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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医学线上教学实践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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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线上教学呈现出新的特点" 首先!总结凝练了线上教学的内涵#特点和发展脉络" 然后!

基于临床医学线上教学实践活动!总结做法!升华经验!以期提供可能的借鉴)一是因材施教!以机器学习视角考察教学

对象!构建用户画像!在群体和个体两个维度深化对所教之材的理解&二是在画像的基础上!围绕精准教学#创新工具#内

容串接#形式导向与概括点睛等具体教学实践过程展开!形成方法#总结经验" 最后!结合技术发展观察形成思考感悟!

提出临床医学线上教学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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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教学方式的不断发展

充分体现了这一辩证唯物主义观点& 近年来#在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下#'互联网;

('

;互联网('人

工智能;

( '

;人工智能(等技术方法不断推陈出

新#改变着人们教与学的观念#也深刻影响着教学

思想%教学方法#同时为现代临床医学教学提供了

更多想象空间& 教学课堂;互联网的线上课堂早

已不是新事物#在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线上

线下随时随地联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线上线下

一体云课堂效果& #$#$ 年#全国高校更是将部分

原来线下教学课程全部转移至线上#!$$H依托互

联网工具实现教育教学任务& 统计数据显示+!,

#

全国 ! "*"所高校开展线上教学#! 22* 万余大学

生注册参加线上学习#累计参与学习人次 #)亿以

上& 这场线上教学区别慕课#对老师和学生都是

一场大考& 作为全程参与这一过程的高校教师#

有感动和成长#更收获了经验和思考& 本文将主

要围绕所在大学附属医院临床医学线上教学实践

和思考展开#系统梳理线上教学的内涵与发展#分

析线上临床教学的特点#凝练探讨经验#同时尽可

能跳出单一视角限制#通过实践感悟与技术分析

相结合的思维方式#总结提出时代发展视角下临

床医学线上教学的成长路径#以期为探索推进高

校线上教学发展提供点滴启发&

!:线上教学的概念与发展

!(!:线上教学概念内涵

线上"&/U'/6$教学相对传统线下"&VVU'/6$教

学而言#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

相对较新的教育教学方式& 百度百科对此定义为

'以班级为单位组织授课和双向互动#以录播课

为主#采取5录播;线上答疑6的形式#有条件的学

校可以采用5直播;线上答疑6的形式#课后辅导

采用点播或线上答疑形式(#可以作为线上教学

概念的某种理解&

一般而言#线上教学主要是指传授和学习对

象通过互联网%计算机%移动设备等传播媒体和载

体建立教学连接关系的一种教育方式+#,

& 相比

传统线下教学需要约定时间%地点的面对面授课

方式#线上教学不受时间%空间和地域限制#具有

较大便利性#在减少教育成本%降低教育不公%促

进教育资源平衡等方面提供了新的可能& 随着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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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技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教学的形式和

内容也在不断变化和拓展#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

能技术在千人千面%智能画像上的应用#为个性化

教学开展提供了更多潜力#目前在 @!# 教学上已

有相对成熟的商业呈现&

!(#:线上教学的发展

线上教学并非新兴事物#从 !>>"年我国接入

国际互联网算起#学界认为其发展大致可以划分

为三个阶段+#

3

),

#如表 !所示&

表 !:线上教学阶段划分

阶段划分 时间段 事件和特点

萌芽阶段 !>>1-#$$"年

!>>1年#!$!远程教育网成立.!>>>年#在教育部规划指导下#高校相继开展远程教育试点#网络教

学开端#并支持学历认证.网络培训平台逐渐兴起#教育第一次 N#N运动.#$$) 年#高校开始打造网

络精品课

开花阶段 #$$*-#$!$年
#$$*年前后#]6J#($技术迅猛发展#线上教学具备交互功能#线上教学质量更加精良.线上教学不断

穿透#在培训领域逐渐站稳脚跟

井喷阶段 #$!!年至今

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技术业态发展#带动线上教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更加丰富多彩#在

教育的横纵向不断穿插#形成井喷效果.线上教学平台不断涌现#高校大力发展慕课%翻转课堂建

设#参与线上教学的人数不断创新高.知识教学的供需市场均实现快速增长

::可见#线上教学的发展大致遵循我国互联网

技术发展阶段#技术推动作用明显#体现了教育和

互联网互相交融促进的特点& 随着技术的继续发

展#线上教学也必然展现新的形态#教育工作者结

合教学实践#不断更新教学观念%教学技术和教学

手段#将会成为一个新常态&

前些年#不少高校投入相当资源进行慕课%翻

转课堂建设+"

3

*,

#线上教学资源的数量和质量都

有了明显提升#在选修课和教学内容拓展上成效

显著& 慕课一般为教师先期在影棚录课形成教学

内容#后期通过软件制作将教学内容放置在统一

的网络教学平台上#供学生观看学习& 虽然也可

通过软件方式增设问答%测试等教学交互#但往往

都是通过软件预先设好或离线交互#在课堂灵活

互动%情绪传递%即时交互等方面的支持有所欠

缺#难以完全还原教学课堂情景& 完全意义上的

线上教学区别慕课#将最大程度还原现场教学过

程#师生在同一个时点%同一个网络时空#保证可

见可听%情绪传递和交互反馈顺畅自然#是一种更

灵活的教学方式& 尤其在应对某些突发状况时#

线上教学展现出更便捷%更安全的特性#具有相对

明显的优势&

#:线上教学实践探索

笔者工作单位为中南大学附属医院临床科

室#根据学校和医院安排#笔者负责实施科室临床

麻醉本科线上教学任务& 此次教学过程圆满顺

利#对线上教学尤其是临床医学类教学有了更深

的感悟和体会#并结合日常工作中对教育教学的

反复思考#凝练形成部分思考片段#以下将主要结

合此次教学实践展开论述&

#(!:教学对象用户画像

用户画像是一个机器学习领域的专业术语#

最初在电商领域得到成熟应用& 大数据时代背景

下#用户各种信息充斥在网络中#将用户具体信息

抽象形成标签#基于这些标签将用户形象具像化#

即为用户构建画像#然后有针对性地基于画像进

行信息推荐#从而为用户提供精准推送服务+1,

&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的传统美德和基本准则& 在

用户画像思维方式加持下#构建教学对象用户画

像是做好线上教学的首要工作&

根据学院安排#线上教学内容主要涵盖气管

插管%心肺复苏%重症监测治疗与复苏%麻醉与呼

吸机的应用等.教学对象为临床五年制学生#年龄

群体主要为千禧年前后出生& 接受教学任务后#

笔者第一时间通过微信建立班级群#搭建起师生

之间最便捷的沟通桥梁& 之后#通过微信群聊座

谈%查阅数据%问卷调研#建立起教学对象画像模

型#如图 !所示&

该教学对象画像主要从人物属性%课程周边

和课程关注三个方面建立因子模型& 例如#在人

物属性上#人物为千禧年前后出生#对互联网应用

较为熟练#追求个性#积极有活力#乐于分享.在课

程周边上主要考虑到人物线上学习的平台#包括

电脑%手机和平板等硬件工具#也包括操作系统%

浏览器%网络流量等软因素#绝大部分学生配备有

22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笔记本电脑和手机#少部分学生配备平板#其中笔

记本电脑主要有联想%苹果和惠普等#手机主要为

华为和苹果%小米%G'G&等品牌#基本具备网络流

量上网条件.针对动手实践内容#需要教学道具

的#像临床操作心肺复苏实践按压需要对应人体

模型#需要事先准备替代物作为道具.在线上课程

关注方面#从课程本身关注点%老师因素和教学平

台三个方面进行因素抽取#如研究发现课表是学

生关注的首要因素& 深入发掘后发现#学生阶段

性面临较多线上课程同时开课#在教学活动中结

合课程积分%必修%选修%难易程度%感兴趣程度等

因素交织形成了学生对课表的最大关注&

图 !:教学对象群体画像

::教学对象用户画像可作为一种高效掌握教学

对象的思维工具#通过数据调研辅以条缕分析#可

以对学生群体建立起较全面的预先认知#从而使

得教学准备有的放矢#教学过程可控可调#教学效

果可预期%见成效&

#(#:教学过程做法与经验

教学过程是贯彻教学内容#达成教学目的的

主要承载#线上教学虽然丰富了新的教学手段#为

教学提供了更多便利#但也在客观上增加了教师

和学生的空间距离#如何确保线上教学目标达成#

需要更多结合实践和思考#不断推动理论实践&

以下主要分别从对象%工具%内容和点睛四个方面

展开阐述&

#(#(!:用户画像!因材施教

不论技术如何进步#教学形式怎样变化#因材

施教始终是教学活动的重点之一+2,

& 源起于机

器智能技术的用户画像思维与工具为当今时代条

件下因材施教注入了新内涵& 从 #(! 节教学对象

用户画像阐述出发#在教学过程中的具体做法归

纳如下!"!$构建数据维度#制作问卷& 收集哪些

数据%如何规避数据偏见%隐私保护与全面数据平

衡是做好数据收集工作的第一步& 以教学活动为

中心#构建人物属性%课程周边和课程关注三个主

要数据维度#每个维度下分设数据点#如课程周边

中主要关注上课使用的硬件平台%操作系统%流量

支持%有无\'V'热点覆盖%流量网速等& "#$问卷

调查#收集数据& 确定数据维度后#使用微信问卷

小程序制作电子问卷单#在开课前一周发送至班

级微信群#并对填写问卷反馈进行微信接龙#个别

反馈缺失学生电话联系#确保问卷覆盖到每一位

学生#做到数据收集无余角& ")$整理数据#建立

画像& 对收集上来的数据及时进行整理& 首先进

行统计分析#从数据表格行和列对应的物理意义

进行归并分类#通过数据降维工具#建立标签体

系#构建教学对象画像&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发现#

如 \'V'覆盖列数据维度上有 1(#H的学生选

'无(#经进一步分析数据#发现该部分学生的家

庭主要位于稍偏远农村#部分流量网速为 )<& 经

与学院教务沟通#学院专门为这部分学生购置手

机流量包#免除后顾之忧& ""$基于画像#精准施

策& 用户画像是因材施教的基础#在建立好标签

体系#完成学生群体和个体画像的基础上#上课面

对学生时将具有一种'看山不是山("学生对应一

个个画像$%'看山更是山("通过画像更加了解每

一位学生$的感觉& 例如#在面对班级总体时#全

班学生的构成%层次和特点更加清楚#在备课内容

准备中更加有的放矢#内容铺设和效果渲染的预

埋更有指向.在照顾单独教学对象时#该学生清晰

的画像特点有助于进行针对性提问%引导#甚至布

置个性化作业& 线上教学再也不用千篇一律#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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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学真正两两相宜#课堂变得愉快和高效&

#(#(#:物器之用!融汇创新

学院虽然在之前进行过慕课建设#但完全线

上实时教学尚没有实施经验#一个首要的问题就

是线上教学平台的选择& 通过调研发现#线上教

学平台可分为四类模式++,

#即广播课模式%双向

视频课模式%音视频课模式和翻转课堂模式#各类

模式对应的教学平台如图 #所示&

图 #:教学平台分类

::四类平台模式各有特点和优势#在教学平台

选择使用上#以教学对象画像为依据#考虑到课程

周边软硬件环境的最大支持#结合兼容%流畅%易

用%有趣等因素#对四类平台的典型 =̀ `各进行

了下载%安装和试教#形成多因素考评下的综合测

试结论#并建议在学院所有课程线上教学平台选

型中作为一种操作指导#以形成规范#减轻学生的

工具学习压力& 最后形成确定了以'企业微信;

微信公众号;腾讯课堂;

C站(相结合的教学平台

选型方案#并进一步对平台工具使用进行了融合

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企业微信组建

线上班级& 微信已经全面普及#社交属性强#学生

接受和使用程度频次高#发送班级消息灵活触达#

也支持课余时间进一步研讨#机动灵活#无处不

在& "#$微信公众号辅助知识传播& 以教师和部

分学生主体建立和运营学习和传播微信公号#在

相关知识%课程要点%讨论总结和热点关联等方面

组织内容#形成笔记留存和二次传播#另外学生也

可进一步留言讨论#激发学习兴趣& ")$腾讯课

堂作为教师主要线上讲述平台& 学生在微信群通

过链接直接登录#无须额外下载软件.教师可基于

课件开展教学#并通过摄像头直播进行辅助#在有

板书需求时通过画板工具获得支持#在教和学的

两端支持均相对友好#有效牵引学生按照教学节

奏进行学习#并友好支持学生互动和教师反馈获

得& ""$C站视频辅助教学& 千禧年左右出生的

一代是 C站的最大用泵#通过建立课程学习 P̀

主#将录播课程%辅助教学视频%作业视频以及学

生自己找的相关视频上传#支持学生利用课前%课

后甚至碎片化时间二次回看#发表弹幕#互相点

评#提高了学生的过程参与度#增强了学习的趣

味性&

另一方面#临床医学教学需要一定的动手实

践过程#如在心肺复苏教学过程中#需要进行按压

操作和实践#以掌握要领& "!$课前准备中#教师

可以事先准备好相应道具#并通知学生进行道具

准备.基本上#以稍大布偶为主#实在没有的用枕

头作为替代& "#$教学过程中#教师在摄像头前

边讲解边操作#对按压动作要领%按压位置%按压

深度%按压频率进行重点讲解.在学生操作实践阶

段#首先是所有学生在线尝试按压.教师通过平台

视窗观察#挑选出有典型错误的学生#逐个进行按

压演示& 此时#将该演示学生视窗放为最大"类

似临时教师角色$#对按压姿势%位置%深度进行

口头描述#教师在线端进行按压频率计数& 过程

中#个别学生以亲友配合作为实施操作对象"主

要配合演示按压姿势及按压部位#实际按压操作

不能在真人身上进行$#实践效果更为理想& 在

课程中所有学生学习后都需进行演示操作#操作

完成后教师进行点评& 生动的教学方式调动了课

堂气氛#教学效果圆满达成&

#(#():串接点线面!螺旋上升闭环

在线上教学内容组织上#综合考虑本课程与

旁系课程关系%课次内容时间安排关系%课前课中

和课后关系等.知识点组织上先由教师以面%线%

点方式不断打散#教学实施过程中再带领学生不

断串接形成点%线%面#闭环迭代螺旋上升#帮助学

生建构和重组课程知识体系&

在本课程与旁系课程关系上#需要同时关注

开课的上下游课程进度#必要情况下进行相应调

整.在课次内容时间安排关系上#由森林到树木%

由树干到树枝#按照总分总和承上启下的逻辑关

系照顾联系好各章节组织关系.围绕课前预先%课

中学习和课后复习拓展教学过程#充分结合打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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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点#形成小重点#围绕小中心#达成小突破#

做好小展示#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C站 P̀ 主

媒介属性#以文字%语音%视频等形式进行成果沉

淀和输出#反复对知识进行锤炼和延伸拓展#真正

帮助学生实现高效学习&

#(#(":要导向!更点睛

画龙尚需点睛#线上教学虽然在组织形式和

内容素材方面都得到了较大丰富#但教与学的关

系本质没有脱离& 社会曾对填鸭式教学进行了相

当程度的反思#并转而拥抱讨论提问式教学& 以

教师为导向#以学生为导向#动机导向%过程导向%

结果导向#顺演%反演%量化考评等#不一而

足+>

3

!$,

& 教学是一种有目的性的活动#当然需要

导向& 临床医学类教学侧重于基础理论%实践经

验%道德伦理等的传授#在线上教学过程中#根据

有关要求#专业知识教学需要结合体现思政%伦

理%道德等要素#潜移默化#为医学生建树正确的

职业价值观而在课堂上细下功夫& 再者#临床医

学是一门侧重实操的学科#在线上实践教学中#如

果能结合实际操作进行线上互动#将知识动手用

起来#将更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常常可以起到点睛

的作用#提升课堂教学效果&

线上教学实践中#以此为导向#作为整个教学

的灵魂& 在每次具体线上教学操作中#更注重热

点事件%实际事件#结合动手实践的引导%启发和

讨论#用以形成点睛的功效& 例如#结合急救事件

中的抢救操作#探讨医生的职业道德%人民对医生

群体的希望以及临床麻醉过程细节.再如#从一次

路边抢救事件探讨正确的应急救治%如何操作以

及社会治理建议等& 注重通过鲜活的事件激活知

识应用%技能习得和价值传递等诸环节#增强线上

教学的灵魂作用&

):线上教学实践探思

高校拥抱线上教学符合科技发展趋势& 笔者

通过亲身参与和组织线上教学活动#对此体会感

悟更加深刻& 临床麻醉教学线下线上教学成效%

方式选择#是回归常态或是新的增长#需要全方位

地总结和思考& 例如#'技术驱动下的教学回归

与发展#张弛的把握1( '考评机制下全面优秀与

全面施压#弹性的掌握1( '线上教学是减负还是

增负# 度 的 理 解1( 等 问 题 尚 需 要 进 一 步

回答+!!

3

!1,

&

在线上教学实践过程中#也发现有个别学生

迟到或缺课的现象#抓住细节问题深入调查分析#

原因来自多方面!"!$不同于传统线下课堂#线上

教学课程理论上可支持个人分身#尤其是在依托

社会化教学平台上#一个学生依托几个播放平台#

理论上具备同时上几门课的条件."#$教务主要

是针对全院的排课#同时段不同老师完全可能同

在线上开展教学活动#而其中又交叉有必修和选

修课.")$不少线上课程均有录播和课后视频教

学素材支持#个别学生在课后观看前述课程视频

转而耽误后续线上课程进入的现象也偶有发生.

""$教务排课系统一般为内部软件#和目前主流

应用的线上教学工具数据和接口并不贯通#其连

接性完全依赖师生之间的合作#有时难免有合作

间隙产生& 以上诸因#透过孤立少发的教学现象

折射出来#对构建全面的线上教学方式或有启发#

或是内外接口数据打通#或是整合系统#将可以形

成更好的线上教学体验&

事物不断发展变化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基本

规律& 教学理念与时俱进#教学对象在变化#技术

手段推陈出新#新的医学知识以及学科间的融合

趋势愈加明显& 做好拥抱变化%终生学习的心理

和实际准备#与时俱进#方可应对不断变化发展的

形势& 概而言之!"!$要始终关注教学理念的变

化#贯彻教学初心中心& 互联互通#万物互联#网

络不断深化#教育教学理念不断朝前发展#互联网

大学%泛在学习等概念和模式被提出和实践#未来

课堂%未来教育教学样式也在不断设想%设计与探

讨& 在此过程中#围绕教学的初心和中心始终得

到贯彻#做好知识的有效传播#促进教师和学生共

同学习成长& "#$要始终关注教学对象的变化#

紧紧抓住人这个根本点&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

需求#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点#教学对象画像

也会随之变化& 拥抱变化#并根据变化进行教学

过程的调整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应有之义& ")$要

始终关注教学内容的变化#把创新教学内容作为

教学过程的重要一环来抓& 基础理论%旁系知识%

前沿要点%新的设施%实际应用中的难点需求点提

炼%抽取问题%抽象知识#不断做好教学内容的迭

代更新是做好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 ""$要始终

关注科技手段的变化#主动拥抱技术#增效发展&

大数据%*<%机器智能%=i,ji%全息投影等技术

的快速突破#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催生出完全不

同的教育教学形态#关注%了解%跟进%掌握这类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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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手段#对于提升教学技能#做好升级储备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结语

不同以往慕课方式#本次线上教学工作是一

次全方面和全纵深的教学实践#给参与该过程的

教师和学生都带来了全新的挑战#所幸在共同努

力合作下#笔者圆满完成了教学目标& 相关经验

方法进一步丰富了教学理论和实践#本文对此进

行了凝练总结& 科学技术是改变和塑造世界的重

要力量#互联网技术深刻影响着教育教学方式的

发展& 都说未来已来#在智能时代教育教学形态

又将如何发展1 与时俱进%拥抱科技#将是每一个

教育工作者需要终生学习和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湛新星(浅析后疫情时期高校线上教育的发展'B((科

技视界!#$#$*#)+)!

3

)(

'#( 郑海波!卫兰兰!孙永康!等(我国$互联网;教育%的

历史#现状与发展趋势 'B(!信息系统工程! #$#$

**+)!*2

3

!*+(

')( 安琪!魏守刚(我国医学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常见问题

及对策研究'B((医学信息!#$!+*##+) +

3

!$(

'"( 颜柯!黄钰林(现代信息技术下智慧课堂建构路径探

究'B((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2!

3

21(

'*( 仇怡!易语嫣!邓淇中(基于LNN4平台的地方高校应

用型创新人才混合式教学研究'B((当代教育理论与

实践!#$#$*1+)#)

3

#2(

'1( 李乡儒!梁惠雯!冯隽怡!等(在线教育平台中个性化

学习资源推荐系统设计'B((计算机技术与发展!#$#!

*#+)!")

3

!">(

'2( 阳桂红!王友珍(孔子的因材施教与柏拉图的理想式

教育的比较研究 'B((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

3

!">(

'+( 杨楠(北京高校国家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情

况'B((北京教育*高教版+!#$!+*#+)"

3

*(

'>( 康力(我国高校健康教育的反思与改进,,,构建$知

识#行为和价值观%三位一体的健康教育课程体

系'B((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3

)"(

'!$( 陈先锋!冉海燕(新冠肺炎疫情下医学在线开放课程

教育思考及策略'B((中国高等医学教育!#$#$*1+)

)1

3

)2(

'!!( 池丹!刘彬!杜玉君!等(临床医学在线教学在防控新

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期间的实施及意义'B((高校

医学教学研究*电子版+!#$#$*#+)#!

3

#*(

'!#( 袁莉!斯蒂芬/鲍威尔!比尔/奥利弗!等(后 LNN4

时代)高校在线教育的可持续发展'B((开放教育研

究!#$!"*)+)""

3

*#(

'!)( 涂艳!张耀杰(在线课堂知识建构效果影响因素实证

研究'B((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3

>"(

'!"( 李丹妮!郝伟(高校教师专业发展阶段及其路径研

究'B((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3

+"(

'!*( 徐苏燕(在线教育发展下的高校课程与教学改

革'B((高教探索!#$!"*"+)>2

3

!$#(

'!1( 李颖(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师生共建在线学习模式实

践路径'B((高教探索!#$#$*++) 2)

3

21(

*%'+,-+#'()9#.5#+,-$($(/5-(-+'5H#)-+-(#Q(5-(#!#'+"-(>

\=?<BS/# MAES'# O=AiS8'/K# fPBS/Y6'

"TR676.&/% f'9/KZ9E&X8'59U# 46/5W9U7&S5R P/'G6WX'5Z# 4R9/KXR9"!$$!!# 4R'/9$

!"#$%&'$! \'5R 5R6%6G6U&8Y6/5&VX.'6/.69/% 56.R/&U&KZ# &/U'/6569.R'/K8W6X6/5X/6].R9W9.56W'X5'.X(

TR68986WXSYY9W'Q6X5R6.&//&595'&/# .R9W9.56W'X5'.X9/% %6G6U&8Y6/5.&/56c5&V&/U'/6569.R'/K# 9/% 5R6/

.&/.US%6X5R68W9.5'.6X9/% XSJU'Y956X5R66c86W'6/.6XJ9X6% &/ .U'/'.9UY6%'.'/6&/U'/6569.R'/K8W9.5'.6'/

&W%6W5&8W&G'%68&XX'JU6W6V6W6/.6X(['WX5UZ# X5S%6/5X9W66%S.956% 9..&W%'/K5&5R6'W985'5S%6(TR68986W

6c9Y'/6X5R6569.R'/K&J-6.5VW&Y5R686WX86.5'G6&VY9.R'/6U69W/'/K# .&/X5WS.5XSX6W8&W5W9'5X# 9/% %6686/X

5R6S/%6WX59/%'/K&V5R6Y956W'9UX59SKR5'/ J&5R KW&S8X9/% '/%'G'%S9UX(76.&/%UZ# &/ 5R6J9X'X&V8&W5W9'5X#

5R68986WV&.SX6X&/ X86.'V'.569.R'/K8W9.5'.6XS.R 9X9..SW956569.R'/K# '//&G95'G65&&UX# .&/56/5

.&/.956/95'&/# V&WY &W'6/595'&/ 9/% K6/6W9U'Q95'&/(M9X5JS5/&5U69X5# .&YJ'/6% ]'5R 5R6&JX6WG95'&/ &V

56.R/&U&KZ%6G6U&8Y6/5# 5R68986W8S5XV&W]9W% 5R6KW&]5R 895R &V.U'/'.9UY6%'.'/6&/U'/6569.R'/K(

()*+,%-#! &/U'/6569.R'/K. &/U'/66%S.95'&/. .U'/'.9UY6%'.'/6. LNN47. VS5SW66%S.95'&/

#责任校对:王小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