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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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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学前教育领域获奖成果统计发现，与基础教育其他领域比较，我国学
前教育教学成果奖明显薄弱。在分布上，东部地区省份是学前教育教学成果奖的“骨干”，获奖单位以幼儿园为“主力

军”，成果内容主要集中于教学、课程及资源建设方面。两届的学前教育奖教学成果总体上反映了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
２０１０年以来学前教育教学发展的新要求，对进一步深入推进学前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两届学前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的启示有：夯实教育教学的研究基础和动力，努力培植一线教育工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

积极提升获奖成果的推广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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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级教学成果是指反映教育教学规律，具有
独创性、新颖性、实用性，对提高教学水平和教育质

量、实现培养目标产生明显效果且在全国具有一定

影响力的教育教学方案［１］。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每

４年评审一次。至目前，我国共评审出两届基础教
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２０１４年教育部开展了全国
首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选，共４１７项教
学成果获奖，其中学前教育领域３１项［２］。时隔４
年，教育部于２０１８年组织了第二届基础教育国家
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共４５２项教学成果获奖，其中
学前教育领域３０项［３］。两届学前教育领域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以下简称学前教育奖）成果较好地反

映了２１世纪以来，特别是近１０年来我国学前教育
领域教育教学改革中的热点、前沿问题，对学前教

育教育教学改革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拟对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两届学前教育获奖成果进行统计
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１　 学前教育奖在基础教育各领域中的地位
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涵盖学前教

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特殊教育、其

他共六个领域。“其他”是指成果内容涉及学前

教育、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特殊教育中

两个及以上阶段或领域，或涉及基础教育与其他

教育的衔接等，是具有综合性的教学成果①。下

面从获奖数量及获奖级别两个方面探讨两届学前

教育奖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的地位

状况。

１．１　两届学前教育奖获奖数量
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我国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

教学成果奖共 ８６９项（如表 １所示）。在两届成
果奖中，“其他”类成果获奖共计 ２９６项，占总数
的３４．０６％，位居第一。其次分别为“高中教育”
“小学教育”“初中教育”“学前教育”“特殊教育”

各领域。学前教育领域成果获奖共６１项，获奖率
为７．０２％，在基础教育中排名第五，仅高于特殊教
育领域获奖数量。这些数据表明了两届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主要集中在“其他”类及高中教

育、小学教育两领域中，该三个领域在获奖总数中

占比８２．０５％。学前教育领域成果明显薄弱，在获

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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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总数中仅占比７．０２％。
表１　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各领域获奖数量

获奖总数 获奖率 排名

其他 ２９６ ３４．０６ １
高中教育 ２１５ ２４．７４ ２
小学教育 ２０２ ２３．２５ ３
初中教育 ６８ ７．８２ ４
学前教育 ６１ ７．０２ ５
特殊教育 ２７ ３．１１ ６
总计 ８６９ １００．００

对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两届成果获奖数量进行
比较（如图１所示）可知：较２０１４年，２０１８年基础

图１　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各领域获奖数量比较

教育各领域成果获奖数量均有一定的变化，但总

体上变化不大。“其他”类及高中教育、小学教育

两领域仍然保持着绝对优势。学前教育却从 ３１
项下降到３０项。
１．２　两届学前教育奖获奖级别情况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按等级分为特等

奖、一等奖、二等奖三个等级。表２显示，总体上
看，各领域的获奖级别情况与各领域整体获奖地

位一致。两届基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共 ４
项，由“高中教育”“小学教育”领域及“其他”领

域包揽。“学前教育”领域未获得特等奖。２０１４
年教育部设立了４８项一等奖、３６７项二等奖，“学
前教育”领域获５项一等奖和２６项二等奖；２０１８
年教育部设立了 ５０项一等奖和 ４００项二等奖，
“学前教育”领域获得 ４项一等奖和 ２６项二等
奖，一等奖较第一届减少１项。“学前教育”一等
奖数量高于“初中教育”和“特殊教育”领域，二等

奖数量仅高于“特殊教育”领域。

综合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中各领

域获奖总数和获奖级别数量来看，学前教育获奖

情况在基础教育各领域中处于偏后位置。

表２　两届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各领域获奖级别

特殊教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学前教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初中教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小学教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高中教育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其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合计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８

特等奖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１ ０ ０ １ ２ ２

一等奖 ２ ２ ５ ４ ５ ２ １２ １０ １１ １１ １３ ２１ ４８ ５０

二等奖 １２ １１ ２６ ２６ ２６ ３５ ８０ ９８ １０２ ９０ １２１ １４０ ３６７ ４００

２　两届学前教育奖的分布特征
教育部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８年发布的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获奖成果名单均按照成果名称、成果完成

者和成果完成者单位进行了公布。本部分将根据

这一信息对两届学前教育奖有关分布特征进行

分析。

２．１　 两届学前教育奖的区域分布情况
学前教育奖在全国各区域的分布根据获奖成

果单位所在省区市进行统计（若某项成果有多个

获奖单位，则取其第一单位所在地进行统计），其

所在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统计依据国家统计

局的划分标准进行①。

２．１．１　两届学前教育奖地域分布情况
依图２所示，从获奖成果地域分布情况看，两

届学前教育奖的地域分布极为不均，东部地区是

集中获奖区域，其次是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极不

乐观。２０１４年学前教育领域 ３１项奖项中，东部
地区累计获得２３项，占获奖总数７４．１９％；西部地
区获得７项，占获奖总数 ２２．５８％；中部地区仅获
奖１项，占获奖总数３．２３％。２０１８年的３０项奖项
中，东部地区获得２０项，占获奖总数 ６６．６７％；西
部地区获得８项，占获奖总数 ２６．６７％；中部地区
获得２项，占获奖总数 ６．６６％。东部地区获奖数
量遥遥领先，是中西部之和的两倍以上。

９

①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１１省（市）；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
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８省；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１２省（市、自治
区）。（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ｔｊｓｊ／ｚｘｆｂ／２０１５１２／ｔ２０１５１２１２＿１２８８８５９．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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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学前教育奖区域分布数量图

２．１．２　两届学前教育奖省份分布情况
２０１４年和 ２０１８年两届学前教育奖共有 １９

个省区市获奖，其中东部地区的 １１省市均有获
奖，西部地区有四川、云南、青海、陕西、广西和重

庆共６省区市获奖，中部地区仅有湖南和河南 ２
个省份获奖。未获奖的１２个省份中，中部地区和
西部地区各占６个省份。

表３显示，从两届获奖成果总数来看，获奖最
多的为上海，其次为江苏，浙江和福建并列第三

位，山东和广西并列第五，四川排名第七。可以看

出，在两届学前教育奖中，东部地区“一马当先”，

包揽前四，展现了该区域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领

跑地位和强劲的科研实力；以广西、四川和云南为

代表的西部省区势头迅猛，获奖分别占据了第六、

七、八位，说明西部地区能够利用其学前教育的特

色和国家相关倾斜政策，深入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工作，取得了理论研究和学前教育改革发展的可

喜成绩。

从一等奖的省份分布情况来看，两届学前教

育奖共９项一等奖，有 ８项“花落”东部省市，其
中上海和江苏获一等奖数量最多，各３项；北京、
浙江和广西并列第二，均获１项一等奖；广西为中
西部地区唯一获一等奖的省份。在获二等奖省份

中，上海和福建位列第一，均获奖６项；浙江和山
东并列第二，均获奖５项；江苏、广西和四川并列
第三，均获奖４项。可见，福建和山东虽未摘取一
等奖，但在二等奖上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综合两届学前教育奖的区域和省区市分布情

况可知，东部地区是我国学前教育奖的集中区域，

其中上海和江苏是获奖大户；中部地区塌陷，仅２
省获３项二等奖；西部地区的广西、云南和四川三
省区表现强势。

２．２　两届学前教育奖获奖单位分布情况
根据学前教育奖信息，本研究将两届学前教

育奖的获奖单位分为幼儿园、高校、教育科研单

位、教育行政部门、教育类社会团体５类。对于多

个单位联合申报完成的成果，以主持单位（成果

完成第一单位）为对象进行统计。其中，教育科

研单位包括省市县（区）教育教学研究院（所、

室）、教育指导中心和教科研中心等，其获奖成果

如《面向０～３岁婴幼儿家长的科学育儿指导的探
索与实践》（２０１４，上海市黄浦区早期教育第一指
导中心）；教育类社会团体主要有教育学会等，其

获奖成果如《幼儿园“教学观察—教师专业发

展—幼儿成长”的三角共享模式探索与实践》

（２０１８，广东教育学会）。
表３　两届学前教育奖省区市排名

获奖省

区市

获奖

总数

获奖省

区市

一等

奖数

获奖省

区市

二等

奖数

上海 ９ 上海 ３ 上海 ６

江苏 ７ 江苏 ３ 福建 ６

浙江 ６ 浙江 １ 浙江 ５

福建 ６ 北京 １ 山东 ５

山东 ５ 广西 １ 江苏 ４

广西 ５ 辽宁 ０ 广西 ４

四川 ４ 山东 ０ 四川 ４

云南 ３ 河北 ０ 天津 ３

天津 ３ 天津 ０ 云南 ３

北京 ２ 福建 ０ 广东 ２

广东 ２ 广东 ０ 河南 ２

河南 ２ 海南 ０ 北京 １

河北 １ 青海 ０ 河北 １

辽宁 １ 云南 ０ 辽宁 １

海南 １ 四川 ０ 海南 １

湖南 １ 陕西 ０ 陕西 １

重庆 １ 重庆 ０ 青海 １

青海 １ 河南 ０ 重庆 １

陕西 １ 湖南 ０ 湖南 １

合计 ６１ 合计 ９ 合计 ５２

图３显示，不同类型单位获奖数量差异较大。
两届６１项奖项中，幼儿园共获奖４２项，占成果总
数的６８．８５％，是教学成果奖的“主力军”；其次为
高校，获奖１１项，占总数的１８．０３％；教育科研单
位为４项成果奖，占６．５６％；教育行政部门３项成
果奖，占４．９２％；教育类社会团体仅获奖 １项，占
１．６％。其中，高校作为主持单位的成果获奖数量
虽位列第二，但与幼儿园相差甚远，可见作为学术

研究中心的高校在两届学前教育奖中参与力度和

引领作用还远远不够。

０１



第２期 田景正，等：学前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探析

图３　学前教育奖不同类型单位获奖情况

２．３　 两届学前教育奖成果研究内容分布情况
教育部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评审

工作中指出，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包括课程、

教学、评价、资源建设等方面，可以是综合性的，也

可以在某些方面有所侧重［４］。根据学前教育奖

信息统计，我国两届学前教育奖成果研究内容主

要包含教学、课程、资源建设、农村学前教育、游

戏、传统文化教育、教育评价、０～３岁早期教育、
学前特殊教育等９个方面。

从图４可以看出，两届学前教育奖成果的 ９
个方面内容中，幼儿园教学活动方面的成果共计

２０项，占总数的 ３２．７９％，排列第一，具体涉及五
大领域教学、幼儿自主性及创造性培养、混龄教

学、幼儿生态教育、师幼互动等；其次为幼儿园课

程方面成果，获奖１３项，占２１．３１％，涉及单元课
程、综合课程、自然课程、园本课程和生活课程等

方面；幼儿园资源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共８项获
奖，位居第三，占１３．１１％，包括玩教具配置、环境
及区域创设和课程资源整合等方面。农村学前教

育研究成果获奖７项，主要涉及农村教育资源开
发、教研活动开展等。游戏、传统文化教育及教育

评价方面研究成果各获奖３项，０～３岁早期教育
和学前特殊教育方面各获奖２项。

图４　获奖成果内容分布

３　获奖成果特点分析
通过梳理两届获奖成果，可以发现学前教育

奖成果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３．１　研究方向的科学理念支撑
科学理念是教育教学改革和发展的先导。两

届学前教育奖成果以《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

行）》和《３～６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精神为指
导，体现了促进幼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传承和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幼儿创新精神、实施

素质教育、促进学前教育公平优质、实施活动课

程、生活课程、生态课程以及教学中的幼儿主体性

发挥、家园社区合作拓展教育教学资源等科学先

进的学前教育理念。如学前教育奖成果《“两全”

思想下的幼儿园艺术教育》（２０１４）开展了在“全
面贯彻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思想引领

下的幼儿园艺术教育研究；《促进幼儿创造性发

展的教师支持性策略研究与实践探索》（２０１４）探
索幼儿园从多方路径培养幼儿创造能力的教师支

持策略；《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幼儿园食育创新

实践研究》（２０１８）以传统饮食文化、农耕文化、中
医文化为根基，构建中国特色的幼儿园食育课程；

《学前梯度进阶式聋健融合教育———一种追求

“有质量教育公平”的探索》（２０１８）基于教育公平
理念探索为听障儿童提供了独特的、适宜的融合

教育，为学前融合教育的实践提供了指导。

３．２　研究队伍间的协同合作
获得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的一个关键

因素在于团队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团队成员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相互补充［５］。学前教育成果亦是

如此。分析两届学前教育教学成果名单可以发

现，一半以上的教学成果由多个单位和部门之间

协同完成，既有幼儿园之间的合作，也有幼儿园与

高校、教研院和教育局等部门之间的合作。以

２０１４年为例（２０１８年公布的获奖成果仅列举成
果第一单位），高校作为第一单位的 ５项教学成
果均是与其他高校、幼儿园或托幼协会等联合完

成；以幼儿园作为第一单位的教学成果有４项是
与其他幼儿园、高校等联合完成的。如２０１４年广
西一等奖教学成果《融入民族文化的幼儿园综合

教育课程创新与实践》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

族大学和广西区直机关第三幼儿园协同研究完

成，较好地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协同创新效

应加强。

３．３　研究内容的实际问题导向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要求规定：

“评奖成果必须围绕解决基础教育教学过程中的

实际问题和未来挑战，创造性地提出科学的思路、

方法和措施。”［４］因此，国家级教学奖成果应针对

教学改革中，特别是实践一线面临的重难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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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正需要迫切解决的一些问题来开展研究和探

索［６］。统揽两届学前教育获奖成果发现，９０％以
上的研究成果都是对学前教育教学实践中的“真

问题”进行探究，呈现出鲜明的实践特质。如《以

幼儿自主学习为核心的幼儿园低结构活动探索》

（２０１４）针对幼儿园教学中高度结构化的封闭活
动及其所导致的幼儿被动学习的现象，研究者独

创了一系列开放性玩教具，以多元的低结构活动

内容促进幼儿自主发展；《引导幼儿主动活动的

环境创设与指导策略研究》（２０１８）针对幼儿园环
境创设中“以幼儿为本”的价值取向不足，只见

“环境”不见“幼儿”的现实问题，进行了近 １０年
行动研究；《贫困地区幼儿园基于生活体验的社

会教育实践与创新》（２０１８）针对贫困地区幼儿园
教育资源不足问题，探讨了生活体验的社会教育

多方路径，提升了贫困地区学前教育质量。

４　问题与建议
４．１　两届学前教育奖反映出的问题

第一，获奖基数及重大奖项均偏少。在两届

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共８６９项奖项中，学
前教育获奖６１项，获奖率仅为 ７．０２％；两届基础
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共计１０２
项，学前教育领域仅取得 ９项一等奖，占 ８．８２％，
特等奖缺项。可见，学前教育奖总体上处于获奖

基数及重要奖项获奖数“双低”之列。其原因主

要有三个方面：（１）学前教育教学成果申报数量
过少。２０１８年，基础教育共申报了 １３８２项国家
级教学成果，学前教育仅申报１３４项，占申报数量
的９．７％，在整个基础教育所设六个领域中位列第
五［７］。（２）学前教育研究成果缺乏带动全局性的
选题，其影响力及对教育实践的推动力相对不够。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工作条例规定，特等奖和

一等奖教学成果都应有４年及以上的实践检验，
特等奖需在教育教学理论上有建树，在教学改革

实践中有特别重大突破，在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等；

一等奖需提出自己的理论或完善已有理论，对教

学改革实践有重大示范作用，在全国或者省（市、

区）域内产生较大影响等［４］。学前教育重大奖项

偏少，特别是特等奖缺项，是因为近些年全国各地

虽然广泛开展学前教育研究，但持久深入的研究

成果不多，且研究成果缺少重大学前教育理论的

生成，对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力不强。（３）学前教
育领域研究薄弱。长期以来，我国学前教育是基

础教育体系中的“小儿科”，除特殊教育外，政府

和社会对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基础教育其

他领域。我国广大一线幼儿园教师学历偏低，专

业发展不够，科研意识及科研能力不强，科研实践

欠缺等，致使学前教育的总体研究力量及研究基

础方面均显得薄弱。

第二，学前教育奖分布失衡。首先，从获奖区

域分布来看，中部偏少，东部遥遥领先。综合两届

学前教育奖获奖情况，东部地区 １１个省市均获
奖，共计４３项，获奖数量占比高达７０．５％，一等奖
更是以８８．９％的高比例集中于东部地区；中部地
区８省中仅２个省份获奖 ３项，占比仅为 ４．９％，
获奖数仅为东部地区的 １／１４；西部地区 １２省区
市有６省区市获奖 １５项，占比 ２４．６％，为东部地
区的１／３稍强。可以看出，我国东部地区学前教
育的事业发展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并有力地推

动着全国学前教育的发展。西部地区近年来在国

家政策的精准扶持推动下，学前教育取得了前所

未有的发展成就，学前教育研究得到了很大重视。

而中部地区的学前教育发展没有找准自身的特色

和优势，教育教学研究投入不足，现有的研究成果

与较强的研究力量极不对称。总体上，我国学前

教育发展区域差异依然突出，全面实现学前教育

均衡发展任重道远。其次，从城乡获奖分布来看，

获奖成果集中于城市地区。在两届学前教育奖的

６１项获奖成果中，有５７项来源于城市地区，只有
４项成果产生于农村地区。这 ４项成果分别为
《县域幼儿园教育实践整体推进机制研究———基

于“安吉游戏”模式探索与实践》（２０１４，浙江省安
吉县）、《农村幼儿园“小农庄课程”》（２０１４，江苏
省宝应县）、《乡村幼儿游戏课程开发与研究》

（２０１４，湖南省宁乡县）、《农村幼儿园“生态游戏”
课程实践探索与研究》（２０１８，山东省宁阳县）。
其中，浙江省安吉县教育局主持研究的成果《县

域幼儿园教育实践整体推进机制研究———基于

“安吉游戏”模式探索与实践》取得了一等奖的优

异成绩。但总体上，我国农村地区学前教育工作

者教研意识欠缺、教研能力不足，从而严重制约了

农村地区学前教育的内涵发展。

第三，研究成果内容过于集中在幼儿园教学

与课程方面。从学前教育奖成果内容看，幼儿园

教学与课程是最集中的研究领域，其所涉及的

“教学”“课程”“资源建设”“教育评价”“传统文

化教育”等五个方面共４７项成果获奖，占获奖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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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的７７％，其他方面的相关研究明显偏少。首
先，幼儿园教育不是学前教育的全部，家庭及社区

在幼儿成长中同样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因此

家园社区协同共育是学前教育实践不可忽视的一

环。然而两届学前教育奖成果中仅２项涉及这方
面的内容。其次，幼儿园的教育工作具有保教合

一的特殊性，两届获奖成果中仅有１项属于幼儿
园一日生活及保育工作方面的选题。再次，游戏

是幼儿的基本活动，而两届学前教育奖中相关成

果仅３项，说明近年来对幼儿园游戏活动关注和
深入研究不够。

４．２　有关建议
两届学前教育教学奖所评选的成果，展现了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改革探索与实

践，对学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但

总体上看，在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成果奖评审中，

学前教育奖地位靠后，自身优势和特色没有得到

深入挖掘，还存在学前教育奖发动不足、研究参与

面不够、研究内容有待进一步调整等问题。为了

推出更多学前教育优质研究成果，更好为提高学

前教育教学质量服务，特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评奖与教学研究互动角度看：以评奖

推进科研，以国家级奖带动地方评奖，夯实研究的

基础和教育教学研究的动力。为了更好地发挥学

前教育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推进学前教育教学

改革，应积极以评奖推进科研工作。一是通过及

时对获奖人员的表彰奖励，激发广大教师参加科

学研究的动力；二是在评奖机制上，应以国家奖带

动省市县地方评奖，建立健全省市县各级学前教

育奖评审制度，以推动地方普遍开展教育教学研

究。以福建省为例，２０１８年基础教育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数目之所以较２０１４年取得了较大飞跃，得
益于省教育厅的认真规划安排，全省各市县教育

局通过普遍遴选和推荐一批优质教学成果参与省

级奖评选，再从省级奖中择优推荐参评基础教育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８］。因此，学前教育奖评选过

程应以逐级评选的方式带动地方科研，形成“专

兼群”研究队伍开展学前教育教学研究的局面，

以夯实研究基础，提升研究动力。

第二，从教学研究的角度看：努力培植一线教

育工作者的问题意识和研究能力。学前教育奖的

评审目的除了引导打造一批能对学前教育发展改

革有重大影响和推动作用的优质成果外，提升广

大学前教育工作者的科研意识和能力，使其能通

过科学研究解决日常教学工作中的问题也是其主

要目的之一。因此，一方面，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及

幼儿园在日常工作中应积极加强学前教育教学成

果的培育，不断增强广大幼儿园教师的问题意识，

提高幼儿园教师的理论修养和科研能力；另一方

面，各高等院校应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优质学

术力量，与幼儿园教师等协同开展研究，打造出有

影响的重大科研成果，努力为学前教育教学改革

发展服务。

第三，从获奖成果推广效应看：再试验—再研

究。学前教育奖的功能在于发挥获奖成果的引领

作用，以“点－线－面”的辐射模式，形成幼儿园－地
方－全国范围的学前教育教学的推广效应。这样
就有必要对获奖成果进行再试验—再研究。一是

因为每一项学前教育奖成果都是在当地活生生的

教育实践以及地方文化中经过持续研究而逐步形

成的，具有一定的“地方”特性，因而其他地方在

运用时不可盲目照搬，需要进行“本土化”的适宜

性研究试验；二是一项有重大影响的教学成果往

往需要长时间的反复实验研究。虽然现有学前教

育奖成果在选题方向和内容上能较好地反映并推

动学前教育教学的改革发展，但成果本身绝非尽

善尽美，绝大部分在进一步研究中可以实现对现

有的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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