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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定向幼儿教师回乡任教的

胜任力预期与现实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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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经访谈发现!江苏首批学前教育专业乡村定向毕业生!预期胜任力较高!实际入职胜任力欠佳% 预期胜任力

与实际入职胜任力的落差!反映了乡村定向师范生-知识万能论.与-城市中心化.两种认知偏差% 师范院校需要从培养

目标$课程体系$师资队伍$职前职后融通四个维度增强乡村定向教师培养体系的乡村适切性!以提高乡村定向幼儿教师

的实际胜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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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研究背景

我国农村地区教育发展#一直受着多重因素

的制约!教师数量缺口大+补充困难+流失严重+专

业化水平不高+专业发展体系不健全11尤其是

在非义务教育的学前教育阶段#问题更为严重(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是通过有编有岗+公费培

养吸引高校优秀毕业生到农村学校长期任教的重

要举措( $%!#年#江苏省教育厅开始实施乡村教

师定向培养计划#首批学前教育专业乡村定向师

范生共计 !$"人#均为本科层次师范生( $%$% 年

6月#首届乡村定向师范生毕业上岗#这批新入职

的本科学历幼儿教师对农村幼教事业的推动作用

被寄予厚望(

乡村教师定向培养计划采取定向招生+定向

培养+定向就业的%三定向&原则#突出了乡村教

师培养的%本土化&特征#招生来源计划县"市+

区'户籍的学生#且大多来自农村家庭#培养学校

也为%本地化&的省属或市属院校( 多项研究表

明!本土化有利于稳定+发展乡村教师队伍)!*

$能

进一步推进乡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契约机制

是定向培养政策保障师范生到岗留任的关键#而

本土化能够增进定向师范生的履约意愿#促动契

约的自动实施)**

( 可见#定向培养政策抓住了

%谁更容易留下&这一关键问题#在乡村教师的补

充和稳定等方面具有优势( 然而#乡村教师定向

培养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一些现实障碍#突出

表现为乡村定向师范生%下不去&%留不住&%教不

好&%无发展&(

政策的预期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差距值得关注

和探究( 作为这一政策的主体#乡村定向师范生

在回乡任教时#对自己在乡村的职业胜任力有一

个心理预期#而在回乡任教一段时间后#会对自己

的实际胜任力产生认识#这个认识和当初的预期

之间是否存在差距+在哪些方面存在差距#以及是

什么原因导致差距的产生. 从微观角度描述乡村

定向师范生的预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力的差距及

其具体表现#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乡村教师定向培

养政策的实施困境#进而优化乡村教师定向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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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基于此#本研究以 :校 $%$%届学前教育专业

乡村定向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通过个别化的半结

构式访谈#先后调查其预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力#

对首届乡村定向毕业生的职业适应状况及其面临

的挑战进行考察和反思#旨在为高校优化乡村幼

儿教师定向培养#提高定向师范生培养的%精准

度&提供参考依据(

$4研究设计

本研究所指的%预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

力&#分别指乡村定向师范生在入职前对自身教

师胜任力的预期#以及在入职后对自己的教师胜

任力的实际评价( 关于教师胜任力的概念#学界

并未达成共识#代表性的观点有!=@>D'等指出教

师胜任力是教师成功实施教学所具备的一种专业

知识+技能和价值观)"*

( 徐建平提出胜任力是指

在教育工作中能将高绩效教师与普通教师区分开

的个人潜在特征#包括自我认识+能力+动机及人

格特点等个人特性)+*

( 曾晓东指出教师胜任力

是教师知道的+信仰的和能做的具体内容#其直接

影响教师的教学成绩)#*

( 基于已有研究#本研究

所指的%教师胜任力&是教师为成功实现工作目

标需具备的一种专业知识+技能+价值观以及人格

特征的综合(

对于教师胜任力水平#已有研究的方法主要

是构建胜任力模型#通过问卷进行测量( 本研究

要进行预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力的对比分析#而

预期胜任力难以通过上述方法进行测量( 另外#

量化研究的方式尽管能从大数据中了解教师胜任

力的普遍情况#但缺乏来自研究对象自身的表达+

发声#无法了解定向师范生入职乡村教师工作岗

位前后的心理过程+其所处的具体情境及其意义

建构方式( 因此#本研究以访谈为研究方法#力图

倾听定向师范生的真实声音(

访谈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预期胜任力

访谈( 采取方便抽样和整群抽样的方式#将 : 校

$%$%届学前教育专业乡村定向师范生共 *#人全部

作为访谈对象$在毕业生即将离校前"$%$% 年 #E

2月'联系访谈对象#拟定一期访谈计划#实施面

对面的个别化访谈#并将录音材料转录为文字#对

访谈记录进行编号( 预期胜任力访谈提纲包括 ,

道题目#主要涉及乡村定向师范生对即将入职农

村幼儿园教师岗位的态度+对自身职业发展的规

划或愿景+能否胜任农村幼儿教师这一工作+能或

不能胜任的工作内容会是什么#以及大学期间学

习的课程或参加的活动与未来职业胜任力之间的

关系(

第二阶段是实际胜任力访谈( 于定向师范生

在乡村幼儿园任教半年左右后进行( 在 $%$% 年

6月联系访谈对象#拟定二期访谈计划#并于 $%$%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进行了多次访谈( 因

访谈对象遍布江苏全省#故借助网络进行线上访

谈#并将录音材料转录为文字#对访谈记录进行编

号( 实际胜任力访谈主要是请受访者回忆和讲述

过去半年来其在工作上最有成就感或挫折感的关

键事例#最有成就感和感到最困难的工作内容分别

是什么#谈一谈大学期间的哪些课程或活动对自己

现在的工作很有帮助或没有体现#以及对未来职业

发展+职业选择的看法( 完成访谈资料的收集后#

按照质性资料分析的步骤#反复阅读访谈文稿#根

据研究主题建立三级编码"见表 !+表 $'(

*4研究结果与讨论

为保持预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力分析维度的

一致以便对比#此部分将教师胜任力的分析维度

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简化#包括专业价值观和专业

知识与能力两个基本维度( 根据编码#专业知识

与能力主要涉及教学能力+组织和管理能力+家园

沟通能力+教学研究与反思能力(

*)!4定向师范生入职前的预期胜任力状况

受访者均为江苏本地生源#其中女性 *" 人+

男性 $ 人#苏北生源多于苏南( 根据毕业生离校

前的访谈#其预期胜任力状况见表 !(

*)!)!4专业价值观-期待大于担忧

多数被访者对于即将入职农村幼儿教师岗位

抱以兴奋与期待的心态"见案例 !'( 虽然部分被

访者也表达了一些对不确定性的担忧+顾虑#但总

体来说#期待大于担忧( 不过#这种期待是从学生

到教师身份转变的普遍期待#还是对乡村教师职

业的特定期待. 受访者并未严格区分( 也有部分

受访者对这一问题持有非常理性的态度#表示回

乡村执教更多是为了履行政策条约#而一旦完成

了服务期限#将重新考虑工作问题"见案例 $'(

案例 !!能够为孩子们服务#可以为孩子带来

乐趣#这一行是值得期待的( "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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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通过实习了解过农村幼儿园与南京

幼儿园的巨大落差#所以不太想面对#但肯定是会

遵守条约先回去的#是不是一直待在乡村#随情况

变动( 定向政策本身是好的#但乡村的条件相对

于城市是欠缺的#在乡下#本科的教师是非常少

的( "c#'

表 !4预期胜任力访谈文本逐级编码

主题式编码 聚焦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部分'

专业价值观

感性期待

理性履约

c!*!总体还是期待比顾虑要多得多

c"!当一个合格的好老师#这是一直以来的目标

K!!不管愿意与否#都要履行这个合约#是一个诚信问题

c2!有机会肯定会争取#最底线就是县城

专业知识与能力

教学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家园沟通能力

教学研究与反思能力

c,!无论是理论课还是技能课#都是学得比较扎实的

c!%!我最自信的就是集体教学

c$2!我觉得我最能够胜任的就是组织教学活动

c*%!技能课在乡村幼儿园一定是比较重要的

c$+!农村幼儿的数量远远大于城市#这么多数量的幼儿对我来说可能是具有

一个挑战性的#我不知道我自己能不能够组织好

c$,!农村幼儿的常规比较差#如何帮助他们建立一日常规#我觉得自己需要接

受培训

c!2!我觉得我最不能胜任的应该是处理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尤其是跟家长

之间的沟通

K$!需要让自己的教科研能力有一个提高

c!$!我在科研发展上可能会更有浓厚的兴趣#愿意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4专业知识与能力-准备大施拳脚

受访者一致认为自己经过 " 年的本科学习#

胜任农村幼儿教师工作是没有问题的#对于成为

教学骨干具有自信"见案例 *+"'( 多数受访者认

为在大学期间参与的课程学习和课外活动能够满

足未来的工作需要( 具体来说#被访者对自身的

教学能力+活动组织能力+艺术技能较为乐观#而

在班级管理+常规建立+家园沟通+教学研究+教学

机制等方面缺乏自信#表示需要在入职后接受进

一步的培训与锻炼( 他们认为职前的师范教育不

能真正培养教师的这些能力#教师需要在实践工

作中慢慢积累经验(

案例 *!我立志于成为教学骨干#前几年跟着

有经验的老师学习#同时将城市的一些教育资源

带入农村( "c"'

案例 "!目前来说的话#算是我对自己的一个

预评估吧#大概 ,%5的胜任能力( ,%5是对于自

身取得的一些成绩的肯定#包括自己通过了实习

的打磨#所以说应该是基本可以胜任工作的(

"c+'

*)$4定向师范生入职后的实际胜任力状况

本次研究的一期访谈对象并没有如约全部入

职乡村幼儿园( 究其原因#违约是极少数#有个别

师范生缴纳了违约金#攻读研究生$部分是接受了

当地小学抛来的%橄榄枝&而入职乡村小学#成为

小学教师( 其余绝大多数乡村定向师范生坚守了

自己的专业#履约成为一名基层的乡村幼儿教师(

由于转入小学是当地教育局的官方行为#对定向

毕业生而言#他们并未违约#却造成本项目研究样

本的部分流失( 二期访谈对象共 *%人#其中女性

$,人+男性 $人( 其实际胜任力状况见表 $(

*)$)!4专业价值观-积极与消极因素的撕扯

在谈到最有成就感的工作时#受访者的回答

分为截然相反的两种状态(

一方面#谈到幼儿时#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表示

自己最大的成就感+幸福感来自幼儿对自己的肯

定以及幼儿的成长给予自己的正面反馈( 幼儿#

是农村幼儿教师积极专业价值观倾向的核心来源

"见案例 +'(

另一方面#当谈到幼儿以外的其他工作内容

及工作环境时#受访者表现出一些消极的专业价

值观倾向( 工作环境对受访者的专业价值观产生

了较多的消极影响"见案例 #'( 乡村幼儿园较高

的工作强度与较低的薪资待遇+幼儿园物质条件

的相对薄弱+%小学化&现象的普遍+杂事多工作

压力大+新教师没有%师父&带+没有时间%充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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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因素#使新入职教师感到不适应#力不从心( 诸

多的消极因素消耗着乡村幼儿教师的耐心与热

情#导致部分受访者表示合约到期后会考虑转到

小学或考研( 在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撕扯中#

消极因素占据上风#超过 #%5的受访者无奈表示

不愿长期在乡村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案例 +!我的成就感来自孩子#工作中最开心

的就是和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将自己受过的专业

培养转换成教育行动时是很有成就感的#有从事

这份职业的自豪感( 我很享受和孩子像朋友一样

对话+开玩笑( "c!$'

案例 #!孩子每天上学时要背书包的#书包里

都是小学生用的铅笔+书本等#因为上了大班家长

要求很多( +%个孩子#两个老师#没有保育员#教

师对于学前教育的理念比较落后#很多老师都是

从私立园来代课的#觉得小学化是很正常的( 幼

儿园管理比较混乱#老师都是伙着干事#没有规

划#也没有时间精力去学习+培训以及做科研( 在

这样的环境下#我对未来的希望不大#甚至对自身

价值有怀疑( "K!'

表 $4实际胜任力访谈文本逐级编码

主题式编码 聚焦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部分'

专业价值观

针对幼儿

幼儿以外

c$!我最大的成就感来自幼儿

c6!班上孩子给我的感动是最多的

c$%!我觉得带班挺幸福的

K$!相比其他老师#我觉得我自己能较好地去倾听幼儿的表达和他们的心声

c!6!首先在收入预期上有差距#教育理念与在校学习的也有差距

c2!工作环境对人的影响超出我的预期#专业教师不能做自己专业的事#会荒

废专业技能

专业知识与能力

教学能力

组织+管理能力

家园沟通能力

教学研究与反思能力

c!!做得比较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集体活动的环节了

c"!大体能够胜任教学工作

c*!我感到最困难的内容就是管理班级的部分

c!+!我们一个班 #%个孩子#两个老师#我最怕出安全事故#其他的做得再好#一

有安全事故#全都白费

c$!!家长的工作太难做了#尤其是在农村

c$#!如果要对家长提出意见#要先夸奖孩子#肯定好的方面#然后再说不好的

方面#这样家长比较容易接受

c"!还是会挤一些时间学习#每天下班#回家之后就要写反思#写幼儿的观察记

录以及其他的一些笔头作业

c,!工作压力还是蛮大的#像笔头完成的任务量太多#各种检查+评估+评比

*)$)$4专业知识与能力-基本胜任!部分脱节

受访者均表示基本能够胜任目前的工作#能

够独立带班+组织活动+建立常规等( 有一半的受

访者认为任教以来自己的实践能力有所增强#但

也有一半的受访者觉得自己一直处于专业知识输

出状态#业余时间中也极少有学习反思的时间#长

此以往#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专业素养#都在%原

地踏步&#甚至是%逆水行舟#不进却退&的状态(

最让新入职教师头疼的是班级管理+家园沟

通等方面#这与预期一致( 班级管理和家园沟通

的难度与农村幼儿园的特点有关#农村幼儿园的

师幼比较高#能够达到 ! k*% 甚至 ! k"%$农村幼

儿普遍缺失良好的家庭教育#隔代教养+留守儿童

或单亲儿童较多( 乡村定向幼儿教师在面对乡村

幼儿园的这些特征时#显然缺乏理论和实践的准

备#因此胜任力较低"见案例 2'(

针对大学期间的课程或活动对当前工作的帮

助#不少受访者认为%教学法&%儿童观察法&等课

程对职后工作的帮助最大$由于一些乡村幼儿园

的特殊情况#部分课程难以发挥正常作用"见案

例 ,'$还有一些本该实用的课程#比如舞蹈创编#

在实际工作中并不适配( 如是#存在教师教育课

程与实际工作部分脱节的现象(

案例 2!农村的孩子并不比城里的孩子差#差

的是环境"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学习

习惯和学习方式( 就拿我们班家长来说#很多家

长自己都没有正确的育儿观念#甚至为省事直接

扔电脑+手机给孩子( 家长每天打工回来很累#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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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带孩子当然更累#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方式#这

与幼儿园的教育方式相违背( 家园合作#缺一不

可#否则达不到教育目标( 我跟那些爷爷奶奶家

长们去沟通时#他们并没有听进去#他们认为幼儿

园老师只是带孩子的#我又能说什么呢( "c$!'

案例 ,!我们幼儿园是小学改的房子#教室空

间特别小#虽然也想让小朋友有区域可以玩#但是

空间场地的局限性让我们没有办法开展区域游

戏#只有户外玩大型玩具滑梯#室内的话就只能玩

桌面游戏#所以这个区域游戏#是我感到开展起来

很困难的工作( "c!6'

*)*4造成预期与实际胜任力差距的认知偏差

从毕业前夕的%踌躇满志&%大有可为&#到入

职初期的%怀疑人生&%无可奈何&#定向师范生预

期胜任力与实际胜任力的差距#简直是从天到地

的%着陆&#痛苦的体验不可避免( 这种差异#源

于定向师范生个体的两种错误而又被其认为理所

当然的认知(

*)*)!4知识万能论

%我以为#大学期间学校开设的活动+课程#

都会是以后教育教学活动中很有用的(& "K$'师

范生预期所接受的职前教育都是未来工作中必会

用到而且好用的#实际上#定向师范生所接受的教

师教育与乡村幼儿园实际工作之间存在脱节( 这

种脱节当然包含了诸多原因!有从理论到实践转

化的困难+有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滞后+有先进

教育理论的培养还是实用教学技能训练的师范教

育之争11而对定向教师来说#还存在培养方案

是否具有乡村适宜性的问题( 另有受访者言#定

向师范生所学课程与非定向的普通师范生并不存

在显著的区别#只是增加了少量冠名%农村&的课

程( 所谓乡村定向师范生#主要表现在招生与就

业的定向#缺乏真正的定向培养(

*)*)$4城市中心化

定向师范生普遍认为从城市到乡村#是一种

必能轻松驾驭的%向下兼容&#这种%城市中心&思

想使很多定向师范生%高估&自己的入职胜任力(

在江苏省会高校学习了 " 年#自认为学成归来#来

到乡村的小小幼儿园施展拳脚会易如反掌#却发现

物质条件+教学环境+领导的关注+同事的工作状态

等都与预期有着相当大的落差#而且多年所学无法

使自己对乡村幼儿教育工作应付自如#面对众多农

村特有的问题#书本上没有答案#只能自己摸索#从

头学起( 另外#无论是城市生源还是农村生源的定

向师范生#受访者们都习惯用城市生活方式与思维

方式来评价农村的一切#极易滑入城乡二元对立+

城市%先进&而农村%落后&的思维模式(

以上两种认知偏颇影响了乡村定向师范生进

行合理的职业胜任力评价#对其入职适应造成一

定的消极影响(

"4对师范院校乡村定向师范生精准培养

的建议

毋庸置疑#对于定向师范生预期和实际入职

胜任力的落差及其两种观念定势的形成#师范院

校必须反思( %定向教师培养&要求招生+培养和

就业各环节均明确定位于乡村#而师范院校主要

承担定向培养的责任( 因此#需要重塑全过程的

乡村定向师资培养体系#体现定向培养的乡村适

切性#以提高乡村定向幼儿教师的实际胜任力(

第一#针对乡村学校的现实需求#明确培养目

标#制定专门的乡村教师教育方案( 在接受定向

培养任务前#师范院校需要发挥能动性#走进地方

教育行政部门和定向学校进行调研#了解乡村教

育的实际状况和对优秀教师的能力需求#以此为

目标制定专门的乡村教师人才培养方案#编制专

门的乡村教师教育课程标准#提高乡村教师教育

课程与定向地区实际情况结合的适切性#做到

%按需培养&(

第二#增强教师教育课程的乡村适宜性( 乡

村不是低级版的城市#乡村有其独特性#过于城市

化的课程与教学#就像%屠龙之术&#会妨碍师范

生的入职胜任( 增强教师教育课程的乡村适宜

性#需要从知识+能力+价值观三个维度着手(

一是以乡村教育学为核心#研发体系化的乡

村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开展以乡村理解教育为支

柱的乡村通识教育#开发以定向师范生家乡+村

落+习俗+歌谣等为内容的具有地方性知识的乡土

课程#在课程与教学中契合农村教育教学的特点#

尊重农村儿童独特的身心发展规律( 加快教师教

育课程的更新速度#加强对当下乡村经济社会发

展环境中教育教学场景和实际问题的呈现#增强

师范教育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减少提供过时或

无效的教学内容#以提高定向教师的入职胜任力#

培养切实了解乡村教育教学实际情况的教师#避

免乡村教师直接套用城市的经验来开展乡村教育

教学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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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定向师范生乡村实践能力的提升(

为定向师范生配备学科导师和实践导师#增强理

论课程的实践导向#重视乡村教育实习与实践课

程#开展各种乡村主题的志愿服务活动#使定向师

范生以专业人的身份浸润于乡村#在项目式学习+

反思性观察和行动研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双

向激活#锻炼定向师范生理解和解决当地问题的

能力+在地化教育能力+乡村课程资源开发能力+

家园沟通与合作能力+支持乡村儿童心理健康发

展的能力等(

三是重视乡村教师乡土情怀+乡村教育情感等

核心素养的培养( 重建乡村教育文化价值观#激发

其内心的文化自信+社会责任感和发展动力#养成

热爱大地+热爱农村+热爱农村孩子的乡村教育家+

乡村文化的代言人#注重提升乡村教师的荣誉感+

使命感#涵养长期从教+终身从教的职业情怀#激发

青年教师的教育理想#增强乡村教师的内源性发展

动力#从提倡甘于奉献转变到强调热爱乡村#不断

增加对乡村教师职业认同+乡土依存的关注)2*

(

第三#教师教育者自身需要增强乡村教育能

力( 师范院校专业师资队伍#尤其是传统学科教

学论教师#需要加强对农村教育教学+农村儿童发

展理论的研究#提高乡村教育资源开发与利用能

力#才能在职前教育中向定向师范生传递正确的

农村教育价值观念#增强课程与教学的农村适切

性#避免过于城市中心化的职前教育(

第四#加强职前职后一体化培养#支持定向师

范生到岗后的专业可持续发展( 创新协同机制#集

中优质资源#打通教师的职前培养+入职培训和在

职研修#建立乡村定向师范生培养的教师专业发展

档案#组建由师范院校+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定向学

校三方共同参与的支持团队#长期跟踪+终身支持

定向教师专业成长#让定向教师在成长的道路上得

到个性化的专业支持#助力其成长为乡村骨干教

师#成为乡村教育发展的引领者和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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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R:Ŵ ! =8SQW! Z ǸTT! CO@D)TC@/AC>B̂ CC& 8]]C/O([C

='JLCOC0/(CB(Y))N&M/@O('0! $%%%""#&2"!

3

2"*)

(+) 徐建平)教师胜任力模型与测评研究(;))北京&北京

师范大学!$%%")

(#) 曾晓东)对中小学教师绩效评价过程的梳理(Y))教师

教育研究!$%%""!#&"2

3

+!)

(2) 孟繁华)构建指向欠发达地区教师培养的教师教育共

同体(Y))教育研究!$%$!"##&$,

3

**)

!"#K'1C#,M##(,"#2N1#+,#)/$01#,#(+#'(),"#

@#'5F(#$.,"#G-%#+,-$('5O,%'-(-(9!#'+"#%: .$%@3%'5>%#':

=IN̂ IM@

":/A''D']U>CB/A''DN&M/@O('0# Y(@0HBM :C/'0& '̂>J@DG0([C>B(OP# @̂0.(0H$!%%!*# =A(0@'

!"#$%&'$! QO_@B&(B/'[C>C& OA@OOAC>C_@B@H@L ?CO_CC0 OACC\LC/OC& /'JLCOC0/C@0& OAC>C@D'0C(0

OAC](>BO?@O/A ']>M>@D'>(C0OC& H>@&M@OCBJ@.'>(0H(0 L>CB/A''DC&M/@O('0 (0 Y(@0HBM U>'[(0/C)TACH@L >C]DC/OB

O_'/'H0(O([C?(@BCB']&(>C/O('0@DFO>@(0(0HOC@/AC>B]'>>M>@D@>C@B# 0@JCDP# %'J0(L'OC0/C']10'_DC&HC& @0&

%M>?@0(e@O('0&)̂ '>J@DM0([C>B(O(CB0CC& O'C0A@0/COAC>M>@DBM(O@?(D(OP']OACBPBOCJ']O>@(0(0HOACJ]>'J

]'M>&(JC0B('0B! O>@(0(0H'?.C/O([CB# /M>>(/MDMJBPBOCJ# OC@/A(0HBO@]]# OAC]MB('0 ?C]'>C@0& @]OC>.'?FO@1(0H#

B'@BO'(JL>'[COAC(>L>@/O(/@D/'JLCOC0/C)

()*+,%-#! &(>C/O('0@DFO>@(0(0HOC@/AC>B]'>>M>@D@>C@B$ L>']CBB('0@D/'JLCOC0/P$ >M>@DBM(O@?(D(OP$

@//M>@OCO>@(0(0H

"责任校对4葛丽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