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２ 期

　 ２ ０ １ ７ 年 ６ 月
　 　 　 　 　 　 　

贵州职业教育研究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 ２　

Ｊｕｎ ２ ０ １ ７　


政校企合作:高职教师的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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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ꎬ是指依据高职教育的准公共性、学术性、职业性、专业性和社会

性特征ꎬ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依托、以校企合作为平台ꎬ发挥职教资源的聚合优势ꎬ共同促进高职教

师能力素质提升的合作培养方式ꎮ 文章从确立理念ꎬ认识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的现实意义ꎻ形成

共识ꎬ提升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的认识水平ꎻ创新设计ꎬ探索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的培养路径等三

个方面ꎬ对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问题进行了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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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职教师是当前高职院校推进工学结合人

才培养模式改革ꎬ培养高端技能型人才的核心力

量ꎮ 如何依据高职教育的准公共性、学术性、职

业性、专业性和社会性特征ꎬ创新高职教师培养

模式ꎬ提高高职教师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ꎬ已
成为高职教育发展面临的紧迫任务ꎮ 对此ꎬ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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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发〔２０１２〕４１ 号文件ꎬ即«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

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有关“创新教师培养模式ꎬ建
立高等学校与地方政府、中小学(幼儿园、职业学

校)联合培养教师的新机制ꎬ发挥好行业企业在

培养‘双师型’教师中的作用”的文件精神ꎬ就高

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问题进行一点探索ꎮ
一、确立理念ꎬ认识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

养的现实意义

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ꎬ是指基于职业教

育知识的不确定性、建构性、默会性等特征ꎬ以政

府为主导、以行业为依托、以校企合作为平台ꎬ发
挥职教资源的聚合优势ꎬ引导和激励高职教师自

主学习和创新实践ꎬ共同促进高职教师职业素质

和职业能力提升的合作培养方式ꎮ 显然ꎬ对基于

校企合作的开放式的高职教育而言ꎬ政校企合作

培养对高职教师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

义ꎮ 主要表现在:
有利于增强高职教师的合作发展意识ꎬ推动

高职教育“校地互动”发展ꎮ 高职教师作为大学

教师的一种独立类型ꎬ既具有大学教师的共性特

征ꎬ即从事课程教学、进行科学研究和开展科技

服务ꎬ又具有与普通高校教师不同的个性特征ꎬ
即专业知识上凸显知识的建构性、社会性、情境

性、复杂性和默会性特征ꎬ淡化专业知识的学科

系统性ꎻ科学研究上强调紧密结合地方产业和社

会事业发展ꎬ注重成果的转化及应用ꎻ科技服务

上注重实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ꎬ技术性、操作性

和针对性很强ꎮ 显然ꎬ高职教师职业素质和职业

能力的提升ꎬ不仅需要个人的主观努力ꎬ更加需

要当地政府、行业和企业的支持ꎮ 而政校企合作

培养模式正好可以顺应高职教师职业发展的这

一要求ꎬ帮助高职教师增强合作发展意识ꎬ推动

高职教育“校地互动”发展ꎮ
有利于优化高职教师的知识结构ꎬ适应区域

产业高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需要ꎮ 教育部教职

成〔２０１１〕９ 号文件ꎬ即«关于推进中等和高等职

业教育协调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高等职

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ꎬ重点培养高

端技能型人才ꎬ发挥引领作用”ꎮ 而所谓高端技

能型专门人才ꎬ是指具有高深技术知识和娴熟技

能水平ꎬ能够从事高端产业或行业中复杂技术岗

位的高素质技术人才ꎬ判断的依据是其所具备的

高深技术知识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娴熟技能ꎮ
基于此ꎬ高职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具有高深技

术知识和娴熟技能水平ꎬ能够从事高端产业或行

业中复杂技术岗位的高素质技术人才ꎬ比如技

师、工程师、会计师、统计调查分析师、农艺师等ꎮ
对此ꎬ高职教师不仅需要具备高深技术知识ꎬ还
要练就娴熟的专业技能ꎬ具有灵活的专业技巧和

丰富的专业经验ꎬ其培养的难度非常大ꎬ既需要

学校的重视及教师的专业觉醒与自觉ꎬ又需要行

业的指导和企业的通力合作ꎬ更需要政府的政策

引导与资金支持ꎬ因此ꎬ唯有基于“政府主导、行
业指导、企业参与、校企合作、产教结合”的政校

企合作培养模式ꎬ才能培养出知识结构优化的高

层次、高水平、高技能的高职教师ꎮ
有利于增强高职教师培养合力ꎮ 当前ꎬ高职

教师“双师能力”培养难问题ꎬ其实揭示了现阶段

高职教育系统生态承载力等方面存在的高职教

师培养与发展失衡问题ꎬ比如高职教师发展的政

策缺失、高职教师专业知识体系及其发展标准缺

失、高职教师合作培养机制缺失、高职教师能力

考核评价机制缺失等ꎮ 而要解决这些问题ꎬ关键

在于明确高职院校、政府、行业、企业、教师等各

自的生态位ꎬ并对彼此的职责、功能、作用及其相

互关系进行梳理和调整ꎬ促进高职教师在专业化

发展过程中政策支持因子、资金投入因子、资源

配置因子、教师管理因子、教师结构因子和社会

环境因子等相互之间协调发展ꎬ增强高职教师发

展合力ꎮ 而政校企合作培养模式就是基于这一

问题解决思路而设计的ꎮ
二、形成共识ꎬ提升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

养的认知水平

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涉及政府、行业、
企业、高校等多个培养主体ꎬ是开放式的多元化

教师培养模式ꎮ 然而ꎬ由于各个培养主体对高职

教师及其培养的认知差异ꎬ以及培养过程中的自

身利益关联程度差别ꎬ培养主体之间缺乏对高职

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的共同认识ꎮ 对此ꎬ必须通

过建立对话沟通机制ꎬ凝聚共识ꎬ形成必要的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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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合作培养思想基础ꎮ 从当前来看ꎬ至少包括

以下五个方面:
个性化特色发展理念ꎮ 高职教师的合作培

养ꎬ必须依据高职教育职业性、专业性与公共性

的基本特征ꎬ凸显高职教师的职业属性以及在培

养上对行业企业等产业部门的技术依赖及其与

普通高校教师培养的差别性ꎻ凸显高职教师在专

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发展上的个性化“双师”素质

要求及其实践特征ꎻ凸显高职教师培养在政府政

策依赖和资金支持上的差别要求ꎬ彰显高职教师

专业发展特色ꎮ
合作共赢发展理念ꎮ 高职教师的职业知识

属性和岗位专业实践能力特征ꎬ必然要求高职教

师在职业知识的获取和岗位技能的训练上ꎬ与行

业、企业等产业部门以及与同行之间开展合作对

话ꎬ加强彼此交流与合作ꎮ 因此ꎬ必须摒弃传统

单一的教师个人主义文化ꎬ大力倡导教师合作文

化ꎬ建立互利共赢的合作发展机制ꎬ促进高职教

师合作发展ꎮ
自主发展理念ꎮ 政府、行业、企业、高职院校

等给予的支持和帮助ꎬ只是推动高职教师发展的

外部动力ꎮ 如何通过这些外力的推动ꎬ激发高职

教师个体发展的文化觉醒与自觉ꎬ增强高职教师

自主发展能力ꎬ是推动高职教师发展的重点和关

键所在ꎮ
多元发展理念ꎮ 高职教师在知识结构、学历

水平、职称晋升、工作经历、学习兴趣、智能特征

等诸多方面存在的个体差异ꎬ决定了高职教师的

成长及发展必定是多元化的ꎬ比如学术型、技能

型、双师型、复合型、专家型等ꎮ 基于此ꎬ必须采

取适合高职教师个体发展需要的培养方式ꎬ比如

学历提升、岗位挂职锻炼、专业技能培训、专业资

格认证考试、专业在职进修、专业技术服务等ꎬ促
进高职教师多元化发展ꎮ

生态发展理念ꎮ 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

模式是针对高职教师专业发展系统中ꎬ因政府、
行业、企业、高职院校以及高职教师个体等生态

发展因子关系失衡所产生和导致的诸多彼此关

联性很强的发展问题ꎬ依据生态学理论ꎬ基于教

育生态观的理念衍生的生态化教师培养模式ꎮ

因此ꎬ必须正确定位和发挥每一个生态发展因子

的功能与作用ꎬ推动高职教师的生态化发展ꎮ
三、创新设计ꎬ探索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

养路径

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是一项生态系统

工程ꎬ是高职教师职业培养模式的创新实践和未

来发展走向ꎮ 如何创新设计合作机制、抓住合作

培养关键节点、完善多元合作体系ꎬ是建立高职

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路径的重要基础ꎮ
建立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对话机制ꎮ

从教育视角来看ꎬ对话是一种生存方式ꎬ意味着

人的精神生长、体验、互动和理解ꎬ建立对话机

制ꎬ开展合作对话ꎬ是有效推动高职教师合作培

养的前提ꎮ 就当前来说ꎬ当务之急ꎬ是要首先建

立学校、政府与行业之间的合作对话机制ꎬ比如

组建成立政校企合作理事会ꎬ就出台高职教师专

业发展政策、整合高职教师培养资源、搭建高职

教师发展平台、制定高职教师发展制度等诸多方

面进行交流ꎬ增强共识ꎻ其次是要建立教师与行

业企业的对话机制ꎬ比如成立专业管理委员会或

专业理事会ꎬ加强各专业教师与相关行业企业的

直接对话ꎬ就教师专业发展标准、教师专业技能

项目设计、教师专业教学实践、教师技术服务能

力提升等方面培养达成共识ꎻ再次ꎬ是完善教师

之间的合作对话机制ꎬ比如建立课程合作组ꎬ就
课程知识开发、课程教学目标、课程设计方案、课
程教学模式、课程教学方法等诸多问题进行研

讨ꎬ引导教师之间由人为合作走向自然合作ꎬ增
强合作凝聚力ꎮ

搭建立体化高职教师合作培养平台ꎮ 组建

多层面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机构ꎬ搭建立体化的

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平台ꎬ是推进高职教师合作培

养的基础ꎮ 当前ꎬ要通过组建国家层面的高职教

师专业发展机构ꎬ专门负责研究制定全国高职教

师专业发展政策、专业发展制度和专业发展标

准ꎬ设计和开展高职教师专业发展项目ꎬ从宏观

层面指导各省高职教师的专业发展ꎻ要重组校级

层面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机构ꎬ如成立教师发展

中心ꎬ统筹指导和管理学校层面高职教师的专业

发展及培养ꎬ比如开展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咨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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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发展评估、指导教师制定专业发展计划、发
布高职教师专业发展年度报告等ꎻ要完善专业层

面的高职教师合作发展组织ꎬ如课程小组、项目

小组、技术服务小组等ꎬ通过课程、项目、技术服

务等载体ꎬ在行业、企业和教师之间创建形式多

样的教师发展共同体ꎬ形成教师合作发展群体ꎬ
带动教师合作发展ꎮ

推行复合型文化管理模式ꎮ 基于高职教育

文化多样性的特点ꎬ推行多样性的复合型文化管

理模式ꎬ让高职教师在不同的文化氛围中接受知

识、锻炼技能、训练思维、感悟生活、提升能力ꎬ是
促进高职教师主导寻求合作发展的战略性举措ꎮ
当前ꎬ高职院校要按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

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ꎬ增强文化管理意识ꎬ通
过引入行业企业优质文化资源ꎬ把职业文化、产
业文化、生态文化、学术文化、技术文化融合在教

师管理过程中ꎬ提升教师文化管理水平ꎮ 同时ꎬ
以课程建设为核心ꎬ创新设计和组织开展高职教

师文化管理活动ꎬ以高层次、高品位、高质量的专

业文化娱乐活动、专业技能竞赛活动、专业技术

服务咨询活动、专业教学项目评比活动ꎬ凸显高

职院校以职业文化、技术文化和学术文化为主体

的复合型文化特色ꎬ促进高职教师合作发展ꎮ 在

此基础上ꎬ合作组建具有区域文化特色的高职教

师专业培训基地ꎬ比如在遵义会议会址等红色文

化聚集地合作共建专业教师师德培训基地ꎻ在区

域所属重点企业、行业所属技术机构等行业企业

技术文化聚集地共建高职教师专业技能培训基

地ꎻ在综合发展实力强、学术文化氛围浓厚的国

家示范高职院校共建高职教师发展学校ꎻ在具有

产业文化特色的省级示范村寨、重点工业园区、
特色旅游景点、特色产业基地等所在地ꎬ共建高

职教师社会服务实践基地等ꎬ让教师在各种文化

情境中学习、体验和感悟多元化的各具特色的文

化知识ꎬ提升教师文化发展能力ꎮ
开发能力本位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标准ꎮ

教师专业发展标准ꎬ是引导和推动教师专业化发

展的质量要求ꎮ 从国际上来看ꎬ教师专业标准大

致可分为三种各具特色的模式ꎬ即与教师资格标

准相分离的专业标准模式ꎬ如美国等ꎻ与教师资

格标准相挂钩的专业标准模式ꎬ如英国等ꎻ分类

分级型的教师专业标准模式ꎬ如澳大利亚、中国

香港等ꎮ 其中ꎬ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的专业标准

模式强调统一性与高标准化ꎬ第二种以英国为代

表的教师专业标准强调合作性和合格化ꎬ第三种

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教师专业标准模式兼具前

两种模式之长ꎬ强调教师标准的合格性、高标准

化ꎮ 当前ꎬ政府教育部门如何借鉴上述三种专业

发展标准模式ꎬ制定凸显具有区域特点的以能力

为本位的高职教师专业发展标准ꎬ对高职教师在

教与学、学生发展、学校发展、专业群体关系及服

务等方面所承担的职责进行分专业阶段的描述ꎬ
建构以实践性知识为基础、技术知识为重点的不

同类别的专兼职高职教师专业知识体系ꎬ建立起

适应专兼职高职教师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专业

发展标准ꎬ对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及其专业

化发展十分迫切ꎮ
加强“双师结构”专业教学团队培养ꎮ “双师

结构”专业教学团队是一种基于合作的教学共同

体ꎬ团队成员由各具专长的专兼职教师组成ꎬ既
有校内的专职教师ꎬ也有来自行业企业和行政事

业单位具有专长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ꎬ成员之

间在学历结构、职称结构、能力结构和年龄结构

等方面可以依据专业教学及研究的需要进行不

同的组合ꎮ 并且ꎬ团队成员之间基于共同的目标

和相互信任而自然组合在一起ꎬ彼此合作的目的

性、自愿性、平等性和共享性强ꎬ既能有效发挥每

一个成员个体的自身优势ꎬ具有很强的专业学术

研究能力、专业问题解决能力和专业动手操作能

力ꎬ又能相互学习和借鉴ꎬ取长补短ꎬ共享智慧ꎬ
形成团队合力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双师结构”专业

教学团队克服了单个教师自身知识的缺陷和经

验的缺失ꎬ积聚了多方面的智力资本ꎬ能够以组

织的力量与管理者、与政府机构和行业企业等外

界之间开展多方面的合作对话ꎮ 因此ꎬ以“双师

结构”专业教学团队培养为重点开展合作培养ꎬ
能够直接体现政校企合作培养的优势ꎬ有利于推

动高职教师政校企合作培养进程ꎬ提高高职教师

合作培养水平ꎮ (下转第 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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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核心 夯实底蕴
———对文化自信的再认识

王征宇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中华五千年悠久的文化ꎬ编织出既独具特性而又极具分量的中华文明ꎮ 发展至今ꎬ积淀着

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中华文化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和独特优势ꎬ是创

生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的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ꎮ 如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

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ꎬ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

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 [１]是我们今天面临的重要课题ꎮ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全面认识和充分

把握文化自信的深刻内涵ꎬ是“不忘初心ꎬ继续前行”的应有之意和必然要求ꎮ 本文拟在文化自信“三

个”向度的认识中阐释对文化自觉、自信的相关问题思考ꎮ
关键词:中华文化ꎻ自觉ꎻ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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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承载着历史文明的厚重ꎬ演绎着民族发

展的脉络ꎬ延续着精神底蕴的基因ꎮ 中华五千年

悠久的文化ꎬ编织出既独具特性而又极具分量的

中华文明ꎮ 生命是文化的载体ꎬ文化是生命的延

续ꎮ 中华文化的生命价值ꎬ就在于她不仅赋予了

中华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ꎬ更赋予了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内在精神品质ꎮ 在历

经数千年的嬗变演进中ꎬ或辉煌ꎻ或沉寂ꎻ或忍辱

负重ꎻ或浴火重生浸润其机体内的文化基因

未曾有过些许的断裂ꎬ这是中华文化独有的魅力

所在ꎬ更是中华文化在历史发展和现实创新中旺

盛生命力的彰显ꎮ 放眼灿若星辰的世界各种文

化ꎬ在历经岁月的涤荡ꎬ浩瀚的天际中ꎬ唯有中华

文化仍放射出它耀眼的光芒ꎮ 国民之魂ꎬ文以化

之ꎻ国家之神ꎬ文以铸之ꎮ “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ꎬ其本质是建立在 ５０００
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ꎮ[２] 文化的力

量是厚重而深沉ꎬ持久而弥新的ꎮ “欲人勿疑ꎬ必
先自信ꎮ”只有对自己的文化充满高度的自觉和

自信ꎬ才能获得更加坚定的从容和奋发进取的勇

气ꎬ才能焕发不懈创新勇于创造的活力ꎮ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 ９５ 周年庆祝大会的重要

讲话中ꎬ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自信给予了高度的

概括:“文化自信ꎬ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

信ꎮ” [３]对文化自信的这三个“更”的高度界定ꎬ
不仅凸显了“文化自信”在“四个自信” (即道路

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的重要

地位ꎬ而且内在地涵盖了文化自信所蕴含的三个

向度: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ꎻ
鲜明独特、勇于求索、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ꎻ承前

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ꎮ
一、自信源于内涵丰厚的文化底蕴

１、博大精深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民族具有 ５０００ 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历

史ꎬ创造了博大精深而又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ꎬ
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ꎮ 绵延

数千年ꎬ辉煌灿烂ꎬ硕果累累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ꎬ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ꎬ是鲜明独特、勇于求

索、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ꎻ是承前启后、继往开

来、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的文化沃

土———“天行健ꎬ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ꎻ
“地势坤ꎬ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ꎻ“捐躯赴

国难ꎬ视死忽如归”、“尽忠报国” 的爱国情怀ꎻ
“天下兴亡ꎬ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ꎻ“苟利国家生

死以ꎬ岂因祸福避趋之”、“舍生取义”的牺牲精

神ꎻ“革故鼎新”、“与时偕行”的创新思想ꎻ“格物

致知”、“知行合一”的探索精神ꎻ“助人为乐”、
“扶危济困”的人道精神ꎻ“夙夜在公”、“国而忘

家ꎬ公而忘私”、“为天地立心ꎬ为生民立命ꎬ为往

圣继绝学ꎬ为万世开太平”的价值取向ꎻ“天人合

一”、“大道之行也ꎬ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ꎻ“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养之途ꎻ“以人为

本”、“民惟邦本”、“儒法并用”、“德刑相辅”的治

国理念ꎻ“富贵不能淫ꎬ贫贱不能移ꎬ威武不能

屈”、“孝悌忠信”的伦理观念ꎻ“载舟覆舟”、“居
安思危”的忧患意识ꎻ“止戈为武”、“协和万邦”
的大同思想ꎻ“与人为善”、“己所不欲ꎬ勿施于

人”的处世之道ꎻ“和为贵”、“和而不同”的社会

和谐思想ꎻ“尽善尽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审美追求正

可谓“在思想上有大智ꎬ在科学上有大真ꎬ在伦理

上有大善ꎬ在艺术上有大美”的精神价值凸显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ꎬ
其深邃的思想和理念浸润着华夏大地ꎬ滋养着 ５６
个民族ꎬ成为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ꎬ构筑了中华

民族的独特精神世界ꎮ 正如习近平所说ꎬ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体现着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

活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审美

观等ꎬ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

本的文化基因ꎮ 这些最基本的文化基因ꎬ是中华

民族和中国人民在修齐治平、尊时守位、知常达

变、开物成务、建功立业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有别

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ꎮ[４]

２、鲜明独特、勇于求索、奋发向上的革命

文化

屹立于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上镌刻着的十幅浮雕ꎬ记载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

在遭受空前内忧外患ꎬ西方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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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腐败无能ꎬ致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的国破家亡之际ꎬ中华民族不屈不挠ꎬ
顽强抗争ꎬ用鲜血和生命走上了救亡图存的革命

道路的艰难历程ꎮ 农民起义、自强运动、君主立

宪、资产阶级共和制一次次抗争ꎬ虽又一次

次失败ꎬ在苦难和挫折中苦苦求索、在风雨飘摇

中顽强前行———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ꎬ
中华民族历经着血与火的考验ꎬ中华文化以其罕

有的生命力顽强向上ꎬ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革命

精神和民族气概ꎮ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ꎬ给中国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ꎮ 公元 １９２１ 年ꎬ命运多舛

的中华民族ꎬ在苦苦上下求索中ꎬ终于迎来了民

族振兴的曙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ꎬ中国革命

为此焕然一新ꎮ 从那时起ꎬ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各族人民进行了 ２８ 年的浴血奋战ꎬ筚路蓝缕ꎬ在
这 ２８ 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创生了一系列革命

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

坡精神无不彰显着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凝
聚升华ꎮ

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一旦注入了红色文

化的基因ꎬ便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底蕴和张力ꎮ
中华民族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时代交融前行ꎮ
植根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沃土ꎬ承继鲜明独特、
勇于求索、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血脉ꎬ一个屹立

于世界东方的社会主义中国正以豪迈的气概ꎬ自
信的步伐向世界昭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

想ꎮ 从雷锋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两弹一

星精神ꎬ再到航天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

精神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更加强大的生命

力和创造力铸造着中华民族历史上新的一页ꎬ中
华文化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大繁荣的黄金

时期ꎮ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与时俱进的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

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ꎬ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所进行的文化创造和创新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筑了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基本框架和基本内核ꎮ 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ꎬ体现着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ꎮ
其中ꎬ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ꎬ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ꎬ社会主义荣辱

观”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ꎬ是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系统性、总体性框架ꎮ 以“富强、民
主、文明、和谐ꎻ自由、平等、公平、法治ꎻ爱国、敬
业、诚信、友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本质要求ꎬ它高度凝练并集

中彰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ꎮ 在短

短六十多年的伟大社会主义实践历程中尤其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历程中ꎬ中国人民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中国精神、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中国奇迹ꎬ一个具有无限生命力的文

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ꎬ正以不可辩驳的事实

为人类文明提供全新的文化发展方向ꎮ
“问渠哪得清如许ꎬ为有源头活水来”ꎬ文化

自信的水之源木之本正是“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

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ꎬ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
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ꎮ” [５] 拥有如此厚重的文化

资源ꎬ如此根繁叶茂的文化沃土ꎬ如此超越时空、
跨越国度的价值精髓ꎬ“站立在 ９６０ 万平方公里

的广袤土地上ꎬ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

文化养分ꎬ拥有 １３ 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ꎬ
我们走自己的路ꎬ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ꎬ具有无

比深厚的历史底蕴ꎬ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ꎮ
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ꎬ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

有这个信心ꎮ” [６]

是的ꎬ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自信!
二、创新发展彰显文化自信的内在品质

文化自信ꎬ不仅源于文化的积淀和传承ꎬ更
需要“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７] 的文化

创新和发展ꎮ 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ꎬ面对文化多

样、价值多元、信息裂变、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焦
炙碰撞的时代变化ꎬ文化自信并非一句轻松的口

号ꎬ亦非时尚的噱头、卖点ꎬ更不是躺在昔日辉煌

上的沾沾自喜、自命不凡ꎮ “周虽旧邦ꎬ其命维

新”ꎬ真正的文化自信是通过不断的自我否定ꎬ突
破自我ꎬ在持续地与其他文化交融开放的过程中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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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汲取新鲜有益的元素ꎬ从而完成对自我的肯

定和超越ꎮ 历史总是青睐那些“因事而化、因时

而进、因势而新”敢于自我超越和不懈创新发展

的文化勇者ꎮ
察然后知ꎬ知才能行ꎮ 创新发展不仅是历史

和时代赋予文化自信的内在品质追求ꎬ更是今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的时代课题ꎬ如
何解读ꎬ尚须关注和思考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１、深刻把握“四个”自信的内在统一性关系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彼此联系ꎬ高度契合ꎬ构成有机统一的整体ꎮ 其

中ꎬ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根” 和

“源”来自于对文化的高度自信———唯有将文化

自信内化为时代普遍的情感渊源和精神纽带ꎬ道
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有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动力ꎮ 文化自信为道路自信创生深厚宽

广的精神土壤ꎬ为理论自信提供博大精深的思想

资源ꎬ为制度自信注入创新发展的不懈活力ꎮ 今

天ꎬ我们所选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秉

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所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正是对中华文化高度自信的必然

结果ꎮ
不仅如此ꎬ每当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ꎬ先

进理论、先进文化总是以其深厚的底蕴和精准的

视角为历经筚路蓝缕的探索者拨开云雾ꎬ指明方

向ꎬ开拓新路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

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社会实践的理论

指导ꎬ充分诠释了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
更深厚的自信”的深刻内涵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密不可分、融
为一体ꎮ 理论来源于实践ꎬ实践需要理论的指

导ꎮ 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又指导实践并

在实践中转化为行之有效的制度和走向未来的

道路ꎮ 道路、理论、制度经过不断的扬弃、升华ꎬ
凝聚于神ꎬ内化于心ꎬ汇为文化ꎬ文化支撑起对所

选择的道路、理论、制度的自信ꎮ 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ꎬ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行动指南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

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保障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是人民大众的精神支撑ꎮ 因为有了文化自信ꎬ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更显深沉、更
具持久、更富魅力ꎮ 如果缺乏文化自信ꎬ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缺乏了底蕴、缺乏了

“精气神”ꎮ
２、文化自信与创“新”文化的关系

文化自信不仅体现为我们对自身优秀文化

传统的自信ꎬ更重要的是ꎬ还内在地体现为对自

身现有文化发展创新的自信ꎮ 创新文化是文化

自信的内在品质要求和必然延伸ꎬ唯有不断的创

新ꎬ文化才能在高速变化的时代中实现自我肯定

和超越ꎮ 创“新”文化必然带来与外来多元文化

的交流、互动甚至是引起自身文化的“异化”ꎬ由
此ꎬ坚守文化自信就更显现出其自身的价值ꎬ一
方面ꎬ文化的创新只有在对自身文化充满自尊、
自爱、自信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文化的承接、扬
弃和升华ꎬ这即是“不忘初心”的本意所指ꎮ 另一

方面ꎬ“新”文化是对文化自信内涵的充实和提

高ꎬ是文化自信自我肯定、自我认同、自我践履和

自我发展内在品质的彰显ꎬ亦即是“继续前进”的
题中之意ꎮ

３、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内在逻辑关系

文化自信是基础ꎬ文化自觉是前提ꎬ自觉与

自信是文化持续发展形成“软实力”的一体两面ꎮ
没有对文化的高度自信ꎬ文化自觉便无根无源ꎬ
同样ꎬ没有文化主体在思想意识上对文化自信的

觉悟与觉醒ꎬ没有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

作用的深刻认识ꎬ没有对文化发展条件、规律的

正确把握和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ꎬ即
使曾经灿烂辉煌的文化以及建立其上的自信也

会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消失在浩瀚的太空ꎮ 有了

对文化的高度自信ꎬ更需有对文化的高度自觉ꎬ
文化自信内在包含了对文化的自觉ꎬ文化自觉是

文化自信的题中之意和内在要求ꎮ
在多元文化相互激荡ꎬ价值取向多维并存的

当今世界ꎬ只有在思想意识上对文化自信的自我

觉悟与觉醒ꎬ做到高度的文化自觉ꎬ才能在多元

文化的交流、对比和互动中明确定位ꎬ强基固本ꎬ
凝神聚气ꎬ才能夯实文化选择的能力和地位ꎬ才

(下转第 １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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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主体地位的“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参与体验式教学改革研究

张　 璋

(贵州理工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３)

摘　 要: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改革模式对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

程教学进行了有益探索ꎬ通过创设情境ꎬ推行学生课堂内参与和课堂外实践体验式教学方法ꎬ能有效激

发学生学习主动性ꎬ让大学生在参与和实践中感知和领悟ꎬ为更好地实现课程教学目标提供了一条创

新途径ꎮ
关键词:大学生ꎻ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ꎻ参与体验式ꎻ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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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ｄ ｔｏ ｂｅｔｔｅｒ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ꎻ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ｂａｓｉｓꎻ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ｙｐｅꎻ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ｆｏｒｍ

　 　
１　 前言

高等学校“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下称

“基础”)是大一新生必修的一门重要公共基础课

程ꎬ肩负着为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人生观和法律观ꎬ帮助青年学子扣好“人生第一

粒扣子”的重大使命ꎬ承担着引导培育大学生正

确的道德认知、自觉的道德养成和积极的道德实

践ꎬ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ꎬ倡
导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诚信友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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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职责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ꎬ并作出重

要批示ꎬ要求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编好教材、建
设好教师队伍、改革好教学方法ꎮ 因此ꎬ如何有

效地实践创新教学方式方法ꎬ增强“基础”课程吸

引力和感染力ꎬ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

位ꎬ激发学生学习兴趣ꎬ真正实现“基础”课“进校

园、进课堂、进学生头脑”ꎬ从而促进大学生健康

成长ꎬ以积极的人生态度、良好的道德品质肩负

起时代赋予的重任ꎬ脚踏实地ꎬ顽强拼搏ꎬ在努力

实现“中国梦”的实践中激荡自己的青春梦想ꎬ已
成为当前高校进一步深化思政课改革必须考量

的关键问题ꎮ
２　 强调“基础”课程教学大学生主体地位的

必要性

２.１　 克服传统教学法弊端激发学习兴趣的

需要

胡塞尔在其晚期主要代表作«笛卡尔式的沉

思»中提出了“主体间性” ( Ｉｎｔｅｒ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的概

念ꎬ用以批判笛卡尔主客二分学说ꎬ其将主客体

用“自我”与“他我”取代ꎬ强调在“自我”与“他
我”的交往中要将外在于个体自我的他人也同样

视做主体ꎬ亦可将其理解为互主体性ꎮ[１] 哈贝马

斯用基于“商谈伦理”的交互主体性关系对此做

了进一步解释ꎬ并认为主客二分是造成人与人之

间关系紧张的基础ꎬ主体与客体之间应是一种相

互承认、注重语言沟通和相互理解的“自我”与

“他者”之间的平衡交互关系ꎬ“主体间性”的实

质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平等和相互交往ꎮ
传统的以教师为主的课堂传授式教学模式

正是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ꎬ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中

心ꎬ没有重视和正视突出学生主体地位对“基础”
课程教学效果的影响ꎬ学生始终处于被动地位ꎬ
缺乏互动交流ꎬ教学方式和内容陈旧ꎬ简单地停

留在“说教材”层面ꎬ给学生传授大道理ꎬ一味灌

输思想ꎬ重教材理论ꎬ轻实践印证ꎬ难以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ꎮ 充满活力和探索精神的大一新生

进校后的人生第一课就只能在课堂上被动接受

知识ꎬ枯燥乏味ꎬ虚无缥缈ꎬ导致出现抵触和厌学

情绪ꎬ更遑论学习热情ꎬ“基础”课程自然也就被

大学生列为不受欢迎之列ꎮ
主体间性理论对“基础”课程教学改革提供

了理论基础ꎬ揭示了传统教学课堂教师主导、学
生处于被动地位ꎬ师生关系“紧张”ꎬ学生主观能

动性受到压抑ꎬ难以做到师生平等交互教学相长

的原因ꎮ “主体间性”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之间

关系的平等和相互交往ꎬ只有基于此方能消除师

生之间“紧张”关系ꎬ促进师生交流ꎬ增强学生学

习主动性ꎮ 因此ꎬ教学改革应全新界定“基础”课
程教学学生地位ꎬ重塑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ꎬ将
以教师为中心、单一知识灌输为主的教学方法ꎬ
向以学生为中心转变ꎬ构建参与体验式教学模

式ꎬ强调学生主体地位ꎬ通过教学过程的构建ꎬ提
高学生兴趣和参与度ꎬ满足学生“内需”ꎬ克服传

统教学的枯燥乏味ꎬ发掘其潜在的学习主体性ꎬ
激发学习热情ꎬ切实增强“基础”课教学实效ꎮ

２.２　 顺应当代大学生自身发展特点的教学

需要

当代大学生基本是以 ９０ 后为主ꎬ具备鲜明

的个性特点ꎬ思想活跃ꎬ自主意识强ꎬ对新东西新

事物接受快ꎬ但辨别是非能力不强ꎮ 当前ꎬ由于

经济全球化引发文化全球化ꎬ西方文化良莠不分

地迅速渗透ꎬ以及中国经济实力和物质财富的日

益强盛ꎬ导致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

化ꎬ诸如拜金主义等一些社会不良风气涌动ꎬ大
学生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受到影响ꎬ表现

出一定的盲目性ꎬ在思想认识和行为选择上无所

适从ꎮ 据广西民族大学一项对在校大学生价值

取向进行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ꎬ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念发生偏离ꎬ道德素养下降ꎬ诚信友善、助
人为乐等优秀品德弱化ꎬ出现功利化倾向ꎬ缺乏

吃苦耐劳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意志ꎬ社会责任感缺

失ꎬ对民族传统文化认同感不够ꎬ部分大学生出

现文化认同危机ꎮ[２]

因此ꎬ结合当代大学生特点ꎬ要切实发挥“基
础”课程引导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养成的

功能ꎬ提高其社会洞察能力ꎬ促其准确把握时代

脉搏ꎬ跟随时代发展步伐ꎬ就需确立学生主体地

位ꎬ贯彻落实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ꎬ有的放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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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教学理论传授和实践体验环节ꎬ以社会上某

些针对性强的现实问题和热点问题转化为教学

环节设计的案例素材ꎬ通过多种体验方式促进师

生共同探讨ꎬ帮助大学生逐步学会运用科学的方

法观察社会ꎬ思考人生价值ꎬ实现自我认知ꎬ确保

大学生对复杂社会思潮与多元价值观念的明辨

能力ꎬ纠正思想偏差ꎬ立身做人ꎬ立志成才ꎬ立业

为民ꎮ
可见ꎬ明确学生主体地位的参与体验式教学

模式顺应了当代社会发展及大学生自身特点:一
是体现了大学生道德培养的有效性ꎮ 大量现实

案例的引入以及课内课外的参与体验教学能在

轻松有趣的环境中帮助学生正确地树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ꎬ最终实现对马克思主义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主流价值的理解认同与自觉追求ꎬ真
正达到“基础”课的德育目的ꎮ 二是体现了大学

生能力训练的针对性ꎮ 这种教学模式强调学生

的参与性ꎬ促使学生积极主动地关注国内和国际

上发生的时事和热点问题ꎬ有效开发学生主动学

习和思考的潜能ꎬ拓展自身知识面ꎬ发挥其主观

能动性ꎬ促其养成积极主动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与策略的习惯ꎬ培养观察分析、思考解决问题的

能力ꎬ最终针对性地提高自我学习的能力ꎬ增强

学习的自信心ꎬ真正达到“基础”课能力培养的目

的ꎬ满足时代发展对教学改革提出的要求ꎮ
３　 基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模

式的运用

基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

是根据学生的认知特点和规律ꎬ以确立学生在教

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为基本原则ꎬ教师以教学内

容为出发点ꎬ以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主分析、举
一反三、创新思维等能力为目标ꎬ结合时事及社

会热点问题ꎬ设计学生课堂内参与式和课堂外实

践式教学主题环节ꎬ强调教学过程中的师生互

动ꎬ为学生自我体验ꎬ彻底融入教学活动创设情

景ꎬ最终达到学生通过感性体验认知知识目标提

高学生综合能力素养的过程ꎮ 教师教学主题环

节的设计应遵循“主体性、同质性、系统性、可操

作性”等原则ꎬ在紧扣教材中心思想的基础上尽

量多样化、生活化和情景化ꎬ力求克服传统课堂

的枯燥刻板ꎬ增加教学乐趣ꎬ提高学生参与积极

性ꎬ激发学生学习热情ꎬ更好地完成“基础”课程

教学目的ꎮ
在具体教学改革模式的运用中ꎬ教师要紧紧

抓住学生是教学的真正主体这一关键本质ꎬ认真

抓好“课前精心准备、课中组织引导、课后总结提

高”三大教学环节ꎬ体现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的

基本特征ꎬ彻底从“讲桌、黑板、粉笔”三件套的传

统模式中解放出来ꎬ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ꎮ
３.１　 课前精心准备

参与体验式教学活动实际上是对教师课堂

教学能力、情景设计能力、资源整合能力等的综

合考验ꎬ课前准备是否充分将决定课堂内外参与

体验教学的成败ꎮ 因此教师要根据每堂课教学

活动目标、内容和要求ꎬ结合学生专业特点和社

会时事热点问题来设计主题ꎬ并按照自己的学科

背景和教学特长积极创新ꎬ设计符合自身特色和

具体章节内容的教学方式ꎬ创造体验式情景配合

和引导学生完成教学活动ꎬ最终形成从教学主题

选择、教学方式确定、教学环节安排、教学注意事

项等在内的详细教学计划ꎮ 例如ꎬ第一章“追求

远大理想ꎬ坚定崇高信念”的教学中ꎬ教师可以设

计以诸如“扬理想风帆ꎬ抵成功彼岸”或是“放飞

理想ꎬ我的中国梦”等为教学主题ꎬ以“青年学子

理想交流会”为教学方式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模

式ꎬ将教学内容和目标融入学生的“理想发布讨

论会”过程中ꎮ 再如第二章“继承爱国传统ꎬ弘扬

中国精神”ꎬ可设计一堂主题为“继承革命传统ꎬ
铸就人生信仰”的课外实践体验课ꎬ带领学生到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ꎬ通过现场体验和教师讲述一

个生动感人的革命烈士故事ꎬ感染学生情绪ꎬ升
华其品性ꎬ并顺势引导学生发表自己的感想ꎬ说
出自己的宣言ꎬ达到“德育”的目的ꎮ 第四章“学
习道德理论ꎬ注重道德实践”里“恪守公民基本道

德规范”的教学中ꎬ则可引入案例讨论方式ꎬ以同

学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作为素材ꎬ如制

造伪劣有毒食品的企业等作为典型案例ꎬ引起学

生兴趣ꎮ 也可以社会生活中常见的“扶老人被

讹”等为主题ꎬ通过“情景再现”形式ꎬ将学生分

组ꎬ从正反面演绎生动形象地再现这一社会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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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ꎬ并通过分析讨论ꎬ引导学生树立诚信理念ꎮ
３.２　 课中组织引导

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根据教师对教学主题

的安排ꎬ可分为课堂内参与式体验和课堂外实践

式体验两种类型ꎮ[３]一是课堂内参与式体验ꎮ 这

是以校内课堂教学为载体ꎬ以教材理论知识为基

础ꎬ教师通过组织课堂讨论、阅读分享、时事品

读、情景再现、小品表演等方式ꎬ强化师生互动效

果ꎬ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ꎬ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

活动的主角ꎬ发挥其自身主动性和创造性ꎬ于轻

松活泼、生动形象的情景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

解ꎬ并达到举一反三效果的教学模式ꎮ 二是课堂

外实践式体验ꎮ 实践是源自于西方的概念ꎬ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观点ꎬ实践是人类社会锤炼和收获

德性的途径ꎬ追寻道德品质的提升必须经历道德

实践的过程ꎮ 我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知行合

一”观点也正说明了这个道理ꎮ 因此ꎬ引导实践ꎬ
通过到爱国主义或是警示教育基地参观、艰苦生

活体验、寻访社会道德榜样、社会调查、服务社区

等方式开展课堂外实践式体验教学ꎬ使理论知识

贴近学生ꎬ融入现实生活ꎬ内化为学生终身受用

的道德品性ꎬ达到知与行的统一ꎬ实现道德主体

和实践主体的融合ꎬ才是培育大学生道德品性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终归宿ꎮ 无论是课堂

内参与体验还是课堂实践体验ꎬ教师在“课中”的
组织和引导都是能否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关键ꎮ
教师至少应做到如下三方面:

３.２.１　 准备充分ꎬ营造氛围

要做到课前考虑周详ꎬ针对课程主题做好充

分准备ꎬ课中流畅引导教学主题按计划有序开

展ꎬ引领学生融入场景ꎬ突出学生主体地位ꎬ“拉
家常、摆故事”式地营造出轻松、民主、活泼而又

井然有序的教学氛围ꎮ 针对学生发言、提问或点

评时ꎬ注意讲述内容的科学合理ꎬ注重导向性、激
励性和交流性ꎬ以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内驱力ꎮ

３.２.２　 热情洋溢ꎬ渲染氛围

教师要保持高涨的热情和积极性ꎬ调动自己

的情绪ꎮ 心理学研究表明ꎬ情绪感染力优秀的教

师ꎬ能使学生更好更快更深入地主动接受知识ꎬ
而且教师良好的情绪往往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榜

样ꎬ使学生形成一种自觉学习的强大动力ꎮ 因

此ꎬ无论是授课还是点评时均做到激情四溢ꎬ对
学生充满热情感和期待感ꎬ渲染课堂情感氛围ꎬ
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创造性ꎮ 当把自己也感染

时ꎬ自然也就打动了学生ꎬ强化了学习正能量ꎮ
３.２.３　 收放自如ꎬ驾驭氛围

不管是课堂内还是课堂外ꎬ均要考虑到方方

面面可能出现的情况ꎬ始终坚持“晓之以理ꎬ动之

以情ꎬ持之以恒”的原则ꎬ学会运用一定的管理艺

术和技巧ꎬ在教学现场做到收放自如ꎮ 比如对个

别学生极具功利性的发言和针锋相对的失控状

态能因势利导ꎬ合理管控ꎬ对课外实践活动现场

发生的意外情况能随机应变ꎬ即时决策ꎮ
３.３　 课后总结提高

教学总结是教师积累教学经验、探索教学规

律、改革教学方法和提升教学技能的有效途径ꎬ
也是深化教学改革的关键环节ꎮ 基于学生主体

地位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本身对教师的教学

水平和教学经验要求较高ꎮ 因此ꎬ每次课后均应

认真做好教学总结ꎬ以便改进和完善教学方式方

法ꎬ提高教学的针对性ꎬ为下一轮授课提供借鉴ꎬ
防止某些教学失误的重现ꎬ实现课程提质增效ꎮ

３.３.１　 教师自我剖析

通过教师课后的自我认真总结ꎬ以及与教研

室其他教师共同的探讨ꎬ对教学设计的合理性、
教学目标的落实情况、教学主题的体现程度、课
堂教学活动实施情况进行反思ꎬ归纳教学成功经

验ꎬ汲取不足教训ꎬ记录教学随想或灵感ꎬ及时将

教学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学心得体会、课堂教

学效果和可持续性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效应补充

在教案中ꎬ促进教师自身不断提升教学计划的质

量ꎬ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率ꎮ
３.３.２　 跟踪交流调查

教师开展基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参与体验式

教学改革成效究竟好不好ꎬ不是学校和教师说了

算ꎬ要问最终学习的主体ꎬ即应由学生进行评判ꎮ
所以ꎬ在教学总结环节针对授课班级学生开展跟

踪调查ꎬ实时掌握参与体验式教学改革的效果情

况ꎬ针对发现的问题立行立改ꎬ不断提高教学质

量ꎮ 比如定期开展座谈交流会ꎬ语重心长鼓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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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们讲出自己的心声ꎬ提出自己的想法ꎬ可供借

鉴的予以采纳ꎬ没有实际意义的也要予以耐心解

释说明ꎮ 或是采用不记名问卷调查的形式ꎬ搜集

学生意见建议ꎬ真正做到教学相长ꎬ不断完善教

学方法和手段ꎬ使参与体验式教学模式更具有生

命力ꎬ让“基础”课成为大学生发自内心喜欢ꎬ并
能使其受益终身的课程ꎮ

４　 结束语

前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
“一个少年ꎬ只有当他学会了不仅仔细地研究周

围世界ꎬ而且仔细地研究自己本身的时候ꎻ只有

当他不仅努力认识周围的事物和现象ꎬ而且努力

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ꎻ只有当他的精神力

量用来使自己变得更好、更完善的时候ꎬ他才能

成为一个真正的人ꎮ 这里说的就是学生在精神

生活的一切领域里的自我教育ꎮ” 基于学生主体

地位的参与体验式教学改革正是基于该理念提

出的教学模式ꎬ因此“基础”课程教师应不断探索

和完善体验式教学法ꎬ通过参与和实践体验ꎬ让
大学生深刻反思和认识自己ꎬ激发学生实现自我

教育ꎬ真正体现“基础”课教育的本质ꎬ为大学生

今后的学习生活奠定坚实基础ꎮ

参考文献:
[１] 王树人.关于主体、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思考

[Ｊ] .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ꎬ２００２(０２).
[２] 黄贵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模式新探

[Ｊ] .学园ꎬ２０１４(２３).
[３] 汪玲.体验式教学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教学中的运用研究[ Ｊ] .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ꎬ
２０１５(０４ 下).

[４] 赖雪梅.“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教学

实效性探究[ Ｊ] .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版)ꎬ
２０１５(０２).



(上接第 ８ 页)
能增强对自身文化转型升级的能力ꎬ才能挖掘出

自身文化发展的巨大潜力ꎮ 文化自信ꎬ关键在

“不忘初心ꎬ继续前进”ꎬ既不固步自封ꎬ也不唯我

独尊ꎬ既坚守自身优秀文化ꎬ又善于正确对待外

来文化ꎮ
“自信人生二百年ꎬ会当水击三千里”ꎮ 中国

共产党以其光荣而伟大的社会实践充分体现了

中国共产党人高度文化自觉的责任感、使命感和

勇于担当的能动意识ꎬ为中华儿女树立了从高度

的文化自觉向着更深厚的文化自信阔步迈进的

光辉典范ꎮ

参考文献:
[１]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

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４－１－１(０１).

[２] 杜尚泽.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征程上———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推进

全方位外交的成功实践[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６－１－５.
[３]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

话[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６－５－１９.
[４]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 ２５６５ 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

的讲话[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４－０９－２５ 日(０２).
[５]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习近平

强调: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ＯＬ].中国广播

网ꎬ２０１３－８－２０.
[６]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二十周

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 Ｊ]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ꎬ２０１３(１２):６９９.
[７]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举行习近平发

表重要讲话[Ｎ].人民日报ꎬ２０１６－１２－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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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的创新研究

张　 志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ꎬ网络成为生活和学习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ꎬ在改变人们物质生活的

同时ꎬ人们的思维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ꎬ给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一些影响ꎮ 大学生

是新生事物的最初实验者ꎬ其整个成长过程受其影响较为明显ꎬ使其言行都与网络发展息息相关ꎬ这也

就给整个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机遇和调整ꎬ要不断进行新形势下政治教育的模式和方法ꎬ掌握主

动权ꎮ 对互联网的特点进行全面分析ꎬ发挥其在政治教育中的应有价值ꎬ有针对性地处理互联网形式

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ꎬ开拓新方法ꎬ占领新的教育阵地ꎬ发挥网络优势ꎬ促进新形势下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推进ꎮ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ꎻ大学生ꎻ思想政治教育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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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我国ꎬ整个社会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就

是高校ꎬ大学生是接触互联网最为密切的群体ꎬ
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其中ꎬ发挥推动的作用ꎬ也是

整个网络文明的建设者ꎮ 随着网络文化在高校

的普及ꎬ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环境ꎬ需要接

受新事物的考量ꎬ需要进行积极的解决ꎮ 为此ꎬ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要立足时代ꎬ深化

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研究ꎬ用于实践ꎬ探
索新的模式和方法ꎬ迎接互联网时代思想政治教

育的新局面ꎮ
１　 对互联网特征的分析

１.１　 互联网的功能的丰富性

网络发挥的公告栏的作用ꎬ对信息进行广泛

的宣扬ꎬ集诸多功能于一身ꎬ网民在进行信息浏

览的同时ꎬ也可以进行意见的发表ꎬ体会信息获

取和传播的乐趣ꎮ
１.２　 涉及诸多领域的知识和内容

在互联网中ꎬ使用者能够借助互联网ꎬ实现

与整个世界的沟通ꎮ 这其中内容比较广泛ꎬ如政

治、经济、文化等ꎮ 进入网络世界ꎬ如同进入现实

中的图书馆ꎬ可以尽情查阅ꎬ使用者之间也能够

实现顺畅地沟通ꎮ
１.３　 信息获取速度较快

当前的互联网发挥的就是信息高速公路的

作用ꎬ各种渠道的信息被上传ꎬ被不同的读者阅

读ꎬ而后再进行更加广泛的传播ꎮ 信息传递的速

度十分快ꎬ不受地域的限制ꎬ可以随时进行信息

的交流ꎬ极大提升了信息的利用率ꎮ
１.４　 运行环境处于开发的状态

互联网的显著特征为开放性ꎬ不利于某个单

独的个体ꎬ辐射全球各个角落ꎬ任何一个使用者

都能够进行信息的添加ꎬ在计算机的支持下ꎬ信
息就实现了在全球范围的传播ꎮ

１.５　 信息使用的普及性

计算机的使用已经高度普及ꎬ加之网络自身

的魅力ꎬ使得其在高校领域扩展的更快ꎮ
２　 互联网环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创新

２.１　 在网络背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

临的挑战

２.１.１　 互联网强大的交互性和平等性使得

教育者的权威面临极大挑战

在传统教育中ꎬ教师占据主导地位ꎬ具有绝

对的权威ꎬ需要得到高度的尊重ꎬ便于思想政治

工作的开展ꎮ 到那时ꎬ在网络环境中ꎬ教育者的

部分权利被占据ꎬ丧失了部分权利ꎬ学生借助网

络可以获取很多信息ꎬ因此ꎬ教育者的权威遭到

挑战ꎮ
２.１.２　 互联网的不可控性使得思想政治教

育的过程面临挑战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工作是将符合社会发展

的政治观点等信息有目的地进行传授ꎬ学生进行

有选择地接受ꎬ形成个人观点和思想ꎬ而后对行

为作出指导ꎬ最终形成习惯ꎮ 但是ꎬ互联网的发

展使得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

相对的环境ꎬ一些不良信息接踵而至ꎬ很多管理

管理工作不到位ꎬ监控不及时ꎮ 在我国ꎬ对照网

络普及程度的增大ꎬ接触网络信息的人数呈现上

升的趋势ꎬ很大一部分为学生ꎬ在思想政治教育

领域ꎬ受教育者接受的信息量增大ꎬ甚至出现与

传授者不相符的情况ꎬ使得其思想出现脱轨或者

困惑ꎬ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的实现ꎮ
２.１.３　 互联网的共享性对思想政治教育也

是一种挑战

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传授中ꎬ主要的讲授

方式为面对面ꎬ促使认识的提升ꎬ这种方式的特

点是针对性强ꎬ但是ꎬ受到诸多因素的限制ꎬ如时

间、空间等ꎬ同时ꎬ讲授内容缺乏长久的有效性ꎬ
一旦脱离环境ꎬ效果就会不佳ꎬ需要进行重复教

育进行巩固ꎮ 而在网络背景下ꎬ学生进行信息获

取的主要方式为网络ꎬ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ꎮ
因此ꎬ在网络时代ꎬ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立足大学

生的需求ꎬ实现教育与时代的结合ꎬ寻求更多的

教育模式和手段ꎮ
２.２　 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

的机遇

２.２.１　 网络化必将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的主要内容

网络的作用不仅能够实现对信息的全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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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ꎬ还极大丰富了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

容和知识ꎬ注入了新的动力和活力ꎮ 同时ꎬ网络

信息具有极大的丰富性ꎬ涉及社会各个方面ꎬ能
够促进信息的更大范围的交流ꎬ推进各自不同思

想和观念进行融合ꎬ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更

加丰富ꎮ 在网络信息中进行内涵的深化就能使

得大学生能够辨别是非ꎬ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２.２.２　 网络化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视野被

开阔

网络技术是当前最伟大的技术之一ꎬ有利于

对人类思想解放的推动ꎬ开阔眼界ꎬ促进思想的

活跃ꎮ 一些落后的思想被抛弃ꎬ新的观念和思想

成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ꎬ也是进行教育的主要

目标ꎮ 网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更为广

阔的天地ꎬ突破课堂的限制ꎬ与社会联系更为

密切ꎮ
２.２.３　 网络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现

代化水平的提升

网络信息的多样化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提

供了更加多元化的模式和手段ꎬ使得教育彰显真

实性和趣味性ꎮ 在网络环境中ꎬ学生对信息接收

的意识更强ꎬ有效避免传统方式中信息的滞后

性ꎮ 网络的飞速发展ꎬ使得政治教育的方式、手
段都需要发生变化ꎬ有被动转为互动和主动ꎬ发
挥多媒体教育手段ꎬ进行思想交流ꎮ 技术的发展

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科技含量增大ꎬ现代意识被

增强ꎮ
２.３　 以社会需求为导向ꎬ形成新的思想政治

教育理念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学生对于知识的获取

已经突出教师的限制ꎬ利用多种媒介进行ꎬ同时ꎬ
大学生的个体意识较强ꎬ社交网络在扩大ꎬ在主

动获取知识的同时ꎬ要进行师生互动ꎮ 在思想政

治教育中ꎬ进行位置的有效调整ꎬ树立民主观念ꎮ
３　 探索网络规律ꎬ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进行全面创新

３.１　 理论创新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

前提和基础

对于理论的创新ꎬ要正确认识网络时代背景

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地位和主要功能ꎬ着手进

行理论体系的创新和建设ꎬ在具体工作中ꎬ要从

实际出发ꎬ注重基础和应用理论的研究ꎮ 结合时

代要求ꎬ体现各种科学的成果ꎮ 力争实现思想政

治理论的创新ꎬ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深度和广

度ꎬ为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ꎮ
３.２　 针对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ꎬ对高校思想

政治教育的模式进行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具有相对稳定性ꎬ要不

断充实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系统ꎬ根据时代的发

展ꎬ进行相应的教育行为ꎮ 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

育而言ꎬ有效的方式就是进行方法的创新ꎬ关乎

思想政治工作的成败ꎬ是连接教育内涵和目的的

桥梁ꎬ体现教育之间的双向交流ꎮ 网络为高校思

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提出了全面的挑战ꎬ实现有传

统向现代的过度ꎮ 要打破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ꎬ
现今高校不断发展ꎬ信息化建设逐渐得到完善ꎮ
目前很多学生都是人手一台电脑ꎬ因此在进行高

校思想政治教育时ꎬ一定要充分的做好与网络技

术的结合ꎬ要利用多媒体技术ꎬ在网络上做好思

想政治工作的宣传ꎮ 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者能

够利用一些校园网络论坛等形式与学生进行直

接对话ꎬ并且利用一些聊天工具对学生进行教

育ꎬ为学生开展一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ꎬ以此来

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效率ꎮ
３.３　 利用高科技手段提升教学效果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普及ꎬ传统的填鸭式教

学已经无法满足教学的需要ꎬ在素质教育背景

下ꎬ教师必须要充分的改变自身的教学观念ꎬ转
变教学中的地位ꎬ教师作为引导者在教学中要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思考ꎮ 要利用一些先进的网络

技术ꎬ以及高科技手段来对学生进行教学ꎬ教师

可以利用多媒体制作一些教学课件以及图片等ꎬ
以此来吸引学生的目光ꎬ利用一些小视频提升学

生的兴趣ꎮ 教师可以适当地为学生播放一些关

于爱国主义的影片ꎬ提升学生心中的爱国意识ꎮ
３.４　 加强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者队伍建设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改变自身

的教学观念ꎬ创新思想政治教学思路ꎬ要充分地

把握好思想政治教育内涵ꎬ积极研究出网络环境

(下转第 ２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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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旅游企业内部控制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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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内部控制制度是企业在内部进行自我控制ꎬ并保证企业可持续发展和完成战略布局ꎮ 对

于旅游企业来说ꎬ其管理的高效性直接体现出企业文化和服务的质量ꎬ是美丽山河的代表ꎬ其财务信息

明晰化及企业运转的长远化是其内部控制的重要意义所在ꎮ 本文从内部控制的涵义入手ꎬ阐明了内部

控制制度对于企业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ꎬ分析旅游企业内部控制存在的几点问题ꎬ并提出加强和完善

内部控制的几点建议ꎬ为旅游企业的管理提供一点帮助ꎮ
关键词:旅游企业ꎻ内部控制ꎻ涵义ꎻ必要性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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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进步ꎬ人们的追求逐渐从物质转

向精神享受ꎮ 旅游成为人们精神生活不可分割

的有机部分ꎮ 旅游业迎合了社会发展的需求ꎬ具
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ꎮ 由于盲目开发ꎬ过渡追求

经济利益的状态下ꎬ难免使得发展历史短ꎬ管理

经验不足的旅游企业出现管理漏洞ꎬ使得财务信

息失真ꎬ国家下拔的维护资金得不到有效利用ꎮ
管理的不足ꎬ必然会导致机遇掌握精准度不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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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增加企业运营的风险等等ꎮ 众多问题的产

生促使旅游企业不得不进行内部控制ꎮ 建立和

健全针对旅游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ꎬ从而促进资

源的整合ꎬ更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ꎬ实现旅游

企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１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涵义

内部控制指的是企业在内部形成控制体系ꎬ
上下一体进行监督与控制ꎬ从而达到最终的目

标ꎬ实现企业内部控制的目的ꎮ 内部控制的目标

因企业发展方向不同而有所差别ꎬ但最终都是保

证企业生产、经营、资源可靠、高效利用、财务报

告真实ꎬ并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益ꎬ逐渐走向战

略目标ꎬ完成战略布局ꎮ 广义来说ꎬ企业内部控

制包括财务控制与管理、生产控制与管理、营销

控制与管理等等ꎬ是企业管理水平提升的必经之

路ꎮ 内部控制是动态的控制体系ꎬ需要渗透到企

业运营的事前、事中、事后中去ꎬ才能更好的调集

和盘活资源ꎬ为企业创造更大的利益ꎬ保证企业

健康稳定的走可持续发展之路ꎮ
２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意义

２.１　 有利于提高企业管理的科学性和管理

水平

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态势下ꎬ企业想要长远

发展ꎬ需要改变管理手段和实施科学管理ꎬ从而

整体提升管理水平ꎮ 因此ꎬ企业必须认清自身发

展的内外障碍ꎬ攘外必先安内ꎬ建立和健全内部

控制制度ꎬ实施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制度ꎬ将财

务制度的管控列为重中之重是科学管理体现ꎮ
２.２　 有利于企业走出国门进入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的要求更为标准化ꎬ想要走出国

门ꎬ进入国际化序列中去ꎬ首先需要企业精通管

理ꎬ善于控制ꎬ否则必然在竞争中被国外企业所

打败ꎮ 因此ꎬ面对这种生存环境ꎬ企业能够从众

多的真实案例中吸取教训ꎬ逐渐将管理重心移至

内部控制上ꎬ实现了管理水平上的国际接轨ꎮ
２.３　 有利于避免财务信息失真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开始ꎬ财务信息失真的案例

此起彼伏ꎬ无论是发达国家如美国ꎬ还是发展中

国家如中国ꎬ都有引起社会轰动的财务造假案发

生ꎮ 这些案例表明ꎬ企业内部控制一旦形同虚

设ꎬ就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来侵吞企业财产ꎬ为企

业和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ꎮ 因此ꎬ企业想要健

康发展ꎬ长远生存下去ꎬ就必须将虫洞堵死ꎬ健全

内部控制制度ꎬ保证财务信息的真实性ꎬ对企业

人员也能进行更好的监督ꎮ
３　 旅游企业内部控制中的问题

３.１　 旅游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存在缺陷

由于旅游企业发展时间短ꎬ企业管理水平和

管理资金配备都不足ꎬ使得实力较弱的企业难以

实现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来主导旅游企业的发

展ꎮ 出现没有内部控制制度ꎬ或有内部控制制度

也仅对部分环节进行管控ꎬ不能实现整体化控制

的现象ꎬ领导一把抓ꎬ一人说了算的现象十分普

遍ꎬ职员岗位混乱ꎬ财务制度执行以领导意志为

主ꎬ使得企业管理现状混乱而难以为企业发展谋

福利ꎮ
３.２　 组织机构配置不科学

旅游企业的特点是灵活性强ꎬ资产和人力资

源相对小ꎬ使得岗位设置混乱ꎬ一人两岗或一人

三岗的现象居多ꎬ财务管理更无法实现独立的审

计机构ꎬ也不能对市场进行系统的风险预测和风

险防范ꎬ形势估计错误难有应急预案来补救ꎮ 有

的旅游企业虽然完成了内审部门的独立ꎬ但由于

人力资源的匮乏ꎬ审计的作用发挥不出来ꎬ内部

控制停留在事后上ꎬ没能实现全程管控ꎬ最终使

得旅游企业内控捉襟见肘ꎮ
３.３　 人才流失现象严重

旅游成为时尚ꎬ旅游业成为社会热门就业领

域ꎬ在利润暴涨下旅游业人员收入水涨般高ꎮ 在

这样的情况下ꎬ旅游企业各部门的私心被充分挖

掘出来ꎬ越来越多的亲人朋友进入旅游企业ꎬ岗
位被占据ꎬ真才实学者得不到利用ꎬ造成旅游企

业人欠缺严重ꎮ 而且在人力资源管理上也难有

执行力ꎬ受阻情形频发ꎬ制度落实难ꎬ人才调动

难ꎬ人才引进难ꎬ从员人员素质提升难等ꎮ
３.４　 风险防范能力不足

虽然旅游业发展迅速ꎬ前景广阔ꎬ但其发展

同样存在较多的风险ꎬ如淡旺季预计客流量反

常、环境破坏导致旅游业进入冰冻期、宏面调控

政策阻碍、行业竞争、服务反馈不良、市场洞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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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等等ꎬ均会导致旅游企业风险的无形增加ꎮ
一旦出现这样的风险ꎬ旅游企业往往因能力欠缺

而无法做出及时的应对ꎬ使得旅游企业限入恶性

发展循环中去ꎬ损失难以估计ꎮ
４　 旅游企业加强内部控制的建议

４.１　 与风险管理相结合

内部控制过程中必定会面临决策管理风险、
政策法规风险、流动性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

等ꎮ 旅游企业只有通过建立内控体系来防范和

化解风险ꎬ自觉地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之

内ꎮ 因此ꎬ需要专业的财务人员对外部环境和内

部发展优劣形势等进行分析ꎬ形成风险防范能

力ꎬ并对风险进行合理分类ꎬ在评估风险大小的

前提下ꎬ设定全面风险管理目标和全面风险管理

与控制体系ꎮ 旅游企业只有加强风险管理ꎬ防患

于未然ꎬ才能保持永续经营和可持续发展ꎮ
４.２　 加强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力度

企业实施内部控制是自检过程ꎬ而外部监督

控制企业面向社会进行管理漏洞的补救过程ꎮ
企业只有将两者进行联合ꎬ才能为企业发展提供

健康的管理环境ꎮ 因此ꎬ企业不但要设独立的内

控机构ꎬ还要将机构、人员、制度等联合起来形成

体系ꎬ并将体系进行有效落实ꎮ 通过外部监督机

制来达到内部控制的高效运转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企业要避免人情控制ꎬ加强国家政策的钻研ꎬ及
时调整内部控制策略ꎬ职权分开ꎬ岗位明确ꎬ强化

旅游企业信息披露等等ꎬ并通过会计师事务所对

企业的审计加强对企业的监督ꎮ
４.３　 加强员工培训

人员素质建设一直以来是企业发展之根本ꎬ
素质提高了ꎬ企业文化才能有所沉淀ꎬ才能更好

的实施内部控制ꎬ人们的认识才能更透彻ꎬ更具

体ꎮ 面对旅游产品层出不穷ꎬ旅游业涉猎范围不

断的扩大的局面ꎬ旅游业人员的素质直接影响到

企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层次ꎬ是企业形象和企业

文化的直接反映ꎮ 因此ꎬ企业要将人员素质培训

作为内部控制的重要内容ꎮ 通过多元化途径ꎬ对
人才队伍进行更新ꎬ提升、激励ꎬ从而将人力资源

进行充分的挖掘ꎬ以强带弱ꎬ通过对个体优势的

把握来激发整个团队的竞争能力ꎬ不但可以增强

风险防范意识和风险控制能力ꎬ还能够为内部控

制制度的完善和落实提供助力ꎮ
４.４　 引入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

旅游企业落实内部控制时ꎬ要将现代化的管

理工具如信息化、电算化、数字化的系统引进企

业ꎬ从管理手段上进行提升ꎬ增加旅游企业的内

部控制的执行力度和监督力度ꎮ 企业可以结合

国际信息系统控制标准(ＣＯＢＩＴ 框架)ꎬ结合企业

现状ꎬ对信息系统进行全面的优化与改革ꎬ从而

有利于内部控制的精准化实施ꎮ 为提高控制成

效ꎬ企业要将重点放在控制上ꎬ以控制促监督和

发展ꎮ 此时需要将资金管理系统和会计核算系

统进行细化ꎬ使其贯穿于企业各个微末环节中

去ꎬ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全程动态监督与控

制ꎬ将风险进行有效的评估ꎬ建立应急预案ꎬ从领

导至员工ꎬ从数据至业务流程ꎬ从控制要素至周

围关系进行系统的控制ꎬ从而形成易于操作、职
责拆分、实施高效的控制系统ꎬ为企业的整体控

制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严谨的环境ꎬ从而更好

的进行内部控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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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微课”设计与制作研究

吕志君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微课教学在现代教学中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ꎮ 微课因其

新颖的模式受到学校教师的一致好评ꎬ同时也是大多数学生所喜爱的学习方式之一ꎮ 在我国高职院校

中ꎬ微课教学应用比较晚ꎬ且相关技术支持相对滞后ꎮ 本文就对微课概述以及高职院校中利用微课教

学的现状、应用模式做简单的探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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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１　 研究缘起及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ꎬ微时

代已经悄然到来ꎬ微博、微信、微电影这些名词进

入了我们的生活ꎬ微课也被教育界搬上讲台ꎮ 微

课“碎片式”的教学和传统教学比较起来更具生

动性ꎬ同时方便了教师课前、课中、课后对学生进

行指导ꎬ新旧知识环环相扣ꎬ引导学生自主学习ꎬ
使学习能力不同的学生自己掌控学习进度ꎬ提高

学习效率ꎮ
１.２　 微课的概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英美等国家教师尝试开

发“微型课程” ꎬ即集中针对某一主题设计与实

施小规模短时课程ꎮ 这一理念以英国纳皮尔

大学的 Ｔ. Ｐ . Ｋｅｅ 的一分钟演讲和美国北爱荷

华大学最先提出ꎮ 但“微课”这一名词的真正

创始却是在 ２００８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圣胡安学

院ꎬ被“一分钟教授”———戴维彭罗斯正式

提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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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文献综述

２.１　 国内微课发展现状

在我国ꎬ微课发展经历了从无到有再到迅猛

发展的过程ꎮ ２０１２ 年ꎬ在国家各级教育部门的指

导下ꎬ微课在全国中小学、电大系统、职业院校、
高等院校以及一些民办教育团体中迅速推广开

来ꎬ使得微课教学处于开发建设的浪潮中ꎮ 然而

贵州省处于经济、教育方面都相对落后的地区ꎬ
微课教学模式与实践方面的研究仍然没有得到

较好的发展ꎬ尤其是在高职院校微课设计与制作

研究方面只是处于起步阶段ꎮ
２.２　 国外微课发展现状

在国外的研究中ꎬ与“微课程”有关的名词有

Ｍｉｎｉｃｏｕｒｓｅ、Ｍｉｃｒｏｌｅｃｔｕｒｅ、 Ｍｉｃｒｏｌｅｓｓｏｎ 等ꎬ 但其对

“微型课程”的研究取向不完全相同ꎮ 如美国阿

依华大学附属学校于 １９６０ 年首先提出微型课程

(Ｍｉｎｉｃｏｕｒｓｅ)ꎬ也可称为短期课程或课程单元ꎻ新
加坡教育部于 １９９８ 年实施的 ＭｉｃｒｏＬｅｓｓｏｎｓ 研究

项目ꎬ涉及多门课程领域ꎬ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培

训使得教师能初步构建微型课程ꎬ其课程一般为

３０ 分钟至 １ 个小时ꎬ教学目标单纯集中ꎬ重视学

习情境、资源、活动的创设ꎬ通过微课为学生提供

有效的学习支架ꎬ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一系列支架

帮助其进行具体的教学设计ꎮ
２.３　 高职院校微课发展现状

２０１１ 年ꎬ在广东佛山首创了微课教学ꎬ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微课教学开始被广泛应用于中小学的

教学中ꎮ 但是对于高职院校ꎬ并没有开展微课教

学模式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后开展了高校微课教学竞

赛ꎬ并一直持续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１０ 月ꎬ在全国高校教

师网络培训中心的带领下ꎬ微课竞赛圆满结束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第二届高校微课教学竞赛拉开帷幕ꎬ
同年的 ９ 月圆满完成ꎮ 在第二届赛事中分为三

个层次进行比拼ꎮ 各个高职院校均积极参加并

推荐作品ꎬ在此次竞赛中涌现出了很多设计精

良、颇具创意的作品ꎮ 举办这样的赛事为高校微

课的建设和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ꎮ
３　 微课设计与制作策略

３.１　 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辅助资源

开发、制作系列微课ꎮ 将某一门课程的某一

个知识点进行挖掘、制作微课ꎬ再将各个知识点

的微课按顺序排列组合ꎬ形成这一门课程的一个

系列微课ꎮ 系列微课教学可以成为学生根据自

身特点和学习情况随时随地选择使用的学习工

具ꎬ用于学生课前进行针对性的预习ꎬ了解知识

内容与前后联系ꎬ疏理学习线索、弄清重点难点ꎮ
微课作为课堂上的教学媒体穿插于讲、学、练等

环节中ꎬ展示知识点的教学过程和实践操作的演

示过程ꎬ在课后通过计算机、手机、平板电脑等设

备充分利用点滴空闲时间来进行复习巩固并对

难点进行沟通ꎬ为高职学生课堂内外随时随地移

动学习奠定了基础ꎮ
３.２　 微课应用于实习实训教学中

在高职院校日常教学工作中ꎬ时常会遇到实

习实训设备条件跟不上或实训操作步骤要求不

清晰的现象ꎬ在微课教学过程中学生可以看到多

种实物图像、操作演示录像及丰富的资料介绍等

内容ꎬ可以使学生更加明白课程学习目标与操作

步骤ꎬ从而为实习实训提供保障ꎮ 课后还可以和

学生及时互动了解其学习进度ꎮ 使学生真正可

以边看边学ꎬ难点重点重复练习ꎬ进一步提高了

实训操作的成功率ꎮ
３.３　 微课融入校本教材

将微课与教材紧密结合ꎬ开发、制作的微课

可以根据课程中的知识点融入自编教材ꎬ微课还

可以制作成可供学生扫描的二维码ꎬ置于教材中

与知识点相对应的位置ꎬ学生使用移动终端扫描

二维码ꎬ无论在家里或在课堂上即可随时随地点

播相应的微课内容ꎬ进行自主学习ꎬ能极大地提

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能力ꎮ
３.４　 搭建微课应用平台

微课模式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ꎬ人性化的微

课教学平台显得尤为重要ꎮ 根据学生的学习习

惯和特点ꎬ便于学生更好的自主学习ꎬ从而激发

学生学习的兴趣ꎮ 微课教学平台是微课资源建

设和共享的基础ꎬ建立微课资源平台可将教学所

需的资源集合在一起ꎬ形成广阔的学习平台ꎬ供
教师和学生自主选择和使用ꎬ为课堂教学和自主

学习提供便利ꎮ 将微课程结合微信平台ꎬ在庞大

的学生群体形成后ꎬ学生会拥有更多的学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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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更加丰富的交流方式ꎬ也可将课程知识点的微

课、重难点、操作要领录成语音视频ꎬ放到微信公

众平台ꎬ以便学生利用智能手机随时随地学习与

交流ꎬ真正实现学生“学习－操作－学习－再操作

与学习－交流－再学习”的并行教学模式ꎮ
４　 结语

微课创新了教学方式ꎬ丰富了教学的内容ꎬ
促使教学过程充满活力ꎮ 但是ꎬ在现阶段微课教

学模式在高等职业院校中还存在种种问题ꎬ教师

对这种新型的教学模式不能适应且制作微课缺

乏技术上的指导ꎬ使微课的推行受到一定的限

制ꎮ 因此ꎬ在推行微课教学的过程中ꎬ只有国家

教育相关部门通力合作ꎬ校方做好微课资源的支

持ꎬ教师从自身提高信息技术水平ꎬ才能使微课

的发展更加有利ꎬ使高职院校微课的制作水平得

到质的提升ꎮ

参考文献:
[１] 艾冰.高职微课设计初探 [ Ｊ] . 考试周刊.

２０１６ꎬ(７８):１５３.
[２] 刘丹.关于高职微课教学设计的策略分析

[Ｊ] .科技展望.２０１６ꎬ(３６):１７６.
[３] 宋凯ꎬ梁玲.高职微课设计模式调查分析[Ｊ] .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２０１６ꎬ(２):２３－２６.
[４] 祖炬雄ꎬ万能ꎬ祖智涛.高职微课建设现状与

发展对策研究[Ｊ] .中国教育信息化(基础教育).２０１６ꎬ
(４).

[５] 韩雪.浅谈高职微课的开发及其教学[ Ｊ] .科
技展望.２０１６ꎬ(３６):１８９.

[６] 张金娜ꎬ赵艳莉.浅析高职微课资源的开发

[Ｊ] .新校园(上旬).２０１６ꎬ(１１):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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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规律ꎬ从而来采取

一些创新的教学方式促进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ꎮ 其次ꎬ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要树立坚定的政

治意识ꎬ做好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ꎮ 对于大学生

来说ꎬ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教师的影响ꎬ因此教师

必须要提升自身的思想政治素质ꎬ为学生做一个

榜样ꎬ以此来影响学生ꎮ 最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

工作者要熟练的掌握互联网技术ꎬ只有这样才能

针对学生的特点以及教学的内容ꎬ结合互联网技

术更好地对学生进行教学ꎮ
结语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ꎬ互联网在生活中的应

用越加的广泛ꎬ尤其是在教育事业中的应用ꎬ在
思想政治教育中教师必须要充分地结合互联网

技术ꎬ这样能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ꎬ促进学

生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ꎮ

参考文献:
[１] 荆媛.开展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必要

性及对策[Ｊ] .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ꎬ２０１１ꎬ(０１):１５
－１６.

[２] 刘先凡.网络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双重影响及对策[ Ｊ] .学术问题研究ꎬ２０１２ꎬ(０１):２０
－２５.

[３] 薛爱英.信息网络化条件下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Ｊ]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

报ꎬ２０１０ꎬ(０１):３０－３１.
[４] 姚明.论网络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Ｊ] . 西南科技大学高教研究ꎬ２０１１ꎬ(０１):４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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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法在数据库教学中的应用

陈洪超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ꎬ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数据库教学中运用新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ꎬ是高职教育数据库教学方法的一种新尝

试ꎬ教学效率有所提高ꎬ教学质量有所改善ꎬ是一种积极有效地教学新方法ꎮ 本文就高职院校数据库教

学中运用项目教学方法进行应用分析ꎮ
关键词:项目教学法ꎻ数据库教学ꎻ应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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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项目教学法的内涵和在教学中应用的

意义

１、项目教学法的科学内涵ꎮ 所谓项目教学

法ꎬ实际上是以项目为依托ꎬ学生为项目实施的

主体ꎬ通过具体的项目实施ꎬ使得学生深化理论ꎬ
加强实际操作ꎬ提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

的一种新的教学方法ꎮ 通过项目教学的全过程ꎬ
使得学生的理论联系实践实现零对接ꎬ在实际项

目中能够刺激学生的求知欲望ꎬ提高主动学习的

积极性和兴趣ꎬ从而提高教学效率ꎬ提高教学质

量ꎬ提高高职院校的教学水平ꎮ
２、高职院校应用项目教学法进行教学实践的

意义ꎮ 随着我国职业技术教学的不断发展ꎬ全民文

化水平的不断提高ꎬ高职院校师生素质得到不断的

提高ꎬ促进了高职院校的快速化、规模化、前沿化发

展ꎮ 高职院校为了实现输出人才与市场需求的零

对接ꎬ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学中加以重视ꎬ并配合

一定的师资力量ꎬ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ꎬ以提高学

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意识ꎬ为就业打下坚

实的基础ꎮ 其中项目教学法的应用ꎬ收到良好的教

学效果ꎬ学生在解决实际项目的过程中ꎬ积极主动的

发现问题并找寻最佳的解决方法ꎬ从而在创新思维

上得到全新锻炼ꎬ专业技能得到升华ꎮ 这种教学效

果的实现ꎬ与高职院校的教学方针配合得天衣无缝ꎮ
给社会输出了优质的技术人才和创新人才ꎬ满足了

市场对于人才的需要ꎮ 对于推动高职院校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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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二、高职院校数据库教学中应用项目教学法

分析

１、教学项目选定与设计ꎮ 在数据库教学中ꎬ
应用项目法教学时ꎬ如何选定教学项目尤为重

要ꎮ 选择项目时ꎬ要贴合学生的学习内容ꎬ理论

不超出学习范围ꎬ而且项目要具有实际应用意

义ꎮ 信息内容要符合今后就业的行业发展趋势ꎬ
才能让学生更好地了解数据库如何应用ꎬ了解项

目教学法在数据库中应用的真正意义ꎮ
数据库项目选定后ꎬ需要进行合理安排其逻

辑步骤ꎬ使得数据库的构建按部就班的进行ꎬ才
能有条不紊的完成数据库项目ꎮ 这种逻辑步骤

要符合学生学习数据库的规律ꎬ教师可以自己设

计好实施项目的步骤ꎬ在学生参与时ꎬ要求学生

自己安排逻辑步骤ꎬ然后再给出教师的顺序让学

生体会自行安排的与教师的有何不同之处ꎬ提高

学生自行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为了更好地提高教学效率ꎬ教师有必要让学

生了解数据库项目的内容、目的、业务范围、应用

意义等ꎬ使得学生在枯燥的学习中体会完成数据

库项目的成就感ꎬ自豪感ꎬ集体荣誉感以及感恩情

怀等ꎮ 同时ꎬ给学生提供更好的沟通平台ꎬ让学生

在信息检索和市场调研方面得到锻炼和进步ꎮ
数据库项目的实施时按照框架拓展即可完

成数据库的构建:
一是需求分析ꎮ 项目引入后ꎬ首先要剖析项

目的需求和目的ꎬ才能对症下药ꎮ 此时ꎬ项目教

学法已经在数据库教学中得以展开ꎬ学生必须在

资料的归纳和整理中形成需求报告ꎮ
二是概念设计ꎮ 学生要根据需求来构建数

据库ꎬ所涉及的概念必须了如指掌ꎬ无论是局部

还是全部概念ꎬ都要形成优化模式ꎮ
三是逻辑设计ꎮ 要求学生能够熟练的进行

模型转换与处理ꎬ提高规范化设计ꎬ标准化转换ꎮ
四是物理设计ꎮ 此时教师要引导学生完成

数据库的总体物理拓展框架ꎬ将数据库的各部分

紧密地联系ꎮ 便于日后管理系统的维护ꎮ
五是项目实现ꎮ 这是数据库项目得以完成的重

要阶段ꎬ是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得以结合的重要部分ꎮ

项目的实现能够提高学生的操作技能和深化理论ꎬ学
生能够构建项目数据库来关联和解决业务问题ꎮ

六是数据库的运行与检验ꎮ 数据库系统构

建完成后ꎬ需要进行运行与验证ꎬ对数据库数据

进行读取或修改等ꎬ还可以进行后续开发ꎬ使得

数据库应用范围越来越广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学生

能够对自行设计的数据库充满信心ꎬ积极进行创

新ꎬ对于数据库教学效率和质量有很大的帮助ꎮ
２、教学过程ꎮ 数据库教学过程较繁琐ꎬ需要

教师的精心设计和引导ꎬ才能将教学内容完好的

转达给学生ꎮ 在教学过程中ꎬ教师要加强项目主

题设计ꎬ由浅入深ꎮ 因此ꎬ项目设计总体框架需

要有所规划ꎬ项目难题需要有所主张ꎬ可以先让

学生解决其他相关业务数据库ꎬ在所学知识掌握

的时候再进行难点涉猎ꎮ 项目完成的过程相对

来说枯燥ꎬ教师需要充当调味剂ꎬ适当引导与鼓

励学生ꎬ从而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意识ꎬ激起他

们的学习兴趣ꎬ学生才能积极地进行问题的探

索ꎮ 在项目全程培养创新意识ꎬ开发意识和团队

合作意识ꎬ才能更好地完成项目ꎮ
３、教学评价ꎮ 学生对数据库内容掌握的程度

是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ꎮ 为了更好地评价每一位

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掌握程度ꎬ教学评价不能仅局限

于最后一次成绩上ꎬ更不能将作业和实验报告作为

评价的依据ꎮ 因此ꎬ教学评价要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中ꎮ 从各个项目完成中学生的表现、积极性、创新

性、集体凝聚力以及操作技能等进行全面的归纳ꎮ
４、教学要点ꎮ 高职院校实施项目教学法ꎬ在

数据库教学中ꎬ要明确教学目的和教学目标ꎬ在
师资力量上加以改善ꎬ老师要有丰富的项目实施

经验ꎬ理论知识扎实而系统ꎮ 设计项目要符合教

学相应的内容ꎮ 能够掌握教学节奏ꎬ引导学生积

极调研和分析ꎬ掌握市场走势等ꎬ鼓励学生积极

主动的进行教学内容的学习和运用ꎮ
三、结束语

高职院校数据库教学中引入项目教学法ꎬ是教

学方法的创新与尝试ꎮ 项目教学法是实践教学的

重要体现ꎬ是课堂内容得以实际体现的重要方法ꎬ是
行业需求与教学内容相契合的平衡点ꎬ因此ꎬ对于提

高高职院校数据库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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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白酒检测实验室的科学管理

吕元捷１ꎻ徐红敏２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从实验室管理制度、药品试剂的有效管理和仪器设备的科学维护等方面ꎬ探讨对白酒检测

实验室进行科学严格的管理ꎬ从而确保所出具检测报告的客观与准确ꎮ 这对白酒生产的工艺控制和产

品质量评判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关键词:实验室管理ꎻ白酒检测ꎻ白酒气相色谱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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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酒检测实验室ꎬ是白酒生产企业和白酒质

量监督机构的常规实验室ꎮ 它所出具的检测报

告必须客观、准确ꎬ对白酒生产的工艺控制和产

品质量评判ꎬ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本文从以下

几个方面ꎬ探讨对白酒检测实验室进行科学规范

管理ꎬ加强实验人员的责任心ꎬ提高实验效率和

检测结果的准确度ꎮ
１　 制定科学严格的管理制度ꎬ加强实验室

的规范管理

１.１　 明确实验人员的岗位职责ꎬ增强实验人

员的责任心

从药品试剂的采购保管、实验用水的制备、
常用试剂的处理、标准溶液的配制标定、检测项

目的分工合作及仪器设备的维护等方面ꎬ明确实

验人员岗位职责ꎬ做到责任到人ꎬ增强实验人员

的责任心ꎬ提供可靠的试剂和可追溯的实验数

据ꎬ从制度上保障白酒检测实验条件的科学建

立ꎬ确保检测结果的客观准确ꎮ
１.２　 制定详尽的岗位职责实施细则ꎬ确保实

验人员严格履行自己的岗位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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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白酒检测实验室各个岗位ꎬ必须制定详尽

的岗位职责实施细则ꎬ确保实验人员能严格履行

自己的岗位职责ꎮ 对各个重要的工作环节ꎬ都应

当有详尽的工作日志和数据记录ꎮ
例如ꎬ实验用水的制备岗位ꎬ都应当定期检

测实验用水的质量ꎬ填写工作日志ꎬ对每次的水

质检测ꎬ都应当有详尽的检测报告ꎬ有责任人的

签名和主管领导的签字确认ꎬ确保实验用水是合

格的ꎮ 同样ꎬ对于白酒检测常用的溶剂乙醇ꎬ为
了保证试剂的纯度ꎬ通常需要对乙醇试剂进行纯

化处理ꎮ 这也必须由专人负责ꎬ提供试剂处理的

工作日志和相应的检测报告ꎬ同样要有责任人的

签名ꎮ
只有明确岗位职责ꎬ坚持科学、严格的规范

管理ꎬ才能让实验人员有高度的责任心ꎬ确保白

酒检测的每个实验环节都能科学严谨ꎬ才能得到

客观准确的检测结果ꎮ
１.３　 建立检测数据和白酒样品的归档管理ꎬ

做到检测数据的可追溯性

对检测的每个白酒样品都应当编号保存原

始样品 ２ 份ꎬ对它的检测报告也应归档留存ꎮ 一

旦检测结果出现争议时ꎬ尚可找到保留的原始样

品重新检测ꎬ与归档检测报告分析比较ꎬ进行数

据追溯和责任认定ꎮ 这也是许多白酒生产企业

和质量检测机构通行的实验室规范管理方法ꎬ实
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的ꎮ

２　 白酒检测实验室药品试剂的科学管理

２.１　 白酒检测所需药品和试剂的管理

２.１.１　 白酒检测所需药品的管理

白酒生产检测项目比较多ꎬ所需要的药品也

比较多ꎬ药品的纯度和质量直接关系到分析结果

的准确度ꎮ 因此ꎬ要严把药品试剂采购关ꎬ采购

那些有质量保障、售后服务可靠的大厂药品试

剂ꎬ必要时对所采购的药品试剂质量进行抽检ꎬ
经验收后方可使用ꎬ从源头上控制药品试剂的质

量ꎬ从而保证白酒检测结果的准确性ꎮ
２.１.２　 白酒检测所需试剂的管理

白酒检测的许多项目都是采用气相色谱分

析来进行的ꎬ通常要使用大量的乙醇做溶剂ꎮ 为

了保证乙醇试剂的纯度ꎬ使用前一般要进行精馏

等纯化处理ꎬ尽可能地除去乙醇试剂中的杂质ꎬ
以减少试剂杂质对白酒组分检测结果的影响ꎮ
除此以外ꎬ其它试剂如果对色谱分析有影响ꎬ使
用前也必须做纯化处理ꎬ从而减小试剂误差对检

测结果的影响ꎮ
对于白酒检测使用的标准溶液ꎬ包括内标溶

液等ꎬ要定期进行标定ꎬ以避免标准溶液放置一

段时间后ꎬ因为溶液挥发或者吸收了空气中的

ＣＯ２、Ｏ２ 等因素ꎬ引起标准溶液浓度变化而带来

误差ꎮ 放置时间过长的标准溶液ꎬ即使没有使用

完ꎬ也必须定期重新配制和标定ꎬ不得再继续

使用ꎮ
仪器分析所做的标准溶液系列和标准曲线ꎬ

也必须定期重新配制或者重新制作ꎬ减小标准溶

液系列浓度变化ꎬ对标准曲线的影响而引起较大

的检测误差ꎮ
２.２　 实验用水的管理

无论是的常规化学检测ꎬ还是气相色谱分

析ꎬ都要使用大量的实验用水ꎮ 实验用水的纯

度ꎬ往往直接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度ꎮ 因此ꎬ
有必要对实验用水的制备和质量检测进行科学

严格的管理ꎮ
２.２.１　 常规检测实验用水的管理

对于常规检测项目:总酸、总酯、总醛等项目

的检测实验用水ꎬ可采用离子交换树脂装置制备

去离子水ꎬ或者使用蒸馏水发生器制备的蒸馏

水ꎬ来满足白酒常规化学检测项目对实验用水的

要求ꎮ
用离子交换法制备去离子水ꎬ运行成本低

廉ꎬ操作简便ꎬ是常规化学分析最主要的实验用

水ꎮ 由于离子交换树脂需要定期再生ꎬ生产的去

离子水也需要定期检测是否合格ꎮ 因此ꎬ制备去

离子水要有专人负责ꎬ并且需要经常对其进行质

量检测ꎬ以保障白酒常规检测对实验用水的质量

要求ꎮ
蒸馏水的制备比较耗能ꎬ成本高ꎬ产量小ꎬ但

是一般纯度高ꎬ不仅满足常规化学分析需要ꎬ也
基本能满足气相色谱分析需要ꎮ 必要时可制备

二次蒸馏水ꎬ获得高纯度实验用水ꎬ满足色谱分

析需要ꎮ 可通过检测电导率来判断蒸馏水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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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ꎮ 还可以通过色谱检测来判断蒸馏水中是

否含有少量的可溶性有机杂质ꎮ
２.２.２　 色谱分析实验用水的管理

色谱检测用水可以使用超纯水仪、二次蒸馏

水发生器等制备ꎬ所产生的超纯水足够满足白酒

色谱检测要求了ꎮ
现在的超纯水仪都可以制备色谱分析需要

的高纯度水了ꎬ不仅纯度高ꎬ产量大ꎬ而且操作方

便ꎬ自动化程度高ꎬ能耗小ꎬ成本低ꎬ基本可以替

代二次蒸馏水ꎬ足以满足色谱分析要求ꎮ
３　 白酒检测实验室仪器和设备的管理

３.１　 常规玻璃仪器的管理

对常规的玻璃仪器如锥形瓶、碘量瓶、量筒、
烧杯、试剂瓶等普通玻璃仪器ꎬ只要保持干净清

洁、没有破损就可以了ꎬ不需要专门的维护ꎮ
３.２　 计量仪器的管理和定期校准

白酒检测中所使用的常用计量仪器有滴定

管、容量瓶、移液管和吸量管、高精度电子天平、
微量进样器等仪器ꎬ它们的计量精密度和准确

度ꎬ直接决定了检测结果误差的大小ꎮ 由于使用

时往往是在非标准条件下进行的ꎬ尚且仪器出厂

时就存在一定的精度误差ꎬ当这些误差积累在一

起时ꎬ往往导致测定结果有比较大的误差ꎮ 因

此ꎬ有必要对这些计量仪器进行校正ꎬ进行科学

维护和保养ꎬ尽量减小或消除这些仪器的计量

误差ꎮ
３.２.１　 移液管、吸量管和容量瓶的计量体积

校正

对移液管、吸量管要不定期地检查ꎬ发现移

液管、吸量管尖端有破损的要及时更换ꎬ以免引

起体积计量误差ꎮ 对移液管和容量瓶要做配套

性检查和校准ꎬ以保证溶液稀释倍数的精确度ꎮ
对吸量管可做体积刻度和温度的绝对校正ꎬ制作

校正曲线ꎬ尽可能保证实际移取的溶液体积的准

确度ꎬ减小溶液体积的计量误差ꎮ
３.２.２　 滴定管的计量体积校正

在白酒的常规分析检测中ꎬ对于白酒中总

酸、总酯、总醛等检测项目ꎬ会使用到滴定分析

法ꎮ 为了保证滴定管体积的计量精度ꎬ通常我们

要用高纯度蒸馏水来对滴定管的计量体积做绝

对校正ꎬ做出滴定管计量体积与滴定管刻度及温

度校正曲线ꎬ从最大程度上来减小滴定管体积的

计量误差ꎬ最终减小测定误差ꎮ
３.２.３　 高精度电子天平的校正和维护

白酒检测分析所使用的高精度(精确到 ０.
０００１ｇ 以上)电子天平ꎬ要经常用标准砝码进行校

准ꎬ保持分析天平整洁干净ꎬ天平室内的干燥剂

也应经常更换ꎮ 保持在适合的温度、湿度下使用

和维护ꎬ确保分析天平称量的准确度ꎮ 并定期请

标准计量局等职能部门进行校正ꎬ这样ꎬ才能保

证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具有法律性ꎮ
３.３　 大型仪器的维护

白酒属于蒸馏酒ꎬ它的主要成分是水、乙醇

和含量很少的其它有机物ꎬ大部分成分沸点比较

低ꎬ很适合于气相色谱分析ꎮ 所以ꎬ现在的白酒

生产企业和白酒产品监督机构普遍地使用气相

色谱仪来检测白酒成分ꎬ气相色谱仪已成为白酒

生产企业和检测机构的常规分析仪器ꎮ 气相色

谱分析缩短了白酒的检测时间ꎬ简化实验步骤ꎬ
降低了实验人员的劳动强度ꎬ更能保证白酒中微

量复杂成分检测结果的准确度ꎮ
诚然ꎬ气相色谱分析法已成为白酒行业的标

准检测方法ꎬ带给分析工作者方便的同时ꎬ也对

气相色谱仪的日常管理和维护也提出了挑战ꎮ
为了保证气相色谱分析能快速、准确地获得检测

结果ꎬ需要对气相色谱仪进行定期或不定期地的

科学维护ꎮ
气相色谱仪的科学维护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来进行:
３.３.１　 气相色谱仪要有专人管理和维护ꎬ保

持仪器有最佳的检测性能

气相色谱仪属于大型的分析仪器ꎬ检测灵明

度高ꎬ自动化程度高ꎬ操作简便ꎬ可同时检测白酒

中的许多的微量成分ꎬ分析白酒组分的效率很

高ꎬ通常成为白酒生产企业与检测机构的首选仪

器ꎮ 气相色谱分析法也成为白酒检测的标准方

法ꎮ 但是操作气相色谱仪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

技术门槛比较高ꎬ维护也很专业ꎬ不是一般实验

人员所能为的ꎬ所以应当由专人负责操作分析和

维护ꎬ以保障仪器能在最佳工作状态和正确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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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方法下使用检测ꎬ获得准确的分析结果ꎮ
３.３.２　 定期对色谱柱进行老化处理ꎬ保持色

谱的分离效能

使用气相色谱进行白酒常规项目检测时ꎬ由
于分析时间比较短ꎬ柱温不太高ꎬ白酒中的高沸

点成分不能完全流出ꎬ容易在色谱柱内沉积而改

变色谱柱的极性ꎬ影响色谱柱的分离效能ꎮ 故应

定期对色谱柱进行老化处理[１]ꎬ在比较高柱温

下ꎬ长时间通入载气ꎬ让残留的白酒高沸点组分

充分流出ꎬ而保持色谱柱的分离效能ꎬ同时也降

低色谱仪的噪声ꎬ提高色谱仪的检测灵敏度ꎮ
３.３.３　 定期更换色谱仪进样器的硅胶垫[２]

一般色谱仪进样器上的硅胶垫使用 １５ ~ ２０
次以上时ꎬ很有可能因为漏气导致比较大的分析

误差ꎬ因此必须及时更换ꎮ
３.３.４　 保持微量注射器的清洁

定期清洗微量注射器ꎬ尽可能地除去微量注

射器中所附的杂质ꎬ减小所附杂质带来的误差ꎮ
３.３.５　 掌握好熟练的进样技术

掌握好过硬的进样技术ꎬ保持进样时的进样

量、时间、位置和深度等因素的一致性ꎬ从而减小

因为每次进样不一致而带来的误差ꎮ
３.３.６　 测定常测组分相对校正因子

对白酒检测中常规检测成分ꎬ需要进行相对

校正因子的测定ꎬ以减小实际相对校正因子值与

文献中记载的白酒组分相对校正因子不完全一

致所引起的检测误差ꎮ

３.３.７　 定期更换气相色谱仪的气体净化剂

定期更换气相色谱仪的气体净化剂ꎬ有利于

除去所用载气、氢气和空气中的杂质ꎬ保证色谱

柱的分离效能不下降ꎬ降低检测器的噪声ꎬ从而

提高色谱分析检测的灵敏度和精确度ꎮ
３.３.８　 选择合适的氢气:空气流速比率ꎬ提

高 ＦＩＤ 检测器的灵敏度

实验证明ꎬ当氢气:空气流速比为 １:１０ꎬＦＩＤ
检测器具有较高的灵敏度ꎬ在最佳载气流速下ꎬ
可以获得比较准确的检测结果ꎮ

４　 小结

综合上述ꎬ从制定严格科学的管理制度、实
施细致的岗位管理条例ꎬ到药品试剂的规范管理

和仪器设备的科学维护等方面ꎬ探讨对白酒检测

实验室的科学规范管理ꎬ有利于提高实验人员的

责任心ꎬ保证仪器和试剂的可靠性、检测方法和

实验操作的正确性ꎬ从而能有效地减小实验误

差ꎬ提高白酒检测结果的准确度ꎮ 这对于白酒生

产的工艺控制和白酒产品质量评判ꎬ起着至关重

要的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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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植物博落回的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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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ａｌ ｐｌａｎｔ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ａｃｌｅａｙａꎻ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ꎻ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罂粟科博落回属植物博落回 ( Ｍａｃｌｅａｙａ
Ｃｏｒｄａｔａ (ｗｉｌｌｄ) Ｒ.Ｂｒ)别名三钱三ꎬ又名筒杆、滚
地龙等ꎬ在贵州又称马耳杆ꎬ黄薄荷ꎮ 在我国贵

州、广西、广东、湖南、湖北等长江中下游地区广

泛分布ꎬ在贵州主要产于印江(梵净山)、雷公山、
贵阳、瓮安等地[１]ꎮ 其主要药用成分为异喹啉类

生物碱ꎬ在抗菌抗炎、杀虫、改善肝功能和增强免

疫力方面具有一定的疗效[２]ꎮ 博落回作为中药

材应用于治疗疥癣、阴道滴虫及杀虫灭蛆等在我

国已有悠久的历史ꎬ最早记载博落回的本草文献

为唐人陈藏器撰的«本草拾遗» [３]ꎮ 同时ꎬ在民间

也有很多关于博落回的验方ꎬ比如有记载ꎬ在江

西ꎬ人们将博落回的根皮和少量盐用浓茶汁捣烂

后ꎬ敷于患处来治疗指疔ꎻ取新鲜博落回茎ꎬ折断

后ꎬ流出的黄色汁液能够治疗蜈蚣、黄蜂的咬

伤[４]ꎻ还有用博落回汁涂于皮肤癌处ꎬ配以其它

补汤完全痊愈的例子[５]ꎻ另外ꎬ在贵州东南部山

区ꎬ人们有将博落回植株投入粪堆或粪池中杀灭

蚊蝇的习惯做法[６]ꎮ 研究表明ꎬ博落回可以用于

开发防治水果、蔬菜、粮食作物、棉花等经济作物

病虫害的绿色生物农药ꎬ以及预防治疗牲畜呼吸

系统、消化系统疾病的兽药[７－８]ꎮ 同时ꎬ其在治疗

肝病ꎬ抗癌ꎬ抗氧化ꎬ治疗艾滋病方面同样具有很

强的疗效ꎬ已成为人们攻克癌症ꎬ艾滋病等严重

威胁人类健康疾病的首要选择[９－１０]ꎮ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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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化学成分

随着对博落回研究的深入ꎬ发现博落回中主

要含有血根碱(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白屈菜红碱(Ｃｈｅｌ￣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 )、 黄 连 碱 ( 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 )、 小 檗 碱

(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博落回碱(Ｂｏｃｃｏｎ－ｌｉｎｅ)、α－别隐品碱

(α－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ｐｉｎｅ)、β－别隐品碱(β－Ａｌｌｏｃｒｙｐｔｏ￣
ｐｉｎｅ)、血根春碱(Ｓａｎｇｕｉｒｔｒｉｎｅ)、氧化血根碱(Ｏｘｙ￣
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博落回根碱(Ｂｏｃｃｏｎｅｌｉｕｅ)、黄连碱

(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刻叶紫堇明碱(Ｃｏｒｙｓａｍｉｎｅ)、马卡品

(Ｍａｃａｒｐｉｎｅ)、原阿片碱(Ｐｒｏｔｏｐｉｎｅ)、Ａ 碱、Ｂ 碱、Ｃ
碱以及少量的紫堇沙明碱(Ｃｏｒｙｓａｍｉｎｅ)等生物

碱[２]ꎬ这些生物碱均为异喹啉衍生物类ꎬ结构式见

图 １ꎮ 近年来ꎬ毛鹏、王欣等人[１１－１２]在研究博落回

成分过程中先后新分离得到了十六种化合物ꎬ它
们分别为去氢紫堇碱(Ｄｅｈｙｄｒｏｃｉｃａｎ－ｔｈｉｆｏｌｉｎｅ)、二
氢血根碱(ｄｉｈｙｄｒｏ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６－丙酮基－二氢血

根碱(６－ａｃｅｔｏｎｙｌ －ｄｉｈｙｒｏｓａｎｇｕｉｎｎａｒｉｎｅ)、小檗红碱

(Ｂｅｒｂｅｒｒａｂｉｎｅ)、二氢白屈菜红碱 ( 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ｌ￣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去甲基血根碱(Ｎｏｒｓａｎｇｕｉｎａｒｉｎｅ)等生物

碱类成分和 ３α－羟基－１２(１３)－烯－齐墩果烷－３０－
羧酸(３α－Ｈｙ－ｄｒｏｘｙ－ｏｌｅａｎａｎ－１２(１３)－ｅｎｅ－３０－ｏｉｃ
ａｃｉｄ)、Ｎ－甲基－４ꎬ５－亚甲二氧基琥珀酰亚胺(Ｎ－
ｍｅｔｈｙｌ－４ꎬ ５－ｍｅｔｈｙｌ－ｅｎｅ－ｄｉ－ｏｌ－ｓｕｃｃｉｎｍｉ ｉｄｅ)、６－
甲氧基二氢白屈菜红碱(６－Ｍｅｔｈｏｘｙｄｉｈｙｄｒｏｃｈｅｌ￣
ｅｒｙｔｈｒｉｎｅ)等非生物碱类成分ꎮ 另外ꎬ博落回中除

含有生物碱外ꎬ还含有糖、多糖及其苷类ꎬ甾体ꎬ萜
类ꎬ皂苷ꎬ黄酮及其苷ꎬ强心苷ꎬ香豆素内酯及其

苷ꎬ挥发油ꎻ不含蒽醌及其苷ꎬ酚性成分和鞣质ꎬ氨
基酸ꎬ多肽ꎬ蛋白质及有机酸[１３－１５]ꎮ

２　 药理作用

２.１　 抗菌抗炎作用

研究表明[９ꎬ１０－１４]ꎬ博落回含有的血根碱、小檗

碱等异喹啉衍生物类生物碱具有很强的抗炎抑

菌作用ꎮ 首先ꎬ血根碱、白屈菜红碱、小檗碱、博
落回根碱通过抑制 ＤＮＡ 合成及逆转录酶ꎬ影响

细胞膜的通透性ꎬ从而对某些细菌、真菌及病毒

如鼠伤寒杆菌、猪链球菌、金色葡萄球菌、黄曲

霉、黑曲霉以及流感病毒 Ａ 产生不同程度的抑制

和杀伤作用ꎮ 研究表明ꎬ盐酸血根碱的抗菌效力

较强ꎬ抗菌谱广ꎻ血根碱和博落回碱对金黄色葡

萄球菌ꎬ四连球菌ꎬ蜡样芽孢杆菌和枯草芽孢杆

菌都有很强的抗菌作用ꎬ但对大肠杆菌作用很

弱[２ꎬ１３]ꎮ 其次ꎬ血根碱ꎬ白屈菜红碱的乙氧基化

合物对宫颈炎疗效显著ꎬ已研制出妇科新药“博
落回栓剂”ꎬ用于治疗滴虫性阴道炎、宫颈糜烂等

妇科炎症ꎮ 另外ꎬ在临床上ꎬ采用博落回制成的

注射液已经广泛用于治疗小儿肺炎ꎬ急性扁桃体

炎ꎬ慢性支气管炎ꎬ大叶性肺炎等炎症ꎻ以血根碱

为主要成分制成的各种牙膏、漱口水以及缓释制

剂被用于治疗牙周炎等口腔炎症ꎬ效果显著ꎮ

图 １　 博落回中主要生物碱结构示意图

２.２　 抗肿瘤作用

世界范围统计结果表明ꎬ癌症为人类死因的

第二位ꎮ 抗癌药物的研制已经成为所有医疗科

研人员的当务之急ꎮ 目前ꎬ通过大量的研究表

明ꎬ博落回中所含的生物碱对于某些癌细胞具有

明显的抑制作用ꎬ在我国民间也曾有人用博落回

汁涂于皮肤癌处ꎬ配以其它补汤完全痊愈的记

载[１６]ꎮ 樊淑莲等人[１７] 的研究表明ꎬ大量口服博

落回总生物碱对小鼠进展期 Ｓ－１８０ 肉瘤有明显

抑制作用ꎻ庞建新人[１８] 采用 ＭＴＴ 法检测博落回

总生物碱体外对人肝癌 Ｈｅｐ３Ｂ 细胞、小鼠 Ｈ２２
肝癌细胞的抑瘤作用ꎻ用小鼠移植性肿瘤法检测

博落回总生物碱对小鼠 Ｈ２２ 肝癌细胞、Ｓ１８０ 肿

瘤细胞的体内抑瘤作用进行研究ꎬ结果表明博落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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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总生物碱在体内外均有明显的抗肿瘤活性ꎬ其
中ꎬ博落回总生物碱在体外有明显的细胞毒性作

用ꎬ可抑制 Ｈｅｐ３Ｂ、Ｈ２２ 细胞增殖ꎬ且呈剂量依赖

性ꎻ在体内抑制小鼠 Ｈ２２ 肝癌皮下移植瘤的生长

和延长 Ｓ１８０ 腹水瘤小鼠存活时间ꎬ并且注射比

口服的效果要好ꎮ 另外ꎬ博落回中生物碱对 ＫＢ、
Ｐ３８８、Ｗ２５６ 型肿瘤细胞也有较好的抑制作用ꎮ
还有研究表明博落回中的血根碱对于胰腺癌ꎬ肝
癌有治疗作用ꎬ血根碱有抗增生扩散和有丝分裂

的特性ꎬ能阻止癌细胞迅速扩散和促进癌细胞的

自身灭亡ꎬ能选择性的消除携病毒细胞而不影响

正常细胞ꎬ因此能显著抑制胰腺癌细胞 ＡｓＰＣ－１、
ＢｘＰＣ－３ 和 ＳＭＭＣ－７７２１ 人肝癌细胞的增殖ꎬ对
上述癌细胞具有很强的杀伤作用[１９－２０]ꎮ

２.３　 杀虫作用

现代药理学实验证明ꎬ博落回中生物碱可使

蝇蛆先兴奋后麻痹而死ꎬ并能抑制蝇卵孵化ꎮ 袁

涛忠等人[６]的研究表明ꎬ博落回总生物碱对蝇蛆

的 ＬＣ５０ 为 ０.０４８ ｍｍｏｌ / １００ ｍｌꎬ并且当浓度为 ０.
１６ ｍｍｏＬ / １００ｍＬ 时ꎬ可以杀死全部幼虫ꎮ 张国洲

等对博落回杀虫作用的研究表明ꎬ博落回植物根

乙醇提取物对菜粉蝶 ５ 龄幼虫、亚洲玉米螟 ３ 龄

幼虫和桃蚜若虫具有很强的杀灭作用[２２]ꎮ 周琼

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博落回生物碱提取物对小菜

蛾 ４ 龄幼虫表现出一定的生物活性ꎬ在浓度为

１０.０ｍｇ / ｍｌ 时ꎬ其选择性拒食率达到 ９３.６２％ꎬ４ 龄

幼虫发育为成虫的比率减少到 ２３.８％[２３]ꎮ 此外ꎬ
博落回还具有强大的杀阴道滴虫、线虫和防植物

霉菌的作用ꎬ 试验证明ꎬ将滴虫与博落回浸膏在

玻片上相接触ꎬ滴虫立刻被全部杀死ꎻ同时ꎬ博落

回对植物蚜虫也有很好的灭杀作用ꎻ博落回中的

血根碱对植物细菌、霉菌和病毒的长生繁殖同样

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１９]ꎮ 目前ꎬ博落回作为一种

广谱无公害天然杀虫剂正在被广泛使用ꎮ
２.４　 改善肝功能与增强免疫力

博落回对于改善肝功能与增强免疫力也有

较好的效果ꎮ 临床上ꎬ有以博落回为君药配伍组

方治疗病毒性肝炎ꎬ取得了明显疗效的例子[１０]ꎻ
杨军等人[２４]的动物实验也证明了博落回对四氯

化碳和半乳糖胺所致急性、慢性肝损伤均有显著

改善肝功能的作用ꎬ对四氯化碳所致慢性肝损伤

大鼠模型ꎬ 博落回可显著降低血清 ＬＤＨ 水平ꎬ降
低动物死亡率ꎬ 提高血清白蛋白 /球蛋白比值ꎬ有
效保护肝细胞膜ꎬ抑制肝脏纤维化ꎬ还能显著增

强 Ｔ 和 Ｂ 淋巴细胞的功能ꎬ提高机体免疫能力ꎮ
２.５　 其他作用

博落回除了抗炎抗菌、抗肿瘤、杀虫和护肝

作用以外ꎬ还能治疗酒糟鼻ꎬ痔疮以及手足股癣ꎬ
牛皮癣和急性头皮湿疹等皮肤疾病ꎮ 其所含的

白屈菜红碱有止咳、平喘、镇痛作用ꎬ对于上呼吸

道感染疾病有较好的治疗效果ꎮ 另外ꎬ其主要成

分血根碱还能抑制胆碱酯酶活性ꎬ增强心脏活

动、刺激唾液分泌ꎬ并具有利尿、外周抗肾上腺素

解交感作用[１７]ꎮ 原阿片碱、别隐品碱主要影响心

脏ꎬ对冠状动脉血管具有舒张作用ꎬ同时ꎬ原阿片

碱还能刺激子宫收缩ꎮ
２.６　 毒性及安全性

博落回生物碱具有一定的毒性ꎬ王大菊ꎬ周
诗其等人[２５]采用不同浓度博落回生物碱硫酸盐

水溶液对大鼠灌胃进行急性实验ꎬ结果表明ꎬ中
高剂量组的大鼠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死亡症

状ꎬ特别是高剂量组ꎬ实验大鼠在给药 ８~ ３０ 分钟

内均出现死亡ꎮ 此外ꎬ曾有报道ꎬ浙江一农妇因

治疗颈项部疼痛ꎬ服用 ２５０ｇ 博落回导致死亡[４]ꎻ
安徽一男性患者因腰痛自服博落回煎剂 １５０ｍｌ
后出现恶心呕吐ꎬ头昏心悸ꎬ大汗淋漓等症状ꎬ并
出现暂时性神志不清ꎮ 经就医诊断为中药中毒

引起的严重心律失常致突发阿－斯综合症[５]ꎮ 以

上病例均证明博落回是具有毒性的ꎬ在使用过程

中应严格控制其浓度ꎮ 通过王静ꎬ杨军等人[２６]对

小白鼠进行大剂量口服博落回粉混悬液急性实

验ꎬ证明博落回在一定浓度范围内是安全的ꎬ其
安全限度大于 １００ 倍ꎬ而最大耐受量达到 ３００ 倍ꎻ
另外ꎬ采用掺食法给药对 Ｗｉｓｔａｒ 大鼠进行 １２ 周

的长期毒性试验ꎬ其结果表明博落回高低剂量组

和正常对照组大鼠血常规、肝、肾功能及血清蛋

白等测定值均在正常范围以内ꎻ重要脏器指数除

博落回粉高剂量组与对照组相比ꎬ明显提高胸腺

指数外ꎬ其它各脏器指数均没有明显差异ꎮ
３　 前景与展望

癌症已经成了当今社会危害人类身体健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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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疾病之一ꎮ 目前ꎬ临床上所使用的化学合成

的抗癌药多数会对人体正常细胞产生毒副作用ꎬ
因此从天然动、植物中寻找毒性低、疗效高的抗癌

活性成分是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工作者研究的热

点之一[２７]ꎮ 博落回中所含的生物碱被证明对于某

些癌细胞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ꎬ因此ꎬ利用博落回

开发新型抗癌药物ꎬ对于人类攻克癌症具有重要

同时ꎬ随着化学农药长期大量使用导致的农

作物生长能力削弱、抗耐药性提升、土壤板结、水
体富营养化以及农药残留对人畜毒害等问题的日

益突出ꎬ化学农药在使用上的危害性和局限性越

来越被人们所关注ꎬ开发新一代环保高效无毒生

物农药成为当前研究及应用的热点[２８]ꎮ 博落回在

杀虫、抑菌方面的活性已被广泛证实ꎬ是比较理想

的生物农药品种之一ꎮ 大力开发利用博落回等植

物源农药ꎬ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农业转型升级可

持续发展以及人们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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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山地农业的环境特征及其产业化研究

张攀春

(贵阳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０５)

摘　 要:山地农业具有五个最基本的环境特征: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分散性和多样性ꎮ 山地农

业产业化必然是不完全意义上的农业产业化ꎬ特色农业和休闲农业是山地农业产业化的重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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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是典型的山区省份ꎬ山地和丘陵面积占

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９２.５％ꎬ山地是贵州绝大多数

农民的基本生存空间ꎬ也是贵州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的作业空间ꎮ 从总体上看ꎬ贵州的山地农业依

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ꎬ农业生产手段落后ꎬ劳动

生产率低下ꎬ农民的生活条件没有得到实质的改

善ꎬ山区的绝大多数农民仍然生活在贫困之中ꎮ
在贵州的广大山区ꎬ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手段随处

可见ꎬ现代化的农业设施和农业生产资料与贵州

的山地农业几乎没有任何关联性ꎮ 对于如何改

善贵州农民的生活境况ꎬ很多研究者提出过不同

的建议ꎬ但是ꎬ这些建议基本上都是围绕农村工

业化和农村城镇化来讲的ꎬ至于如何通过发展农

业ꎬ进行山地农业产业化ꎬ实现山区农民的脱贫

致富ꎬ却很少提到ꎮ 文章从分析山地农业的基本

特征入手ꎬ寻求山地农业产业化的有效途径ꎬ并
使山地农业的产业化同其他类型的农业产业化

区别开来ꎮ
一、山地农业的环境特征分析

要实现山地农业的产业化ꎬ增加山地农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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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收入ꎬ改善山区农民的生活境况ꎬ首先要对

山地农业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ꎬ在认识

上把握山地农业和其它类型农业的区别ꎬ才有可

能对山地农业产业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实施

路径ꎮ 贵州山地农业具有五个最基本的环境特

征: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分散性和多样性ꎮ
(一)边缘性

这里的边缘性指贵州山区在地理空间上的

不可接近性和不可进出性ꎮ 由于远离全省、全国

和世界的经济增长中心ꎬ贵州山区无法参与发达

地区的社会分工ꎬ无法接受发达地区的经济辐

射ꎬ发达地区甚至是贵州的发达城市的经济也不

能辐射到山区ꎬ从而在经济上将山区分离了出

来ꎬ使贵州的山区成为经济社会的边缘地带ꎮ 山

地农业边缘性的后果使山地农业经济系统同其

他经济系统割裂开来ꎬ最终形成自我封闭ꎮ 其表

现为ꎬ区域外的人员很难接近山区ꎬ而山区的居

民也很难甚至是不愿走出大山ꎮ
(二)稀缺性

这里所说的稀缺性主要是指人均占有生存

资源的多少ꎬ对于山区的农民来讲ꎬ可耕作的土

地就是最重要的生存资源ꎬ稀缺性实际上就是指

贵州山区农民人均占有的可耕种土地数量很少ꎮ
从区域经济角度看ꎬ解决食物供给问题无外乎两

种方式:一是建立区域内自身的食物生产系统ꎬ
实行自给自足ꎻ一是通过区域贸易ꎬ由其他区域

提供食物来源(程厚思ꎬ１９９９)ꎮ 以贵州的实际情

况来看ꎬ由于受山地区位的边缘性影响ꎬ而导致

其经济空间的边缘性ꎬ山地农业系统无法通过区

域之间的贸易来解决农民的食物供给ꎬ因此ꎬ贵
州广大山区的农民只能依靠自身内部的生产系

统来解决食物供给ꎬ也就是说ꎬ只能是通过种植

庄稼来获得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ꎮ 可是ꎬ受地形

地貌的影响ꎬ山区适宜垦殖耕作、坡度相对平缓

的土地资源十分稀缺ꎮ 以贵州的实际情况来看ꎬ
贵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内陆山区省份ꎬ喀
斯特露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 ６１.９％(王朝文、
张玉环ꎬ１９８９)ꎬ由于喀斯特岩溶地貌ꎬ总体上贵

州土地的土层稀薄ꎬ坡地水土流失严重ꎬ全省石

漠化面积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１３.３％(汪娇柳ꎬ

２００９)ꎮ 全省地势崎岖不平ꎬ适宜耕种的耕地较

少ꎬ全省耕地面积仅占全省总土地面积的 ２１％ꎬ
耕地中ꎬ水田总面积仅占耕地总面积的 ３１.３％ꎬ旱
耕地总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 ６８.７％ꎬ田土比例为

１:２.２(谢家雍ꎬ２００１)ꎮ 为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ꎬ
贵州广大山区的农民只能把很多并不适宜农业

生产的地区被迫开垦成耕地ꎬ从而加剧了水土的

流失ꎬ使得适宜耕种的土地变得更加稀缺ꎮ
(三)脆弱性

贵州山地农业的脆弱性不仅表现为生态系

统的脆弱性ꎬ而且还表现为经济系统的脆弱性ꎮ
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ꎬ是指由于受海拔、
陡坡以及地质、土壤和气候因素等方面的影响ꎬ
山地生态系统对抵抗外部干扰的能力非常脆弱ꎬ
如果地表植被遭到破坏ꎬ便很难恢复ꎬ从而导致

水土流失等环境灾害ꎮ 在贵州的广大山区ꎬ农业

生产其实就是不断开垦荒地的过程ꎬ有限的地表

植被不断遭到破坏ꎬ脆弱的生态坏境很难恢复ꎮ
山地农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实际上是由生

态系统的脆弱性所导致的ꎬ由于山地农业的低水

平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ꎬ山地农业的产出

量较低ꎬ除了满足农民基本的生活需要以外ꎬ没
有消费剩余ꎬ因而山地农业系统只能维持低水平

的生存需求ꎮ 这样ꎬ如果发生灾害ꎬ农民很容易

陷入生存危机的状态ꎮ
(四)分散性

由于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ꎬ山地生态

系统一旦遭受破坏ꎬ便很难恢复ꎬ即使恢复也需

要很长的时间ꎬ山地生态系统漫长的恢复时间导

致农民居住的分散性ꎮ 另一方面ꎬ由于土层稀

薄ꎬ耕地破碎不连块ꎬ贵州山区土地的人口承载

力十分有限ꎬ为了生存ꎬ山区的农民只能扩大对

贫瘠耕地资源的占有量ꎬ从而导致农民居住的分

散性ꎮ 因此ꎬ贵州山区的农民在居住空间和耕作

空间上表现出高度分散化格局ꎮ
(五)多样性

贵州山地农业环境特征的多样性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物种资源的多样性和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ꎻ二是民族文化的多样性ꎮ 贵

州少数民族众多ꎬ各民族都有不同的民族习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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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俗、民族语言和服饰ꎬ不同的农耕文化和民族

工艺等ꎮ
二、山地农业环境特征的效应分析

(一)边缘性效应

贵州山地农业在地理空间上的边缘性特征

使贵州的山地农业系统及山地农业经济从全国

乃至全省的经济系统中分离出来ꎬ使山地农业处

于整个区域经济系统的边缘ꎬ在很大程度上陷入

了一种孤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状态ꎬ而这种自给自

足并不是指农民满足温饱和生活富裕的状态ꎬ而
是无法参与更大经济系统的分工ꎬ而只能自己生

产的不得已的自给自足状态ꎮ 由于地势崎岖和

高山阻隔ꎬ贵州广大山区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

施极不完善ꎬ加重了山区和外界进行交换的交易

成本ꎬ高昂的交易成本使得贵州山地农业远离大

中城市ꎬ远离农副产品消费市场和以农副产品为

加工对象的要素供给市场ꎬ从而基本上禁绝了和

外部系统的经济联系ꎬ无法通过参与市场分工和

市场贸易ꎬ来不断地提高产出、投入的商品化水

平和资源配置效率ꎬ因此也不能逐步实现对山地

传统农业的现代化改造ꎮ
(二)稀缺性效应

可耕种土地的稀缺性造成贵州山地农业生

产结构与资源禀赋结构相背离ꎬ从而导致贵州广

大山区具有优势的自然资源得不到合理、有效利

用ꎮ 由于受地形地貌及气候等因素的影响ꎬ山区

一般不适宜发展种植业ꎬ山区的资源禀赋适宜发

展林业、畜牧业、养殖业及其他经济作物ꎮ 但是ꎬ
由于可供耕种土地的稀缺ꎬ在生存压力下ꎬ山区

的农民不得不在并不适宜耕种的山区进行垦殖ꎬ
其结果是大量的树木被砍伐、大量的林草被烧

毁ꎬ以开垦出收成很低的耕地ꎬ其结果不但不能

增加农业收成ꎬ反而造成山地生态系统的严重破

坏、加剧山地区域的水土流失ꎬ其结果使山地农

业陷入到生态破坏与耕地垦殖的恶性循环中ꎮ
(三)脆弱性效应

贵州山地农业的脆弱性效应体现在两个方

面: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和经济系统的脆弱性ꎮ
山地生态系统的脆弱性效应对贵州山地农

业系统内部的影响主要是指由于生态系统的脆

弱使其很容易遭到破坏ꎬ并且遭到破坏的生态系

统很难恢复ꎬ由于生态难以恢复ꎬ水土流失严重ꎬ
农民就只能扩大垦殖范围ꎬ造成更大面积的生态

破坏ꎬ最终导致农田垦殖和生态破坏的恶性循

环ꎮ 另外ꎬ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还存在着

巨大的外部负效应ꎮ 贵州处于长江、珠江等很多

流域的上游地区ꎬ贵州境内生态环境的好坏ꎬ将
直接影响这些流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安全和生

态安全ꎬ因此ꎬ贵州广大山区以破坏生态环境为

基础的平面垦殖式的传统农业耕作方式如果不

能进行有效的改造ꎬ将会对很多大江大河整个流

域的经济和生态造成破坏ꎬ甚至影响这些大江大

河整个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存空间的安全ꎮ
山地农业经济系统的脆弱性效应主要体现

为对山区农民后代的影响ꎮ 由于土地生产率和

劳动生产率的极端低下ꎬ除了扩大对不适宜耕种

土地的开垦面积以外ꎬ只能靠增加劳动力的投入

以达到增加农业总产量的目的ꎬ从而使子女丧失

受教育的机会(事实上ꎬ在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实

施以前ꎬ很多农民无法支付子女上学的费用ꎬ现
在ꎬ虽然已经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ꎬ但是ꎬ贫困山

区的学生仍然很难考上大学ꎬ即使考上大学也很

难因此改变贫困的境地ꎬ所以ꎬ对于山区的农村

子女来说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绝对是可遇而不可

求的奢望ꎮ)ꎬ子女最终也成为文盲ꎬ不能提高劳

动生产率ꎬ进而导致子女丧失摆脱贫困的发展机

会ꎬ最终ꎬ子孙后代永远处于贫困的境地ꎮ 所以ꎬ
在贵州的广大山区ꎬ贫困就像基因一样ꎬ一代一

代地往下遗传ꎮ
(四)分散性效应

山地农业的分散性效应主要体现为居住空

间和耕作空间的分散性效应ꎮ 先看居住空间的

分散性效应ꎮ 由于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

使得山区居民在居住空间上呈现出高度分散化

格局ꎬ分散居住ꎬ使得居民之间的交流很少ꎬ不能

够互通有无ꎬ很难进行农业合作化之类的生产ꎬ
甚至连农户的互助生产也很难实现ꎬ其结果只能

是单家独户的耕作ꎬ农业的生产效率很低ꎬ农民

的生活境况得不到改善ꎬ最终导致山区农民贫困

的固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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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作业空间的分散性效应ꎮ 受地形地貌

的影响ꎬ贵州广大山区的耕地零星破碎ꎬ成块的

耕地很少ꎬ耕地的形状也极不规整ꎬ并且大部分

耕地分布在缓坡、陡坡、丘陵、槽谷中ꎬ再加上山

高坡陡ꎬ道路修筑十分困难ꎬ使得具有较高劳动

生产率的农业机械难以使用ꎬ很多地区甚至连畜

力都难以使用ꎬ整个农业耕作几乎完全依赖人

力ꎮ 仅仅依靠人力的投入ꎬ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情况就可想而知了ꎮ 另一方面ꎬ贵州山地农业

作业空间的分散ꎬ耕地与农民住所之间距离太

远ꎬ在路途和转移农业耕作场所的过程中会耗费

大量的时间ꎬ过多的时间被耗费在路途中也就缩

短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时间ꎬ耕作的土地面积

也就变得有限ꎮ 第三ꎬ由于耕地距离过远ꎬ农民

搬运农家肥的难度加大ꎬ无法对所种植的农作物

施肥ꎬ从而不能有效提高农业的产量ꎮ
(五)多样性效应

贵州山地农业环境特征的多样性效应体现

为自然物种资源的多样性效应、生态环境的多样

性效应和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效应ꎮ 自然物种资

源的多样性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ꎬ生
态环境的多样性为山区经济作物的种植提供了

有利条件ꎬ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为发展农村服务业

提供了有利条件ꎮ 总之ꎬ山地农业环境特征的多

样性为贵州山地农业打破边缘性和封闭性提供

了有利条件ꎮ
三、贵州山地农业产业化的建议

对贵州山地农业的坏境特征及其效应进行

分析后ꎬ我们发现ꎬ对于贵州的广大山区的农民

来说ꎬ解决生存和满足温饱是他们的头等大事ꎬ
至于通过发展农业以促进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ꎬ
他们根本不会关心ꎬ也没有必要关心ꎮ 事实上由

于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ꎬ山地农业远离全

国和区域经济增长中心ꎬ无法参与外界的经济分

工ꎬ无法通过区域贸易的方式为山地农业的现代

化建设提供资金、技术支持ꎬ因此也无法引入市

场机制ꎬ从而实现山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ꎮ 然

而ꎬ如果对山地农业的现状听之任之ꎬ那么ꎬ贵州

山地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只能是在一个低水平的

层次上循环ꎬ山区农民的生活水平也只能停留在

半温饱状态ꎮ 由此导致的不仅仅是山地农业的

落后和山区农民的长期贫困以及贫困的固化ꎬ更
为严重的是ꎬ由于山地农业的落后将影响整个区

域经济的协调发展ꎬ以及由于农业生产的落后和

农民的贫困而产生的巨大的负的外部效应ꎮ 因

此ꎬ必须对山地农业进行改造ꎬ以产业化经营代

替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的农业耕种ꎬ同时ꎬ又
由于山地农业缺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效要件ꎬ
所以ꎬ山地农业的产业化必然是不完全意义上的

农业产业化ꎮ 山地农业产业化实质是克服边缘

性效应、稀缺性效应、脆弱性效应、分散性效应和

保护多样性效应ꎮ 所以ꎬ政府对山地农业的产业

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对于山地农业产业化来

讲ꎬ市场机制并不一定是必备条件ꎮ
(一)突出政府在山地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

作用

政府在山地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主要体现

在宏观规划和政策支持这两个方面ꎮ 由于山地

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ꎬ单靠农民的自发意识无

法突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ꎬ因此ꎬ政府

应该对山地农业产业化做出整体的宏观规划ꎮ
一是政府应该对山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思路进

行统一ꎬ对山地农业产业化的框架进行规划ꎬ并
以政策的形式进行确定ꎮ 应该强调的是ꎬ政府在

做宏观规划时ꎬ不能仅仅以宏观的视角来看待山

地农业的产业化ꎬ还要考虑到一些相对微观层面

的东西ꎬ比如ꎬ哪个区域适宜进行农业产业化以

及农业产业化应该进行到什么样的程度ꎬ哪个区

域的什么农产品适合进行产业化经营以及该农

产品将如何进行产业化经营等ꎬ总之ꎬ政府在作

规划的时候ꎬ不能忽略了各区域的资源特色以及

相应的市场培育情况等因素ꎮ 二是不宜过早的

将市场机制引入山区农村ꎮ 鉴于山地农业的边

缘性和封闭性ꎬ山区的农村市场极不健全ꎬ农村

市场的培育还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ꎬ同时ꎬ长期

以来ꎬ贵州广大山区的农民与外界接触较少ꎬ在
思想上ꎬ已经形成了自我封闭的意识ꎬ无法参与

市场竞争ꎬ要转变这种意识同样需要一段很长的

时间ꎮ 在市场发育不健全和农民的竞争意识落

后的情况下引入市场机制ꎬ其结果只能产生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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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山区农民的不等价交换ꎬ在看似平等的市场交

换形式下其实隐藏着真正的不平等ꎬ山区农民的

利益必然受到损害ꎬ从而打击了农民从事农业生

产的积极性ꎬ无法改善山区广大农民的困境ꎮ 因

此ꎬ贵州的山地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不完全意义

上的农业产业化ꎬ它首先以解决山区农民的生存

和提供农业剩余为前提ꎬ产业化并不一定面向市

场ꎬ只是将产业化经营的思路引入山区农村ꎬ而
并不一定将产业化的竞争机制引入农村ꎮ 当然ꎬ
在农村市场发育成熟的个别地区以及产品具有

优势的情况下ꎬ可以引入产业化的竞争机制ꎮ 三

是各级政府要在统一的发展思路下ꎬ根据本地区

的资源禀赋和地形地貌特点ꎬ结合本地区的区域

文化特色ꎬ因地制宜的进行再规划ꎬ突出区域特

色和区域差异ꎮ
在政策支持方面ꎬ政府应该从资金提供和税

收减免等方面给予帮助ꎬ为山区农民的生存和后

代的发展提供从事农业生产的资金来源ꎬ让山区

的广大农民能够从农业生产中获得利益并有改

善生活进而改变命运的机会ꎬ也只有这样ꎬ贵州

广大山区的农民才会有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农业

生产中去ꎬ山地农业的负的外部效应才能得到根

本意义上的解决ꎮ
(二)将特色农业作为山地农业产业化的

重点

由于山地农业的稀缺性和分散性效应ꎬ从整

体上看ꎬ贵州的广大山区并不适宜发展种植业ꎬ
结合贵州山区的特点ꎬ适宜发展畜牧业、养殖业

等特色农业ꎮ 贵州的土地资源以山地、丘陵为

主ꎬ平坝很少ꎬ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水利条件好

的耕地所占比重很低ꎮ 山地和丘陵面积占全省

总土地面积的 ９２.５％ꎬ平坝仅占土地总面积的 ７.
５％ꎬ因此ꎬ贵州可用于农业开发的土地资源不

多ꎮ 近年来耕地面积不断缩小的趋势加剧ꎬ２００２
年底ꎬ全省人均耕地面积不到 ０.０５ 公顷ꎬ远低于

全国人均耕地的平均水平ꎮ 这样的耕地资源条

件ꎬ不利于发展山区种植业ꎬ更不适宜将山区种

植业规模化ꎬ如果将贵州的山地种植业规模化ꎬ
不仅很难提高现有耕地的边际收益ꎬ反而因为耕

地的开垦而破坏脆弱的生态环境ꎬ不利于山区农

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但是ꎬ不利于种植业规模化经营的因素却有

利于发展山地畜牧业和养殖业ꎮ 山地畜牧业和

养殖业对地形地貌没有要求ꎬ相反ꎬ贵州的山地

资源条件却很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ꎮ 由于

山地农业的多样性ꎬ贵州有着丰富的自然物种资

源ꎬ以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的资源条件来看ꎬ贵
州拥有优良牧草资源 ２５００ 余种ꎬ全省饲养的主

要畜品种有 ３０ 多种ꎬ具备发展畜牧业的良好条

件ꎮ 发展山地畜牧业和养殖业不仅不会对生态

环境造成破坏ꎬ还能够创造经济收益ꎬ为山地农

业的进一步产业化提供资金支持ꎬ为打破山地农

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创造条件ꎮ
另外ꎬ贵州山地农业的稀缺性和分散性效

应ꎬ虽然不利于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ꎬ但适宜种

植山地经济作物ꎮ 比如ꎬ贵州拥有何首乌、半夏、
黄精、天麻、石斛、南沙参、胆草、杜仲、吴萸、天
冬、雷丸、银花、党参、冰球子、艾粉、厚朴、桔梗、
黄柏、灵芝、五倍子等药用植物资源 ３７００ 余种ꎬ
占全国中草药品种的 ８０％ꎮ 中草药的种植对耕

地和水源的要求没有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对耕

地和水源的要求高ꎬ也不受种植规模的限制ꎬ完
全可以根据地形地貌和气候特点ꎬ因地制宜的进

行种植ꎬ既可以单家独户的种植ꎬ也可以适度规

模化种植ꎮ 中草药的种植能够为山区农民增加

可观的收入ꎬ而且也不会破坏生态环境ꎬ还能够

创造正的外部效应ꎮ
(三)以休闲农业作为农业服务业的突破口

由于山地农业生态系统的脆弱性ꎬ大面积的

农业开发不利于生态系统的恢复ꎬ从而不利于山

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ꎮ 不过ꎬ贵州山地农业的多

样性特征ꎬ多样的物种资源、丰富的民族文化以

及各种各样的地形地貌条件为贵州山地农业产

业化提供了另一种路径ꎮ 可以将农业和旅游相

结合ꎬ共同构建休闲农业ꎬ休闲农业在本质上也

是农业ꎬ属于农业服务业ꎬ发展休闲农业和农业

产业化并不矛盾ꎮ 休闲农业是指将旅游因素引

入农业ꎬ将农业中的旅游因素充分挖掘出来ꎬ它
是以农业为基础ꎬ以休闲为目的ꎬ农民在从事农

业生产的同时ꎬ向外来人员展示农业的生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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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既不会因为游客的观光旅游而耽误农业生

产ꎬ也不会因为农业生产而丧失旅游价值ꎮ 休闲

农业充分利用山区农村的自然环境、田园景观、
农业生产、农耕设施、农耕文化、农家生活等资

源ꎬ为游客提供观光、休闲、度假、娱乐等多种需

求(郭焕成、任国柱ꎬ２００７)ꎮ 发展休闲农业有以

下几个好处:一是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ꎬ为保护

山地生态系统的多样性ꎬ为山地农业的可持续发

展和进一步产业化提供条件ꎻ二是由于生态环境

保护完好ꎬ能够为本区域甚至是区域外提供生态

品ꎬ为更大区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正的外部效

应ꎻ三是休闲农业增加了农民的收入ꎬ随着外来

人员的进入ꎬ必然为山区带来较为先进的思想、
经营理念ꎬ为打破山地农业的边缘性和封闭性创

造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ꎮ
以贵州的实际情况来看ꎬ农作物植物品种丰

富ꎬ栽培的粮食作物、油料作物、纤维植物和其它

经济作物共计近 ６００ 个品种ꎬ野生植物 ３８００ 余

种ꎮ 在地形地貌方面ꎬ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非常

典型ꎬ省内山形独特ꎬ溶洞众多ꎬ形成独特的自然

风光ꎮ 在民族文化方面ꎬ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

份ꎬ全省共有苗、布依、水、侗、白等 ４８ 个少数民

族ꎬ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 ３９.７％ꎬ多数

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ꎬ各民族都有自己民族

的服饰、工艺品、舞蹈、图腾等ꎬ长期以来ꎬ各民族

在生产劳作中又形成了不同的农耕文化、风俗习

惯、乡土风情、农家生活方式ꎮ 上述几个方面的

因素为贵州发展山地休闲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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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在高职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中的设计思路

漆　 丽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ꎬ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将学习目标转化为“任务”ꎬ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动参与ꎬ增强了学生

的主观能动性ꎬ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本文从项目的构建、情境的创设、
任务的提出、任务的实施以及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几个方面探讨任务驱动

式教学模式在高职«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中的设计思路ꎬ供各位教师参考ꎮ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ꎻ任务驱动ꎻ设计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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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介绍

所谓“任务驱动”就是将学习目标转化为“任
务”ꎬ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ꎬ紧紧围绕一个个的任

务活动为中心ꎬ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ꎬ通
过对学习资源积极主动应用来完成任务ꎬ通过完

成任务来学习相关知识和理论ꎬ并从任务的完成

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ꎬ最终激励学生自主学习的

教学方法ꎮ
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基本结构是:创设情境—

提出任务—完成任务—总结评价ꎮ 它首先从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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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入手ꎬ带动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相结合ꎬ大大

提高了学生学习的效率和兴趣ꎬ培养学生独立探

索、勇于开拓进取的自学能力ꎮ 一个“任务”完成

了ꎬ学生就会获得满足感和成就感ꎬ从而激发了

他们下一轮的求知欲望ꎬ逐步形成一个感知心智

活动的良性循环系统ꎮ
２　 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的设计思路

２.１　 构建基于岗位需求的课程教学目标及

项目模块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

应用性学科ꎬ基于管理类专业高职学生毕业后就

业岗位的特点ꎬ本课程主要从一线工作岗位对人

力资源管理基本

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出发ꎬ制定本课程的教学

目标ꎮ 本课程在对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和理论学

习的基础上ꎬ重点使学生掌握人力资源管理各个

环节的基本技能ꎬ为学生今后从事管理类岗位打

好基础ꎮ
在任务驱动教学模式下ꎬ课程内容应该以项

目模块为载体ꎬ进行理论实践一体化的课程教

学ꎮ 这就要求教师在课程学习总体目标的框架

上ꎬ把教学内容组合为一个个的项目ꎬ并把每一

个项目的内容细化为一个个容易掌握的“任务”ꎬ
通过这些小 “任务”的实现来最终实现课程教学

目标ꎮ
根据«人力资源管理»课程目标及人力资源

管理工作的基本内容和性质ꎬ可以将«人力资源

管理»的教学内容划分为七个项目ꎬ分别为:项目

一:人力资源规划ꎻ项目二:工作分析ꎻ项目三:员
工招聘ꎻ项目四:员工培训ꎻ项目五:激励ꎻ项目

六:绩效考评ꎻ项目七:薪酬与福利管理ꎮ
２.２　 创设问题情境ꎬ提出任务

情境创设是“任务驱动”教学模式的核心要

素之一ꎬ需要教师创设出富有启发性和感染力的

情境ꎬ让学生在此情境中思维激宕起来ꎬ自然地

引出任务ꎬ激发学生往下学习的兴趣ꎮ 对于«人
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ꎬ教师可以通过以下几种

方式创设情境ꎬ提出任务ꎮ
２.２.１　 利用案例创设问题情境ꎮ
通过案例展示及分析ꎬ提出学习任务ꎮ 如:

对于人力资源规划这个项目的学习ꎬ教师可以展

示某企业的详细资料ꎬ然后要求学生根据资料为

这家企业编写一份详细的人力资源规划ꎻ也可以

展示某企业有问题的人力资源规划方案ꎬ然后让

学生自己找出问题ꎬ并重新编写一份科学、合理

的人力资源规划方案ꎮ 学生为了完成这个任务ꎬ
会主动学习人力资源规划的相关知识ꎮ

２.２.２　 利用热点新闻创设问题情境ꎮ
利用热点新闻创设情境ꎬ能够吸引学生注意

力ꎬ同时建立起知识学习与应用之间的桥梁ꎮ
如:同是人力资源规划这个项目ꎬ教师可以先给

学生观看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６－２７ 日在北京中国人

民大学举行的第四届中国人力资源管理年会上ꎬ
彭剑锋发布的 ２０１１ 年中国 ＨＲ 十大事件ꎬ其中第

一大事件就是:“十二五”人才发展规划全面开

局ꎬ中国人力资源正式进入战略管理时代ꎮ 而人

力资源管理战略问题的核心就是人力资源规划

问题ꎮ
２.２.３　 利用故事创设问题情境

利用故事创设情境ꎬ可以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ꎬ很大程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ꎮ 如:员工招

聘这个项目ꎬ教师可以给学生讲一些发生在身边

的或者自己身上的真实招聘故事ꎬ通过故事引入

任务ꎮ
«人力资源管理»课程具体教学任务可以参

照下表:
表 １

项目一:
人力资源规划

任务 １:为某企业做人力资源需求预测

任务 ２:为某企业做人力资源供给预测

任务 ３:为某企业做一份人力资源规划方案

项目二:
工作分析

任务 １:对某个岗位进行工作分析

任务 ２:为某个岗位编写工作说明书

任务 ３:评价某企业的工作岗位

项目三:
员工招聘

任务 １:为某企业拟定一份招聘方案

任务 ２:编写个人求职简历和准备个人就职材料

任务 ３:模拟招聘面试

项目四:
员工培训

任务 １:评价某企业是否需要进行培训

任务 ２:为某企业编写一份培训方案并模拟实施

任务 ３:评价某企业的某次培训效果

项目五:
激励

任务 １:评价某企业的激励方案(包括使用了
什么激励理论以及效果如何等)

任务 ２:为某企业编写一份激励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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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六:
绩效考评

任务 １:评价某企业的绩效考评方案(包括使用了
什么考评方法以及效果如何等)

任务 ２:为某企业拟定一份绩效考评方案

任务 ３:模拟进行绩效反馈面谈

项目七:
薪酬管理

任务 １:评价某企业的薪酬福利制度(包括使用了
什么工资制度和福利制度以及效果如何等)

任务 ２:为某企业拟定一份薪酬制度

任务 ３:计算某个岗位的工资及福利

２.３　 教学任务的具体实施

第一步:教师提出任务ꎮ
第二步:学生分组ꎬ小组内部分工ꎬ利用教学

资源自主学习并完成任务ꎮ
第三步:学生展示其成果ꎬ总结性发言ꎮ
第四步:小组之间进行相互评价ꎮ
第五步:教师进行总结性评价ꎬ评选优秀

小组ꎮ
第六步:教师补充讲解任务中涉及到的知识

内容ꎮ
３　 实施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需要注意的

问题

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ꎬ变学生被动接受为主

动参与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ꎬ增强了学生的主

观能动性ꎬ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的能力ꎮ 在使用这种教学模式的过

程中ꎬ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ꎬ教师在选择任务

时ꎬ一定要选择与教学目标相一致的真实性事件

或问题ꎬ要是学生通过努力能完成的任务ꎮ 第

二ꎬ教师要能够控制整个教学过程ꎬ能做好引导ꎬ
在学生遇到困难时ꎬ能提供有效的帮助ꎮ 第三ꎬ
任务完成后ꎬ教师要及时总结ꎬ成绩评价要分出

优劣ꎬ这样好的学生才更有成就感ꎬ更能激起差

生的斗志ꎬ激发了他们下一轮的求知欲望ꎮ

参考文献:
[１] 包空军、沈高峰ꎬ“案例引导＋任务驱动”在计算

机基础教学中的研究与应用[Ｊ]ꎬ教育与职业ꎬ２０１２ꎬ２６.
[２] 韦弘、唐锋ꎬ高职«新闻采访与写作实务»任

务驱动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实践 [ Ｊ]ꎬ高教论坛ꎬ
２０１２ꎬ２.

[３] 金龙布ꎬ任务驱动法在«国际市场营销»教学

中的应用[Ｊ]ꎬ教育教学论坛ꎬ２０１２ꎬ３６ꎮ
[４] 朱永杰、冯建成ꎬ任务驱动教学法中的任务

设计[Ｊ]ꎬ教育与职业ꎬ２０１０ꎬ２４.
[５] 李育英ꎬ任务驱动式教学模式在人力资源管

理专业课教学过程中的应用研究ꎬ商场现代化ꎬ
２０１０ꎬ１２.


(上接第 ４５ 页)
通过以上分析ꎬ提出如下建议:首先ꎬ现金的持有

水平反映了公司的财务战略和经营战略ꎬ提高现

金持有效率ꎬ减少被经理人用于私利ꎬ权衡好现

金持有成本和收益ꎬ增加企业的绩效ꎮ 其次ꎬ因
为现在的市场是一个不完美的资本市场ꎬ信息不

对称等问题的存在ꎬ使得现金持有效率不能达到

其最好的点ꎬ这时ꎬ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信息披露

制度ꎬ加强信息披露ꎮ 企业可以通过优化治理结

构ꎬ适当增加经理人的所有权ꎬ及时公布信息ꎬ使
得外部投资者能及时掌握企业信息ꎬ尽可能减少

信息的不对称ꎬ从而减少融资成本ꎬ这样也可以

减少现金滥用情况ꎬ使得持有的现金都用在刀刃

上ꎬ抓住有利的投资机会ꎬ保证高效运转ꎮ 最后ꎬ
我国需要改善投资环境ꎬ颁布法律来进一步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ꎬ使得投资者信心增强ꎬ加强对证

券市场的监管ꎬ同时也要加强会计师事务所、社
会大众等对企业的监督ꎮ

参考文献:
[１] Ｆａｕｌｋｅｎｄｅｒ Ｍꎬ Ｗａｎｇ Ｒ. ２００６.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

ｃ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Ｃａｓｈ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６１):５７－９０.

[２] Ｊｅｎｓｅｎꎬ Ｍ. Ｃ. １９８６. Ａｇｅｎｃｙ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ｆｒｅｅ ｃａｓｈ
ｆｌｏｗꎬ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ａｋｅｏｖｅｒｓ [ Ｊ]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ꎬ７６(２):３２３－９.

[３] Ｋｒａｕｓ Ａ.ꎬ Ｌｉｔ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Ｒ Ｈ. １９７３. Ａ Ｓｔａｔｅ －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Ｊ]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２８(４):９１１－９２２.

[４] 王彦超.融资约束、现金持有与过度投资[ Ｊ]
.金融研究ꎬ２００９(７)ꎻ

[５] 卢彦廷.财务特征、会计稳健性与企业现金持

有价值[Ｄ] .重庆大学ꎬ２０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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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现金持有

李苏芳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在完美资本市场中ꎬ现金持有相当于是净现值为零的投资ꎬ但是现实市场是不完美资本市

场ꎬ由于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等ꎬ使得公司必须持有一定量的现金ꎬ本文通过分析现金持有的基本理

论、影响因素等ꎬ来讨论现金持有对企业的影响ꎮ
关键词:现金持有ꎻ代理成本ꎻ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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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上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国内外很多公司出现高

额持有现金的情况ꎬ这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ꎮ 之

后ꎬ在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华尔街日报报告了一些

具有负企业价值的高科技公司ꎬ才使学术界开始

关注对现金持有价值的评估ꎮ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

席卷全球ꎬ全球经济增长缓慢ꎬ市场需求疲软ꎬ企
业的资金链紧张ꎬ经营运转出现了很大的问题ꎮ
金融危机后ꎬ各国都把财务灵活性作为其公司财

务管理的首要原则ꎬ２０１１ 年ꎬ我国国资委发布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中央企业全面预算管理工作的

通知»ꎬ其主要内容是要求企业加强现金流量预

算管理ꎬ加快资金周转ꎬ提升现金保障能力ꎮ 而

２０１３ 年银行出现了“钱荒”风波ꎬ随着货币政策

不断加大紧缩力度ꎬ“钱荒”从银行体系内萌生、
在资本市场被放大ꎬ而利率市场“冰火两重天”的
现状则直接影响实体经济的运行ꎬ这对我国企业

造成了重大冲击ꎬ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和中小企

业ꎮ 这时ꎬ市场高度关注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变

化ꎬ人们心目中最不可能缺钱的银行出现了资金

短缺ꎬ这大大降低了人们的信心ꎬ现金成为了影

响投资者信心的重要因素ꎮ 一时间ꎬ“现金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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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各大企业奉为金科玉律ꎬ而现金持有ꎬ也成为

抵制风险的重要防线ꎮ
现金是企业流动性最强的资产ꎬ它对于企业

的重要程度犹如血液之于人体ꎬ 持有现金ꎬ企业

才能进行经营、投资ꎬ而企业拥有强有力的资金

链ꎬ更是需要持有货币资金ꎬ进行筹资ꎮ 现金相

较于其他资产来说ꎬ更容易被企业的大股东和管

理者侵占ꎬ而它的高流动性ꎬ也使得外部投资者

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管理ꎮ 企业的现金持有量

也会影响股利分配政策和投资、融资决策ꎮ 公司

现金持有不足时ꎬ会削减其流动性ꎬ也有可能会

因此丧失很重要的投资机会ꎻ公司现金持有过量

时ꎬ因为现金的盈利性较差ꎬ会增加机会成本ꎬ不
利于公司健康发展ꎮ 因此ꎬ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是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ꎬ目前国内外没有得出一个准

确的衡量标准ꎮ 持有现金能够规避外部融资产

生的交易成本和发行权益时的信息不对称成本ꎬ
能使企业不需通过外部资本市场融资而实现对

有价值的项目进行投资ꎬ持有现金还可以帮助企

业顺利度过财务困境、避免企业破产ꎬ因而能为

企业带来收益ꎮ 总而言之ꎬ持有资金ꎬ是公司生

产经营的基础条件ꎬ是公司生存和发展的基本

要求ꎮ
二、现金持有相关理论

１、现金持有动机理论

１９３６ 年 Ｋｅｙｎｅｓ 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提出了货币需求理论ꎬ他的理论认为人们持有货

币是为了三个动机:从事日常交易动机ꎻ为预防

紧急事件而储存货币的谨慎动机ꎻ避免资本损失

或增加资本收益的投机动机ꎮ 在不完美市场中ꎬ
非流动性资金转换为流动性现金需要成本ꎬ而且

也需要时间ꎬ除非是低成本ꎬ否则公司是不愿意

承担这个成本ꎬ同时公司没有储备现金时ꎬ只能

放弃具有投资性的项目ꎮ 交易动机和谨慎动机

直接使得公司对流动性资产产生需求ꎬ现金持有

能缓冲现金流波动ꎬ降低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可

能性ꎮ Ｋｅｙｎｅｓ 在三个动机理论的基础上ꎬ提出了

交易成本模型ꎮ 交易成本模型认为:企业存在最

佳的现金持有量ꎬ最佳点在资金短缺的边际成本

曲线和现金持有的边际成本曲线的交点处ꎮ 在

交易成本模型中ꎬ假设资金短缺的边际成本曲线

是向下倾斜的ꎬ持有现金的边际成本曲线是水平

的ꎮ 现金持有的预期收益较低ꎬ现金持有比较容

易转化为现金ꎬ当企业面临资金流短缺时ꎬ需要

通过资本市场、减少股利、清算现存资产或多种

措施相结合的方法筹措资金ꎮ 现金持有成本随

着资金流短缺的增加而增加ꎮ 在给定的现金持

有水平下ꎬ资金短缺的成本增加或者资金短缺的

可能性增加ꎬ都会使得边际成本向右弯曲ꎬ增加

现金持有ꎮ 交易成本模型考虑了很多影响资金

短缺边际成本与现金持有边际成本的因素ꎬ包括

外部融资成本、税收成本、现金流不确定性、变现

获取资金的成本、投资机会成本、套期保值成本、
资产出售或减少股利分配持有现金的成本等等ꎮ
迄今为止ꎬ该模型仍是非常重要的现金持有理论

模型ꎮ
２、权衡理论

Ｋｒａｕｓ 和 Ｌｉｚｅｎ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７３) 考虑到代理成

本、税收成本等ꎬ提出了权衡理论ꎬ其理论观点

是:公司以实现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ꎬ持
有现金要在获得的收益和支付的成本之间进行

平衡ꎮ 权衡理论的重要假设是公司在进行决策

时ꎬ是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ꎬ以此目标来

评估现金持有的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ꎬ决定最佳

现金比率ꎮ 持有现金获得的收益包括:避免融资

约束下因缺少资金而投资不足ꎻ节省外部融资的

交易成本ꎻ避免现金流动性不足ꎬ从而使得企业

减少产生财务困境ꎮ 持有现金的成本包括:企业

现金持有量少了ꎬ会需要外部资金ꎬ这时就会产

生交易成本ꎻ但是企业现金持有量过度了ꎬ又会

无法物尽其用ꎬ从而产生机会成本ꎻ持有现金ꎬ必
然会产生管理现金的管理成本ꎻ融资谈判成本等

等ꎮ 这一理论提出之后ꎬ逐步得到学者们的

认可ꎮ
３、融资优序理论

Ｍｙｅｒｓ 和 Ｍａｊｌｕｆ(１９８４)放宽 ＭＭ 定理假说ꎬ
考虑了信息不对称及交易费用的问题ꎬ提出了融

资优序理论ꎮ 管理者从股东利益出发ꎬ特别是在

股价被市场高估时ꎬ倾向于多发股票ꎮ 外部人了

解了管理者这一行为之后ꎬ就会要求相应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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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ꎮ 这种逆向选择使得外部融资产生了额外

成本ꎬ那么管理者会选择低水平投资而非卖出股

票ꎮ 在外部融资的高成本下ꎬ相较于外部融资ꎬ
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内部融资ꎬ管理者发现持有流

动性资产的价值ꎬ就会使公司保持适当的金融灵

活性从而把握住具有正净现值的投资机会ꎮ 因

此ꎬ企业的融资顺序从优到次为:内部融资、债务

融资、权益融资ꎮ
融资优序理论也是权衡的思想ꎬ主要是对自

有资金融资、权益融资和债务融资的共同权衡ꎮ
在融资优序理论中ꎬ最优现金持有量不存在ꎬ现
金在投资需求和留存收益之间起到润滑作用ꎬ在
公司投资>利润留成时ꎬ公司负债增加ꎬ但是ꎬ因
为现金流量变化会影响公司负债的增加ꎬ公司并

没有一个最好的负债比例ꎮ 在具备强的盈利能

力、能获得高利润时ꎬ企业可以多储备现金或者

以较低的负债比来避免未来较高的外部融资成

本ꎮ 所以经营得好的企业或者大企业ꎬ一般有较

低的财务杠杆ꎮ 融资优序理论认为ꎬ股利和债务

之间不能替代ꎬ公司可以通过负债来稳定现金

持有ꎮ
４、代理理论

Ｂｅｒｌｅ 和 Ｍｅａｎｓ(１９３２)发现在两权分离以后ꎬ
若企业的股权过于分散ꎬ作为公司所有者的股东

会减弱对公司经理人的约束力ꎬ股东理应得到企

业的剩余利益ꎬ经理人也理应努力提高公司的剩

余价值ꎬ但是ꎬ当约束力减弱后ꎬ经理人会牺牲股

东的利益ꎬ偏离公司利润最大化的目标ꎬ根据自

己的效用来配置公司资源ꎬ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

风险ꎬ由此股东与经理人之间产生了代理问题ꎮ
为解 决 两 权 分 离 带 来 的 道 德 风 险 问 题ꎬ
Ｅａｓｔｅｒｂｒｏｏｋ(１９８４)提出可以增强管理者所有权ꎬ
从而紧密联系股东和管理者ꎬ使他们达到“利益

趋同效应”ꎬ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管理者势力

效应”ꎮ
但是ꎬ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ꎬ经理人可能

会投资一些非股东利益最大化的项目ꎮ Ｊｅｎｓｅｎ
(１９８６)在代理理论的基础上ꎬ提出了自由现金流

量理论ꎮ 他认为ꎬ基于两权分离的情况ꎬ自由现

金流越多时ꎬ经理人对剩余资源的控制权超过了

企业正常运转所需要的资金ꎬ那么ꎬ经理人就越

有可能出现滥用或过度投资的现象ꎬ或者是用于

满足自己的私利ꎬ如增加个人津贴、在职消费等ꎮ
经理人增加自由现金流量ꎬ这可能是他们唯一能

够自由控制的资产ꎮ 经理人倾向于持有高额现

金ꎬ一方面来说ꎬ可以预防公司出现财务困境ꎬ降
低财务风险ꎻ另一方面来说ꎬ也方便经理人出于

个人利益考虑进行盲目投资ꎬ伤害企业持有现金

的价值ꎮ 管理者用现金去满足自己的需求可能

会出现在低负债率、投资机会差或股东分散的公

司ꎬ或者是在拥有过量现金的大企业中ꎮ
三、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

１、微观因素

在财务管理视角下ꎬ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主

要是以微观角度为切入点ꎬ这些可以分为公司财

务特征方面和公司治理方面ꎮ
公司财务方面包括成长机会、财务杠杆、公

司规模、现金流量波动性等ꎮ 就公司成长机会来

说ꎬ成长机会越大ꎬ对资金的需求就越强ꎬ企业就

越有可能面临财务困境和破产ꎮ 在企业没有足

够的资金或者无法避免高额的外部融资成本的

时候ꎬ企业就只能放弃投资机会ꎮ 如果企业有财

务困境或破产ꎬ那么企业的成长性价值就会急剧

下降ꎮ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ꎬ企业最好的办

法就是持有大量现金ꎮ 管理者出于自利的情况

出发ꎬ也希望企业具有很好的成长性ꎬ因为公司

成长性ꎬ才会有投资机会ꎮ 杠杆代表着企业的债

务融资能力ꎮ 股东与债权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

对称ꎬ代理成本随着负债的增加而增加ꎬ债权人

会选择提供利息率、贷款期限、严格的信贷配额

等来对股东进行控制ꎬ从而避免股东的道德风

险、逆向选择ꎮ 因此ꎬ股东债务融资会带来高额

的融资成本ꎬ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ꎮ 为避免这种

财务风险ꎬ企业就要持有大量现金ꎮ 从这方面来

看ꎬ杠杆与现金持有正相关ꎮ 另一方面来说ꎬ债
务融资是在公司内部资金不足时作为公司外部

融资的首选ꎬ其款项可作为现金的替代品ꎮ 若是

企业将债务融资资金用于投资高风险项目ꎬ盈利

时股东是主要的获益人ꎬ但是失败时ꎬ债权人就

是损失成本的承担者ꎮ 从这方面来看ꎬ杠杆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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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持有负相关ꎮ 公司规模主要是与信息不对称、
财务成本相联系ꎮ 小公司相较于大公司来说ꎬ信
息不对称程度更大ꎬ面临着更多的融资约束和高

的外部融资成本ꎬ更容易面临财务困境和破产的

危机ꎬ那么ꎬ小公司会持有大量现金ꎮ 现金流量

波动性为企业现金持有带来不确定性ꎬ现金流量

波动较大时ꎬ会增加企业放弃投资机会和面临财

务困境的可能性ꎮ
公司治理方面主要包括股权集中度、经理人

所有权、董事会规模和董事会构成ꎮ 若是大股东

为谋求私利ꎬ会以牺牲小股东的利益ꎬ增加自己

控制资金的数量ꎬ积累大量现金ꎬ这时ꎬ股权集中

度与现金持有可能呈现正相关关系ꎮ 当经理人

所有权较小时ꎬ他们与股东的利益不一致程度较

大ꎬ经理人会更倾向于为自己谋利ꎬ持有大量现

金ꎬ当经理人所有权越来越大ꎬ到达某一个临界

点时ꎬ经理人就会和股东的利益保持趋于一致ꎬ
那么ꎬ他们就会减少现金持有量ꎮ 董事会规模越

大ꎬ董事会构成越复杂ꎬ监管就越困难ꎬ因为参与

决策的人过多ꎬ会减缓决策速度ꎬ这也会影响公

司现金持有量ꎮ
２、宏观因素

现金持有的宏观方面主要受法律环境和宏

观经济波动的影响ꎮ 法律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

程度影响着代理成本ꎬ也影响着外部融资能力ꎮ
当法律对外部投资者保护强时ꎬ代理成本就比较

小ꎬ外部融资受到的约束减小ꎬ企业就会持有较

少的现金ꎮ 法律对债权人的保护程度大时ꎬ当企

业面临财务风险ꎬ企业就有更大的可能破产ꎬ从
而企业就会采取自我保护措施ꎬ经理人会持有更

多的现金ꎬ以预防财务风险ꎮ 股东与经理人在持

有现金的形式上有分歧ꎬ股东喜欢以股利方式发

放ꎬ但是经理人喜欢持有现金ꎬ当法律对股东权

利的保护程度大时ꎬ股东就有能力促使经理人在

现金持有上做出合乎自己利益的选择ꎬ而不是听

从经理人的选择ꎮ 在宏观经济稳定时ꎬ经理人可

以比较准备的预测未来现金流ꎬ在宏观经济不稳

定时ꎬ经理人无法准确预估未来现金流ꎬ经理人

为预防可能到来的风险ꎬ可能会增加现金持

有量ꎮ

四、现金持有价值

在完美资本市场ꎬ企业持有现金被看作是净

现值为零的投资项目ꎬ持有现金的价值等于企业

的账面价值ꎬ但是因为现实的资本市场并不完

美ꎬ存在融资约束ꎬ对股东而言ꎬ持有现金的价值

并不等于企业账面价值了ꎮ 国内外学者对现金

持有价值主要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观点ꎮ 第一点ꎬ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ꎬ认为公司从外部筹资需要

大量成本ꎬ出于预防性动机的需求ꎬ持有大量现

金可以降低融资成本ꎬ还可以避免公司放弃有利

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损失ꎬ因而是一种能够提高

公司价值的行为ꎮ 第二种观点则基于代理成本

和自由现金流理论ꎬ认为管理层出于自利的目的

持有现金ꎬ因而持有大量的现金会导致价值损

毁ꎻ代理理论认为ꎬ在制度完善程度相对较弱的

地区ꎬ中小股东受到保护的程度较弱ꎬ经理人就

更有可能持有更多的现金ꎮ 第三种观点是ꎬ更多

学者认为ꎬ信息不对称与代理成本共存ꎬ现金持

有与公司价值的关系还受诸如公司治理、成长机

会、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ꎮ Ｆａｕｌｋｅｎｄｅｒ 和

Ｗａｎｇ(２００６)提出ꎬ现金的边际价值就是在原本

持有现金的基础上ꎬ增加 １ 元或者减少 １ 元所带

来的影响是增值还是折价ꎮ 现金持有价值从定

性角度看ꎬ可以从企业持有现金对企业业绩的影

响来观察ꎻ从定量角度出发ꎬ可以估算单位现金

持有的边际股东价值水平是高于账面价值还是

低于账面价值ꎮ
五、结语

通过对现金持有的相关理论、影响因素、现
金持有价值的分析ꎬ最终会归结到现金持有给公

司绩效的影响这一点上来ꎮ 公司的现金持有水

平受股东利益最大化和经理人追求私利的影响ꎬ
现金持有价值也就取决于这两者的综合效应ꎮ
现金持有会影响财务决策ꎬ而现金持有状况直接

影响企业产品市场行为和产品市场业绩ꎬ持有更

多的现金会更有可能采取掠夺性的定价策略来

增加自己销售产品的业绩ꎬ也更有能力进行低价

竞争ꎬ把现金匮乏的企业赶出竞争市场ꎮ
(下转第 ４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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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英语单词记忆规则

何　 兰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单词是构成语言的三大要素之一ꎬ是语言的“建筑材料”ꎬ是构建英语知识大厦的基石ꎮ 在

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ꎬ单词学习的任务是最繁重的ꎮ 单词掌握多少和熟练程度直接影响运用语言表达

思想的准确性ꎮ 笔者根据多年的英语教学经验通过规则记忆、联想记忆、构词记忆、分类记忆及情境记

忆这几种有效的记忆方法来简述如何记忆英语单词ꎬ希望教会学生记忆单词的方法ꎬ以此提高学生对

英语词汇的认知与学习能力ꎬ激发学生学习英语单词的兴趣ꎬ在有限的时间内学习和掌握更多的词汇ꎬ
为更好地学习英语奠定基础ꎮ

关键词:英语单词ꎻ记忆方法ꎻ英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１７０２１３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 ｍｅｍｏｒｙ

Ｈｅ Ｌａｎ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５５００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ｏｒｄｓ ａ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ａｒｅ ｔｈ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ｓｔｏｎｅ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ｔａｓｋ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ｂｕｒｄｅｎｓｏｍｅ.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ｐｒｏ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ｔｏ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ｗｒｉｔｅｒ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 ｂｙ ｗａｙｓ ｏｆ ｒｕｌｅｓ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ｗｏｒｄ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ｃａｔｅｇｏｒｙ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ａｎｄ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ｍｏｒｙꎬ ｈｏｐｉｎｇ ｔｏ ｔｅａｃ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ｈｏｗ ｔｏ ｍｅｍｏｒｉｚｅ ｗｏｒｄ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ꎬ ｔｏ ｍｏ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ꎬ ａｎ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ａｎｄ ｍａｓｔｅｒ ｍｏｒｅ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ｉｎ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ｔｉｍｅꎬ ａｎｄ ｌａｙ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ｅｔｔｅ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ｄｓꎻ Ｍｅｍｏｒｙ ｍｅｔｈｏｄꎻ Ｔｈ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一、规则记忆法

规则记忆法就是按英语的读音规则去识读

并记忆英语单词ꎮ 这也是记忆英语单词的基本

方法之一ꎮ 英语的读音规则主要有以下四部分:
１、元音字母在重读音节以及非重读音节中

的读音ꎻ
(元音字母在重读音节中的读音)

元音字母 读 音 例 词

Ａ
在开音节中 [ｅｉ ] ｎａｍｅ ｌａｋｅ ｐｌａｎｅ Ｊａｎｅ ｂａｂｙ ｃａｋｅ ａｇｅｎｔ

在闭音节中 [ ] ｂａｇ ｄａｄ ｈａｔ ｍａｐ ｂｌａｃｋ ｂａｃｋ ａｂｓ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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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音字母 读 音 例 词

Ｅ
在开音节中 [ ｉ:] ｈｅ ｔｈｅｓｅ ｍ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ｂｂｒｅｖｉａｔｅ

在闭音节中 [ ｅ] ｂｅｄ ｌｅｔ ｐｅｎ ｄｅｓｋ ｙｅｓ ｅｇｇ ａｃｃｅｐｔ ａｒｒｅｓｔ

Ｉ
在开音节中 [ａｉ ] ｂｉｋｅ ｆｌｙ ｄｒｉｖｅ ｔｉｍｅ ｎｉｃｅ ｋｉｔｅ ｂｅｓｉｄｅ Ｂｉｂ

在闭音节中 [ ｉ ] ｆｉｓｈ ｂｉｇ ｄｒｉｎｋ ｓｉｔ ｍｉｌｋ ｓｗｉｍ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
在开音节中 [ｕ] ｔｈｏｓｅ ｃｌｏｓｅ ｇｏ ｈｏｅ ｈｏｍｅ ｎｏ ａｇｏ ａｌｏｎｅ

在闭音节中 [] ｃｌｏｃｋ ｂｌｏｃｋ ｓｏｃｋ ｓｈｏｐ ａｂｏｌｉｓｈ ｂｌｏｓｓｏｍ

Ｕ
在开音节中 [ｊｕ:]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ｄｉｓｐｕｔｅ ｄｕｔｙ ａｂｕｓｅ ａｃｃｕｓｅ

在闭音节中 [] ｂｕｓ ｃｕｐ ｊ ｕｍｐ ｍｕｃｈ ｌｕｎｃｈ ａｂｕｎｄａｎｔ

(元音字母在非重读音节中的读音)

元音字母 读 音 例 词

Ａ
[] Ｃｈｉｎａ ｏｐｅｒａ ｗｏｍａｎ ｂｒｅａｋｆａｓ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 ｉ ] ｏｒａｎｇｅ ｃｏｍｒａｄ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ａｂｂａｇｅ

Ｅ
[] ｈｕｎｄｒｅ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 ｏｐｅｎ ａｂｓｅｎｃｅ ａｃｃｅｎｔ

[ ｉ ]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ｐｏｃｋｅｔ ｂｅｇｉ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ｂｅｗｉｌｄｅｒ

Ｉ
[] / [ ｉ ] ｈｏｌｉｄａｙ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ｉｍａｌ ｃｌｉｎｉｃ

[ａ ｉ]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 ｓａｔｅｌｌｉｔｅ 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ｅ ａｐｏｌｏｇｉｚｅ

Ｏ
[] ｓｅｃｏｎｄ ｔｏｎｉｇｈｔ ｓｏｍｅｂｏｄｙ ｗｅｌｃｏｍｅ ｉｎｎｏｃｅｎｔ

[ｕ] Ｈｏｔｅｌ ｍａｎｇｏ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ｐｈｏｔｏ ｚｅｒｏ ａｌｓｏ

Ｕ
[] ａｕｔｕｍｎ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 ａｌｂｕｍ ａｐｐａｒａｔｕｓ Ａｕｇｕｓｔ

[ ｊｕ(:)]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ｏｎｇｒａｔｕｌａｔｉｏ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ａｍｂｉｇｕｏｕｓ

２、元音字母组合在重读音节与非重读音节

中的读音ꎻ
３、辅音字母的读音ꎻ
４、辅音字母组合的读音ꎮ
很显然ꎬ元音字母的读音比较重要ꎬ而且也

比较复杂ꎮ 关于读音规则可

参考一些相关的书籍在此就不一一举例了ꎮ
二、联想记忆法

在记忆单词的过程中ꎬ要注意观察单词与单

词之间在形、音、义、单词搭配等方面的内在联

系ꎬ在迅速地记住新词的基础上ꎬ复习旧词ꎬ而且

通过分析思考ꎬ使有限的单词知识转化为无限的

理解新词的能力ꎬ从而熟悉单词的变化规律ꎬ更
加系统ꎬ全面地记忆单词ꎬ例如:

１、同形异议词:
ｂａｎｋ (银行)→ ｂａｎｋ (岸)ꎬｂａｌｌ(球) →ｂａｌｌ

(舞会)
ａｎｇｌｅ(角)→ａｎｇｌｅ(钓鱼) ꎬ ｄａｔｅ(枣)→ｄａｔｅ

(日期)
２、同义词:
ａｒｒｉｖｅ →ｒｅａｃｈ (到达)ꎬｔｅｌｌ →ｓｐｅａｋ→ｔａｌｋ(说

＼告诉 ＼谈)
ｆａｓｔ→ｑｕｉｃｋ→ｓｏｏｎ(快ꎬ迅速)ꎬ ｈｉｇｈ→ｔａｌｌ(高)
３、反义词:
ｈｅａｖｙ(重) → ｌｉｇｈｔ (轻)ꎬ ｔａｌｌ (高) → ｓｈｏｒｔ

(矮)
ｆａｓｔ(快)→ ｓｌｏｗ(慢)ꎬ ｂｕｙ(买)→ｓｅｌｌ(卖)
４、同音异义词:
ｓｏｎ(儿子)→ｓｕｎ(太阳)ꎬ ｌｏａｎ(贷款)→ｌｏｎｅ

(单身)
ｓｅａ(海洋) →ｓｅｅ(看见)ꎬ ｍｅａｔ(肉)→ｍｅｅｔ

(见面)
５、单词及搭配:
ｍａｋｅ→ｍａｋｅ ｕｐ(化妆)→ｍａｋｅ ｏｕｔ(理解、看

清)→ ｍａｋｅ ｒｏｏｍ ｆｏｒ (给......腾出空间)→ｍａｋｅ
ｆｕｎ ｏｆ (取笑)

ｌｏｏｋ→ｌｏｏｋ ｕｐ(查阅)→ｌｏｏｋ ａｆｔｅｒ(照顾)→
ｌｏｏｋ ｆｏｒｗａｒｄ(期待) →ｌｏｏｋ ａｒｏｕｎｄ (环视) →ｌｏｏｋ
ｄｏｗｎ (轻视)

三、构词记忆法

掌握一些构词法知识ꎬ可以大大地增加自身

的词汇量ꎮ 英语构词法主要有 以下三种情况:合
成、派生和转化:

１、合成法ꎮ 这种方法就是把两个或几个各

自独立的单词并到一起组成一个新的单词ꎬ由此

法构成的单词便称为合成词或复合词ꎮ
如: ｂｌａｃｋ ( 黑 色 的 ) ＋ ｂｏａｒｄ ( 木 板 ) →

ｂｌａｃｋｂｏａｒｄ(黑板)ꎬ
ｃｌａｓｓ(班)＋ｒｏｏｍ(房间)→ ｃｌａｓｓｒｏｏｍ(教室)ꎬ
ｆｏｏｔ(脚)＋ｂａｌｌ(球)→ ｆｏｏｔｂａｌｌ(足球)ꎬ
ａｆｔｅｒ(以后)＋ ｎｏｏｎ(中午) →ａｆｔｅｒｎｏｏｎ 下午

ｄｏｗｎ(下)＋ ｓｔａｉｒｓ 楼梯 →ｄｏｗｎｓｔａｉｒｓ 在楼下ꎬ
ｍａｎ(人) ＋ ｍａｄｅ (制造) → ｍａｎ －ｍａｄｅ 人

造的

ｌｏｕｄ ( 高 声 ) ＋ ｓｐｅａｋｅｒ ( 演 讲 者 ) →
ｌｏｕｄｓｐｅａｋｅｒ 扬声器ꎬ

ｕｎｄｅｒ(下面)＋ ｇｒｏｕｎｄ(地面) →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地下的ꎬ

ｈｏｕｓｅ(房屋) ＋ｗｏｒｋ(工作) → ｈｏｕｓｅｗｏｒｋ 家

务劳动等ꎮ
２、派生法ꎮ 这种方法就是在一个词根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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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上一个前缀或后缀ꎬ从而构成另一个新词ꎬ并
且与该词根的含义有着密切的联系ꎬ此类词便称

为派生词ꎮ 如常用的前缀 ｉｎ－ꎬｉｍ－ꎬｕｎ－ꎬｄｉｓ－等表

示否定含义ꎻ派生法是通过在词根上加后缀或前

缀构成新词ꎮ 它不仅扩充了英语词汇ꎬ而且丰富

了语言的表现力ꎮ 后缀－ｅｒꎬ－ｏｒꎬ－ｉｓｔ 等表示人ꎻ以
及后缀－ｙꎬ－ｌｙꎬ－ｆｕｌ 等表示形容词和副词等ꎮ

１)加后缀(后缀多数改变词性而不改变词

义):例如:
ｗｒｉｔｅ ｖ.写 →ｗｒｉｔｅｒ ｎ.作者ꎬｉｎｖｅｎｔ ｖ.发明 →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 ｎ.发明家

ｉｎｖｅｎｔ ｖ.发明 →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 ｎ.发明ꎬ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ｖ.
使感兴→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ｎｇ /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ｅｄ

ａｄｊ.有趣的ꎬｐｌｅａｓｅ ｖ.使高兴 →ｐｌｅａｓｅｄ ａｄｊ.高
兴的ꎬｈｅｌｐ ｎ. 帮助 →ｈｅｌｐｆｕｌ ａｄｊ

有帮助的ꎬｅｎｊｏｙ ｖ. 喜 欢 →ｅｎｊｏｙａｂｌｅ. ａｄｊ.有
趣的ꎬ ｗｏｏｌ ｎ.羊毛 →ｗｏｏｌｅｎ ａｄｊ.

羊毛的ꎬｈａｐｐｙ ａｄｊ 高兴的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ａｄｖ. 高

兴地

ｗｉｄｅ ａｄｊ. 宽广的 →ｗｉｄｅｌｙ ａｄｖ. 宽广地ꎬｇｏｏｄ
ａｄｊ. 好的 →ｇｏｏｄｎｅｓｓ ｎ.好意

ｃａｒｅ ＋ ｌｅｓｓ →ｃａｒｅｌｅｓｓ ａｄｊ. 粗心的ꎬｄｅｖｅｌｏｐ ｖ.
发展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发展等ꎮ

(加后缀还有很多的表现形式ꎬ以上只是选

用了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词例)
２)加前缀(前缀一般只改变词的意思而不改

变其词性):例如:
ｈａｐｐｙ 高兴→ ｕｎｈａｐｐｙ(不高兴的)ꎬ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可能 → 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不可能的) ꎬ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完全的 → ｉｎ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不完全的ꎬ

ａｇｒｅｅ 同意 →ｄｉｓａｇｒｅｅ(不同意)ꎬ
ｔｅｌｌ 叙述→ ｒｅｔｅｌｌ (复述)ꎬ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优势→

ｄｉｓ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不利ꎬ不利条件)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理解→ｍｉｓ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误解)ꎬ ｔｅｌｌ

叙述→ ｒｅｔｅｌｌ(复述)ꎬ
ｍｅｔｅｒ 米→ｋｉｌｏｍｅｔｅｒ (公里ꎬ千米)ꎬ ｇｒａｍ 克

→ｋｉｌｏｇｒａｍ (千克)
(英语中加前缀的形式也有很多ꎬ在这里仅

举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加前缀单词共大家参考ꎬ
大家可以查阅很多的有关的书籍)ꎮ

３、转化法ꎮ 这种方法就是在不改变拼写形

式的基础上ꎬ由一种词性转化为另一种词性ꎬ主
要有名词转化为动词、动词转化为名词、形容词

转化为动词、名词和副词等ꎮ 例如:
ｒａｉｎ ｎ.雨 →ｒａｉｎ ｖ.下雨 ｗａｔｅｒ ｎ.水 →ｗａｔｅｒ ｖ.

浇水

ｌａｓｔ ａｄｊ.最后的→ ｌａｓｔ ｖ.持续ꎬ ｔｉｄｙ ａｄｊ.整洁

的→ ｔｉｄｙ ｖ.使整洁

ｓｔｏｐ ｖ.停止→ ｓｔｏｐ ｎ.车站 ꎬｌｉｆｔ ｖ.举起→ ｌｉｆｔ
ｎ.电梯ꎬ

ｕｓｅ ｖ.使用→ ｕｓｅ ｎ.用途ꎬｌｉｖｅ ｖ.生活→ ｌｉｆｅ ｎ.
生活ꎬ

ｆｉｌｌ ｖ.装满→ ｆｕｌｌ ａｄｊ.满的ꎬ ｓａｖｅ ｖ.救→ ｓａｆｅ
ａｄｊ.安全的ꎬ

ｅｎｔｅｒ ｖ.进入→ ｅｎｔｒａｎｃｅ ｎ.入口处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ｊ.不同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ｎ.不同之处ꎬ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ａｄｊ 重要的→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重要性ꎬ
ｈａｐｐｙ ａｄｊ 高兴的 →ｈａｐｐｉｌｙ ａｄｖ. 高兴地

四、分类记忆法

英语词汇极其丰富ꎬ如果能把单词分门别类

地进行记忆ꎬ是大有好处的ꎮ 分类的方法因人而

异ꎬ因爱好而异ꎬ灵活多样ꎮ 按其性质ꎬ用途等来

分类ꎬ使之条理化、系统化ꎬ就容易巩固ꎬ记忆ꎬ如
按颜色、学习用品、交通工具、食品、生活用品等

种类归纳ꎬ还可以按科目名称、时间、数字、季节、
动植物、职业名称、场所地点名称图名等归纳分

类等ꎮ 采用归类的方法ꎮ 在学习一个新单词时ꎬ
可一并学习与之相关的同类词ꎮ 例如:

表示评价的词: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ꎬ ｆａｉｒꎬ ｇｏｏｄꎬ ｐｏｏｒꎬ ｂａｄꎬ ａｗｆｕｌꎬ ｔｅｒｒｉｂｌｅ

(非常好ꎬ公平ꎬ差)等ꎮ
表示街道的词:
ｍａｉｎ ｓｔｒｅｅｔꎬａｖｅｎｕｅꎬｂｏｕｌｅｖａｒꎬ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ꎬｐａｖｅ￣

ｍｅｎｔꎬａｌｌｅｙꎬｌａｎｅꎬｐａｔｈꎬｂｙｒｏａｄ(大街ꎬ林荫大道ꎬ小
路)等ꎮ

表示时间的词: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ｙｅａｒꎬ ｓｅａｓｏｎꎬ ｍｏｎｔｈꎬ ｗｅｅｋꎬ ｄａｙꎬ

ｎｉｇｈｔꎬ ｈｏｕｒꎬ ｑｕａｒｔｅｒꎬ ｍｉｎｕｔｅꎬ ｓｅｃｏｎｄ(世纪ꎬ年ꎬ季
节ꎬ月)等ꎮ

(下转第 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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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设计与文化

陈　 霁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自从人类利用自然、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那一刻起ꎬ文化孕育而生ꎮ 文化是人类发展的

产物ꎬ文化深深烙上了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印记ꎮ 设计是人能动地改造自然物、创造物ꎬ是人类创造性思

维的结果ꎬ它与人类的造物活动相伴而行ꎮ 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 “人”ꎬ任何一种文化和设计都离

不开“人”这一根本ꎮ
关键词:文化载体ꎻ文化规则ꎻ符号ꎻ设计ꎻ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Ｊ０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１７０２１４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ｈｅｎ Ｊｉ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Ｌｉｇｈｔ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Ｇｕｉｙａｎｇ Ｇｕｉｚｈｏｕꎬ５５００２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ｏ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ｅꎬ ｃｕｌ￣
ｔｕｒｅ ｂｒｅｅｄ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ｈａｓ ｄｅｅｐｌｙ ｂｒａｎｄｅｄ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Ｄｅｓｉｇ￣
ｎ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ｂｅｉｎｇｓꎬ ｉｔ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ｐｏｉｎｔ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 . Ａｎｙ ｋｉｎｄ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ｃａｎｎｏｔ ｂｅ 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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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计依赖于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ꎬ不同的

社会文化和环境造就不同的设计风格ꎮ 比如说:
法兰西民族ꎬ地处温带海洋性气候ꎬ良好的生活环

境造就了法兰西民族追求美妙而浪漫的生活习

惯ꎬ时尚成了这个迷人国度奉行的生活准则ꎮ 时

装、香水这些体现浪漫、时尚的载体成了这个民族

的代名词ꎬ洛可可风的延存与装饰艺术运动的渲

染形成了一种华丽、经典的法国浪漫风格ꎻ德意志

民族则不同ꎬ气候干燥、多山的自然环境造就了严

谨的德国人ꎮ 因而ꎬ德国的设计体现出了严谨、重
功能的品质ꎬ包豪斯是其代表ꎬ乌尔姆设计学院提

出的设计就是科学技术ꎬ从而形成重功能、技术ꎬ
缺乏艺术感和缺乏人情味的德国风格ꎻ与之相反ꎬ
美利坚民族是个民族大融合ꎬ渴望自由的环境下

造就了设计的幽默感与随意性ꎬ短暂的历史ꎬ自由

的人性ꎬ使美国设计更具轻松、乐观的色彩ꎻ中华

民族历史悠久ꎬ地大物博ꎬ人与人ꎬ人与物之间讲

究和谐共处ꎬ因此在自我实现要求上表现得深沉

含蓄又强烈突出ꎬ反映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内容ꎮ
一、从文化的结构和符号系统看文化与设计

的关系

“文化”是使用非常频繁的概念ꎮ 向翔在«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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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文化学»一书中就把文化区分为三类:第一ꎬ
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文化ꎬ即被人改造过

或者被人创造出来的自然物ꎻ第二ꎬ产生于人的各

种社会关系及其相应行为中的文化ꎬ如社会结构、
道德习俗、行为规范等ꎻ第三ꎬ在前两种文化产生

的基础上ꎬ产生于人的创造性思维中的文化ꎬ即精

神文化ꎬ包括一般观念和意识形态ꎮ 我们可以看

出ꎬ这三种文化是按照由物质到社会再到精神的

历史顺序产生和发展的ꎮ 人类学家李亦园把这三

种文化分别称为物质文化、伦理文化和表达文化ꎮ
在这里ꎬ物质实体、伦理制度和精神表象是被看成

三个在空间中平行的文化实体ꎮ
何星亮在«中国的图腾文化»中指出:“文化是

有空间的、立体的ꎮ 就其空间层来看ꎬ文化分为表

层文化、中层文化和深层文化ꎮ 也就是说ꎬ文化是

文化载体、文化规则和文化意义的统一ꎮ 文化的

载体是指文化的实体和外观感性形态ꎮ 它使文化

具有可感知和可观察的外观感性形态ꎬ使得文化

的传承具有了载体和媒介ꎬ并得以在空间上向外

扩散和时间积累传承ꎮ 文化的规则指文化载体要

素在表达和显示意义的过程中相互组合在一起的

内在规则ꎬ它使得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了

模式性、连贯性和一致性ꎮ 文化内涵是指隐含在

文化载体中的某种意义ꎮ 这种意义使文化成为主

体之间意义的显示、交流和传播的工具ꎮ”这三方

面的统一构成了文化的层次性ꎮ 文化载体是文化

规则和文化内涵的载体和媒介ꎬ文化规则必然要

通过文化载体来显现ꎬ并支配着意义的表达方式ꎬ
而文化意义只能以文化载体为载体ꎬ以文化规则

为规则而表达出来ꎮ 我们将它们三者看成文化的

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ꎮ
把文化看作表层结构、深层结构和意义结构

的统一恰恰说明了文化的符号特性ꎮ 文化实质

上可以看成是符号系统ꎮ 在符号主义中ꎬ“所谓

的文化ꎬ就是人类所创造的ꎬ作为意义系统的表

达、显示、交流和传承的符号系统ꎮ”
从交流主义和符号学角度看ꎬ设计就是文化ꎮ

设计借助文化载体ꎬ遵循一定的文化规则ꎬ表达一

定的文化内涵ꎮ 这与文化的三层结构相对应ꎮ
设计作为一种文化ꎬ其表层结构(文化载体)

是物质实体ꎬ它包括:产品、建筑、广告招贴、服饰

等可使用或可感知的实体ꎮ 其深层结构﹙文化

规则﹚是人们的民族性的特点﹙如:在中国ꎬ红
和黄是皇家色ꎬ红色代表着热闹ꎬ喜悦﹚、社会结

构和消费心理 (如:女性的社会角色和消费心

理)、人们的意识形态(如:中国人对“和”的追求

以及对善恶的评判标准)、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

和风俗等等制约和影响人们生活和思想的因素ꎮ
其意义结构﹙文化内涵﹚是设计最重要的核心

部分ꎬ即通过设计和设计品ꎬ体现文化价值、社会

价值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ꎬ
这一点得到凸显ꎮ 产品满足的不仅仅是物质需

求ꎬ更多的是满足心理需求ꎮ 设计者充分重视消

费大众所关注的文化意义、目标、价值、观念、习
惯和理想ꎬ调动文化资源ꎬ使产品具有了符号性ꎬ
传达了文化意义ꎬ表现了消费者的爱好、文化、社
会地位等等信息ꎮ 这点在福特和通用汽车的较

量中体现出来ꎮ 当人们需要物质上的满足时ꎬ整
齐划一的福特轿车有着很好的市场ꎬ当厄尔提出

“有计划的废止制”时ꎬ通用汽车以其多变的款式

赢得了市场ꎬ此时ꎬ汽车不仅仅是一种代步工具ꎬ
只更重要的是ꎬ它是文化载体ꎬ设计师通过对市

场需求的考察和对战后一代青年人的心理探究ꎬ
对其外型、色彩等方面进行构建ꎬ传达隐喻在汽

车这一实体背后的意义和文化内涵ꎮ
从符号学角度来说ꎬ广告设计是很能体现设

计作为一种文化的特质ꎮ 广告首先以文字符号、
语言符号以及图像为基础的ꎮ 广告的目的使商品

变为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符号象征ꎬ广告向你暗

示:拥有了这件商品ꎬ你就拥有了某种文化意义和

人生价值ꎬ因为这件商品就是这种意义和价值的

化身ꎮ 广告就是要在文化的意义秩序和物品的符

号秩序中找到一致点和结合点ꎮ 不难理解ꎬ广告

就是利用文字、语言、图像等基本符号ꎬ构建和表

达商品所具有的文化意义ꎮ 举个例子来说ꎬ我国

的孔府家酒ꎬ不管从包装设计还是广告设计ꎬ都是

在利用载体来体现和传达一种文化ꎬ因为“家”在
中华民族的本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ꎮ 人们购

买孔府家酒不仅仅是为了喝酒ꎬ而是通过购买和

更多的是表达对“家”的一种精神寄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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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符号学的角度看ꎬ设计不仅仅是一种行

为ꎬ它本身就是文化ꎬ因为设计及其设计的“物”
(可以是实体也可以是新闻媒体)均是表达意义

的符号体系和象征体系ꎮ
二、人类的发展看设计与文化的关系

翻开人类文明的发展史ꎬ我们可以看到:一
方面ꎬ设计依赖具体的社会和文化环境ꎻ另一方

面ꎬ设计本身ꎬ也创造了文化ꎮ
设计本身也创造了文化ꎮ 设计产生于原始

社会时期人类对石器的有意识、有目的的加工制

作ꎮ 在当时的ꎬ我们的先人的制造手段、工具相

当的低劣ꎬ随着他们对自然的不断认识和实践ꎬ
我们先人开始烧制陶器ꎬ在这过程中ꎬ孕育了辉

煌的马家窑文化和仰韶文化ꎮ
从现代社会来看ꎬ一种新的设计能改变人的

生活行为方式和状态ꎬ创造新的文化ꎮ 比如:电
脑的设计与出现ꎬ它改变了人们查询信息的方式

(图书馆不是查询资料的唯一去处)ꎬ丰富了人们

彼此交流的方式(我们用电子邮箱和 ＱＱ 来和朋

友交流)ꎬ电脑完成各种复杂的工作ꎬ提高了工作

效率(文字的编辑不再只靠手写来完成)以及使

生活多元化ꎮ 在网络中ꎬ我们结识地球那一边的

朋友ꎬ我们购买商品ꎬ我们玩游戏ꎬ听音乐ꎬ放松

自己ꎬ这一切都是电脑和网络带给我们的惊奇ꎬ
这也促成了网络社会和网络文化的出现ꎮ

无论是新石器时代还是现代主义时代ꎬ是后

现代主义时代还是信息时代ꎬ无论是远古的仰韶

文化还是现代的波普文化ꎬ人类的文明和文化的

发展史ꎬ就是一部设计史ꎮ 设计中体现文化、发
展和传播文化、创造文化ꎮ

设计是人类的创造行为ꎬ本身就是文化行

为ꎬ设计就是一种文化ꎮ
三、在现代设计中合理的中国传统文化

就如上所说ꎬ设计就是一种文化ꎬ它与文化有

相对应的结构ꎬ它与文化的发展相并行ꎮ 中国是

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ꎬ是拥有 ５６ 个民族的大家

庭ꎬ挖掘这块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ꎬ很有利于

中国设计的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化设计风

貌的形成ꎮ 这种挖掘不是简单的将传统文化中的

“形”赋予在现代设计中ꎬ而是将传统文化中的精

髓即“神”融入在设计之中ꎮ 也就是说ꎬ设计将传

统文化的精髓(质)符号化到设计品(可以是产品、
标志、建筑等多种形式)中ꎬ体现和传达文化内涵

(当然这种符号化不可以是牵强附会的、流于形式

的)ꎮ 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的成功ꎬ就是因为

他懂得如何将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如中国水墨文

化、儒家文化之精髓融入设计中ꎮ
张道一教授在为«民艺学论纲»写序中提到

“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ꎬ是民族文化的根之

所在”ꎬ传统艺术的内容大于民间艺术ꎬ在继承和

发扬中ꎬ我们首先要“取其精华ꎬ去其糟粕”ꎬ其次

要在各种设计类别中体现“形散神不散”ꎬ即在各

种设计中ꎬ通过设计元素表达文化内涵ꎬ将文化内

化到设计中ꎬ将传统文化符号取其形、延其意、传
其神的运用在现代设计中ꎬ这不是简单地流于表

面ꎮ 现代的设计就是一种把人们的思想赋予形态

的工作ꎬ是将所有的人造物赋予美好的目的并加

以实现ꎬ优秀的设计是“真、善、美”的体现ꎬ因此ꎬ
现代设计应合理地、巧妙地、含蓄地将传统文化与

现代人的物质需求、精神需求和审美意识以及时

尚元素结合起来ꎬ保持其时代性和生命力ꎮ
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今天ꎬ人们的消费是

符号的消费和文化的消费ꎬ设计满足的不是物质

需求ꎬ而更多的是精神需求ꎮ 在这种状态下ꎬ设
计是一种文化更应该得到重视和提倡ꎬ当然ꎬ这
种文化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ꎮ 有位资深的经济

学家说过ꎬ“产品的一半是文化”ꎬ在设计中体现、
倡导积极向上的文化ꎬ摒弃和避免消极低俗的文

化(如:设计师设计色情游戏机)ꎬ是现代设计的

正确方向ꎬ也是设计师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ꎮ 只

有这样ꎬ设计作为文化的这棵树ꎬ才能茁壮健康

的成长!

参考文献:
[１] 尹定邦.设计学概论[Ｍ].湖南:湖南科学技

术出版社

[２] 何人可.工业设计史[Ｍ].北京:北京理工大

学出版社

[３] 胡飞ꎬ杨瑞.设计符号与产品语意[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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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

胡筑英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教师的职业生涯规划ꎬ是对有关教师职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的设想和规划ꎮ 教师制定

职业生涯规划是终身教育的需要、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ꎮ
关键词:教师ꎻ职业ꎻ生涯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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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谓职业生涯规划ꎬ要了解教师职业生涯规

划ꎬ我们先要明白什么是是生涯、职业生涯、教师

职业生涯ꎮ 何谓“生涯”就是一生重要工作的综

合ꎬ是以职业为中心ꎬ但又不仅仅限于职业层面ꎬ
还包括所有人生角色ꎬ如家庭:子女、配偶、父母ꎻ
学校:学习者ꎻ职业:生产者ꎻ社会:公民、消费者、
休闲者、退休者ꎮ 是自我认知、自我了解、自我肯

定、自我定位、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过程ꎮ 生涯

规划即一个人生涯过程的妥善安排ꎮ 职业生涯

是指一个人一生中职业经历过程ꎬ是指一个人一

生连续从事和承担的职业、职务、职位的过程ꎮ
教师的职业生涯ꎬ是指一个人作为教师从事

教师职业的整个过程ꎮ 因此ꎬ教师的职业生涯规

划ꎬ是对有关教师职业发展的各个方面进行的设

想和规划ꎬ具体包括:对教师职业的选择ꎬ对教师

职业目标与预期成就的设想ꎬ对工作单位和岗位

的设计ꎬ对成长阶段步骤以及环境条件的考虑ꎮ
当一个人选择并且从事一种职业时ꎬ其职业生涯

就意味着开始ꎮ 教师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ꎬ要获

得职业生涯的成功ꎬ就必须在专业成长的道路上ꎬ
通过有效的职业生涯计划和管理ꎬ使自己的能力、
技术、价值观等沿着崇高的目标ꎬ不断追求、不断

实现ꎮ 教师职业生涯发展的中心是教师的专业发

展ꎮ 这种专业发展是一个终身学习过程ꎬ人的一

生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充实的过程ꎬ学习的最大敌

人就是自己的满足ꎮ 一个教师职业生涯的成功与

失败ꎬ其判断的标准ꎬ主要是看其自主发展的水

平、个人职业的体验、学生肯定和社会尊重等ꎬ而
外在的职称、职务、报酬以及地位等外在变化次

之ꎮ 实现专业化可持续发展ꎬ职业生涯规划是一

２５

作者简介:胡筑英(１９６３－ )ꎬ女ꎬ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ꎮ 研究方向:机械ꎮ



种有效的手段ꎮ 而对每个人而言ꎬ职业生命是有

限的ꎬ如果不进行有效的规划ꎬ势必会造成生命和

时间的浪费ꎮ 作为一名教师ꎬ若是带着一脸茫然ꎬ
踏入这个拥挤的社会ꎬ怎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呢ꎬ要
使自己占有一席之地ꎬ必须为自己拟定一份职业

生涯规划ꎬ将自己的未来好好的设计一下ꎮ
一个有基本人文素养的人ꎬ做职业生涯的规

划ꎬ可使用一些简便易行的方法ꎮ 这里介绍一种

五步法———用五个问题归零思考法ꎮ
Ａ、我是谁ꎻＢ、我想做什么ꎻＣ、我会做什么ꎻＤ、

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做什么ꎻ Ｅ、我的职业与生活规

划是什么ꎮ 如果回答了这五个问题ꎬ找到它们的

最高共同点ꎬ您就有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ꎮ
对于第一个问题“我是谁”回答的要点是ꎬ面

对自己ꎬ真实地写出每一个

想到的答案ꎬ写完了再想想有没遗漏ꎬ认为

确实没有了ꎬ 按重要性进行排序ꎮ
对于第二个问题“我想干什么ꎬ”可将思绪回

溯到孩童时代ꎬ从人生初次萌生第一个想干什么

的念头开始ꎬ然后随年龄的增长ꎬ回忆自己真心

向往过想干的事并一一地记录下来ꎬ写完后再想

想有无遗漏ꎬ确实没有了就进行认真的排序ꎮ
对于第三个问题“我能干什么”则把确实证

明的能力和自认为还可以开发出来的潜能都一

一列出来ꎬ认为没有遗漏了ꎬ就进行认真的排序ꎮ
第四个问题“环境支持或允许我干什么ꎬ”的

回答则要稍做分析ꎬ环境ꎬ有本单位、本市、本省、
本国和其他国家ꎬ自小向大ꎬ只要认为自己有可

能借助的环境ꎬ都应在考虑范畴之内ꎬ在这些环

境中ꎬ认真想想自己可能获得什么支持和允许ꎬ
搞明白后一一写下来ꎬ再以重要性排列一下ꎬ我
的职业与生活规划就有了ꎮ

首先ꎬ充分了解他人对自己的评价 从他人那

里获得自身发展状况的评价ꎬ往往具有一定的客

观性ꎮ 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一般要综合考虑ꎬ以
便做好职业生涯规划ꎮ 一般获取的途径如下ꎬ教
学同行ꎬ教研员和区内其它同行、学校同行评价ꎬ
可采取对话形式获取ꎬ年级同行评价ꎬ可采取对

话形式获取ꎬ学校和主管领导评价可通过对话、
日常会议评价、年度总结评语等形式获取 学生评

价ꎬ可采取问卷调查表、学生座谈会等形式获取ꎮ
其次ꎬ职业发展目标与行动策略

长期目标ꎬ可从教育、教学、教科研方面谈ꎬ
也可从在学校中的位置谈ꎬ教育方面 ꎬ成为“良
好的班级管理者”ꎬ对于班级的管理ꎬ学生的辅

导、补救教学ꎬ师生关系融洽、学习效果提升等方

面形成专长ꎮ 教学方面 ꎬ成为“课程与教学专家”
教师对某一课程的发展、教材的编写有独到的成

就ꎬ或是对于所教学科某一章节知识点的教学方

法改良有自己的心得ꎬ加以钻研ꎮ 教科研方面ꎬ
成为某一领域或项目专家ꎬ如信息、视听媒体、学
科教学、书法、球类等ꎮ 其他方面ꎬ 在人际交往、
其他任职方面是否有专长或发展机会ꎮ

教师制定职业生涯规划是终身教育的需要、
教师自身发展的需要ꎬ为此特制定教师的职业生

涯规划

一、做一名合格的教师ꎮ
对工作岗位充满热爱ꎮ 是一个和蔼可亲的

人ꎮ 善于发现学生的美ꎮ 给学生宽松的环境ꎮ
知道尊重学生ꎮ 有丰富扎实的的知识底蕴ꎮ 善

于思考具有创造力注意引导学生

二、做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教师ꎮ
说话做到语言美———语言是教师传输教学

和教育内容的主要载体ꎬ直接体现教师的文化修

养和个人品质ꎮ"良言一句三冬暖ꎬ恶语伤人六月

寒ꎮ" 始终保持仪表美———风度是透过言语举止

表现出来的内在精神ꎮ 努力锻造人格美———乌

申斯基说:教师的人格就是教育工作的一切ꎮ 心

态平和心境美———冷静不等于无动于衷ꎬ克制也

不是妥协退让ꎬ关键是把握住自己的情绪ꎮ
三、做一名学生最喜爱的老师ꎮ
与学生沟通、激发学生自主管理的兴趣和欲望、

创建一个宽松的环境ꎬ给学生自由施展的空间———树

立"民主ꎬ合作"的带班观ꎬ放开手ꎬ让学生自己走、荣
誉感召———学生的最高成就感ꎬ来于教师的肯定和赞

赏、理想憧憬———向往未来ꎬ充满信心ꎮ
四、把握好课堂ꎮ
课堂是知识汇集ꎬ思维碰撞ꎬ情感交流的场

所ꎮ 授课生动是维持课堂纪律的良方ꎻ以民主的

精神ꎬ开放的态度ꎬ合作的方式ꎬ宽松的环境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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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ꎻ把课堂变成激发显示生命活力ꎬ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的有力手段ꎬ成为学生喜爱ꎬ依恋ꎬ维护

的家园ꎻ以自己崇高的理想ꎬ乐观的态度ꎬ丰富的

阅历ꎬ进取的精神影响学生ꎬ启迪学生ꎬ感染学

生ꎬ成为学生精神生活的导师ꎬ人生旅途的向导ꎻ
巧用语言ꎮ 甜甜的语言ꎬ把语言包装一下ꎬ给语

言裹上一层糖衣ꎬ教育效果会更好ꎻ温暖的语言

就像春雨ꎬ滋润着学生的心田宽容的语言像阳光

普照大地ꎻ鼓励的语言能燃起学生追求向上的烈

焰ꎻ信任的语言似甘泉无声润育着禾苗ꎻ尊重的

语言促进师生的理解ꎻ理解的语言碰发出共鸣的

轨迹

总之ꎬ每个教师都需进行生涯规划ꎮ 这样才

能做自己生命的主角ꎬ做自己生命的设计师、领

航员ꎬ真正为学生和自己的生命负责ꎮ 有管理能

力就有把握带好班级ꎻ有渊博的知识就能自如地

调控教案ꎻ有爱心就能取得学生的信任ꎻ有科学

的理论就能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ꎻ为人师表就能

成为学生崇拜的偶像ꎮ 我认为只有这样自己的

职业规划目标才能得以实现ꎮ 良好的教师生涯

规划ꎬ主要目的在于增进教师的可持续发展和专

业成长ꎬ终极目标在树立教师的专业地位与职业

形象ꎮ 从社会的角色期望而言ꎬ教师身负教育下

一代的神圣使命ꎬ一位能做好生涯规划的教师ꎬ
必能有目的、积极主动并快乐地投入教学ꎬ使学

生学习具有效率ꎮ 每个教师都需进行生涯规划ꎬ
这样才能做自己生命的主角ꎬ做自己生命的设计

师、领航员ꎬ真正为学生和自己的生命负责ꎮ

(上接第 ４８ 页)

五、情境记忆法

记忆单词要结合其所用的场合或情境ꎬ在不

同的情景下ꎬ我们会用到不同的单词ꎬ通过情景

分类又有利于结合口语句型练习ꎬ让学生做到活

学活用ꎬ以便达到“一石二鸟”的效果ꎮ
记忆英语单词与环境有关ꎮ 记忆和理解英语

单词的时候ꎬ我们要利用“环境因素”的“暗示”ꎬ随
后又在不断地学习和应用过程中逐步摆脱这些

“环境因素”的“暗示”ꎬ达到抽象的记忆和理解ꎮ
而且即使已经记住的生词ꎬ也只是在特定的环境

里才知道其意义ꎬ环境一变ꎬ似乎又成了生词ꎮ 比

方说ꎬ从某一课里学到了一个生词ꎬ而且确实记住

了ꎬ如果把它放到另一新课程ꎬ可能会觉得陌生ꎮ
因此ꎬ要想熟练地掌握英语单词ꎬ还必须要在各种

语境下记忆ꎮ 不管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ꎬ这
是我们每个人记忆英语单词时实际上走的一条曲

折的路ꎬ千万不能因短期内记不住而灰心丧气ꎮ
例如:“ｇｅｔ ａｗａｙ”作“离开、滚开”解ꎬ“ｇｅ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作“到达、打通”解ꎬ“ｇｅｔ ｕｐ”作“起床、登上”解等ꎮ
脑子里有了这么多对于 ｇｅｔ 这个单词意义的理解

时ꎬ别人猛一问 ｇｅｔ 这个英语单词何意时ꎬ还不一

定马上回答出来ꎮ 但是这个单词与其它单词组合

在一起ꎬ在不同语境里出现时ꎬ却都能随机应变地

正确解释它ꎮ 只有到了这种境界ꎬ才能说明对英

语单词意义的理解比较广泛了ꎬ英语水平提高了ꎮ
结束语

当然ꎬ单词的记忆方法是多种多样的ꎬ教师

要意识到英语词汇学习的重要性ꎬ不断总结教学

经验ꎬ研究教学方法ꎬ教给学生记忆单词的有效

方法和策略ꎬ让学生运用各种有效的单词记忆方

法来记忆单词、掌握单词ꎬ使学生最大限度地体

验成功的喜悦与自我价值ꎬ激发学生学习、记忆

英语单词以及学习英语的兴趣ꎬ培养学生综合运

用英语的能力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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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 .福建外语ꎬ１９９６(４).转贴于 中

[５] 章兼中«外语教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ꎬ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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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１９９９ 年第 １１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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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患矛盾现状

张晓丽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 贵州　 贵阳　 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现阶段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对医疗服务属性界定不清、医疗保险市场的不健全、医德医

风建设不到位ꎬ导致我国医疗服务市场的混乱ꎬ造成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问题ꎬ解决这一问

题的对策是: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ꎻ加大监管力度ꎻ加强医德医风建设ꎮ
关键词:医疗服务ꎻ信息不对称ꎻ道德风险ꎻ逆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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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医疗服务中“是以保障人民健康为

首要目的ꎬ还是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 是最大

限度地减轻人民群众的医药负担ꎬ还是最大限度

地降低国家经济负担?”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服务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ꎬ并且人们对医疗服务到度是

什么产品或是什么商品ꎬ在什么情况下医疗费由

国以福利的形式提供ꎬ没有明确统一的认识ꎮ 又

由于医疗服务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性ꎬ逆向选

择和道德风险ꎬ从而导致低效率ꎮ 由于人类活动

的不同领域的产出具有不同的形式和特征ꎬ所以

只有那些适合于以市场供给的方式提供的物品

和服务被作为商品供给才是有效率的ꎮ 这是因

为ꎬ虽然市场参与者的主体是以利润最大化为高

观追求的目标ꎬ但是只要这些市场参与者在法律

规定的框架下进行竞争ꎬ他们就必须以争取最大

的产出ꎬ以实现资源的有效置为手段ꎮ 但市场的

效率是以一些标准假设为条件的ꎬ如果其中的一

个或多个假设不成立ꎬ市场效率就会受到影响ꎬ
就需要一定形式的国家干预或非市场形式的

供给ꎮ
一、医疗服务属性分析

就医疗服务领域而言ꎬ其产出是健康ꎬ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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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率指的是在投入既定的条件下ꎬ以最能保障

和提高公民的健康水平的方式提供服务ꎬ或者说

用尽可能低的投入使患者的疾病得到治疗ꎬ使全

体公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ꎮ 医疗服务的配置

效率指的是投入医疗领域的资源的边际效用应

该与投入其他领域的资源的边际效用相等ꎮ 医

疗服务的配置效率还表明ꎬ一个社会在医疗服务

领域投入的资源不能完全取决于其社会成员对

医疗服务的需要ꎬ由于医学科学和医疗技术的发

展ꎬ人类社会必须面对这样的一种情况ꎬ即由于

资源的稀缺性对每一个病人提供的治疗手段是

不可能实现的ꎮ 因而对哪些投入很高ꎬ边际效益

却很低的病症ꎬ都应该由自己付费或通过私人医

疗保险支付方式来解决医疗问题ꎮ
从理论上讲ꎬ学者ꎬ特别是经济学家极力主

张医疗体制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市场化ꎮ 他们认

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ꎬ医疗服务应该是一种付费

享受的服务ꎬ其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ꎮ 但

２００３ 年“非典”的流行导致了“公共卫生突发事

件”ꎬ“公共卫生危机”等观念的流行ꎬ使一些人认

识到了医疗服务的公共性ꎮ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修订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预防法»ꎬ国家财政拿出

了不 ２００ 亿元资金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的几十

个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补助中心ꎮ 这进又出现

了对医疗服务的两种误解ꎬ其一是将所有的医疗

服务都称为公共服务ꎻ其二是仅仅把对严重危害

人的生命ꎬ如果不加以控制必然迅速蔓延的传染

病的预测和控制视为公共服务ꎮ 医疗服务不能

简单的视为商品ꎬ同时也不完全属于公共服务ꎬ
其中既有公共服务的属性ꎬ也有社会服务的

属性ꎮ
那么在这里就要界定私人物品和公共物品ꎮ

单独的个人可以排他性的拥有、使用或享用的物

品被称为私人共物品ꎮ 私人物品通过市场竞争

和价值产生供求关系ꎻ而公共物品是指在相关范

围内所有人的受益ꎬ当然不能排除“搭便车”的可

能ꎮ 在当今社会ꎬ公共物品应该由政府提供的无

偿或无利润的服务ꎮ 根据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

的各自特征ꎬ很显然ꎬ在医疗服务领域ꎬ对传染

病、地方病以及职业病的预防、控制和治疗属于

公共服务ꎬ应该是政府的责任ꎮ 因为有些人可能

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不采取必要的预防和治疗

措施ꎬ结果受损害的不仅是患者个人ꎬ而且还会

传染给更多的人ꎮ
所谓公共物品或公共服务就是由于政府利

用一般税收收入直接组织提供物品和服务ꎮ 但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ꎬ对疾病的治疗需要使用哪

些药物和治疗手段完全由医生来决定ꎬ一般的患

者没有相关的知识和条件可以自由进行选择ꎮ
这样如果对医疗活动不加以规范ꎬ医生为了获得

更多的经济利益ꎬ可能提供数量多ꎬ质次价高的

医疗服务ꎬ从而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配置造成

浪费ꎮ 也就是说ꎬ医疗服务市场的结果有可能会

造成供方的垄断和基于医疗知识技能的专业权

利的滥用ꎬ所以ꎬ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制定规范ꎬ组
织监督的责任ꎮ

而医疗服务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经营

目的、权利和义务上是有差别的ꎬ属于公共属性

的医院ꎬ在经营目的上是没有盈利的ꎬ就是说它

的财务管理的目标是收支平衡ꎻ收入大于支出必

须上缴国库ꎬ对出大于收入财政加以弥补ꎬ而属

于公共属性的医院自力更生ꎬ自负盈亏ꎬ它以盈

利为目的ꎬ也就是它的收入必须大于支出ꎬ才能

继续经营下去ꎮ 在权利义务上ꎬ公立医院有权得

到政府拨款ꎬ有权豁免营业税和单位所得税等ꎮ
它必须承担政府委托的转移支付责任ꎮ 对弱势

人口提免费和低标准收费的义务ꎮ 它必须执行

政府规定的收费标准和制度ꎮ 社会办医院ꎬ没有

政府拨款ꎬ独立自主经营ꎬ有权独立自主用于投

资发展医疗事业其他相关事业ꎬ也可以为中谋福

利ꎮ 医疗服务的特殊性ꎬ在传统道义上讲ꎬ救死

扶伤应是其天职ꎬ没有什么公私之分ꎮ
由于资源的稀缺性ꎬ个人在医疗过程中也应

当承担相应的责任ꎮ 为什么个人应当承担责任?
以传染病为例ꎬ传染病的种类很多ꎬ有些传染病

的发生与患者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有密切的关

系ꎬ如果个人在一些方面不注意ꎬ让相关部门强

制或监督不是长久之计ꎮ 而且对传染病的治疗

也不仅仅对他对人有益ꎬ对当事人同样有益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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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预防ꎬ控制和治疗传染病的责任出不能完全由

政府来承担ꎮ
二、我国医疗服务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领域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既缺乏效率又缺乏公正ꎬ具体表现为医疗服务费

用过度增长ꎬ患者医疗负担过重ꎬ低收者的基本

医疗需要得不到保障ꎬ有公费医疗的人直接或间

接地过度消费医疗资源ꎮ 根据卫生部公布ꎬ在我

国有 ４４.８％的城镇人口和 ７９.１％的农村人口没有

任何医疗保障ꎬ基本上靠自费看病ꎬ患难夫妻者

有 ４８.９％的人没有到医疗就诊ꎮ 调查还发现ꎬ医
生诊断应住院治疗的患者而没有住院的比例为

２９.６％ꎬ而从患者未就诊ꎬ未住院的原因分析来

看:门诊患者中 ３８.２％的人是由于经济困难ꎬ在
应该住院而未住院的患者中ꎬ７０％出是由于经济

困难ꎮ 近几年国家虽然加大对农民和城市低保

人员的医保资金的投资力度ꎬ但并不能从根本上

解决问题ꎮ 农村医保和城市低保人员的医保费

用只能解决头痛脑热小病ꎬ对于重大病症却无能

为力ꎮ 而另一方面ꎬ根据«２００４ 年中国卫生事业

发展情况统计公报»再一次显示ꎬ“医院门诊和住

院病人人均医疗费用继续增加ꎬ医疗费增长幅度

有上升ꎮ ２００４ 年卫生部门综合医院门急诊病人

人均医疗费用为 １１７.７ 元ꎬ比上年增加 ９.５ 元ꎬ增
长 ８.８％ꎬ出院病人人均住院医疗费用为 ４２８３.７
元ꎬ比上年增加 ３７２ 元ꎬ增长 ９.５％ꎬ与上年比较ꎬ
门诊医疗费用增长幅度上升 ０.２ 个百分点ꎬ住院

医疗费增长幅度上 ０.８ 个百分点ꎬ由此可见ꎬ一部

分人看不起病ꎬ而医疗费用却大幅上升ꎮ 其中显

现的问题不仅是社会公正的缺失ꎬ而且也表现为

一部分患者过度消费医疗资源ꎮ 一些在医院治

疗过程中存在“黑箱”问题ꎮ 而这些都是由于信

息不对称造成的ꎮ
三、对存在问题分析

(一)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服务过程中“道德

同险”
信息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ꎬ但是

信息这种稀缺资源在现实社会系统中生成、发
送、传递、接受和反馈的过程中并不能保证所有

社会主体均能获得ꎬ信息的这种以称性或不完全

性具有普遍意义ꎮ 信息不对称性在医疗服务中

有突出的表现ꎮ １９９５ 年到 ２００１ 年ꎬ我国城镇居

民人均医疗费平均每年增长 ２０.８７％ꎬ农村居民人

均医疗费用平均年增长 １４.６７％ꎬ均远高于同期 ８.
６％的 ＧＤＰ 年增长率ꎮ 从动因看ꎬ费用增长又分

为两类ꎬ一类属于合理范畴ꎬ其动因包括经济发

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ꎬ人口老龄化ꎬ医疗技术水

平的提高ꎬ以及因生活模式的转变而引起疾病的

改变等ꎮ 另一类增长则属于不合理的范畴ꎬ其动

因包括医疗机构提供过度检查ꎬ医生为赚取回扣

不恰当地使用高价药ꎬ非医保患者持卡冒名就

医ꎮ 但是由于对疾病的治疗需要使用哪些药各

治疗手段ꎬ完全由医生来决定ꎬ一般患者没有相

关知识和条件可以自由选择ꎮ 即在医疗服务中

存在众所周知的消费者信息贫乏导致的信息不

对称问题ꎮ 主要表现在患者的过度消费和医疗

机构的诱导需求ꎮ
１、过度消费问题

在医疗服务中道德风险表现之一是患者的

过度消费ꎬ患者在投保之后由地实际承担的医疗

费用下降导致其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上升的现象ꎮ
忠者过度消费的现象并有鲜见ꎬ典型的如一人看

病全家吃药ꎬ要求医生小病大治ꎬ以及社会医疗

保险中的“一卡多用”等ꎮ
２、诱导需求问题

所谓诱导需求ꎬ是指医疗服务提供方利用其

信息优势诱导患者接受过度医疗服务的现象ꎬ与
患者过度消费不同ꎬ在诱导需求中ꎬ患者处于被

动地位ꎬ其不合理的医疗需求并非出于自愿ꎬ而
是被医疗服务提供者激发出来的ꎮ 医疗服务是

一种专家服务ꎬ具有天生的非同质性和供方信息

垄断性ꎬ医生对疾病严重程度、治疗手段的有效

性、医疗服务的适度性等信息更为了解ꎮ 并且医

生具有诱导需求的内在动力ꎬ这是因为他们的收

入比医疗费用的高低成正相关关系ꎬ因此从效用

最大化角度出发有动力促使费用上升ꎮ
(二)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服务的“逆向选

择”
这一现象尤其体现在医疗保险中ꎮ 导致医

疗保险供给不足的重要原因是逆向选择ꎮ 不同

７５

　 第 ２ 期 张晓丽:浅析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医患矛盾现状



的人感染疾病的禀赋是不同的ꎬ从理论上讲ꎬ天
生体弱者只能支付较高的保险费才能买医疗保

险ꎬ但是ꎬ逆向选择的结果是高风险的人隐瞒其

真实风险状况ꎬ投保者藏匿私人信息的行动使保

险商发现公司在亏损ꎬ为了经营下去ꎬ他只好提

高保费ꎬ但这样的结果却使风险相对小的人觉得

吃亏而纷纷退出市场ꎮ 面对留下的风险较高的

人ꎬ保险高出于经营的目的须再次提高保费ꎬ从
而再次逼使一些人退出市场ꎮ 这种恶性循环继

续下去将会使退出市场的人越来越多ꎬ最后ꎬ在
其他假设条件不变的情况下ꎬ医疗保险市场就会

出现供给不足ꎮ
四、对存在问题解决方案

信息不对称使医疗服务中存在和种种弊端ꎬ
归根到底是因为国家对医疗服务的激励和约束

机制不健全ꎬ不完善ꎬ是无效的ꎬ而要平衡患者在

信息博弈中的弱势地位ꎬ确保其安全性ꎬ就要通

过对医疗服务的约束来实现的ꎮ 激励的含义是

机制设计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所采取的诱使

具有私人信息的个人按其自利要求做出的行动

符合该目标ꎮ
１、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如前所述ꎮ 诱导

需求产生的根源ꎬ医疗机构相对患者和保险机构

具有明显的信息优势ꎬ这种信息优势不仅表现在

专业优势上ꎬ而且还表现在医院的信息不透明

上ꎮ 现在的医疗机构对于保险机构而言就像一

只“黑箱”输入的是患者和就医次数ꎬ输出的是各

项医疗费用和总费用ꎬ而其间的一系列诊疗过程

却不为保险机构所知ꎬ如此势必造成保险机构对

医疗机构的监督心有余而力不足ꎮ 社会医疗保

险机构在这方面比商业医疗保险机构具有优势ꎬ
它们对于医生的检查、用药、住院、开刀等行为掌

握部分信息ꎬ但仍存在不少缺陷ꎬ一是信息内容

不完整ꎬ二是对信息利用不充分ꎬ现在的社会医

保机构只是从各项费用(如检查费、药品费等)独
立的角度出发分别审核其是否符合基本医保要

求或是否超出了在总费用中的最高比规定ꎬ却没

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从每病例诊疗过程的角度来

分析诊疗的必要性与合理性ꎮ 因而有必要利用

信息技术建立医疗服务信息系统ꎬ使保险机构能

够对被保险人的诊疗过程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

解ꎬ在此基础上ꎬ保险机构的费用控制能力将大

为提高ꎮ 推动其上涨的负面作用ꎻ而保单限额方

法则恰恰相反ꎮ 因此ꎬ将三种方法结合使用效果

最好ꎮ
２、在监督管理方面ꎬ借鉴西方国家的先进方

法ꎮ 例如ꎬ发达国家医疗保险业的最大特征是ꎬ
医生受保险公司的全面监督ꎬ不敢“吃黑”ꎮ 医生

只开药不配药ꎬ没有机会赚药钱ꎮ 患者有自由选

择在哪家保险机构投保的权利ꎬ保险机构为争取

患者自然要提高患者的投保收益ꎬ缴费降低保额

提高ꎮ 保险机构可以聘请大量专业的医学、药学

专家来监督医生的诊疗是否科学合理ꎬ改变目前

患者任医生摆布的弱势地位ꎮ 通过市场化机制

自然形成患者、保险机构、医疗机构、药品流通、
药品制造等几方利益的相互制约ꎮ 就医疗保险

的发展方向而言ꎬ未来患者更多的是和保险机构

发生费用关系而不是在医院ꎬ医院只是向患者提

供医疗服务ꎬ医院和患者面对共同的第三方———
保险机构ꎮ 保险公司不仅仅对医院的费用关注ꎬ
也对患者的诊疗情况了解、监督ꎮ

另外ꎬ国家要加强医风医德建设ꎬ加大行业

惩罚力度ꎬ使我国医疗服务在今后的改革中逐步

健全和完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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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绘画的写生法———传移模写

谢春涛

(贵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ꎬ贵州　 贵阳ꎬ５５００２５)

摘　 要:南朝齐、梁间士人谢赫著述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的绘画“六法论”就被定义为中国画学理

论的主导思想ꎮ “一曰气韵生动ꎬ二曰骨法用笔ꎬ三曰应物象形ꎬ四曰随类赋彩ꎬ五曰经营位置ꎬ六曰传

模移写ꎮ”其中关于第六法“传移模写”ꎬ大多被后世学人解读为是临摹ꎬ仔细探究之后我认为“传移模

写”讲的是写生的创作方式ꎬ而不是临摹的学习方式ꎬ我将从原文情景与谢赫所处时代背景来作论证ꎬ
并探讨对于中国传统写生技法的演变和时代影响ꎮ

关键词:写生ꎻ六法论ꎻ传移模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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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写生的概念ꎬ我们首先想的是西方写实

传统中对着客观对象进行空间、比例、层次的客

观描绘的绘画方法ꎮ 但是ꎬ我们细心研究中国美

术史就会发现ꎬ中国传统绘画也有一套区别于西

方传统的写生方法ꎬ并且这一方法在文人士大夫

长期的艺术实践和体证中得到辩证实践和充实

完善ꎮ
写生大多被认作是写实绘画的技法ꎬ而中国

绘画传统也有自成体系的写实技巧ꎬ这个传统与

我们的哲学思想紧密关联ꎬ即是重视表现和传达

对象的内在精神气格ꎬ而不是严格科学的注重结

构比例的再现ꎮ (当然ꎬ秦始皇的兵马俑中体现

的高超写实技巧是一个特殊的案例ꎮ)这是由于

中国绘画的创作主体决定的ꎬ这个主体是有较高

人文素养的文人士大夫群体ꎬ而大量的工匠则是

从属的群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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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公元五世纪ꎬ南朝齐、梁间士人谢赫著

述的«古画品录»中提出的绘画“六法论”就被定

义为中国画学理论的主导思想ꎮ “画有六法:一
曰气韵生动ꎬ二曰骨法用笔ꎬ三曰应物象形ꎬ四曰

随类赋彩ꎬ五曰经营位置ꎬ六曰传模移写ꎮ 自古

画人罕能兼之ꎮ”其中关于第六法“传移模写”ꎬ大
多被后世学人解读为是临摹ꎬ仔细探究之后我提

出如下不同观点ꎬ并试图举证说明ꎮ
一、“传移模写”讲的是写生的创作方式ꎬ而

不是临摹的学习方式ꎮ
１.１　 “写生创作”符合原文情景:
«古画品录»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五胡乱华的

南北朝时期ꎬ当时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ꎬ导
致南北对立ꎮ 社会和政治极不稳定ꎬ士人多崇尚

老庄玄虚、清谈之学以回避现实困境ꎬ对于人物

气节性格的品藻与臧否是流行的舆论生活方式ꎬ
而作为绘画与书法艺术的创作主体———文人士

夫ꎬ艺术活动对于他们而言也只是一种对时光的

消遣ꎬ有别于北朝以模制佛教绘画谋生的画工ꎮ
由此可见ꎬ谢赫所讲“六法”其实是对士夫绘画的

一种品评标准ꎬ如同对于画家技法与画作水平的

审美标准ꎮ 所以ꎬ如果“传移模写”是讲临摹技

法ꎬ那只能是学习方式ꎬ而不能作评价标准ꎮ 而

如果作为“写生”讲ꎬ就可以体现画家对于所画对

象整体的、综合的观察分析方法ꎬ进而上贯其他

五法ꎬ而呈现一副神采奕奕、妙趣横生的作品ꎮ
同时ꎬ我们有必要联系«古画品录»的上下文

关系ꎬ对“传移模写”进行解读ꎮ
“夫画品者ꎬ盖众画之优劣也ꎮ 图绘者ꎬ莫不

明劝戒、著升沉ꎬ千载寂寥ꎬ披图可鉴ꎮ 虽画有六

法ꎬ罕能尽该ꎮ 而自古及今ꎬ各善一节ꎮ 六法者

何? 一ꎬ气韵生动是也ꎻ二ꎬ骨法用笔是也ꎻ三ꎬ应
物象形是也ꎻ四ꎬ随类赋彩是也ꎻ五ꎬ经营位置是

也ꎻ六ꎬ传移模写是也ꎮ 唯陆探微、卫协备该之

矣ꎮ 然迹有巧拙ꎬ艺无古今ꎬ谨依远近ꎬ随其品

第ꎬ裁成序引ꎮ 故此所述不广其源ꎬ但传出自神

仙ꎬ莫之闻见也ꎮ ”———谢赫«古画品录»
我们ꎬ细读此文ꎬ发现文章从开头所概述“夫

画品者ꎬ盖众画之优劣也”到“然迹有巧拙ꎬ艺无

古今ꎬ谨依远近ꎬ随其品第ꎬ裁成序引”通篇

都是在讲品位、评价ꎬ即对前期已出现的绘画进

行审美的评价标准ꎬ如果我们仍将“传移模写”解
读为临摹ꎬ总会觉得特别别扭ꎬ于上下文关系显

得生硬ꎬ总觉不够契合ꎮ 而解读为对对象的写生

观察方式ꎬ全面考察对象上下、左右、前后的空间

关系ꎬ并将之表现在图纸上的创作能力ꎬ则能较

好地呼应文本ꎮ 原文首先叙述“六法”ꎬ接着就将

同时代的以及前期的画家分了六品ꎬ逐一品评ꎮ
由此可见ꎬ以“临摹”技法的高低作为审美标准实

在难以服众ꎮ
１.２　 以“写生创作”解ꎬ则符合作者所在时

代背景:
东汉造纸术的发明ꎬ为书法和绘画的推广起

到积极的作用ꎮ 有别于东汉以前以砖、石为载

体ꎬ从事粗糙劳作的画工ꎬ大量才艺卓群的文人

士大夫参与到绘画的艺术活动中来ꎬ他们的作画

行为本是情之所至ꎬ兴趣欣然的事ꎮ 而“临摹”作
为初期学习阶段的技能训练ꎬ总不见得有那么多

乐趣ꎬ而“写生”则不然ꎮ 况且ꎬ当时可以说是士

人绘画兴起的时代ꎬ也没有多少图本可供临摹ꎬ
而更多的是开辟格局的创举ꎮ

虽然受到北朝的佛教石窟造像和壁画绘制

风气的影响ꎬ南朝也一度盛行佛像绘画的制作ꎬ
而南朝仍以道家哲学和道教为主要文化归依ꎮ
其时ꎬ更是以东方思想融化、汇合西方思想的大

时代ꎬ就连传自西域的犍陀罗时期佛教图像也经

过中国化的改造ꎬ如将重块面、体量的凹凸法改

为重空间、意像的线描法ꎮ 由此可见ꎬ南朝士人

并没有完全以临摹的方式照抄外来绘画ꎬ临摹也

就并不是绘画的创作方式ꎬ又因为其只处于仿制

阶段的较低技术水准ꎬ并没有如后世那般重要的

地位ꎮ 因此ꎬ谢赫是没有必要将之归入“六法”ꎬ
而作为观察方法的写生则完全不然ꎮ

同时ꎬ谢赫本人是一位具有高超写实水平的

文人画家ꎮ 姚最在«续画品»中评价他:“写貌人

物ꎬ不俟对看ꎬ所须一览ꎬ便归操笔ꎮ”可以说“所
须一览”就是谢赫本人所说的“传移模写”的能

力ꎬ这“览”的观察方法即是对对象上下、前后、左
右的综合考量后的概括总结ꎮ 然后下笔ꎬ便能

“写”出对象的生动活泼的精神气度ꎮ 所以ꎬ顾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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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画寄心沟壑的谢幼舆ꎬ将他画在两块岩石中

间ꎮ 画中朝名士裴楷可以在其颊上添三根毫毛ꎬ
都是“传移模写”的观察写生方法ꎮ

二、“六法”中“应物象形”和“传移模写”的
关系ꎮ

对于“六法”的认识ꎬ历朝历代皆有妙论佳作

和理论升华ꎮ 此处ꎬ我们浅析一下“六法”关系ꎬ
并将与“传移模写”较为接近的“应物象形”作一

比较ꎮ
“六法”之首“气韵生动”是中国传统绘画最

为重要的追求和审美标准ꎮ 北宋郭若虚在其著

述«图画见闻志»中提出“气韵非师”的观点ꎬ他
认为:“六法精论ꎬ万古不移ꎬ然而骨法用笔以下

五者可学ꎬ如其气韵ꎬ必在生知ꎬ固不可以巧密

得ꎬ复不可以岁月到ꎬ默契神会ꎬ不知然而然也ꎮ”
“气韵生动”以下五法分别为:骨法用笔、应物象

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传移模写ꎮ 我们可以大

概作一解读:
“骨法用笔”讲以书法中锋行笔ꎬ强调线条

质感ꎻ
“应物象形”讲形象的写实性ꎬ强调物象的真

实性ꎻ
“随类赋彩”讲色彩关系ꎬ强调色彩表现ꎻ
“经营位置”讲构图关系ꎬ强调布局美感ꎻ
“传移模写”讲观察方式ꎬ强调写生创作ꎮ
由此ꎬ我们可以将六法作倒叙分析:观察写

生(传移模写)—画面构图(经营位置)—色彩元

素(随类赋彩)—形象表现(应物象形)—线条美

感(骨法用笔)—生气灵动(气韵生动)ꎮ 从中可

以发现ꎬ这一倒叙反转的路径ꎬ其中后四法正是

西方绘画创作的方式:观察—构图—色彩—形

象ꎮ 而上两法“骨法用笔”讲笔法ꎬ“气韵生动”
讲神意ꎮ 西方绘画与中国绘画的追求是不同的ꎬ
西方绘画是通过“形”与“色”来到达“象征”的意

义ꎬ而中国绘画则是通过“笔”(形)与“墨”(色)
来达到畅神的意境ꎮ

其中ꎬ“应物象形”与“传移模写”一个是目

的、结果ꎬ一个方法、手段ꎮ “应物象形”的写实

性ꎬ强调了中国绘画(甚至书法)虽然写意境、心
像ꎬ但是从不离开物象ꎬ作为依托的物象永远是

可以辨识的ꎬ与西方的抽象艺术抽离具体形象是

大有区别的ꎮ 而“传移模写”的写生方法则是一

种创作的观察、分析和思辨方式ꎮ 二者相互依托

关联ꎬ又独自成立ꎮ
三、“传移模写”的发展演变

“传移模写”作为重要的观察与写生方式ꎬ在
绘画史上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ꎬ当然与时代变

迁和人文思想演变息息相关ꎮ
唐朝的人物、牛马ꎬ五代、两宋的山水、花鸟、

人物ꎬ元的山水、花卉ꎬ明中前期的花卉、山水等

画种都是很重视写生的ꎬ并留下了大量的关于画

家如何观察对象ꎬ与对象互动的佳话美传ꎮ
唐代山水画家张璪便有“外师造化ꎬ中得心

源”的妙论ꎮ 山水画在五代的独立成科ꎬ就归功

于画家们对所处的自然山川与内心对“道”的潜

心涵养ꎮ 北派荆浩、关仝的雄奇沉穆ꎻ南派董源、
巨然的旷远浩渺ꎬ皆是从所处实景中写生感受而

来ꎮ 南宋马远的十二幅«水图»更是写尽“寒塘清

浅、洞庭风细、细浪漂漂、层波叠浪、云生苍海、黄
河逆流、云舒浪卷、长江万顷、秋水廻波、湖光潋

滟、晓日烘山”的美妙景象ꎮ 黄公望随身带着笔

笥ꎬ见好景便随手写将下来ꎻ王履图华山尽得华

山丘壑之形态ꎻ沈周画作多是一派江南小景ꎮ
我国绘画史上ꎬ除山水、花鸟、人物、佛道等

画种外ꎬ还有一科叫“写照”、“写真”的画种ꎬ就
是专门给人画像ꎬ南朝以下就有这一传统ꎮ 当然

在“写照”画科中ꎬ也在“士气”与“俗气”之别ꎬ
“士气”画人生气盎然ꎬ俗气则板滞木讷ꎮ

我们看看ꎬ元朝肖像画家王绎在其作«写像

秘诀»中讲如何做到“传移模写”:
“彼方叫啸谈话之间ꎬ本真性情发见ꎬ我则静

而求之ꎮ 默识于心ꎬ闭目如在目前ꎬ放笔如在笔

底近代俗工胶柱鼓瑟ꎬ不知变通之道ꎬ必欲

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ꎬ方乃传写”
他已经讲到了文人和画工写生的不同ꎬ前者

是用整体、全局的观察方法ꎬ在与对方言谈的过

程中则已经捕捉到了对方的精神气度ꎬ通过静观

默识ꎬ再加上自己的心灵感应则所写之人必生机

勃勃ꎻ而工匠则一笔一划对着人描绘ꎬ虽可至逼

肖真实ꎬ但是失却生意ꎮ 这也正是中国传统绘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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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生方法和西方绘画写生方法的重要区别ꎮ
四、中国传统写生方法的没落与流变

中国传统绘画有一种重要的观点ꎬ即是进入

明末即已告没落ꎬ最主要原因的明朝中叶嘉靖朝

以来的一味复古、摹古之风ꎬ当时的绘画师法元

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ꎬ及至一代集大

成者董其昌兴起ꎬ延至清初“四王” 的师古膜拜ꎬ
画学实践和评论必以五代和元四家为标准ꎬ师
古、摹古成为绘画理所当然ꎬ不近似古人ꎬ便是离

经叛道ꎮ 不知将“传移模写”解读为“临摹”是否

与此相关ꎮ 当然ꎬ在当时时代背景下的叛逆者如

“四僧”也仍然具有开创意义ꎬ延续观察写生的脉

络ꎬ“搜尽奇峰打草稿”的石涛就在其«石涛画语

录»中就说道:
“我之为我ꎬ自有我在ꎮ 古之须眉ꎬ不能生在

我之面目ꎻ古之肺腑ꎬ不能安入我之腹肠ꎮ 我自

发我之肺腑ꎬ揭我之须眉ꎮ 纵有时触着某家ꎬ是
某家就我也ꎬ非我故为某家也ꎮ 天然授之也ꎮ 我

于古何师而不化之有?”
然而ꎬ在清朝思想禁锢的统治下ꎬ中国绘画

就如中国学术和思想一样没落下来ꎬ“传移模写”

不再作为写生方法ꎬ而成为理所当然的临摹

手段ꎮ
但是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ꎬ我们必须认识到

中国传统精神中重要的部分即是立足于当下的ꎬ
维新而不泥古、不拘泥于过去的活的哲学ꎬ如孔

子之言:“生夫今之世ꎬ返古之道ꎬ灾及其身者

也!”(«中庸»)又言:“虽小道ꎬ必有可观者焉ꎬ致
远恐泥ꎬ是以君子不为也ꎮ”(«论语»)

绘画与书法艺术于文人士大夫皆是聊抒胸

臆的小道ꎬ而其中心内涵则是指向与天地合一的

大道ꎮ 所以ꎬ我们挖掘传统精神ꎬ论述传统意蕴ꎬ
以为时代所用ꎬ彰显传统文化的魅力ꎮ 在绘画方

法上ꎬ我们要认识到不只有西方一种思考和评价

标准ꎬ中国是与西方不同的独立体系ꎬ其绘画技

法也是自成脉络的ꎬ如“六法”的“传移模写”ꎬ经
过综合探究ꎬ它正是一种对客观对象写生的观察

和分析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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