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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分工式专题教学是指将该课程分为若干不同专题，每个任课教师专门负责全校
学生１～２个专题教学的授课方式。这种授课方式可以充分发挥教师的研究专长，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
分析、研究问题的能力。依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及２０２３版新教材的内容结构与教学要求，可以将“中国近现代史纲
要”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变法图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６个专题开展教学。
分工式专题教学的实施路径可以分为备课、布置、教学、考核４个步骤。普通高校开展分工式专题教学的关键在于如何
合理排课，只要将教学时间平均分为６个时段，教学班级相对平均分为６等份，教师在不同的时段流动于不同的班级进
行教学即可解决好教师排课的难题。为使分工式专题教学更有成效，需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知识传授与思想教

育的紧密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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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要求全国本科院校自２００７年春季开
始开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

课程，北京大学走在全国前列，２００６年下学期新
生开学时即开设该课程。当时全国尚无统一教

材，北京大学采用分专题的方式进行教学，并且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开课肇始，“纲要”课专

题化教学就引起广泛关注。全国发行统一的教材

之后，仍有不少院校采用专题方式进行授课，但目

前大多数院校在专题教学中通常由１个任课教师
包揽部分班级“纲要”课所有的专题，效果并不明

显，而且 ２０２３版“纲要”新教材内容结构有了较
大的变化。本文拟探讨如何针对新教材采用分工

式专题教学的方式来提高“纲要”课的教学效果。

１　“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的价值意蕴
“纲要”课的分工式专题教学有别于通常的

专题教学模式：通常的专题教学强调的只是将

“纲要”课分为若干专题进行授课；分工式专题教

学是依据“纲要”课的主要内容和教学要求，将其

分为若干专题，并在此基础上由每一位任课教师

根据自己的研究专长和知识储备对全校所有学生

开展其中 １～２个专题教学的授课方式。这一教
学方式对增强“纲要”课教学效果具有重要作用。

其一，有利于充分发挥教师的研究专长，打造

“纲要”课教学之金课。目前“纲要”课教学整体

效果不佳，原因众多，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

水课太多，金课太少。而之所以缺乏金课，主要是

由于教师精力有限、知识储备不足，无法对“纲

要”课所有的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大

部分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除了对自己较为熟悉的

部分章节或专题能做到精彩绝伦地讲授外，更多

内容的讲授只能是照“屏”宣科。如果实行分工

式专题教学，让任课教师只讲授“纲要”课中与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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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研究领域接近的专题，则该教师能够将自己的

研究与教学有力结合起来，从而增加教学内容的

含金量，讲出有理论深度、有学术水平、有专业特

色的金课。

其二，有利于促进教师的科学研究。一方面，

分工式专题教学中虽然教师只讲授１～２个专题，
但为了讲好这１～２个专题，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
知识和较强的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否则教师无

法深入开展这些专题教学。也就是说，为了讲好

这１～２个专题，教师必须围绕这些专题进行深入
研究。另一方面，教学相长，在分工式专题教学过

程中，随着学生知识的增长，思维的开拓，学生会

围绕专题向教师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和设想，这

样反过来会开拓教师的研究视野，助力教师的科

研进步。再者，由于实行分工式专题教学，每个教

师只负责少数专题，也“减轻了教师的教学负

担”［１］，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三，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通常的

“纲要”课教学，由每个任课教师负责１个或几个
班级整门课程的教学，教师对该课程从头至尾进

行授课。这种授课方式，刚开始学生对教师还有

一定的新鲜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新鲜感会

越来越弱，学生对老师的授课风格、教学方法逐渐

习以为常、屡见不鲜。分工式专题教学让每个任

课教师在１个班级里只讲授１～２个专题，剩下的
专题由其他教师讲授，使学生不仅“可以感受不

同的讲课风格，避免听觉和视觉的‘审美疲劳’”，

而且可以“受到不同学术背景教师的熏陶和训

练”，从而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热情”［２］。

其四，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研究历史问题的

能力。因为“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不再是简

单的历史知识的呈现，而是围绕中国近现代史上

的某些专题开展综合性、大跨度、多角度的深入分

析，任课教师在专题教学的过程中也会结合自己

的研究进行讲授，甚至会引导学生参与相关课题

的调查和研究，这自然而然会提高学生分析、研究

问题的能力。

２　“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的专题设计
“纲要”课专题讲什么，专题如何设置，要根

据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纲要”课教材的内容

结构以及“纲要”课的教学目的来确定。

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主题来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

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历史

的主题是反对帝国主义寻求民族独立、反对封建

主义实现人民解放及各阶级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进行各种变法图强的改革。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后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

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历史主题

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现国强民富。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时代特

征又可以分为３个阶段：（１）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社会
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２）１９７８～２０１２年，改革与
开放时期；（３）２０１２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
时代时期。因此，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教学

中，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分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

变法图强、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６个专题开展教学。
从“纲要”课教材的内容结构来看，设置成以

上６个专题也与２０２３版新教材相契合。２０２３版
“纲要”新教材共１０章。前７章阐述的是１８４０～
１９４９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涉及反对帝国主义、反
对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及变法图强 ３个部
分，篇幅约占全书的５０％。后３章阐述的是１９４９
年以后的历史，内容主要涉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

设、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３个部
分，篇幅亦约占全书的５０％。因此将前７章设置
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变法图强３个专题，将后
３章设置成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改革开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３个专题与教材内容体系基
本一致，而且这样设置也有利于合理安排教学

时间。

关于“纲要”课的教学目的，“纲要”２０２３版
新教材提出了五点具体要求：（１）了解近代反帝
反封建的历史，懂得两个“历史必然”，理解“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

国”的深刻道理；（２）了解近代中国人民“为救亡
图存而进行艰辛探索、顽强奋斗的历程及其经验

教训”，认识历史和人民怎样做了“四个选择”，懂

得四个“来之不易”；（３）了解“开创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进程和重大意义”，增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４）了解“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进程”，自觉用“中国共产

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５）牢固树立唯物史
观，“提高运用科学的历史观方法论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明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主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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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主流本质，警惕和反对历史虚无主义”［３］。五

点要求中，第一点涉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前的历史，第二点涉及的是整个中国近代以来

的历史，第三点涉及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

史，第四点涉及全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第五点涉

及的也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没法按照历史发展

的逻辑单独对照每一个教学目的设置一个专题，

但我们可以将这些教学目的放在前述６个专题的
教学体系中来实现。那么，如何在上述６个专题
中实现这些教学目的？我们可以结合中国近现代

历史主题及“纲要”课的内容结构，通过以下６个
专题构建“纲要”课的专题教学内容。

第一，民族独立专题。主要学习近代以来帝

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史及中国人民反对侵略、维

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历史，内容包括鸦片战

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

侵华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通过上述内容的教

学，让学生了解近代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

沉重灾难，让学生明白新中国来之不易，今天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增强其爱国主义情感；让学生懂

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真正让中华民族独立，

“中国共产党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引导学生归

纳总结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屡遭挫折

的原因，让学生懂得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激发学

生奋发图强，积极投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征程。

第二，人民解放专题。主要学习近代以来中

国人民反抗本国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历史，

包括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北方捻军起义、义和团反

清运动、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解放战争

等。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了解封建主义、官

僚资本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让学生

懂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旧民主主义革命、人民

共和国取代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让学

生懂得只有共产党才能实现人民的解放，只有共

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消除学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根源，增强学生拥

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自觉性。

第三，变法图强专题。主要学习各阶级为实

现国强民富进行各类变法改革的历史，包括鸦片

战争后开眼看世界、太平天国提出《资政新篇》、

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维新派进行戊戌变法、晚清

政府实行清末新政等。通过变法图强专题的教学

让学生明白农民阶级的探索、地主阶级的改革、资

产阶级维新派的变法都不能完成民族独立与国家

富强的历史任务，历史的重任只能交给无产阶级

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来完成，从而加深学

生对“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认识。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专题。主要学习

新中国成立前３０年的历史，内容主要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

义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独立完整

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等。这３０年为中国
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奠定了政治前提、制度保

证和物质基础。通过本专题的教学使学生明白社

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必然

选择。

第五，改革开放专题。主要学习 １９７８～２０１２
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并适当地对中苏改革道路及

其结果进行比较。这一段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科技、文化的

飞速发展，实现了综合国力的快速增长及人民生

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

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

质条件”［４］。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明白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正确选择，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必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增

强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

第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专题。主要

学习２０１２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和团结全国人民协

调推进“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建设，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历史。这一时期“解决了许多长期想

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

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５］，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

新征程。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让学生深刻了解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和伟大成就，

引导学生自觉坚持“两个维护”，自觉加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自觉投身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事业。

以上６个专题的设置涵盖了中国近现代历史
的内容，契合“纲要”课教材的内容结构，吻合“纲

要”课的教学目的，如果全面深入开展教学，能让

学生深刻了解中国近现代国史、国情，有效实现

“纲要”课以史育人的教学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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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的实施路径
以上探讨了“纲要”课专题设计的内容，那么

如何实施“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笔者认为

可以从以下路径深入开展。

３．１　统一规划，分工备课
分工式专题教学的第一步是备课。备好课是

上好课的前提，为了提高“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

学的备课质量，宜坚持“统一规划，分工备课”的

原则进行备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一，“纲

要”课是一门整体性的课程，分专题进行教学时

专题之间需要互相衔接才能达到整体的教学效

果，故此要对“纲要”课整门课程的专题设计、转

承衔接、方法配置，以及备课的标准、要求等进行

统一规划。其二，开展分工式教学的目的是充分

发挥每一位教师的科研专长，以使该教师将自己

的专业知识和研究成果用于专题教学，因此具体

到每一个专题的备课应由负责该专题教学的教师

完成。当然，尽管进行分工备课，但由于每个人的

知识储备都是有限的，为了提高备课质量，教研室

成员之间也应互相讨论，取长补短，相互提供专业

知识的支持。

３．２　制定指南，提前布置
分工式专题教学的第二步是制定学习指

南，并提前下发给学生。教学需要师生互相配

合，而互相配合的一个前提就是知道对方想干

什么。“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打破了教材体

系，内容与教材也不完全一致，且同一个班级由

不同的教师进行教学，而每个教师的教学要求

不一样，这需要学生提前了解，如果临时布置，

往往会打乱学生的学习计划，影响学习的效果。

因此，教研室要预先制定好“纲要”课分工式专

题学习指南。指南应涵盖教学的内容框架、教

学计划、教学形式、自主学习方案等。教师在开

课之前或第一堂课时将指南下发给学生，以便

学生提前进行学习规划。

３．３　围绕专题，分工教学
分工式专题教学的第三步是组织教学。专题

教学的过程主要包括教师的专题讲授以及学生的

自主学习两个部分。专题讲授是指各教师在精心

备课的基础上围绕自己负责的专题进行讲解。在

专题讲授环节，教师需要做到观点正确、学理通

达、条理清晰、语言生动、深入浅出、详略得当，让

讲授有效果，能达到以史育人的目的。学生的自

主学习是指学生在专题教师的指导下围绕专题内

容开展的历史问题辩论、历史人物点评、历史角色

扮演以及研究性学习、参观访问学习等。其学习

模式和讲授式学习截然不同，教师只是起指导作

用，需要学生去主动探求知识。但如果指导不力，

则无法实现教学目的。为有力指导学生自主学

习，除了教师要尽职尽责，教研室也应当制订详细

的学生自主学习方案，告知学生在哪些专题中开

展哪些自主学习，如何开展这些自主学习，阅读哪

些书籍，查看哪些资料，如何讨论和研究，什么时

候展示自主学习成果，等等。有条件的学校亦可

聘请助教指导、督促学生完成自主学习。

３．４　各自命题，集中考核
分工式专题教学的第四步是课程考核。一方

面，课程考核是教师衡量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方

式；另一方面，由于考核成绩是学生评奖评优等方

面的重要依据，学生一般都比较重视，所以课程考

核也是教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手段。传

统的“纲要”课课程考核通常采用由某个教师统

一命题集中考核，或各个教师各自命题各自考核

的方式。分工式专题教学各专题教学是分工进行

的，各专题教学的具体情况各专题教师最为清楚，

故宜采用各自命题，集中考核的方式进行课程考

核，即各专题教师根据自己的教学情况各出一部

分试题，最后整合成一套完整的试卷进行考核。

这样既能使考试的内容与专题教学的内容紧密结

合，又能全面考核学生的学习效果。当然也可以

采用各自考核、集中统分的方式，即各专题教师分

别对学生进行专题考核，各专题分数的总和构成

该学生“纲要”课的最终成绩。这种方式对学生

和教师来说相对比较繁琐，但也有利于各专题教

师灵活安排考核方式和考核时间。

４　“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的关键问题
开展分工式专题教学必须解决的最关键的问

题是教师排课难。目前高校“纲要”课采用专题

教学者虽多，但除了北京大学等少数师资力量雄

厚、教学设备齐全的大学以外，大多数高校并没有

实行分工式专题教学（即每个教师只负责全校所

有班级的１～２个专题的教学），而是由每个教师
固定地负责某些班级所有的专题教学。之所以如

此，其重要原因是在师资受限情况下分工式专题

教学的教师排课十分困难。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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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探讨在师资力量一般的普通院校如何解

决排课困难这一难题。

第一，各专题教学课时数的安排。根据教育

部要求，“纲要”课有４８个学时，而绝大部分高校
能保证３６个学时的理论教学时间。如果每周 ２
个学时，每学期开设１８周，平均分配到前文所述
的６个专题教学中，则每个专题平均可以设置 ３
周共计６个学时的教学时间①。

第二，各专题教师的排课。假设全校有２４个
班，由Ａ、Ｂ、Ｃ、Ｄ、Ｅ、Ｆ６个教师负责全校“纲要”
课教学，传统的教学安排可能是这６位教师每位
教师负责４个班的教学，每个班所有的专题都由
同一位教师来授课。这和非专题教学的效果一

样，教师不可能把教学和自己的科研紧密结合起

来讲出高水平的金课，因为每位教师的研究领域

和知识水平都是有限的。为了让教师的科研与教

学紧密结合，我们可以让每位教师只负责１个专
题的教学。其方法如下：由 Ａ教师负责第１专题
教学，Ｂ教师负责第 ２专题教学……Ｆ教师负责
第６专题教学。在教学安排上，第 １～３周，Ａ教
师负责１～４班第１专题的教学，Ｂ教师负责５～８
班第２专题的教学……Ｆ教师负责２１～２４班第６
专题教学。第４～６周，Ａ教师负责５～８班第１专
题的教学，Ｂ教师负责 ９～１２班第 ２专题的教
学……Ｆ教师负责１～４班第６专题教学。其后第
７～９周、１０～１２周、１３～１５周、１６～１８周均依此类
推。此种安排的要领是：将教学时间平均分为 ６
个时段，教学班级相对平均分为６等份，教师在不
同的时段流动于不同的班级进行教学，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分工式专题教学课时安排

１～４班 ５～８班 ９～１２班 １３～１６班 １７～２０班 ２１～２４班

Ａ １～３周 ４～６周 ７～９周 １０～１２周 １３～１５周 １６～１８周

Ｂ １６～１８周 １～３周 ４～６周 ７～９周 １０～１２周 １３～１５周

Ｃ １３～１５周 １６～１８周 １～３周 ４～６周 ７～９周 １０～１２周

Ｄ １０～１２周 １３～１５周 １６～１８周 １～３周 ４～６周 ７～９周

Ｅ ７～９周 １０～１２周 １３～１５周 １６～１８周 １～３周 ４～６周

Ｆ ４～６周 ７～９周 １０～１２周 １３～１５周 １６～１８周 １～３周

以上教学安排，只要１～４班、５～８班、９～１２
班、１３～１６班、１７～２０班、２１～２４班这些班段内
部４个班的排课时间不重叠（一般的学校都能

做到），就可以让学生不更换教室，教师流动于

不同的班级开展同一个专题的教学，这样就完

全不影响课时与教室的安排。当然，全校学生

可能多于或少于 ２４个班，但只要将全校学生相
对平均地分成 ６等份，每个教师在不同教学时
段只会增加或减少 １个班的教学，不会增减过
多的教学任务。

如果教师人数不是６人而是７人，则第一学
期可以由两位教师负责同一个专题的教学，给这

两位教师更多的时间从事科研和对外交流，第二

学期让这两位教师各负责１个专题的教学，适当
减少其他教师的教学时间。这样，对教师的培养

也十分有利。如果极少数学校“纲要”课教师人

数少于６人，则可以让其中的一两位教师负责两
个专题的教学，其他教师负责１个专题的教学，其
教学效果比由某一位教师将所有专题一讲到底的

情况要好很多。如果一些专题课堂讲授所需的时

间较长，可以在该专题教学周的晚上或周末适当

增加教学课时。如果课堂教学时间少于１８周，可
以在期末阶段适当简化一些教学环节，譬如将学

生自主学习的环节放在课后进行。总之，根据具

体情况灵活调节即可。

５　“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的注意事项
为了有效开展“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还

必须注意以下两点。

５．１　注意知识传授与思想教育的紧密结合
分工式专题教学无疑会拓展学生的知识面，

会提高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但绝不能忽略

“纲要”课的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即让学生“认识

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

程及其内在规律，深刻领会历史和人民是怎样选

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

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深刻理解“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从而“更加坚定地在中国共产

党坚强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

斗”［３］。教师应在教学的过程中始终把握这些思

想主旨，尽可能在每一个专题教学的结尾进行归

纳和总结，并通过这些归纳、总结引导学生正确认

识和理解此类历史问题，从而达到以史育人的

７３
①注：具体每个专题的课时数为多少，可以根据教学的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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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５．２　注意教学与科研的紧密结合
教学相长，教学离不开科研，科研也离不开教

学，教学能促进科研，科研也能促进教学。前文已

经言及，“纲要”课分工式专题教学能让教师有更

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科研，也能促使教师不得不

从事科研。但这并不意味着从事科研的教师一定

能搞好教学。要想搞好教学，这类教师还要注意

将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一方面科研内容要贴近

教学，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对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

进行潜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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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ｌｉｅｓｉｎｈｏｗｔｏｓｃｈｅｄｕｌｅ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ｓｌｏｎｇａｓ
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ｉｍｅｉｓｅｖｅｎ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６ｐｅｒｉｏｄ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ａｒ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６ｅｑｕａｌ
ｐａｒｔｓ，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ａ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ｓ．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ａｙ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ｎｄ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ｏｓ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ａｎｄ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Ｍｏｄｅｒ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ｌａｂ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ｐａｔｈｓ；ｋｅｙｉｓｓｕｅｓ

（责任校对　唐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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