规模、 发展潜力。 从

千禾味业的资产负债表可知，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基本呈增长

趋势， 在 ２０１８ 年二者大幅增加， 特别是存货和在建工程的增加， 说明千禾味业

虽然企业整体资产的营运能力有所下降， 但是销售能力在不断增强， 获利能力

和发展潜力也在逐年提升。

（３） 权益乘数。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权益乘数分别为 １ １５、 １ １３、

１ ４８。 权益乘数越大， 权益净利率就越高， 资产负债率也越高， 财务风险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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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增大。 因为千禾味业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因此在 ２０１８ 年其资产负债率有大

幅上升。

（４） 总资产净利率。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总资产净利率持续上升， 主要

是由于这三年的销售净利率的持续上升。

（５） 净资产收益率。 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净资产收益率呈上升趋势， 这

是良好的信号。 企业净资产收益率越高， 反映企业对股东投入资本的利用效率

就越高， 运营效益越好， 对投资者、 债权人的保证程度就越高。

（二） 连环替代

连环替代法用于确定因素影响， 运用在经济活动分析中， 可以确定各个因

素对于某一经济指标发生变动的影响程度 （吕慕瑶， ２０１９）。 此方法用被分析

指标的报告期数据与基期数据进行对比， 并以比较结果作为分析对象， 利用因

素替换得到影响分析对象变动的因素及程度。 根据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净资

产收益率的情况， 从连环替代法的分析角度， 对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因素进行

相对深入的分析。

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

１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指标连环替代分析

基期： ２０１６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１２ ９８％×０ ８８×１ １５＝ １３ １４％

报告期： ２０１７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 １９％×０ ８５×１ １３＝ １４ ５９％

分析对象： １４ ５９％－１３ １４％ ＝ １ ４５％

第一因素替代： １５ １９％×０ ８８×１ １５＝ １５ ３７％

第二因素替代： １５ １９％×０ ８５×１ １５＝ １４ ８５％

第三因素替代： １５ １９％×０ ８５×１ １３＝ １４ ５９％

（１） 销售净利率的影响： １５ ３７％－１３ １４％ ＝ ２ ２３％

（２） 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 １４ ８５％－１５ ３７％ ＝－０ ５２％

（３） 权益乘数的影响： １４ ５９％－１４ ８５％ ＝－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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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２） ＋ （３）： ２ ２３％＋ （－０ ５２％） ＋ （－０ ２６％） ＝ １ ４５％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导致千禾味业 ２０１７ 年净资产收益率上升 １ ４１％的

主要影响因素为： 销售净利率增长了 ２ ２１％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增长 ２ ２３％； 总

资产周转率下降了 ０ ０３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０ ５２％； 权益乘数下降了 ０ ０２，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０ ２６％。 三个因素对净资产收益率变动的总影响率为

１ ４５％。 在上述三个影响千禾味业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的因素中， 销售净利率的

上升是净资产收益率上升的最重要因素， 而总资产周转率却是使净资产收益率

下降的最主要因素。

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 年指标连环替代分析

基期： ２０１７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１５ １９％×０ ８５×１ １３＝ １４ ５９％

报告期： ２０１８ 年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 ５３％×０ ６８×１ ４８＝ ２２ ６７％

分析对象： ２２ ６９％－１４ ５９％ ＝ ８ １０％

第一因素替代： ２２ ５３％×０ ８５×１ １３＝ ２１ ６４％

第二因素替代： ２２ ５３％×０ ６８×１ １３＝ １７ ３１％

第三因素替代： ２２ ５３％×０ ６８×１ ４８＝ ２２ ６７％

（１） 销售净利率的影响： ２１ ６４％－１４ ５９％ ＝ ７ ０５％

（２） 总资产周转率的影响： １７ ３１％－２１ ６４％ ＝－４ ３３％

（３） 权益乘数的影响： ２２ ６７％－１７ ３１％ ＝ ５ ３６％

（１） ＋ （２） ＋ （３）： ７ ０５％＋ （－４ ３３％） ＋５ ３６％ ＝ ８ ０８％

通过上述分析结果可知， 导致千禾味业 ２０１８ 年净资产收益率上升 ８ ０８％的

主要影响因素为： 销售净利率增长了 ７ ３４％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增长 ７ ０５％； 总

资产周转率下降了 ０ １７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下降 ４ ３３％； 权益乘数增长了 ０ ３５，

导致净资产收益率增长了 ５ ３６％。 三个因素对净资产收益率变动的总影响率为

８ ０８％。 在上述三个影响千禾味业净资产收益率增长的因素中， 销售净利率的

上升和权益乘数的增长是净资产收益率上升的重要因素， 而总资产周转率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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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最主要因素。

（三） 对策与建议

（１） 扩宽产品销售渠道， 保持销售增长态势。 当前在我国着力推进供给侧

改革背景下， 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长总体平稳， 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市场产品多样

化趋势得以延续， 将持续为调味品行业创造增长空间。

因此千禾味业除了保留传统商超、 餐饮销售渠道外， 还应扩宽销售渠道，

开发电商平台， 并提升现有电商平台的运营质量， 利用优质电商平台， 全面强

化营销能力， 提高市场份额， 保持销售增长态势。

（２） 加快建设释放产能， 加速资金存货周转。 千禾味业为满足高速增长的

市场需求， 提升市场地位， 近年不断进行产能扩张， 如大幅增加在建工程， 投

资数亿元建设调味品生产基地， 扩充酱油、 蚝油及黄豆酱产能。 因此要加快建

设， 使产能尽快得到释放。 同时企业近年货币资金激增， 存货也小幅增长， 所

以要加快资金和存货周转速度， 避免资金浪费。

（３） 优化企业资本结构， 合理使用财务杠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７ 年千禾味业权益

乘数下降， 说明未充分使用财务杠杆； 而在 ２０１８ 年千禾味业通过增加短期借

款， 发行可转债等， 适度增加了负债比重， 使权益乘数上升， 净资产收益率提

高。 因此企业应继续优化资本结构， 合理使用财务杠杆， 以得到最大的财务杠

杆收益， 同时也要注意防范财务风险。

三、 结论

本文应用杜邦分析法对千禾味业 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年的财务数据进行了综合分

析， 通过对净资产收益率进行因素分解和连环替代， 得出结论， 并提出了相关

的合理对策及建议。

但是， 传统杜邦分析法忽视了现金流量、 发展能力指标和企业战略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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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析时难免存在不足 （刘冰， ２０１８）。 因此在应用时应结合企业现金流量数

据、 企业战略、 发展前景等， 为企业管理者、 投资者、 债权人等提供更准确、

深入的企业经营发展信息。 本文在此方面， 也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刘冰， ２０１８ 杜邦分析法在百度公司财务分析中的应用和改进 ［Ｊ］ ． 现代经

济信息， １９： １７２－１７３

刘银玲， 张鑫琳， ２０１８ 杜邦分析法在苏泊尔公司财务分析中的应用研究

［Ｊ］ ． 经济研究导刊， １８： １０３－１０４＋１２０

吕慕瑶， ２０１９ 杜邦分析法在企业财务分析中的应用： 以江苏太平洋石英

股份有限公司为例 ［Ｊ］ ． 中外企业家， ２７： ５

王娇娇， ２０１９ 杜邦分析法在上市公司财务分析中的应用： 以比亚迪为例

［Ｊ］ ． 中外企业家， ２３： ５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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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法治思维和依法

办事能力培养研究

李坤芝　 张秀芳

摘　 要 ………………………………………………………………

本文以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为例， 结合大学生创业过程中存

在的与法治思维相关的问题， 思考如何进行法治思维教育及培

训， 并有针对性地选择与创业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展开讨论， 让

大学生对其创业活动所面临的法律环境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 在

创业活动的各个环节采取相应的对策， 以期达到成功创业的预期

目标。

关键词 ………………………………………………………………

创业教育； 法律环境； 法治思维； 依法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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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创新作为国家的政策导向， 是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 大学生作为高

层次人才， 是实施 “创业四川行动” 战略的中坚力量； 创业是大学生多重择业

途径的发展， 是主动参与社会发展的有益尝试。 在贯彻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中，

法治思维应当贯穿于大学生自主创业的始终。 大学生由于自身经验和能力的局

限， 在创业过程中更容易受到法律风险的冲击。 因此， 本文试图以此为导向，

对当代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进行分析和研究。

一、 大学生创业社会调查基本情况

调查目标： 通过对参与创业的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分析我国大学生在创

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调查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３０ 日。

调查对象： 四川范围内高职院校大学生创业群体。

调查方式： 网络问卷、 实地填写调查表、 谈话交流等。

调查内容： 见表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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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具体过程及数据分析

此次调查共发放调查问卷 ３００ 份， 收回 ３００ 份。

表 １　 调查问卷表

项目 人数 （人） 比例 （％）

性别
男 １９７ ６６

女 １０３ ３４

创业地点

眉山市 ３４ １１

成都市 ６３ ２１

成都周边 ４２ １４

天府新区 ７１ ２４

乐山市 ５２ １７

德阳市 ３０ １０

广元市 ８ ３

创业项目

电子信息类 ３０ １０

金融贸易类 １２ ４

食品类 ３６ １２

服装服饰类 １１４ ３８

养殖种植类 ６ ２

教育培训类 １０２ ３４

创业项目
法律风险

无 ２１６ ７２

违约、 合同风险 ６６ ２２

侵犯知识产权 １２ ４

偷税漏税 ０ ０

非法经营 ０ ０

隐私泄露 ０ ０

其他 ６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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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项目 人数 （人） 比例 （％）

风险发生后
的解决办法

法律诉讼 ３０ １０

法律援助 １２ ４

协调解决 ４２ １４

其他 ０ ０

开设创业法治
课程的必要性

有必要 ３００ １００

无必要 ０ ０

创业最大障碍

资金不足 ６０ ２０

缺乏管理经验 ６６ ２２

缺乏相关法律知识 １２０ ４０

市场把握不准 ５４ １８

其他 ０ ０

经济效益

有较大盈利 ７２ ２４

有一定盈利 ４８ １６

盈亏持平 １６２ ５４

有些亏损 １２ ４

有较大亏损 ６ ２

从调查结果来看， 在当前选择创业的大学生群体中男性居多， 占 ６６％； 创

业群体中， 有 ２８％的人认为存在法律风险； 大多数人选择协调和诉讼等方式作

为风险发生后的解决方法； １００％的人认为有必要开设创业法治专业课程。 最

后， 结合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存在以下问题。

三、 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欠缺法律知识

很多大学生在毕业之后选择创业， 但是一部分人不了解创业组织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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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法律层面的商事主体， 缺少承担风险和责任的能力。 所以有时大学生的创

业项目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 无法享受国家扶持政策， 如海外商品代购， 二手

货物倒卖等。 创业组织需要原始股东或其他投资人进行成本认缴， 但很多大学

生创业者无法吸收外部资金保证资金的充足， 所以很多大学生的创业项目无法

深入推进。 他们空有一腔热情， 却难以应对资金链断裂的现实。

（二） 对法律风险认知不足

大学生在创业时， 有时会因多种原因导致对外部的风险认知不足。 具体表

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１） 延期还贷。

（２） 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或服务不到位， 而导致失信或违约的问题。

（３） 侵犯知识产权。 一些企业在经营管理的过程中， 没有重视知识产权，

从而导致财产损失， 进而影响整个创业组织的发展。

（４） 盲目追逐利润， 忽视法律风险。

（三） 内部风险防控较差

大学生在创业时， 对内部风险防控较差。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１） 合同管理方面。 一部分人对组织内部的管理不到位， 有时缺乏对合同

的正确认知， 给企业带来一定的损失或纠纷， 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也是我们常

常说的 “合同陷阱”。

（２） 融资渠道方面。 很多大学生在创业时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 因此他们

普遍会通过贷款筹集资金。 有的人申请国家扶持资金或通过银行为中小企业提

供的绿色通道等筹集资金； 但是也有人为了追求高额的资金效益， 选择通过不

法融资贷款的方式进行筹资。

（３） 其他方面。 互联网飞速发展， 很多学生选择了成本较小、 环境多元化

的 “互联网＋” 运营方式。 但是这种运营方式也存在不足， 很容易造成个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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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隐私泄露等。

四、 强化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全面强化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

探讨———政府、 社会和高校。

（一） 政府方面

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大学生创业的法律保障。 第一， 要通过完善立法及相关

政策对大学生创业者给予特别保护。 第二， 要完善法律扶助平台。 为大学生创

业提供法律宣传和咨询， 推荐企业法律顾问， 提供处理指导日常纠纷和诉讼等

方面的法律服务， 使大学生有效防范法律风险。 第三， 要充分调动各级律师协

会等社会团体。 这些团体除了发挥其法律宣传、 纠纷化解等作用外， 还可以走

访大学生创业企业， 定期为创业者及员工提供法律风险管理培训， 提升法治思

维和依法办事能力。

（二） 社会方面

政府应当加强地方组织的相互协调， 让创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 成为大学生

创业就业的 “听诊器”、 国家政策对接的 “高速路”、 交流沟通的 “好平台” 和青

年企业家的 “孵化器”。 地方组织协助政府部门进行法律宣传， 向有关部门反馈

大学生创业的法律问题和建议， 并搭建政府与企业的交流平台， 第一时间对大学

生进行法律咨询教育和法律宣传。 在引导大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的同时，

地方组织还要承担起一定的监督职责， 时刻保障社会风气的风清气正。

（三） 高校方面

很多学生在毕业选择创业时， 已经具备较为成熟的想法， 一部分人在高校

就读期间就已经开始对创业项目、 创业组织进行全方位的谋划。 高校在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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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就业辅导和宣传时， 也可以同步加强法制教育， 全面引导大学生合法创

业、 合法经营。 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１） 加强大学生创业者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提高他们对创业法律的认知。

可以对包括劳动法、 知识产权法、 与企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法律法规等进行培训，

增强大学生创业者的证据意识、 维权意识和风险意识。

（２） 邀请专业的法律专家或律师， 为有意创业的学生进行专门的培训授

课， 为他们讲解在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中存在的内部或外部的法律风险， 切实

引起学生对于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重视。 这也是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的创业

问题， 引导他们学会用法律的武器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

五、 对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及依法办事能力的展望

改革开放 ４０ 多年来， 我国经济飞速发展， 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更具有话语

权。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代青年要朝着 “两个一百年” 的奋斗目标不断

前行， 争取更宽广的展示舞台。 大学生创业已是大势所趋， 关系着高校、 社会

甚至是国家的未来发展， 相信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 大学生创业中的法治思维

和依法办事能力能够进一步提升， 为创新创业的成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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