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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袁作为理学的

集大成者袁他继承了儒家先贤的廉德思想袁形成了自

己的廉德思想体系遥 朱熹对野廉冶的价值内涵多有提

及袁如野廉勤冶野廉谨冶野廉公冶野廉平冶等袁廉不仅是一种

伦理道德规范袁更是对为政者的一种道德要求袁既是

君德的首要之义袁 也是下级官吏应遵循的首要准则遥

在 叶朱子语类曳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曳叶四书章句集

注曳中袁有许多关于朱熹廉德思想的记载袁本文主要从

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梳理与概括遥

一尧重廉以立节养性

从君子人格的影响和塑造方面来看袁朱熹认为重

廉可以立节养性袁挺立主体之道德品格遥 以往也有儒

学思想家重视廉德对于主体人格之作用袁如程颐曾论

及以廉德为官的重要性袁曰院野今责罪官吏袁殊无养士

君子廉耻之道遥必断言徒流杖数袁赎之以铜袁便非养士

君子之意遥 冶[1]程颐指出培养从仕君子的廉耻之节是防

患于未然的必要手段遥 朱熹也强调廉德对于个人品格

修养的重要性袁朱熹指出野学者须要有廉隅墙壁冶[2]袁主

张坚守廉德是学者治学之本遥 朱熹还将野廉冶作为一种

高尚的道德操守袁是野圣贤冶才能达到的一种崇高境

界袁曰院野夫所谓圣贤之学者袁非有难知难能之事也遥 孝

弟忠信尧礼义廉耻以修其身袁而求师取友尧颂诗读书以

穷事物之理而已遥 冶[3]朱熹所强调的圣贤之学袁主要包

括修身尧穷理两个方面院一是以孝悌忠信尧礼义廉耻修

养自身袁二是以寻师交友尧颂诗读书穷理遥 将廉德作为

圣贤之学的重要内容袁这实际上表达了朱熹理想中的

圣贤人格袁是一种野无私无欲尧至德至众尧有着宽厚的

同情心和正义感尧与万物为一体尧赞助天地之化育的

伟大人物冶[4]遥

在士人道德养成的过程中袁廉德起着不可或缺的

作用袁朱熹主张野士人当有礼义廉耻冶[3]袁将野廉冶作为士

人需要修养的道德品质遥 朱熹在文章中曾多次强调士

人之野廉冶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遥 一是野廉退冶袁苏轼

曾在叶故周茂叔先生濂溪曳中称赞周敦颐院野先生本全

德袁廉退乃一隅遥 冶[5]可见苏轼将野廉退冶视为一种重要

的德性遥 朱熹亦强调道院野士人先要识个廉退之节遥 礼

义廉耻袁是谓四维遥 若寡廉鲜耻袁虽能文要何用浴 某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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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肖袁深为诸君耻之浴 冶[2]朱熹将野廉退之节冶作为士人

首先应具备的重要品德袁士人若无道德底线袁行寡廉

鲜耻之实袁即使学问再深袁亦为人所不齿遥 朱熹还强调

道院野如为天子近臣袁合当謇谔正直袁又却恬退寡默曰及

至处乡里袁合当闭门自守袁躬廉退之节袁又却向前要做

事袁这个便都伤了那大体遥 冶[2]这里的意思是说在其位

就要积极辅佐君王袁归隐时就要廉退得当袁进退得宜遥

可见朱熹强调的廉退之节是退而有当袁合乎大体遥 二

是野静退冶袁野静退冶一词最早出现在叶韩非子曳中院野人主

之道袁静退以为宝遥 冶[6]朱熹曰院野静退之说亦甚善袁但今

亦未是教人求退袁只是要得依本分尧识廉耻袁不敢自衒

自鬻以求知求进耳遥 噎噎知得不求只是本分袁求著便

是罪过袁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袁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曰不

惟不得说著求字袁亦不可说著不求字袁方是真能自守尧

不求人知也遥 冶[3]朱熹所言野静退冶不仅是践于行袁更重

要的是诚于心袁 可见朱熹认为廉德亦是自身读书穷

理尧不断修养内心的结果遥 三是野简廉冶袁野简廉冶一词出

自叶皋陶谟曳院野宽而栗袁柔而立袁愿而恭袁乱而敬袁扰而

毅袁直而温袁简而廉遥 冶渊叶尚书窑皋陶谟曳冤郭钦在叶中国

廉洁文化史曳中指出野简而廉冶回答的是九德品例袁他

认为野耶简而廉爷是知人的一个方面冶[7]遥而朱熹解释野简

而廉冶则说院野耶简而廉爷袁廉者袁隅也曰简者袁混而不分明

也遥 冶[2]并且朱熹进一步扩展了对野简而廉冶的认识袁他

认为由简而廉并不仅是单纯的教人克制私欲袁更多的

是教人变化气质遥

廉德亦是君子所应具备的重要品德袁 如荀子把

野廉冶作为君子的重要德性袁荀子曰院野君子宽而不僈袁

廉而不刿袁辩而不争遥 冶[8]认为君子之道有宽尧廉尧辩等

德行遥 荀子认为缺乏廉德无益于个人养成君子道德袁

曰院野端悫顺弟袁则可谓善少者矣曰加好学逊敏焉袁则有

钧无上曰可以为君子者矣遥 偷儒惮事袁无廉耻而嗜乎饮

食袁则可谓恶少者矣遥 冶[8]荀子以廉德区分君子和小人袁

对无廉耻之小人持鄙夷的态度袁称子游氏野偷儒惮事袁

无廉耻而耆饮食冶[8]袁是为贱儒袁可见在君子道德的养

成过程中袁廉德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遥 朱熹继承了荀

子的观点袁 把廉德作为君子所应具备的重要品德袁批

判一些儒者不修廉德的行为袁 曰院野如学子游之弊袁只

学得许多放荡疏阔意思遥 冶[2]此处是在强调君子一旦失

去道德底线袁行寡廉鲜耻之术袁便很容易在私利的驱

使下走上邪路遥 朱熹认为君子与小人的取向不同袁君

子怀有廉德袁则不失其公袁而小人缺乏廉德袁则尽行利

己之事袁以公谋私遥 因此朱熹指出院野君子过于公袁小人

过于私曰君子过于廉袁小人过于贪曰君子过于严袁小人

过于纵遥 冶[2]朱熹以野廉冶与野贪冶袁野公冶与野私冶袁野严冶与

野纵冶来区分君子和小人袁将廉德作为划分君子和小人

的重要标准袁明确表达了对于君子的期望院廉德是君

子所应具备的重要品德袁君子应重视养成廉洁的道德

品格袁以廉德立身袁起到表率和带头作用遥

二尧重廉以养民风俗

朱熹所处的南宋社会之所以江河日下袁究其原因

便在于朝廷纲纪难以维持袁社会风俗寡廉鲜耻遥 朱熹

将野廉冶作为评判社会风俗是否良好的重要尺度袁曰院

野如今有个乡村人淳厚袁便是那乡村好曰有个乡村人不

仁尧无廉尧无耻者多袁便是那乡村不好遥 冶[2]世人如果具

有廉耻之心袁就会顾惜自己的名节袁拒绝做有损于礼

义道德的事情袁而一旦失去廉耻之心袁终将会败坏社

会之风俗袁侵蚀国家之根基袁朱熹曾怒斥这种不正之

风袁曰院野今有恣为不忠不孝袁冒廉耻袁犯条贯袁非独他

自身不把作差异事袁有司也不把作差异事袁到得乡曲

邻里也不把作差异事遥 不知风俗如何坏到这里袁可畏浴

某都为之寒心浴 冶[2]世人若是违反法令袁丧失廉耻之心袁

那么这种不良之风自然成为社会上所推崇的道德风

尚袁人之私欲无以节制袁社会风俗便在众人的争权夺

利中流弊日深尧极度败坏遥可见朱熹认为廉德思想在改

变社会不良习俗尧重塑道德风尚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遥

首先袁朱熹主张通过推崇廉士来引领和改善社会

道德风俗遥 在诸多儒家学者中袁程颐对此颇有洞见袁他

曾论及廉洁之士对引领和改善社会风俗的重要作用袁

曰院野朝廷之上袁推贤援能者登进之袁蔽贤自任者疏远之袁

噎噎如此则士益贵而守益坚袁廉耻格而风教厚矣遥 冶[1]朱

熹对此持有类似的观点袁他曾在叶与陈丞相曳中谏言

道院野惟明公留意袁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辅袁而又表其

惇厚廉退者以厉俗袁毋先文艺以后器识袁则陈太傅不

得专美于前袁而天下之士亦庶乎不失望于明公矣遥 冶[3]

叶语类曳亦载院野吕居仁学术虽未纯粹袁然切切以礼义廉

耻为事袁所以亦有助于风俗遥 冶[2]可见朱熹亦重视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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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士对于良好社会风俗的引领和改善作用袁廉洁之士

能够以礼义廉耻为行事准则袁有效地彰显礼义廉耻的

道德品格袁从而使民众在潜移默化的道德引导下养成

懂礼义尧讲廉耻的美好德性袁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道

德风尚遥

其次袁 朱熹提出整肃纲纪以矫正社会不廉之风遥

南宋时期朝纲不振尧贪污盛行尧百姓困苦袁社会矛盾越

发激化遥 淳熙十五年渊1188冤袁朱熹曾上书强调整肃纲

纪的重要性袁曰院野纲纪不振于上袁是以风俗颓弊于下袁

噎噎甚者以金珠为脯醢袁以契劵为诗文袁宰相可啖则

啖宰相袁 近习可通则通近习袁 惟得之求袁 无复廉耻遥

噎噎一有刚毅正直尧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袁则群讥

众排遥 冶[3]纲纪紊乱会直接导致奸邪之人飞黄腾达而

正派之人遭到群讥众排袁如此贪墨之风日盛而廉德正

直的品德就会逐渐消亡袁长此以往则良好的社会道德

风尚势必会被贪墨之风全然取代遥 淳熙十六年渊1189冤

朱熹再次上疏道院野何谓纲纪钥 辩贤否以定上下之分袁

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遥 何谓风俗钥 使人皆知善之可

慕而必为袁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遥 噎噎则以宰执

秉持而不敢失袁台谏补察而无所私袁人主又以其大公

至正之心恭己于上而照临之遥 噎噎而礼义之风尧廉耻

之俗已丕变矣遥 冶[3]这里明确表达了对于统治阶层的期

望院为政者自身应重视养成清廉的道德品格袁以整肃

纲纪尧砥砺风俗为重袁以野公法冶限制野私利冶袁如此才能

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重廉尚耻的良好政治风尚遥

最后袁朱熹认为如果想要以廉德涵养社会道德风

俗袁 除了推崇廉士加以引导和整肃纲纪加以规范之

外袁还应重视以廉养民遥 野以廉养民冶的理论前提是野民

为邦本冶的思想遥 民为邦本袁本固邦宁袁朱熹始终主张

把野民事冶放在首位袁曾反复强调野为守令袁第一是民事

为重冶[2]袁野平易近民袁为政之本冶[2]袁野民之所欲袁皆为致

之袁如聚敛然遥 民之所恶袁则勿施于民冶[9]遥 在野民为邦

本冶思想的指导下袁朱熹的野以廉养民冶思想可以概括

为以下两个方面遥

一方面袁朱熹主张野恤民为重冶遥 朱熹常常忧虑人

民的疾苦袁野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袁而恤民之本袁在人

君正心术以立纪纲噎噎冶[10]袁野夫民之不可不恤袁不待智

者而后能知袁亦不待明者然后能言也袁然欲知其憔悴

困穷之实袁与其所以致此之由袁则臣请以所领之郡推

之冶[3]遥 朱熹的恤民思想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院一是强

调自上而下的转变袁 上层的统治者要坚定恤民的决

心袁下层的官员才能够严格实行恤民的措施曰二是强

调务实袁与其纠结于搞清百姓困苦之缘由袁不如直接

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而施行之遥 简言之袁朱熹不

仅重视百姓疾苦袁更重视如何解决百姓的疾苦遥 淳熙

十五年渊1188冤袁朱熹上奏道院野臣窃见诸路提刑司所管

拘催州县经总制钱袁噎噎下吏无所措其手足袁则其势

必至于巧为名色袁取之于民袁以求幸免遥 噎噎特诏有司

先将灾伤年分检放倚阁苗税数内所收经总制额尽依

分数豁除袁 然后别诏大臣深图所以节用裕民之术袁讨

论经总制钱合与不合立额比较之利病而罢行之袁以幸

天下遥 冶[3]经总制钱是南宋财政上重要收入袁由于经总

制钱岁无常入而有常额袁额一不登袁于是官员多巧立

名目袁横征暴敛于民袁极大地损害了民力遥 朱熹建议罢

行经总制钱袁减轻百姓的负担袁实则体现了他一切问

题都要根据百姓的实际需要来处理的思想遥 朱熹更是

强调与民争利便是有损廉德袁叶朱子语类曳 载院野财者袁

人之所好袁自是不可独占袁须推与民共之遥 噎噎宁过于

予民袁不可过于取民遥 且如居一乡袁若屑屑与民争利袁

便是伤廉遥 冶[2]执政者只有具备体恤百姓尧与民共利的

宽广胸襟袁才能够实现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繁荣遥

另一方面袁朱熹还主张选拔廉正之士为官遥 官员

是朝廷与百姓之间的重要纽带袁为官者是否能够做到

廉政为民袁深刻地关系到朝政局势的稳定和百姓的安

危袁朱熹曾如此描述当时的南宋官场云院野今世士大夫

惟以苟且逐旋挨去为事袁挨得过时且过遥 噎噎当官者袁

大小上下袁以不见吏民袁不治事为得策袁曲直在前袁只

不理会袁庶几民自不来袁以此为止讼之道遥 噎噎风俗如

此袁可畏浴可畏浴 冶[2]为官者如果不明曲直袁拖延治事袁必

然会危害到百姓的利益遥 淳熙十五年渊1188冤袁朱熹在

戊申封事中上奏道院野民力之未裕袁 生于私心之未克袁

而宰相台谏失职也曰 噎噎不复问其政教设施之得失袁

而一以其能剥民奉上者为贤遥 噎噎此民力之所以重困

之本遥 冶[3]可见野以廉养民冶的关键在于选贤袁只有贤能

者才能够做到事事以野公冶袁以野公心冶克制野私欲冶袁充

分发挥其廉之品格袁在影响到公共利益的决议中能坚

持公正的原则袁 使百姓在其治理之下能安居乐业袁从

而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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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重廉以政清人和

廉德不仅是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也是

国家治理活动和官员政治行为应当遵循的基本准则遥

对廉德品质的培养和遵守袁 既可以挺立主体之人格尧

优化社会道德和风俗袁最终也是为了实现政治清明与

社会和谐的理想遥 儒家将野廉冶寓于德政之中袁唐贤秋

认为孔子曾多次谈到为政的问题袁虽然孔子的论述中

并未直接出现野廉冶字袁但野他的耶仁政爷思想以及耶为政

以德爷观已经反映出其倡导廉政的主题冶[11]遥 传统社会

亦重视对野廉冶的推行袁如管子曰院野礼义廉耻袁是谓四

维遥四维不张袁国乃灭亡遥冶[3]管子认为野廉冶既是治人之

法袁也是治国之道袁把野廉冶提升到治国之纲的高度遥 欧

阳修亦肯定管子的主张袁 曰院野礼义袁 治人之大法曰廉

耻袁立人之大节遥 盖不廉袁则无所不取曰不耻袁则无所不

为遥人而如此袁则祸乱败亡袁亦无所不至遥 冶[12]欧阳修强

调为官之德在于清廉袁并将廉则不贪尧耻则不为视作

为官从政者的重要行为准则遥 朱熹与其他儒家学者一

样袁有着相同的家国情怀和政治理想袁其思想蕴含着

对于治国理政的内在关切袁其意也在强调重廉对于国

家政治清明尧社会和谐的重要性遥 朱熹曰院野如今将礼

义廉耻一切扫除了袁却来说事功浴 冶[2]指出管子之言野明

白深切袁非虚语者遥 惟圣明之留意焉袁则天下幸甚冶[3]遥 可

见朱熹亦将礼义廉耻作为治人尧 治国的重要手段袁认

为包括廉在内的四维思想长期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袁如

果不能够被执政者重视袁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灭亡遥

渊一冤廉德是君主理政的重要准则

朱熹认为野有国家者当存远虑冶袁强调君主以廉德

治国的重要性袁曰院野故光武起来袁又损益前后之制袁事

权归上袁而激厉士大夫以廉耻遥 冶[2]朱熹还主张君主应

以身作则袁野抑私恩以抗公道冶袁曰院野臣闻天无私覆袁地

无私载袁日月无私照袁故王者奉三无私以劳于天下袁则

兼临博爱袁廓然大公袁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悦而诚服遥 冶[3]

朱熹曾在此列举唐太宗深抑私恩的范例袁唐太宗深责

旁相寿曰院野我昔为王袁为一府作主遥 今为天子袁为四海

作主遥 为四海作主袁不可偏与一府恩泽袁若复令尔重

位袁必使为善者皆不用心遥 冶[3]朱熹认为唐太宗的公正

之处正在于他公私分明尧任人唯贤袁选用那些真正能

够兴邦利民袁刚直不阿的人为官袁如此才能够实现野贞

观之治冶袁 可见人君身为一国之主袁 只有做到深抑私

情袁才能够在天下推行公道袁收拢民心袁君主能够做到

自律袁那么下级官员也就不敢造次袁如此才能革除弊

政袁防止祸患遥

渊二冤廉德是官吏修身的重要品质

朱熹亦对官员的廉德品质提出了具体要求遥 首

先袁朱熹主张为官者要做到野廉勤冶袁朱熹曾多次强调

野廉勤冶袁野且如今做官袁须是恁地廉勤冶[2]袁野仕宦只是廉

勤自守袁进退迟速自有时节袁切不可起妄念也冶[3]袁重视

各级官吏清正廉勤品德的养成遥 其次袁朱熹认为为官

者当须野廉谨冶袁曰院野当官廉谨是吾辈本分事袁不待多

说遥 然微细处亦须照管袁不可忽略袁因循怠惰遥 冶[3]为官

者要懂得约束自己袁除了做到廉洁谨慎之外袁亦不可

因循备懒袁躲避难事遥 朱熹还提倡为官者要用野廉公冶

来约束自己袁曰院野官无大小袁凡事只是一个公遥 若公

时袁做得来也精采遥便若小官袁人也望风畏服遥若不公袁

便是宰相袁做来做去袁也只得个没下梢遥 冶[2]可见无论官

阶大小袁为官者只要是出于公心袁以廉德修身袁都能为

人所信服遥 最后袁朱熹强调官德中的野廉平冶袁叶汉书窑宣

帝纪曳载道院野吏不廉平则治道衰遥 冶意思是官员缺失

野廉平冶之德袁必然会导致官场的腐败和社会治理的衰

落遥 朱熹曾在奏章中揭发官吏在处理刑狱案件时颠倒

是非尧丧失公平的现象袁曰院野胥史之入官者又或狃于

故习袁与吏为徒袁贩鬻走弄袁无所不至遥 故州郡小大之

狱往往多失其平袁怨讟咨嗟袁感伤和气袁上为圣政之

累袁莫此为甚遥 冶[3]此处是在强调官吏以野廉平冶约束自

己袁公平的处理刑狱问题遥 总之袁朱熹对官员廉德的要

求主要包括野勤冶野谨冶野公冶野平冶这四个方面袁而这四个

方面都突出了一个野廉冶字袁体现了朱熹野廉冶乃野吏之

本冶的思想遥

渊三冤廉德是良好官风的推行标准

除了重视提升官员廉德品质之外袁朱熹亦痛斥贪

污趋利之风的盛行遥 朱熹在叶论治道曳中指出院野贪污者

必以廉介者为不是袁趋竞者必以恬退者为不是遥 由此

类推之袁常人莫不皆然遥 今人材举业浸纤弱尖巧袁恐是

风气渐薄使然袁好人或出于荒山中遥 冶[2]朱熹认为这种

贪污趋利官场风气是完全错误的袁 所谓官风不正袁人

亦不正袁官员因此也就容易被这种风气所误导袁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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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取袁贪墨趋利袁且由于此不正之风的盛行袁真正有益

于国家社稷的人才得不到举荐袁朱熹只得哀叹道院野后

世只是无个人样浴 冶[2]掌管国家政权的官吏队伍若是丧

其廉耻之心尧失其清廉品德袁则国之纲纪不存袁于国尧

于民皆是不利遥 朱熹反贪倡廉的思想也体现在他的行

动上袁淳熙九年渊1182冤袁朱熹在巡视浙东各州县袁得知

衢州验灾放赈多有不实袁导致受灾人口野流移四出冶袁

而贫下之民野死亡甚众冶袁朱熹在奏状中写道院野欲望圣

慈袁特降睿旨袁将张大声尧孙孜并行重赐黜责袁以为日

后附下罔上尧慢法害民之戒遥 冶[3]朱熹认为如果任由这

种贪污受贿的风气蔓延袁将会产生野附下罔上尧慢法害

民冶的恶劣影响袁反贪倡廉必须防患于未然袁严惩方能

使各级官员引以为戒遥

渊四冤廉德是官吏选拔的重要指标

孔子说院野先有司袁敕小过袁举贤才遥 冶渊叶论语窑子

路曳冤孟子说院野不信仁贤袁则国空虚遥 冶渊叶孟子窑尽心曳冤

朱熹亦主张选拔贤明公正之人为官袁 提出了用人以

公尧选贤任廉的思想遥 首先袁朱熹多次强调野选贤任廉冶

的重要性袁绍兴三十二年渊1162冤袁朱熹应诏上封事院

野至于四海之利病袁臣则以为系于斯民之戚休遥斯民之

戚休袁臣则以为系乎守令之贤否遥 然而监司者袁守令之

纲也曰朝廷者袁监司之本也遥 欲斯民之皆得其所袁本原

之地袁亦在乎朝廷而已遥 冶[3]朱熹将野四海之利病冶溯源

于朝廷用人的不贤袁认为贤能之人在国家政治活动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袁是影响野斯民之戚休冶与否

的重要因素袁也唯有贤能之士才能做到野重其任以责

其成袁举其善而惩其恶冶[3]袁从而扶正官场的不良风气遥

基于选贤任廉的思想袁朱熹提出了野公议举人冶的选官

方法遥朱熹痛斥人情请托危害地方官政的现状袁朱熹认

为只有在选拔官员时做到野进退取舍袁惟公论之所在是

稽冶[3]袁才能肃清官场人情请托之风遥朱熹始终保持清廉

公正的作风袁对于亲戚朋友的请托他都一力却之袁曰院

野亲戚固是亲戚袁然荐人于人袁亦须是荐贤始得遥今乡里

平平等人袁无可称之实袁某都不与发书恳人遥 况某人事

母如此袁临财如此袁居乡曲事长上如此袁教自家荐举他

甚么得浴 冶[2]朱熹认为若选拔官员是为了应付人情袁有举

荐的书信就酌私情起用的话袁那么这一任便野倒了冶遥可

见野公议举人冶是选官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遥

四尧结语

总而言之袁朱熹的廉德思想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

面院一是朱熹强调修养廉德对影响与塑造主体之道德

品格的重要作用袁主张君子以节欲尧养廉修身自持曰二

是朱熹重视廉德对涵养社会风俗尧养民利民的重要作

用袁主张为政者应重视正纲纪以厉风俗袁坚持以民为

本的同时做到深入贯彻以廉养民的思想曰三是朱熹深

入发掘了廉洁政治的重要性袁主张统治者在重视提高

各级官吏的廉德修养袁 选拔贤德之人参与政治之外袁

还应以严刑厉法惩处贪官污吏袁从而实现政治上的廉

洁清明遥 目前袁廉政文化建设也是我党一项非常重要

的工作袁挖掘朱熹廉德思想中所蕴含的实践价值和历

史价值袁对当下正在深入推进的反腐倡廉文化建设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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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Zhu Xi爷s Thought of Integrity

LI Tao, SHANG Xiaozhu

(School of History,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266000)

Abstract: Thought of Integr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Zhu Xi爷s thought, but it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Zhu Xi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Confucian traditional idea of integrity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cience. He believed in the highest ideal of Confucianism to

"gone the country and pacify the world" and advocated abstinence for self-cultivation; excavated the ideological connotation of Confucian鄄

ism "people-oriented" and advocated the integrity of raising the people; adhered to the basic position of Official. These ideas of integrity

are also reflected in his life and government. At present, China i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ork style and the fight against corrup鄄

tion, and exploring the right way to build a clean government. Under such a background, the study of Zhu Xi's Thought of Integrit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government today.

Key words院 Zhu Xi; Thought of Integrity; probity for self-cultivation; probity for raising the people; clear political position; the con鄄

struction of a clean and honest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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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中国教育史上较有影响的教育家袁他的一

生是致力于学术和教育的一生遥 他先后做官不足 9

年袁但却从事教育讲学达 50余年遥 作为教育家的朱熹

认为袁8岁至 15岁为野小学冶教育袁大约相当于现代的

小学教育与中学教育阶段袁15岁以上便可就接受 野大

学冶教育遥这里所说的野大学冶袁与我们现在高等教育说

的大学并不完全一样袁相对小学而言袁教育阶段中更

高层次的阶段遥

一尧朱熹教育思想的溯源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袁 受到当时社会的政治尧经

济和文化的影响遥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袁他的教育

思想的形成是与他的家庭教育和求学经历相联系的遥

朱熹幼年时袁其父朱松就用正统的野二程冶思想教育朱

熹袁这对朱熹的思想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遥 朱熹从小

就在父亲朱松的督促下熟读儒家经典著作袁父亲朱松

病逝后袁受学于武夷三先生袁即胡宪尧刘勉之和刘子

翚遥朱熹 18岁参加建州野乡贡冶袁19岁考取进士袁22岁

时担任为泉州同安县主簿袁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遥 初

入仕途仍不忘读书袁 几经辗转袁31岁的朱熹正式拜李

侗为师袁学术思想开始发生很大变化袁专心钻研儒学袁

逐渐悟出求野理冶的方法袁得到了李侗的正传遥

朱熹的教育思想发展受到南宋的 野以文治国尧以

儒治教冶的理念的影响袁同时受到中国孔孟之道及汉

唐诸儒传统的教育之道影响袁还受到北宋濂尧洛尧关诸

子及其传人的教育观的影响[1]遥 中国古代教育有着悠

久的历史袁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袁为保证国家稳定发

展袁 统治者都将教育与社会生产活动紧密联系起来袁

并且通过教育来培养人才遥 但是袁受社会环境影响袁由

于官学尧私学和科举等教育体制的不同袁在不同的历

史时期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袁 形成了不同的教育模

式遥 这种教育模式不可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袁所以

到了宋代袁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和儒家伦

理道德观念影响下的野书院冶教学法成为当时文化教

育上最重要的模式[2]遥 宋朝为了维护统治袁维系社会稳

定和民族团结袁开始重塑儒家伦理袁宣扬儒家仁义道

德修养袁以纠正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不良社会风气

和现象[3]遥 通过大力实施科举制度袁重视文人袁以此来

约束武将的权力袁维护自己的政权遥 为了能够更好地

招录到优秀的经世致用人才袁 彻底打破门第的限制袁

让科举不仅成为门阀士族的权力扩张之门袁也能成为

寒门子弟的鲤鱼跃龙之门遥 南宋开明和自由的文化教

收稿日期院2023-04-12

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渊JAS21356冤遥

作者简介院代天喜渊1982-冤袁男袁汉族袁副研究员袁主要从事

朱熹教育思想研究遥

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代天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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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政策袁使各学派林立尧百花齐放尧百家争鸣遥 当时的

统治者十分重视学校教育袁将野崇经办学冶作为立国之

本尤其是南宋官学尧私学皆盛袁使文化教育下移袁教育

更加大众化袁极大地调动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和兴学办

学的热情遥

朱熹继范仲淹尧王安石的教育改革后袁又一次大

胆地进行了教育改革遥 他积极提倡书院教育制度袁通

过兴办书院袁扩大招生范围袁广收弟子袁传道讲学等袁

使得社会各个阶层的优秀子弟都能够有机会入仕为

官袁同时编撰教材袁创新教学读书法袁对中国教育思想

和改革发展影响深远遥

二尧朱熹教育思想的特征

渊一冤倡导书院教育

书院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遥 书

院教育始于唐代袁兴于宋朝遥 朱熹在泉州同安担任主

簿时袁创建了大同书院尧燕南书院袁后来创建了寒泉精

舍尧云谷晦庵草堂尧武夷精舍尧竹林精舍袁开展著书立

说尧传道讲学袁在当地弘扬礼教袁让百姓们能够明白义

礼[4]遥朱熹一生参与创办书院 27所袁在 60余所书院讲

过学袁门生数千人袁留下了卷帙浩繁的著作 70余部袁

460余卷遥在朱熹的教育思想中袁野书院冶一词共出现过

8次之多遥 朱熹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早提倡和实行教

育改革的人袁他把讲学尧著述尧藏书尧刻书尧修书和修学

视为野六君子冶遥 朱熹所推行的书院教育袁主要就是招

收的野大学冶阶段学生袁以叶四书曳叶五经曳为主要教材袁

实现野明明德尧亲民尧止于至善冶的根本宗旨遥 他的讲学

活动大多与书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袁和朱熹有关的

书院是相当之多的遥 除了在书院讲学教学袁许多书院

更是朱熹所建遥 书院与官学最大的不同是袁官学由官

府创建尧经营和管理袁书院则由书院的创办者或管理

者独立创设袁自负盈亏遥 但官学又与私学不同袁官学不

以营利为目的袁而书院则是为传播圣贤思想尧培养人

才而设立的遥 书院教育对象主要是成年人袁没有固定

学制遥 学生求学时间往往根据个人工作尧家庭的不同

情况有所差异尧长短不一遥 对于无法长年定点面授的

学生袁远程辅导就成了常用教学方式的特殊补充[5]遥对

暂时离开书院的学生袁视其个人学习情况袁合理安排

后续学习课程袁保持学习的延续性遥 朱子亲自制定基

本学校教规叶白鹿洞书院揭示曳集中诠释了朱熹关于

书院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尧 怎样培养人才的教育思想遥

白鹿洞书院成为全国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袁叶学规曳成

为各书院的楷模遥

渊二冤编撰著作教材

关于大学教育内容袁 朱熹主张以传统的儒家经

典要要要叶诗曳叶书曳叶乐曳叶易曳叶礼曳叶春秋曳等为校本遥 朱熹

先后编撰叶二程遗书曳叶论语集注曳叶孟子集注曳叶周易本

义曳叶诗集传曳叶启蒙曳叶大学中庸章句曳叶太极图说解曳

叶西铭解曳叶伊洛渊源录曳叶仪礼经传通解曳等 20余种经

典著作或教材[6]遥尤其是朱子用毕生精力袁在临终前定

稿的叶四书章句集注曳袁创造性地解读叶大学曳叶中庸曳

叶论语曳叶孟子曳袁实现了儒学经典从野五经冶系统到野四

书冶系统的重构遥 从元仁宗时期开始袁科举考试的钦定

教材和标准答案则全部来自朱子的叶四书章句集注曳遥

读书人想要金榜题名袁实现经世济民的抱负袁必须要

读朱熹的著作[7]遥 朱子学说也上升为官方哲学袁成为此

后数百年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袁培养了众多人才遥

渊三冤创新教学法

朱熹关于教学的理论袁渊源于孔子和叶中庸曳遥 朱

熹的野书院冶教学法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史上起着非

常重要的作用袁它与唐代以前的私学教育一起袁为中

国古代教育奠定了基础尧开辟了道路尧开启了一代新

风遥 在教学组织上袁书院学者之间袁通过野会讲冶与野讲

会冶等途径袁开展一定的争鸣遥 朱熹与湖湘学派代表张

栻尧与吕祖谦金华学派尧与陆九渊尧陆九龄心学尧与永

康之学代表陈亮开展学术争鸣[8]遥朱熹尧张栻的岳麓之

会袁野吕学冶野陆学冶相争不下遥 朱熹鼓励学生充分发挥

主动性与创造性袁通过自学掌握知识遥 在自学过程中

遇到疑难问题袁再由教师召集学生们集体讨论袁从而

达到博采众长尧相互启发的目的遥 集体讨论有时候是

与升堂讲学融合使用的袁可以先由教师针对某一主题

开展讲学袁然后组织学生广泛开展讨论尧畅所欲言尧相

互启发袁得到更深入的认识[9]遥 叶朱文公文集曳记载袁朱

子撰写的书信共有 2300余封袁除了与亲友尧同僚的交

流外袁有 1600余封是写给学生的遥 这些书信中袁除了

师生问候尧时政热点交流尧学术探讨尧往复论辩尧图书

校勘之外袁 还有数百封是专门解答学生疑难问题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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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将师生问答贯彻于他的整个教育思想袁集中体现

在叶朱子语类曳所记载的朱熹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

题以及他向学生提出各类问题的真实记录遥

三尧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

启示

渊一冤树立以德为先的办学理念

朱熹历来都是重视德行的代表遥 朱熹认为院野学者

先要立志袁做个君子才好遥 冶野学者先要立志袁做个君子

才好遥 冶野学者先要立志做个君子袁才能有学问遥 冶要想

学得道德仁义的道理袁做个君子的方法就是在日用常

行中去体会曰要想得到道德仁义的道理袁就要去实行遥

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袁朱熹十分重视道德修养和

道德教育遥 此外袁朱熹还强调必须野明人伦冶袁即培养学

生的政治品德和社会公德曰在教育中还要培养学生的

道德修养遥 朱熹强调德行袁要求学生野问以道德仁义为

本袁则是道德仁义皆得其本然之理曰问以君臣父子夫

妇朋友之伦为本袁则是君臣夫妻父子兄弟朋友之伦皆

得其本然之理曰问以穷理尽性之谓也遥 冶在叶白鹿洞书

院揭示曳中以野五伦冶为教学之目曰在叶私议曳中提出野德

行道艺冶袁以德为首遥 他指出袁野大人之学袁穷理尧修身尧

齐家尧治国尧平天下之道是也遥 冶朱熹认为袁在学习中要

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冶曰野君子既学须已行袁才能得其天

理冶[10]遥 如同现代高等教育一直都在强调野立德树人冶袁

先立德再树人袁在立德的基础上树人遥 育人的根本在

于立德袁要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袁挖掘朱熹德育

思想袁真正做到野古为今用冶遥 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

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袁深化野三全育人冶综

合改革袁健全野三全育人冶工作体系遥 将立德树人融入

思想道德教育尧人才培养尧社会实践等全过程尧各环

节袁将朱熹教育思想中的野道德论冶野修养论冶的阐释和

育人做法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袁运用到为党育人尧为国

育才之中袁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遥 组织开展新时

代先进人物进校园袁开展野劳模精神进校园袁讲好劳模

故事冶宣讲活动遥 通过举办教师学术沙龙尧研讨会等形

式袁 组织校内外专家学者围绕立德树人开展研究宣传

阐释袁挖掘朱熹教育思想的精华袁运用到教书育人的崇

高事业中袁培养适应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各类专门人才遥

渊二冤探索野学院+书院冶管理模式

朱熹在书院的教学实践中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

同的教学方式遥 目前袁我国已有 180多所高校建成或

初步成型书院 400余个袁呈现混合住宿制尧全程导师

制尧注重通识教育尧学院书院分工明确等特点袁学院以

第一课堂为主袁注重专业学习和学术发展曰书院以第

二课堂为主袁注重学习生活和养成教育遥 在这种模式

下注重基础学科建设和通识教育袁加强师生之间的互

动和交流袁创造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袁让学

生积极参与教学活动遥 教师根据专业性质尧培养方向

和教学难度进行分层教学袁通过启发式尧问答式等多

种教学模式引导学生进行积极的思考和探索遥 完善学

生考勤管理制度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袁引导学

生学会制定学习计划尧激励自己尧实施计划袁加强对学

生学习过程的管理遥 书院制是对高校教育管理模式的

新构建袁如深圳大学探索实行书院制改革袁成立正义

书院袁采取创新的运行机制和灵活多样的形式袁打破

专业和年级限制袁让不同年级尧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

齐聚一堂进行交流遥 海南大学积极推进书院制改革袁

设立 15所书院袁 实施发展学生进行教育资源管理工

作新模式袁 构建技术学院原书院原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野三位一体冶人才能力培养新格局遥 武夷学院坐落在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袁朱熹在此著书立说讲学

近 50年袁学校积极传承朱子文化袁在校内建有朱子书

院袁举办朱子论坛袁发掘和弘扬朱子文化袁着力打造集

科学研究尧对外交流尧决策咨询尧人才培养和文化展示

为一体的朱子文化综合平台遥 依托校内各类文化创新

研究平台袁深入开展闽北历史文化尧理学文化尧红色文

化尧武夷文化尧传统艺术文化保护和研究袁大力推进朱

子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袁推出一批具有重要

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成果遥 组织专家学者撰写

出版 叶大教育家朱熹曳叶文献家朱熹曳叶朱熹文学接受

史曳叶朱熹道德教育论稿曳叶朱熹的旅游世界曳叶朱子学

在海外的传播与影响曳等论著 30余部曰启动野中华传

统文化课程冶建设袁突出文化传承开设叶朱子教育思

想曳叶朱熹文学概论曳叶朱子文化与旅游曳等课程袁促进

科研与教学相结合袁推动武夷学院的学科建设遥

渊三冤创设良好的学习环境

朱熹提出的 野温故知新冶野循序渐进冶野熟读精思冶

代天喜院朱熹教育思想对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 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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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与现代学习和读书方法具有内在关系袁这绝不是牵

强附会遥 朱熹要求学生野读书必有疑冶野书未熟而强作

熟冶野问而后答冶遥 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袁学生能力的培养

与知识的获得同样重要遥 对学校而言袁学风是高校人

才培养的重要措施袁也是衡量一所高校办学质量的重

要指标袁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人才工程遥 学风建设

是提高教学质量袁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保证遥 高校

要给学生提供有利的学习资源尧基础设施尧实验设备

等袁比如学校可以给学生提供图书资源尧学习场所等

等袁为学生自主学习提供良好的环境遥 依托书院尧宿舍

等学生生活园区袁探索学生组织形式尧管理模式尧服务

机制改革遥 要充分发掘校内外资源袁发挥教师的示范

引领作用袁调动一切有利于育人的因素袁以良好的教

风带动学风袁开展专业能力培训遥 通过完善学分制尧选

课制尧第二学位等袁让学生自主选择学习的同时袁提高

学习的兴趣遥 开展优良学风班级评选袁促进学生积极

参与优良学风创建活动袁形成积极向上的浓厚学习氛

围遥 开展加强学生诚信教育尧防范代替考违法行为工

作袁做到全方位尧无死角袁保障诚信应考袁公平竞争遥 开

展学风建设评比活动袁评选学习标兵和典型遥 深入开

展主题班会尧读书小组尧学习兴趣小组尧集体自习尧野一

帮一冶互助学习等活动袁将学风建设渗透到学生学习

生活的各个细节中袁引导学生从小处着眼提升学习动

力袁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袁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遥

如武夷学院推进朱子文化进校园尧进课堂尧进社区袁将

朱子文化融入校园人文和自然景观袁发挥朱子文化的

育人功能和引领作用遥 以宿舍文化尧教室文化建设为

载体袁张贴朱子语录尧设置朱子文化活动宣传栏等形

式将朱子文化具象化袁举办朱子文化节尧重走朱子路

等活动袁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遥

渊四冤营造尊师重教氛围

朱熹是尊师重道的典范袁以行尊师袁以礼敬师遥 他

在叶仪礼经传通解曳的学礼中规范拜师尧谢师等礼节遥

朱熹在书院祭祀先贤的做法袁是尊师重道的表现遥 高

校要通过举办朱子敬师礼尧诵读叶朱子家训曳尧圣贤小

品大赛等袁 推进朱子文化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

园遥 开展师德建设活动月尧为教师亮灯仪式尧教书育人

楷模评选尧教师节表彰尧从教 30年纪念尧荣休仪式尧困

难教职工慰问等活动袁营造尊师重道的良好氛围遥 开

展师生共创学科创新项目袁突出专业特色袁加强社会

实践袁开展传统文化传承尧课程竞赛尧科研立项尧科技

作品竞赛尧文娱体育等课外活动遥 要重点扶植和培养

一批社团袁建立专业学生兴趣团队袁配备指导教师袁依

托社团广泛开展学科竞赛活动袁以吸引更多的学生参

与其中遥 实施创业导师制袁开展一对一帮扶袁开设职业

生涯课程袁鼓励和扶持大学生创新创业袁激发学生创

新创业的内在动力机制遥 建立广泛稳定的教学尧生产

和毕业实习基地袁开展实习实训袁提高自主学习的能

力尧研究问题的能力和实际动手的能力遥 通过校报尧官

网尧微信尧易班尧微博尧抖音等平台载体袁开展野强国有

我青年说冶野优秀师生风采冶野志愿者风采冶 等专题宣

传袁挖掘和宣传基层一线技术技能人才成长成才的典

型事迹袁发挥典型示范引领作用遥

渊五冤注重交流研讨

朱熹教育思想的形成是不断与著名学者之间交

流讨论尧进行学术辩论的结果遥 朱熹注重论辩交流袁先

后与张栻尧吕祖谦尧陆九渊尧陆九龄尧陈亮等名家以辨

论道袁以野明辨之冶交流知识尧经验尧成果袁共同分析讨

论解决问题的办法遥 要加强产教融合尧校企合作袁组织

专家尧行业精英和野双师型冶教师袁开发一批专业核心

课程尧优秀教材尧师资团队尧实践项目袁及时把产业行

业最新信息和成果引入教育教学实践遥 根据实际设立

行业导师特聘岗袁聘请企业技能人才尧管理精英等袁采

取外聘任教尧项目合作尧成果开发应用等形式到校任

教遥 开展论坛讲座尧创业沙龙尧社会实践等活动袁邀请

校内外创业导师尧 优秀毕业生回母校和学生座谈交

流袁 通过亲身经历和感悟激励广大学生热爱学习尧勤

于动手袁敢于创新遥 深化师生共创科研团队建设袁在专

业教师的带领下袁组织学生深入企事业单位尧工厂尧社

区尧乡村等袁进行参观尧访问和调研袁主要包括了解国

情和社会的调查袁 对社会的关注热点问题的调查袁结

合专业进行的社会需求调查等袁提出解决问题的意见

和建议袁做好社会服务工作袁提高学生对基本国情和

社会真实现状的了解袁 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

感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尧人生观和价值观遥 同时注重学

生在外实习实训的管理袁邀请行业企业精英作为实习

导师袁加强专业实践教育袁培养学生专业素养遥

10窑 窑



四尧结语

朱熹教育思想尽管受到历史背景和办学条件的

影响袁但提出的关于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袁值得借鉴遥 要

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袁以严谨的态度袁实事求是地加以

分析袁自觉弘扬朱熹教育思想所蕴含的人文精神和教

育教学经验袁运用到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袁推动新

时代中国式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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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Zhu Xi's Educational Thought o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Higher Education

DAI Tian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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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Zhu Xi was a famous Neo-Confucianist and educator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he was the epitome of Neo-Confu鄄

cianism in the Song Dynasty. In education, he extensively drew on the experience of predecessors and was good at summarizing his own

experience. He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college education, educational theory, teaching methods, and other aspects. This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styl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o take root in China, promote the compre鄄

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nd improve the modern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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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的民间信仰体系中袁 大圣信仰十分特殊遥

它源自福建先民原始的猴神崇拜袁在中外文化互动融

合与流行文艺作品的影响下袁涵化为极具特色的大圣

信俗文化遥21世纪以前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成果

较少袁主要聚焦在神祇溯源尧叶西游记曳成书与福建联

系的探讨上遥 随着 21世纪初闽北顺昌县野齐天大圣冶

野通天大圣冶相关文化遗存被发现袁该领域的研究较以

往明显深入袁但仍多着力于野孙悟空冶艺术形象来源等

问题上遥2010年以后袁国内外学者们将视角扩大袁更多

关注到当代的大圣信俗文化袁在文艺作品尧海外传播

和文旅发展等方面研究上出现了一批引人注目的成

果遥 总体而言袁近年来关于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呈

现出逐步上升的态势袁但从整体看来袁该领域在文献收

集考述尧区域研究尧现代价值等方面还有着耕耘的空间遥

一尧信俗源流与仪式活动研究

探讨民间信俗的源流袁学者们多关注与之相关的

地理环境因素与外来宗教文化因素遥 林蔚文应是国内

首位研究福建猴神崇拜的学者袁他主要分析了寺院俗

讲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曳中野猴行者冶形象袁以及印度史

诗叶罗摩衍那曳中神猴野哈奴曼冶的形象对福建猴神崇

拜的影响遥 [1]林蔚文认为民间原始崇拜与佛教尧印度教

的猴神崇拜文化内涵应是福建崇猴民俗的三个主要

源流袁唐宋时期这三种不同的崇猴文化内涵大致是独

立生存发展的袁明清以降逐渐合流为大圣信仰遥 [1]自林

蔚文的研究之后袁福建学者民间信仰著作中也有猴神

崇拜的论述袁如林国平尧彭文宇叶福建民间信仰曳爬梳

了地方志与文人笔记相关内容袁认为福建的猴神崇拜

最早可追溯至唐代袁至迟则是五代时期遥 [2]徐晓望叶福

建民间信仰源流曳中关于猴神崇拜的部分在史料的收

集上则更为丰富详尽袁较为系统地展现了隋唐至明清

时期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崇祀事略遥 [3]陈利华从心理

学的角度进行论述袁他认为福建猴神崇拜的产生是出

于对猴的畏惧心理袁以及人们驱疫避害的需要袁而建

于五代时期的泉州开元寺猴行者浮雕袁又可证明福建

猴神崇拜掺杂了佛教成分袁并非单纯的动物崇拜遥 [4]

民间信俗所隐含的文化特征袁借助仪式活动这一

载体展现遥 黄活虎的研究视角由小见大袁以仪式活动

作为侧面揭示了类型信仰现象的文化特征袁并收集了

大量齐天大圣信仰仪式活动一手材料遥 他重点调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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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天大圣信仰的仪式活动袁通过分析生日仪式尧符篆

神咒尧游神仪式尧大圣对联等六种仪式活动所具有的

文化特质袁认为福建民间存在的大圣信仰不是对文本

齐天大圣的简单翻刻袁而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遥 大

圣信仰吸取了福建地域的文化特征袁既有叶西游记曳艺

术塑造的影响袁也有百姓自身的审美价值取向 遥 [5]陈

超尧林哲则聚焦了福州地区袁福州地区存在着塑像尧诞

辰日祭拜尧春节游神仪式尧迎神活动几种仪式活动袁它

们体现了福州大圣信俗文化的多种文化特征袁包括分

布广泛尧形象多元尧故事口耳相传等遥 [6]

二尧区域信俗田野调查研究

渊一冤闽北地区

林蔚文最早对流行于闽北南平樟湖坂镇的崇猴

民俗进行了田野考察遥 他通过调研发现樟湖坂镇崇猴

民俗来源于闽东地区袁在当地呈现出拟人化尧散祀尧善

神属性等特征遥 樟湖坂镇所供奉猴神的神职功能并不

复杂袁民众所祈求也多与民生相关遥 林蔚文研究的亮

点在于同时考察一地的两种动物神灵信俗袁他记叙了

樟湖坂镇的蛇神与猴神在祭祀活动中互动的情景袁并

比较了民众对二者祈求目的的异同遥 虽然蛇尧猴二神

都有祈福消灾的神职功能袁但蛇神是为闽江水上保护

神袁猴神无此功能袁因而两者神性有所区别遥 [7]

21世纪初袁福建顺昌县宝山发现了供奉野齐天大

圣冶野通天大圣冶牌位的双圣庙与相关碑刻尧石雕袁大量

宋元时期大圣信仰的实物资料引起关注袁学界对于大

圣信俗文化的研究开始聚焦于顺昌县遥 王益民最先研

究顺昌县大圣信俗文化袁 他从宝山南天门尧 双圣墓尧

野聖見冶石刻等考古发现袁以及闽北浓厚的书院文化氛

围尧 发达的刻印业等人文因素中推断顺昌宝山具备

野孙悟空冶形象产生的条件遥 [8]杨国学则解读了顺昌南

天门尧双圣庙建筑中阴刻纪年铭文袁从中发现顺昌大

圣崇拜大约形成于元末至明中叶时期袁且顺昌宝山的

野大圣家族冶与元末明初叶西游记曳杂剧中的野大圣家

族冶基本相同遥 [9]萧仕平立足于文化地理视角袁探讨了

顺昌从猴神崇拜尧通天大圣崇拜到齐天大圣崇拜的变

化经历袁重点探析了陈靖姑野通天圣母冶称号与闽北刻

印业传播对这一过程的影响遥 [10]

顺昌通天大圣信俗极具特色袁王益民首先对顺昌

县域内野通天大圣冶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遗存进行了

详尽调查袁认为顺昌大圣信仰与国内最早的野猴行者冶

文献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曳记载同步袁因此至迟在宋代

顺昌就已存在通天大圣信仰遥 [11]叶明生从民间信仰角

度对顺昌大圣信仰的本质进行了探讨袁在对比历史文

献中猴妖五通的有关记载和顺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袁

认为顺昌大圣信仰的本质是为五通信仰遥 [12]黎晓铃亦

从五通信仰的密教源头出发袁认为顺昌通天大圣信仰

与五通信仰有密切关联袁且顺昌的通天大圣家族是五

通信仰与瑜伽密教结合衍化而来遥 [13]

渊二冤闽南地区

尤丽雪调查了漳州市南靖县三卞村的 6座大圣

宫庙袁分析了齐天大圣信仰在宗族蕃衍发展中的历史

传承等问题遥 她认为随着宗族的发展袁齐天大圣信仰

逐渐在地化袁其职能逐渐契合宗族需求袁信仰也融入

宗族发展过程袁且随着宗族的发展而嬗变遥[14]池莉莉则

关注泉州沿海地区袁对南安石井大圣信仰进行了调查

与研究遥 她详细描述了石井大圣信仰的宫庙建筑尧仪

式活动与信众生活袁在此基础上揭示了当地大圣信仰

与沿海社会文化的融合遥 大圣信仰最初作为山林的猴

神崇拜产生袁又以野瘟疫神冶的神格传入沿海的石井

镇袁经过在地化发展袁野医神冶野平安神冶野求子神冶等神

格逐渐出现袁 适应了石井沿海社会文化的信仰需求遥

大圣信仰从内陆向沿海的转移体现了闽南沿海民间

信仰格局的多样性遥 [15]

渊三冤中国台湾地区

自古闽台同俗袁中国台湾地区信仰的大部分神明

多是从福建等沿海地区分香割火传入台湾地区的袁其

中也包括大圣信仰遥 中国台湾学者郑志明的论著中提

及野孙悟空冶是由幻想人物转变为民间神明袁其主祀庙

宇不多见袁但是作为陪祀神的地位却颇为重要遥[16]吴思

慧跨出了台湾大圣信仰在地化研究的第一步袁她调研

了中国台湾地区北部尧中部尧东部和南部共计 27座主

祀齐天大圣的庙宇袁在大量历史文献与田野资料的基

础上袁 勾勒出明清以降齐天大圣信仰渡海来台的概

貌遥 她又透过神祇称呼尧塑像尧匾联尧宝诰与崇祀活动

等庙宇相关意象袁剖析了齐天大圣在台湾民间信仰中

的神格与神职功能袁台湾信众心中大圣的功能十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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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袁包含医药神尧护法神将尧护儿尧学业神及偏财神五

种遥 [17]

渊四冤海外地区

福建大圣信俗跨海传播所至之地还有泰国尧新加

坡尧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遥 泰国学者谢玉冰较早关

注到泰国的大圣信仰袁其著作中介绍了泰国存在的 40

余座大圣庙宇及供奉有其神位的其他庙宇的分布情

形遥 另外袁他还提到泰国许多大圣庙宇的兴建与起源

都与大圣显灵有关袁当地信众对大圣的崇拜往往也与

巫傩文化相结合遥[18]班侬窑拉姆盖重点分析了泰国崇拜

孙行者的原因袁 认为华人群体祖籍的神猴文化影响尧

泰国人之于猴子的态度尧印度文化的影响尧佛教元素

以及孙行者形象对于人们心理诉求的满足是泰国大

圣信仰流行的重要因素遥 [19]李天锡在其著作中提到马

来西亚的大圣相关庙宇袁如砂南坡南山祠尧沙捞越河

新渔村显圣宫等都供奉有齐天大圣遥 [20]

三尧文学艺术作品研究

渊一冤叶西游记曳及相关文艺作品中的野齐天大圣冶

野通天大圣冶

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叶西游记曳对福建大圣信俗

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袁关于叶西游记曳之中野孙悟空冶原

型是否与福建有关袁也是众多学者探讨的问题遥 关于

孙悟空原型考证袁学界已有野本土说冶野外来说冶野混血

说冶野佛典说冶几种主流观点袁日本学者矶部彰在野佛典

说冶的基础上袁认为孙悟空形象还吸收了福建民间的

猿猴传说故事遥 [21]自矶部彰始袁学者的目光渐转移到

叶西游记曳成书与福建的关系上来遥 日本学者中野美代

子承接了这一观点的余绪袁并正式提出野孙悟空诞生

在福建泉州冶的论断遥[22]徐晓望回应了日本学者们的观

点袁 他认为在南方各区域中以福建的猴神崇拜最盛袁

而叶西游记曳中孙悟空偷桃尧海龙王的水晶宫等故事都

可在福建民间传说中找到来源袁福建民间流传的猴精

形象与野孙悟空冶形象也是最为接近的遥[3]后来徐晓望从

文本故事传播的角度袁以叶西游记平话曳和山西队戏叶唐

僧西天取经曳在福建的出版与传播为佐据袁再次论证了

福建的大圣崇拜是孙悟空原始形象来源的观点遥 [23]

上节所述王益民对顺昌大圣信俗的研究引发了

野孙悟空冶艺术形象是否与顺昌县有关的讨论袁将我们

的关注点从福建省域缩小到了顺昌县遥 蔡铁鹰是国内

研究叶西游记曳的专家袁他指出野齐天大圣冶并非只在顺

昌一地出现过袁 又以二者出现的年代不同为依据袁认

为顺昌野齐天大圣冶与叶西游记曳中的孙悟空无关遥 [24]但

蔡铁鹰的另一篇文章肯定了顺昌大圣信仰实物资料

的研究价值袁他认为顺昌发现的野齐天大圣冶家族可作

为中国本土文化中称为野齐天大圣冶的神猴故事独立

存在过的佐证遥 [25]王枝忠从顺昌现存的大量实物遗存

和口述资料出发袁将顺昌大圣信仰与元末明初时叶西

游记曳的成书联系起来袁同时认为世德堂本叶西游记曳

的刊行对顺昌大圣信仰的逆向影响和改造作用, 也需

要给予重视遥[26]齐裕焜的观点则侧重于朱鼎臣本叶西游

记曳与顺昌尧福建的联系遥 在朱本成书时期袁闽北刻印

业十分发达袁加之福建省内大量与叶西游记曳有关的地

名与叶西游记曳中的海洋情结袁因此他认为朱本据以改

编的叶西游记平话曳或其他野前世本冶极有可能是在福

建编成的遥 [27]针对以上学者的研究袁蔡铁鹰予以回应袁

他认为叶西游记曳的成书过程有南北系统的区别袁而福

建存在的齐天大圣崇拜可以证明孙悟空形象的南方

文化系统袁但不能直接等同于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的

来源遥 [28]后蔡铁鹰通过对顺昌实物资料和泉州开元寺

的专项田野考察袁认为福建普遍存在的大圣崇拜在宋

元时属于民间宗教范畴袁应与叶西游记曳杂剧出现的时

期对应遥 [29]

渊二冤叶闽都别记曳中的野丹霞大圣冶

福州地区流传的小说叶闽都别记曳包含着大量陈

靖姑传说故事袁在故事中有一赤毛猴的形象袁即是野丹

霞大圣冶遥 丹霞大圣作为陈靖姑的偏将受到人们崇祀袁

由此在闽东地区形成了丹霞大圣信俗遥 陈济谋尧杨少

衡尧林蔚文的叶福建乡土文学的瑰宝曳对丹霞大圣有一

定篇幅的论述袁其中认为丹霞大圣传说的社会文化背

景源于福建地区历史悠久的崇猴民俗袁正是因为福建

民众有着长期猴神崇拜的基础袁才造就了陈靖姑传说

中出现丹霞大圣这一形象遥 [30]赖婷对福州地区丹霞大

圣与齐天大圣神际关系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袁作为民

间叙事的叶闽都别记曳与作为文人叙事的叶西游记曳在

福州大圣信仰建构方面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遥 在当地民

俗精英的运作下袁丹霞大圣所在的陈靖姑神团与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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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圣神团互动袁 使得福州猴神的神际关系发生变化袁

齐天大圣成为了福州猴神信仰的主流代表袁具体表现

为神像位置关系的变化和各类带有野降伏收编冶野结义

成团冶情节的传说的生产遥 [31]

四尧现代转型与价值研究

2011年 12月袁顺昌野齐天大圣信俗冶列入福建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袁这让以顺昌大圣信俗为代表

的福建大圣信俗文化受到了更多关注遥 同时袁福建大

圣信俗文化的现代转型与价值的开发袁也成为近十年

来大圣信俗文化研究领域颇受关注的议题袁主要体现

在文旅发展与文化交流价值两个方面遥

由于顺昌野祖地冶的影响力袁顺昌大圣信俗文旅发

展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遥 黄远水认为顺昌宝山旅游形

象可定位为野道教名山与道佛合一冶袁以增加大圣文化

神话色彩与信服度袁需着力于大圣文化旅游资源的地

位与功能袁 充分认识其文化旅游产品的生命周期袁从

而保持大圣文化旅游的持久吸引力遥 [32]谢辉从文化经

济学尧区域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入手袁指出大圣文化

是推动顺昌县域经济发展的生产力袁因此建设大圣信

俗文化品牌尧遵循原则发展旅游经济尧调整明确总体

思路是更好发挥大圣文化竞争优势的主要对策遥 [33]彭

莎则采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和昂普分析理论袁 从资源尧

市场尧产品三个角度探讨了顺昌县齐天大圣民间信仰

的旅游开发袁她认为顺昌县大圣信俗文化资源作为民

间信仰类非遗袁需要依托一定的物质载体渊如建筑尧艺

术品等冤袁将信仰旅游转换为观光旅游产品袁并依附于

其他资源进行整体开发遥 [34]

顺昌宝山尧福州屏山与南安石井三地都有着大圣

信仰野祖源地冶的认可袁并与中国台湾地区尧东南亚的

谒祖信众有着不同程度的往来袁大圣信俗文化俨然已

在海内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文化交流价值遥 王益民

研究了顺昌大圣信仰与台湾的神缘地缘关系袁他提到

台湾信众曾数次组团到顺昌谒祖朝圣并接采香火的

事迹遥 从台中市合安堂的谒祖之旅开始袁台湾马祖北

竿尚书公府尧玄天宫尧台北市南港区护国九天宫忠孝

堂等进香团也曾前来顺昌寻根袁在此背景下袁闽台大

圣信俗文化的互动与交流持续升温遥 [35]赖婷通过访谈

了解到福州屏山齐天府祖殿与马来西亚交流的情况袁

据称马来西亚彭亨州云顶塞帕玉封孙灵宫曾于 2019

年齐天大圣诞辰期间袁带领 20多位信众赶到福州袁并

举行了隆重的谒祖请香分炉仪式袁以此扩大马来西亚

华人群体和民间信仰圈的影响力遥 [36]池莉莉对石井大

圣宫的调查中提到宫庙捐款名榜上的捐资地区袁除了

福建省内晋江尧泉州尧石狮等地外袁也包含了中国台湾

地区袁以及东南亚袁可见石井大圣宫与中国台湾地区尧

东南亚信众也有着往来遥 [14]

五尧反思与展望

上述仅对当前学术界对于福建大圣信俗文化各

领域的研究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袁还有许多优秀的成

果因篇幅所限无法囊括袁 如徐晓望对福建瑜伽教与

叶西游记曳关系的研究尧绕伟新对顺昌元坑镇通天大圣

信仰的田野考察报告尧陈绍明对闽北建瓯市玉山镇大

圣信仰的考察尧杨式榕对丹霞大圣文学形象的研究等

等遥 总体而言袁由于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共同努

力袁 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研究不断呈现上升之势袁取

得了很大的突破袁但仍有遗憾和不足之处遥

首先袁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的区域研究呈现出不均

衡的现状遥 由于顺昌县文化遗迹的发现与当地政府的

推动袁学者们的研究聚焦于齐天大圣尧通天大圣信俗

所在的闽北地区袁 对于如丹霞大圣信俗所在的闽东尧

闽中地区研究较少袁闽南地区的大圣信俗文化虽有学

者关注袁但比起闽北地区的研究则显得相形见绌遥 闽

西尧闽中地区大圣信俗文化的调研几乎没有袁遑论海

外大圣信俗文化的调查与研究遥 这都是有待学者们耕

耘的领域遥 同时袁关于大圣信俗与其他信俗文化的交

叉与交流袁也是目前学界甚少系统考察的地方遥 总体

而言袁在目前的研究成果中袁学者们逐渐将目光投向

除闽北地区外的其他区域袁也有学者关注到大圣信仰

与三济祖师信仰[12]尧陈靖姑信仰[31]的互动袁这是值得肯

定的趋势袁然而在现有的成果中袁这样的探讨仍有进

一步深入的必要遥

其次袁大圣信俗文化民间文献收集与考述研究工

作还需要继续推进遥 就史料的利用而言袁关于福建大

圣信俗文化的史料文献是较为匮乏的遥 目前所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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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关于野孙悟空冶原型是否在闽尧叶西游记曳是否与顺

昌有关等争论袁其主要原因是史料记载的模糊袁相关

文化遗迹尧考古发现也较少袁上述争论也大多是基于

野叶西游记曳情结冶的研究视角袁对福建本土的大圣信俗

文化挖掘不够遥 因此袁加快对福建大圣信俗文化相关

民间文献的挖掘与整理袁尤其是福建大圣宫庙基本资

料的收集等基础性工作的推进袁有助于我们跳出叶西

游记曳研究的框架袁更加准确地掌握福建大圣信俗的

文化价值袁故民间文献收集与考述研究工作或是接下

来研究的重点之一遥

最后袁大圣信俗文化的精神内核和文化交流价值

方面有较大的研究空间遥 福建大圣信俗文化与其他动

物神灵如蛇神尧蛙神尧灵龟尧狐仙信俗文化相比袁其独

特性与蕴含的精神内涵都还有待比较和挖掘遥 从上述

内容可以看出袁大圣信俗文化因与叶西游记曳等作品的

相互影响袁其所具有的文学特质更浓袁这一点应当继

续进行探讨遥 同时袁大圣信仰虽是来源于山林袁但由于

福建地理位置因素的影响袁也曾和妈祖信仰尧陈靖姑

信仰等一样袁 伴随着许多前往异国他乡的福建移民袁

跨越山海袁传播至泰国尧新加坡尧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

家袁在当代发挥着重要的海内外文化交流价值遥 就目

前看来袁 这仍是该研究领域一个方兴未艾的板块袁需

要学界进一步调研与挖掘袁以加强大圣信俗文化的纽

带作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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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Prospect of Fujian Da Sheng Belief Culture Research

SONG Yujie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Histor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117)

Abstract: The Da sheng belief culture is the sum of Fujian folk belief in the monkey god and its related folk cultural imagery. With

the continuous excavation of scholar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in research on the origin,

ritual activities, regional beliefs, literature and art, modern transformation and values of Fujian's Da sheng beliefs. While acknowledging

the important progress made in this field, we reflect on and look forward to the shortcomings such as insufficient documentation, unbal鄄

anced regional studies, and low level of discovery. This will undoubtedly help to grasp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tudy of Fujian's

Da sheng culture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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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

刘贤玲

渊福建商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012冤

摘 要院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教育目的和服务对象不断改变袁教育公平核心评估域的历史定位随之发生变迁遥 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袁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袁发展素质教育袁促进教育公平袁是新时代教

育公平的历史定位遥现实中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袁催生教育公平范式的深度转换遥实现高质量教育公平袁需要坚持以人

为本的根本遵循袁以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尧多元创新拓宽解决渠道袁让教育公平兼顾到每一个人袁让人人都能通过教育

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遥

关键词院高质量教育公平曰教育公平范式转换曰以人民为中心曰经济发展曰多元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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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院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 2021年立项项目渊FJ2021XZB052冤遥

作者简介院刘贤玲渊1985-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遥

公平与质量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遥新时

代袁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袁教育机会公平稳定

实现遥 但优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袁在野就近入学冶政

策下袁教育层化格局愈加明显化袁导致教育再生产意

义上的阶层复制与流动固化遥我国教育当前正处于从

野有学上冶向野上好学冶转变的深刻调整期与综合改革

攻坚期遥高质量教育公平已然成为人民当前对更好教

育的热切期待袁它兼顾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公平发

展双重含义袁是机会公平与质量公平的统一尧程序公

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袁不仅要求物质层面资源的公平

分配袁更注重精神层面情感的公平对待遥

一尧厘清我国教育公平核心评估域的历史

变迁

教育的本质在于促进与激发人的意识的生长袁发

挥着提升人民的科学能力尧伦理能力和审美能力的作

用遥 [1]教育是提高人民综合素质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

重要途径[2]袁它对人的作用不仅体现为满足生存发展

的需要袁也指向其幸福尧尊严尧权利等主观感受遥 人们

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尧提升自身遥但现实中袁人们获得的

教育资源却大相径庭袁于是对公平地获得教育资源的

追求从未停止遥 然而袁教育资源的总量取决于社会经

济发展的程度袁其分配情况更是与国家在不同阶段的

发展需求密切相关遥 阿马蒂亚窑森在论述不平等问题

时提出了野评估域冶的概念袁用以指人们在进行公平尧

平等抑或公正的评估时会有不同的取舍和侧重遥他认

为院野人们对财富尧幸福尧自由尧机会尧权利和效率的取

舍是不同的袁依据某一评估变量得来的平等未必与依

其他变量得来的结果相一致遥之所以容忍某些评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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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不平等袁是因为其不平等的合理性是建立在某个

评估域里平等诉求的基础之上遥 冶[3]由于人们的认知程

度受制于社会发展水平袁所以教育公平的核心评估域

也随之有了阶段性区别和划分遥 具体而言袁我国的教

育公平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遥 [4]

渊一冤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期袁致力于教育事业的

恢复与探索

建国之初袁百废待兴袁国家致力于打破旧教育袁创

建社会主义新教育遥教育在当时被当作无产阶级专政

的工具袁 自然被视为广大工农群众普遍享有的权利遥

于是野阶级要权利冶成为这一时期教育公平的基本评

估域袁核心评估域体现为政治权利遥 但这种公平带有

政治性尧革命性袁是一种阶级内的公平[5]遥 受教育权的

享有如此袁教育资源的分配亦是如此遥 新中国成立之

初袁国家教育发展和资源配置的重心确定为野以普及

为主冶的教育方针遥 教育资源向基础教育和农村地区

倾斜遥 这种不以升学为目的的低重心教育方针袁从实

用的角度看袁能够很好地满足广大农村人口的教育需

求袁为今后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遥 为满足经济社会

建设的需要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

叶政府工作报告曳对教育发展做出调整袁提出今后野首

先集中力量发展和改进高等教育冶袁 对教育质量提出

了新要求遥这将教育发展的重心由普及型的大众教育

转向培养高端人才的精英教育袁 重点学校随之出现遥

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袁两种教育理念一直处于冲

突状态遥 但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袁毛泽东同志

强烈主张袁教育要面向农村尧面向基层袁为劳动人民子

弟受教育权的实现提供尽可能多的机会遥 由此可见袁

这一时期的教育公平更多以稳定政治尧服务社会为目

的袁体现为一种野阶级内的平等冶[5]遥

渊二冤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袁致力于教育事业的改

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袁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

建设上来袁教育是为国家发展输送人才袁服务于经济

社会遥于是野效率优先冶野能力至上冶成为这一时期的基

本评估域袁核心评估域体现为经济发展袁以个人能力

为核心的公平竞争机制逐渐确立起来遥随着教育的普

及和扩大袁 教育公平的主题转变为追求教育机会均

等遥1978年袁邓小平同志在叶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

的讲话曳 中提出院野在二十世纪内袁 全面实现农业尧工

业尧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袁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袁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

使命噎噎四个现代化袁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噎噎

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袁基础在教育噎噎真正搞好教育

改革袁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袁大的提高噎噎尽

快地培养出一批具有世界第一流水平的科学技术专

家遥 冶[6]可见袁这一时期的教育与科学技术挂钩袁与野生

产力冶捆绑袁教育事业重启精英主义发展路线袁注重专

家人才的培养袁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袁为国家建设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遥 但精英教育结合我国当时教育经

费严重不足尧受教育人口基数庞大等客观现实袁造成

了教育资源优先向城市尧富裕阶层流动袁而越是需要

通过教育脱贫的农村地区却逐渐被边缘化袁 导致城

乡尧区域尧阶层尧校际的两极分化日渐明显袁还衍生出

了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野择校热冶野学区房冶等一系

列问题遥 教育公平演变成突出的社会问题袁成为社会

舆论广泛关注的话题遥

渊三冤新时代袁致力于教育强国的建设

20世纪末袁素质教育理念兴起袁为教育服务对象

由野社会冶转向野人冶奠定基础袁让教育公平观有了重塑

机会遥 进入新时代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教育公平

成为热议话题遥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野以人为本冶

的执政理念袁教育开始更加注重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遥 这种转变让人们重新思考尧审视教育公平遥 促进

野人的发展冶 逐渐成为了这一时期教育公平的基本评

估域袁以野人的需要冶为核心评估域的教育公平观逐渐

形成遥 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着野培养什

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尧为谁培养人冶这一根本问题袁提出

了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袁

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遥 党的二十

大报告再次强调袁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遥 这彰显了

教育的野人民性冶袁即办教育要满足人民的要求院一是

对提高教育质量的要求袁 二是对实现教育公平的要

求遥 而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人民至上尧以人为本袁

刘贤玲院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 19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4年第 1期

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一脉相承遥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袁我国建成教育大国的目标已经实

现院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袁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

达九成以上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57%袁达到国际

公认的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遥 野两个一百年冶奋斗目标

具体到教育领域来看袁我国教育事业已经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袁即从教育资源极度匮乏转变为教育

机会普及袁教育已经成为人人可及的公共资源遥 从这

个意义上说袁我国在教育领域全面达到了小康社会水

平[7]遥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依然存在袁在教育领域表现

为院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无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高质

量教育公平的需求相匹配遥 在新发展阶段袁如何满足

人民的需求袁提升人民在教育领域的获得感尧满足感袁

回应人民心声尧化解人民疑问尧满足人民需求袁是迈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袁建设教育强国所要解决的实践

问题遥 尽管我国的教育公平出现过强调 野政治出身冶

渊教育权利平等冤和野个人能力冶渊教育机会均等袁野分数

面前人人平等冶冤两个阶段[5]袁但其目的都在于满足社会

发展的需要遥 这也为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做好铺垫袁为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的实现奠定基础遥

二尧新时代人民对高质量教育的期待催生

教育公平范式的深度转换

实践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袁得益于正确思想认识的

指导遥 公平是人类永恒的价值追求袁也是社会变革的

价值追求袁体现在教育领域就是对教育资源公平享有

的热切期盼遥 但公平不是简单地建构一套绝对公平的

理论框架就能实现遥 在教育领域袁对教育公平的理性

追求袁 应该致力于消除现实教育中显而易见的不公

平袁 并通过教育公平消除社会中显而易见的不公平袁

达到一种相对公平的状态袁实现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

的统一遥 这便要求人们重新解锁教育公平的打开方

式袁从追求野绝对公平冶转向野反对不公平冶袁从追求野教

育机会公平冶转向追求野教育质量公平冶袁开启教育公

平范式的深度转换遥 这是教育改革所提出的现实要

求袁也是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的题中之义遥

渊一冤消除显而易见的不公平院从追求野绝对公平冶

向野反对不公平冶转换

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袁现阶段教育领域的主

要问题就是教育资源总量不充足尧分配不平衡遥 这让

我们充分认识到院现实生活中袁在一定时期内袁公平是

相对的袁不公平是绝对的遥 这一客观事实让人们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容忍教育领域某些不公平的存在遥 然

而袁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态袁让人们对不公平有着敏

锐的感知遥 那些受限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而导致的不公

平可以忍受曰反之袁那些显而易见的尧厚此薄彼的不平

等对待却不能容忍遥 因为这种不平等野对待冶缺乏人们

对教育评估域平等诉求的基础袁必然就会在整个社会

层面上更加急切地呼吁教育公平的回归遥 在对这一客

观存在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袁可以换个方向思考教

育不公平的问题院从追求野绝对公平冶转向野反对不公

平冶袁 即容忍客观因素导致的不可消除的或者暂时不

可消除的野不公平冶的存在袁但坚决反对那些显而易见

的尧人为原因造成的不公平遥 从数量到质量袁从形式到

内容袁从功能到价值袁都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

展为中心袁满足人民对高质量教育公平的期待袁这才

是对教育公平的理性追求袁也能为解决实际问题提供

正确指引遥

渊二冤 追求教育程序公平与实质公平的统一院从

野教育机会公平冶向野教育质量公平冶转换

高质量教育公平是程序公平和实质公平的统一袁

两者相辅相成尧缺一不可遥 教育的程序公平侧重于解

决教育结构设计的科学性尧公民接受教育的权利与义

务分配的正当性袁以及人们对教育价值期待的合理性

等问题袁实现人人野有学上冶袁达到教育机会公平曰教育

的实质公平则更加强调不仅要在法理上真实体现公

平性袁 更要让教育公平能够真正满足客观现实的需

要袁不仅要做到有教无类袁更要做到因材施教袁实现人

人野上好学冶袁达到教育质量公平遥 野有学上冶是野上好

学冶的前提袁程序公平是基本层面上的公平袁是通向实

质公平的必由之路袁 而实质公平则是更深层次的公

平袁也是教育公平的最终目标遥 当教育不公平呈现常

态化时袁 程序公平便成为保障实质公平的有效手段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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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就近入学袁 虽然不能够满足每个家庭的所有需

求袁但却是我国在当前发展水平下保证野人人有学上冶

的最佳制度安排遥 这是通过程序公平来保障实质公平

得以有效运转的途径遥 反之袁当教育不公平呈现非常

态化袁 又同时与教育资源空间分布悬殊的实际并存

时袁程序公平则有可能阻碍实质公平的实现袁使个体

先赋性潜能无法完全激发袁不能让野人人上好学冶真正

变为现实遥 这时就需要通过实质公平对程序公平做出

补充和完善袁在充分发掘每个人潜能的同时袁不断优

化政策袁在制定共性政策的同时袁充分考虑特殊案例

的解决之道遥 应该注意的是袁教育是存在于人与人之

间尧人与群体之间的必然关系遥 通过建立教育关系袁实

现人的发展袁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遥 因此袁教育活动的

开展尧教育制度的安排都应该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为中心袁让人民从教育公平中得到实实在在的

受益袁并使社会公平因教育而得到充分改善遥

三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高质量教育公

平的实践探索

教育公平所关切的袁 不仅是教育公平的理想袁更

重要的是真切的教育生活[8]袁即现实生活所承载的人

们能或者不能过上哪种生活遥 所以袁教育公平的理性

追求不应该只是一味地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层面上

的野绝对公平冶袁而是要着眼于人们实际需求袁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袁通过经济发展奠定物质基础袁多元创新

拓宽解决渠道遥

渊一冤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袁为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

提供根本遵循

提高质量尧促进公平是推进高质量教育公平的核

心要素袁野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冶才能满足人民对教育

的期待袁才能体现教育发展的野人民性冶遥 因此袁高质量

教育公平的实现必然要围绕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

展教育这一理念展开遥

1.提高质量是实现高质量教育公平的基本前提

教育质量的提高取决于量的积累与质的飞跃袁这

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袁是一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遥 新中国成立以来袁我国教育公平的评估域遵循

野效率优先袁兼顾公平冶的政策话语袁主要侧重于政治尧

经济等社会发展层面袁 致力于教育受益者的横向扩

展袁先解决野有学上冶的问题袁增加量的积累袁这让我国

一跃成为世界教育大国遥 当前要深入思考向纵深挖

掘袁平衡优质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袁解决野上好学冶袁最

终实现质的飞跃遥 需要注意的是袁这里的野质冶不仅包

含显性的物质层面的平等尧均衡或差距缩小袁也涵盖

隐性层面的袁要求解决教育系统内部普遍存在的不平

等尧不民主以及等级化尧边缘化尧排斥尧欺侮等现象[9]袁

要做好显性公平与隐性公平并重遥

2.促进公平是实现高质量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

野公平冶并不是搞无差别的平均主义袁是在承认个

体差异的基础上袁 让全体社会成员以平等的方式存

在袁包括客观的尧数量分配上的事实判断袁也包括主观

的尧情感体验上的价值判断遥 [10]因此袁对高质量教育公

平期待的满足不是人人都拥有均等的教育资源和机

会袁不是对野有教无类冶的简单执行袁而是在对个体差

异性形成正确认识之后袁按照个体发展的需求袁因材

施教袁对教育资源和机会等做出合乎情理的配置遥 其

目的是通过对受教育者和教育系统及其各要素之间

的有序组合袁 为人们提供具有较高品质的不同层次尧

形态和类型的教育服务遥 [10]

3.野人民性冶是实现高质量教育公平的根本遵循

在推进高质量教育公平的过程中袁野人民性冶始终

都是精准施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历经百年发展的中

国教育之所以能形成愈加鲜明的中国特色袁主要原因

在于中国共产党致力于建立尧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义

教育袁从根本和原则上来说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遥[11]新

时代的中国教育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的理

念融入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袁 必然为其提供根本遵

循遥 野提高质量冶野促进公平冶是新阶段推进将野以人为

本冶作为核心评估域的新教育公平观的关键要素[4]袁为

有不同教育需求的人民对更高尧更好教育的期待而服

务遥 同时袁政策的规划需要人民群众建言献策袁政策的

实施需要人民群众实践检验遥 高质量教育公平只有合

乎民意尧顺应民心袁才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关心尧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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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参与下袁真正实现遥

渊二冤促进经济发展袁为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扩大

受益面

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受教育者范围扩大尧教育资源

充足的先决条件遥 而国家对教育的优先投入尧重点关

注又是让教育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保障遥 经济发展让

教育公平惠及人人袁为教育公平的顺利实施提供物质

基础遥

1.加快经济发展袁夯实教育发展根基

不同国家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袁其教育发展

水平都与一国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息息相关袁如各教

育阶段的入学率尧义务教育普及年限尧高等教育的人

口占比尧终身教育的发展程度等遥 从历史发展进程看袁

生产力落后的古代袁教育都只是位高者的权利袁尽管

春秋时期孔子就提出野有教无类冶袁但也只是多数贫苦

家庭的奢望遥 即使在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现代袁在一些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袁依然无法满足所有人受教育权的

实现遥 新中国成立后袁我国经济有了飞速发展袁愈发注

重教育数量的增长和规模的扩大遥 我国现在已建成了

世界最庞大的教育体系袁教育机会公平成为现实遥 当

前教育发展正面临着转型升级袁促进教育公平从量的

扩张到质的提升遥 这一转变当然离不开教育经费投

入遥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袁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

占 GDP的比例每年都保持在 4%以上遥 随着国家经济

总量的持续增加袁在教育投入上袁十年来仅增量就高

达 3万亿元袁平均每年增加 3000亿元遥 这为我国实现

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转变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遥

2.优化经济结构袁推动教育深化改革

当前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工业变革正在全球悄然

兴起袁促使我国加快经济结构的全面优化升级遥 我国

需要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的建设袁必然对技能型人才

从数量到质量提出更高尧更新的要求遥 这一变化必然

推动教育领域产生相应的变革遥 加上我国本身面临着

劳动力人口短缺的困境袁 也需要培养更多的技术工

人遥 2019年 4月袁教育部尧财政部联合印发叶关于实施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曳袁

简称野双高计划冶袁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

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袁相当于建设高职版的野双一流冶遥

在加强技术要求的同时袁也要注重提升理论素养遥 因

此袁要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袁建设一批高水平职业

教育学院和学科袁培养技术与知识兼而有之的高素质

复合型人才遥[12]由此可见袁教育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需求袁才能实现自身更充分的发展遥

渊三冤提供多元创新袁为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拓宽

解决之道

多元创新是推动我国教育改革的源泉和动力袁是

高质量教育公平得以实现的强大助力遥 当前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其中之一就是追求教育的多样化遥 这一

追求体现在不同层次的教育体系中袁同时也集中在物

质层面上资源的公平配置和精神层面上情感的公平

对待遥 这为推动新时代高质量教育公平的实现开辟了

新思路遥

1.注重多层次教育体系的建设袁助力高质量教育

公平的实现

结合我国当前教育领域的实际和人民多样化尧个

性化教育诉求袁 可以从几个关键领域进行创造性尝

试院一是基础教育以优质均衡为抓手遥 这一阶段的教

育要在公益性尧普惠性上创新袁既要鼓励社会力量注

入教育事业袁扩大投资渠道袁又要做出正确引导袁防止

教育资本化袁还要推动公办校与私立校之间优质资源

的流动曰既要减轻学生课外辅导袁又要提升教育质量袁

尤其是老少边贫地区及弱势群体所接受教育的质量遥

二是职业教育以满足社会发展需求为基础遥 可以借鉴

国外模式袁如德国的野双元制职业教育冶袁企业的实践

和学校的理论密切结合袁而整个学习过程又以企业为

主遥 再如新加坡的野双师制冶袁把教学和生产紧密地结

合起来袁创造真实的校内工厂环境袁实现企业尧学校和

学生的多赢遥 三是高等教育以开放多元为发展方向遥

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袁 积极参与全球教育治理袁

培养视野开阔的高层次国际化人才曰推进更深层次的

对内协调袁推动校际之间袁以及学校与社会之间优质

资源共享袁缩小差距袁实现教育公平而有质量的发展曰

推动更宽领域的内外联动袁坚持野走出去冶野引进来冶多

措并举袁研发具有本土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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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袁创建双一流大学遥 四是终身教育以服务人自由

而全面的发展为切入点遥 创办更加开放尧包容尧灵活尧

多元的终身教育袁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袁协调统筹不同

群体各级各类培训的需求袁 让人们可以随时补充知

识袁或者回归课堂袁或者网上学习遥 以上几个领域的创

新都可以借助技术手段操作尧运行遥 尽管有些技术不

能同时惠及所有人袁 但极大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外

延袁拓展了人们获得知识的渠道袁创设了新的教育空

间袁为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增添了新的动能遥

2.拓宽思路袁以物质层面与精神层面的共同进步

促进高质量教育公平的实现

教育公平的内涵不只是缩小或均衡外在的尧物质

性的公共资源的分配袁还包含教育系统内部诸如获得

尊严尧幸福尧精神等情感上的公平对待遥 因此袁高质量

教育公平的实现不是简单地固化在物质资源的均衡

配置上袁而应上升到教育系统内部精神层面的一视同

仁袁应做到物质与精神不偏不倚袁兼顾教育系统外部

显性的公平和内部隐性的公平遥 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教

育公平的实现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袁但这不是实现高

质量教育公平的最终目标指向遥 教育的最终目的指向

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袁 首先就是让每个学生独特的尧

可持续的尧有价值的成长成为可能遥 打造这样一种面

向人人的教育袁资源虽然是不可或缺的袁但却不是充

分必要条件遥 因为要充分发掘人的价值袁除了给予物

质上的支持袁还需要精神上的公平对待袁如给予关爱尧

权利尧尊重尧鼓励等情感上的理解与关注袁同时也要结

合个人的实际接受能力袁即个体的智商尧情商等客观

条件遥

四尧结语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袁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教育

方针遥 推动高质量教育公平就是为了让教育发展成果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遥 随着社会进步袁教育公平

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发展袁它的实现主要责任在

政府袁需要政府协调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教育与

政治尧经济等外部因素之间的关系曰但它的基本动力

则源于每个个体袁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和广大人民群策

群力袁发掘推进教育公平的新思路袁对教育公平的追

求做出合乎国情尧社情的判断遥 政府和人民齐心协力袁

才能让高质量教育公平最大化地满足每个人的教育

期待袁让每个人都能通过教育获得自由尧尊重与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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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and Promoting

the Equity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LIU Xianling

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冤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has driven continuous changes in the purpose and service objects of educ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the core evaluation domain of educational equity has also undergone change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hering to the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ccelerating the construc鄄

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developing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education equity are the historical positioning

of education equity in the new century. In reality,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resources are still unevenly distributed, which has led to a

deep transformation of the paradigm of educational equity. To truly realize education equity,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鄄

ple of being people-oriented, lay a material foundation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d the solution channels through multiple innova鄄

tion, and give consideration to education equity for everyone, so that everyone can enjoy the chance to shine in life through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equity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paradigm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equity; the people-centered; economic devel鄄

opment; multipl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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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院野大自然

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遥 尊重自然尧 顺应自

然尧保护自然袁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

要求遥 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遥 冶[1]由此

可见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

求袁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创造

性解答遥 本文尝试从绿色发展观尧生态民生观尧生态正

义观三个方面来探讨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的理

论内涵和启示意义遥

一尧践行绿色发展观袁促进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冶

什么是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钥它是指社会实践的

主体野人冶与野自然冶之间以平等的方式实现协调发展

的理想社会愿景遥 所以袁要想实现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冶袁 首先就要解决人类发展与自然发展相协调的问

题遥 针对这个问题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绿色发展的

思想遥

首先袁践行绿色发展观袁必须转变经济发展理念

和发展思路袁做到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野实施全面

节约战略袁推进各类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袁加快构建废

弃物循环利用体系冶[1]遥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院野理念是

行动的先导袁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

来引领的遥 冶[2]践行绿色发展观袁首要解决的是发展理

念的问题遥 长期以来袁西方一直秉承着野支配大自然冶

的观念袁野认为大自然的存在就是要服务人类并成为

人类的奴仆冶[3]袁这种将自然奴役化尧客体化的思维实

质上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袁破坏了人与自

然之间直接的物质变换袁看似人奴役自然袁实际上也

是人在奴役自己袁 因为人自身就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遥

特别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袁野要将环境转化为一系

列的商品冶[3]袁 即将自然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袁并

将生态危机视为市场失灵遥 换句话说袁这些经济学家

认为环境危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没有将自然资本化袁

只要将自然界及其各组成部分本质上看成 野自然资

本冶野扩大资本领域袁把自然也作为理性的商品交换的

一部分冶[3]袁生态危机也就随之迎刃而解遥 这种将自然

简化为商品的野荒诞冶行径袁实质上将资本主义所建构

的商品要市场机制由社会领域扩大到了生物圈袁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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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使自然界渊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袁还是作为生产

资料冤服从于人的需要冶[4]遥 资本主义的这种发展观念

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简化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袁不

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袁反而将自然从人类社

会异化出去袁造成了自然与人尧人类社会之间的物质

变换裂缝遥 由此看来袁践行绿色发展观袁需要摒弃西方

野自然资本化冶的错误发展观念袁树立绿色发展的理念遥

其次袁践行绿色发展观袁必须转变发展方式袁做到

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野加快推动产业结构尧能源结

构尧 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冶[1]袁野发展绿色低碳产

业冶[1]袁实现高质量发展遥 传统工业化的过程往往意味

着大量化石能源的消耗以及原材料的投入袁而其中有

很多原材料和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袁 例如各类铁尧

铜等矿物资源以及石油尧煤炭等化石能源遥 与此同时袁

资本主义野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冶又内在要求不断加

快资本循环袁节省劳动力的投入袁以获取更多的利润遥

但是袁资本循环的过程不断加快袁劳动力的投入不断

减少袁甚至无人工厂的出现袁也就野意味着快速消耗更

多的优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袁并且向环境倾倒更多

的废料冶[3]遥 一方面袁人类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些资

源消耗殆尽的问题袁更重要的是在消耗这些能源的过

程中也在破坏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遥 例如温室气体

的排放尧工业废料的处理等环境问题层出不穷遥 同时袁

野以碳耗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经济的增长袁对

矿物燃料的需求也迅速增长冶[3]袁即使通过技术手段提

高了煤炭的利用效率袁减少单位能耗袁却会导致总能

耗需求的增加袁即出现野杰文斯悖论冶遥 另一方面袁工业

化生产了大量的消费品袁在这些消费品的生产尧流通尧

交换尧消费的各个环节都会向环境倾泻废料袁甚至是

有毒物质袁从而污染了人类的居住环境遥 简而言之袁传

统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模式是反生态的袁在推进中国式

工业化尧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摒弃西方传统的发展方

式袁野加快节能降碳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冶[1]袁早日

实现碳达峰尧碳中和的目标遥

二尧倡导生态民生观袁促进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冶

践行绿色低碳的发展观袁推进野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冶的现代化的建构袁最终的目的是给广大人民群众

提供野天更蓝尧山更绿尧水更清冶的良好生态环境袁以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丽中国的向往袁这也是野增进民生福

祉袁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冶[1]的必然要求遥

首先袁倡导生态民生观袁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野环

境就是民生冶的深刻论断上遥 传统意义上的民生问题

主要指人们的生计问题袁似乎解决了人们最基本的温

饱问题袁也就解决了民生问题遥 其实不然袁生态环境也

属于人们生存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遥 因为人是生活在

自然界中的袁野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

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噎噎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

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冶[5]遥 从本源上看袁人

是一种自然存在物袁 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生产尧生

活资料袁并与自然之间进行物质尧能量尧信息交换袁这

是维持人生命机体新陈代谢的必要前提遥 从这个意义

上说袁人来源于自然袁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遥 从意识

上看袁自然界是野人的精神的无机界冶[5]袁人在意识领域

也依靠自然界这个载体遥 简言之袁自然界是人存在的

前提和条件袁人依靠自然界而存活遥 由此可见袁美好的

生态环境并不野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

品冶[3]袁而应该是满足人类生存发展最基本的需要遥 换

而言之袁保护生态环境袁就是在守护人民生命健康袁提

高人民生活质量袁就是在改善民生遥 正如乔万纳窑里科

韦里指出的那样院野对自然的剥夺也是一部分人对另

一部分人的剥夺曰环境恶化也是人类关系的恶化遥 冶[6]

这就是说生态环境问题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袁每个人

都有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遥 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袁实

际上也在消解社会不公的问题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袁

这也是在解决民生问题遥 因此袁野民生建设优先考虑解

决突出环境问题袁让人民切实感受到耶天蓝尧地绿尧水

清爷的生态效益袁这是社会主义民生观在生态领域的

新内容和新体现遥 冶[7]

其次袁倡导生态民生观袁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野以

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中遥 恩格斯曾描述工人阶级

居住的野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袁肮脏的袁坑坑洼洼

的袁到处是垃圾袁没有排水沟袁也没有污水沟袁有的只

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冶[8]遥这样的居住环境让工人阶级

基本的生存需要也不能得到保障袁甚至日益恶化的生

活环境将会引起工人阶级的生存灾难遥 然而袁野以生产

为本冶 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袁 只想着如何剥削工人阶

级袁却从不会考虑工人阶级生存所必需的生态权益遥可

以说袁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架内袁寄希望于野经营企业

是为了服务人民袁帮助解决问题袁利用工人的才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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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生活袁并从赋予我们生命的自然中学习冶[9]袁显然

是不现实的遥要言之袁正是由于资本主义野以生产为中

心冶这种发展思想袁不断加快资本循环的速度袁生产的

目的是为了获取更多的高额利润袁而不是为了人民的

真正需要袁才造成了全球性的生产灾难遥 这就是西方

现代化过程中所固有的矛盾袁即野经济利益和环境利

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冶[10]袁经济发展和生态保

护只能选择一个遥 其实不然袁实际上野经济发展不应是

对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竭泽而渔袁生态环境保护也不应

是舍弃经济发展的缘木求鱼袁而是要坚持在发展中保

护尧在保护中发展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尧资源尧

环境相协调冶[11]遥 简言之袁经济与生态二者是可以兼得

的袁问题的野关键在人袁关键在思路冶[11]遥所以袁应该秉承

野以人民为中心冶的发展思想袁立足于我国主要社会矛

盾的转变袁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由过去野求温饱冶到现在

野盼生态冶 的需求转变袁野以人为本噎噎而不是以生产

甚至环境为本袁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

重要性冶[3]袁 将改善环境问题纳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

中袁不能野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置随后产生的自然

与社会灾难于不顾冶[3]袁而要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

之间的关系袁 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协调

发展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遥

三尧坚守生态正义观袁促进野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冶

促进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袁不仅仅要合规律性之

真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袁还要合目的

性之善袁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袁更要

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辩证统一之美遥 遵从生态正义的

原则袁平等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牢牢占据道

义的制高点遥

首先袁坚守生态正义观袁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倡

导的野共同但有差别冶的原则上遥 众所周知袁野人类是生

存和居住在某种特定的生态系统或者几个紧密相连

的生态系统之中的冶[12]袁这一系列的生态系统构成了整

个地球的生态圈袁 各个国家和人民同住在 野地球村冶

里袁某一个地区的生态问题都会对整个地球的生态系

统造成不可估量的影响遥 但就目前而言袁人类野还未充

分认识到我们与地球是一个整体袁并且我们的存在和

物质基础都源于地球冶[13]袁因此袁野人类必须重新学习在

地球上居住袁这是关键所在冶[10]遥必须明确的是袁人类只

有一个地球袁人类与地球本应是一个生命共同体遥 在

生态保护领域袁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袁因为

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仅是保护本国

的生态安全袁更是在守护全人类共同的家园遥 从历史

上看袁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凭借经

济尧科技尧军事等方面的优势袁从世界各地掠夺生产原

材料袁向地球排放大量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和有毒物

质袁是造成当今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遥 这些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本应在生态保护尧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生态

合作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袁承担更多义务遥 然而袁这些国

家在完成本国现代化以后袁拒不承担历史责任袁并通

过转嫁生态危机的方式袁野向贫穷的国家倾倒未经处

理的有毒废料冶[10]袁这种生态帝国主义的行径大大加深

了当前生态危机的程度遥 要而言之袁要坚持习近平所

要求的野共同但有差别冶的原则袁努力野构建世界各国

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冶[14]遥

其次袁坚守生态正义观袁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倡

导的野可持续发展冶的理念上遥 坚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袁从时间这个维度来说袁还存在着代际生态正义

的问题遥 前文已经论述了传统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依

靠大量化石能源和矿物资源的投入袁而这些化石能源

和矿物资源是不可再生的遥 这些资源伴随着世界各国

工业化尧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被消耗殆尽袁例如铁矿石袁

野地球上已探明的全部铁矿石在 21世纪中叶就可能

被用光冶[15]遥被誉为工业血液的石油也即将达到产量峰

值袁随后石油产量将会呈终极性下降趋势袁其他资源

亦是如此袁 人类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面临着工业的

野断水尧断粮冶遥 这些不可再生资源是经过长期自然历

史沉淀而产生的袁它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不仅仅归当

代人所拥有袁而是野人类世世代代对于它都有共同使

用权和开发权冶[16]遥 所以袁我们发展经济不能只考虑当

代人的利益袁 不能剥夺后代人对自然资源的共享权

利袁要给人类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空间袁保障后代人

的生态权利遥 正如马克思所说院野甚至整个社会袁一个

民族袁以至一切同时存在的社会加在一起袁都不是土

地的所有者遥 他们只是土地的占有者袁土地的受益者袁

并且他们应该作为好家长把经过改良的土地传给后

代遥 冶[17]我们也要给把丰富的自然资源尧良好的生态环

境传给子孙后代袁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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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尧习近平总书记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

念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遵循了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袁超越了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

关于生态中心主义抑或人类中心主义的纷争袁以绿色

发展为出发点袁以生态惠民为落脚点袁以生态正义为

价值追求袁 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与本质要求之一袁

蕴含了丰富的思想启示遥

第一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启示我们深入解

读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遥 如何理解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钥 传统西方观念的理解袁要么将人看成主体袁将自然

客体化袁认为人类可以征服自然尧控制自然袁由此而形

成野人类中心主义冶曰要么将自然看成主体袁将人客体

化袁认为人类应该服从自然袁倡导人类回到丛林中去袁

由此而形成野自然中心主义冶遥 无论是哪一种观点袁都

天然割裂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袁终将导致人与自然

之间的对立遥 习近平总书记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袁对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思考袁在继承马克思

主义自然观的基础上袁提出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主张遥 这就超越了传统西方野主客二分冶来看待自然的

观点袁将人与自然看成一个生命体不可或缺的两个部

分袁人与自然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袁而是野你中有我袁我

中有你冶的共生关系袁也就是说人与自然互为主体袁即

野主体要主体冶的关系遥 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过程中袁要坚持绿色发展观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生命共同体高度来谋划发展袁不以经济利益最

大化为最终的发展目标袁在野尊重自然尧顺应自然尧保

护自然冶[1]的基础上袁积极寻找发展机遇袁促进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有机统一袁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遥

第二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启示我们深入解

读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遥 如何实现社会的现代化是各

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问题袁 我国也不例

外遥 传统西方国家现代化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外殖民

扩张袁 从世界各地掠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资

源袁甚至是劳动力袁这就大大破坏了生态系统的平衡遥

这种现代化模式与西方国家的自然观是密切相关遥 西

方往往崇尚野人类中心主义冶袁将自然客体化袁认为自

然存在的意义就是满足人类发展需要袁屏蔽了自然的

本源性袁必然走向生态危机遥 我国在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的过程中袁 必需要超越这种发展模式和发展观袁走

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也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原则性界说袁指

出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不仅仅是中国式现代化所具

有的特征之一袁更是本质要求遥 也就是说袁中国式的现

代化不仅不能破坏生态环境袁 不对外搞生态殖民主

义袁而且还要破解资本逻辑下的生态危机袁推进绿色

发展袁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遥

第三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启示我们深入解

读野美好生活冶的内涵遥 何为美好生活钥 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袁人们认为满足了吃穿住行等基本需要就实现了

美好生活遥 其实不然袁美好生活的内涵是丰富的袁并且

随着社会发展的进步袁其内涵也会进一步拓展袁并最

终趋向于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目标遥 从

现阶段来看袁美好生活包括了经济发展尧政治民主尧文

化繁荣尧社会和谐尧生态美丽等诸多方面袁实现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目标也是美好生活的应有之义遥 试

想如果人的居住环境很差袁 赖以生存的家园被破坏袁

那人类也就失去了对地球的依附感袁从肉体和精神上

都失去了依托袁这样的生活肯定是不美好的遥 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重申袁要野不断实现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冶[1]袁这里面也蕴含了要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向往这层深意遥 因此袁促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袁不断野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袁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冶[1]袁培育全体人民的家园

情怀袁这才是实现美好生活的有效路径遥

第四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启示我们深入解

读野能源革命冶的内涵遥 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在

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场能源危机袁两者之间有一定的相

通性遥 一方面袁大量化石能源的使用 袁产生了大量的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袁导致全球气候变暖袁从而引起

人类因气候变化而产生的生存担忧曰另一方面袁大量

不可再生资源被无节制地开采和使用袁导致能源危机

进一步加剧袁从而引起人类因资源不足而产生的生存

担忧遥因此袁在能源领域开展一场革命就势在必行遥首

先袁需要明确能源革命是野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

会系统性变革冶[1]袁这就要求我们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

色转型袁 控制化石能源消费袁野推进能源清洁低碳利

用冶[1]袁开发新能源袁早日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曰同时要

加快生活方式绿色转型袁 反对过度消费和奢靡浪费袁

倡导绿色消费袁形成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遥 其次袁需要

明确能源革命也是一场野道德革命冶袁旨在破除人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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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ly Understand President Xi Jinping's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HEN Si
(Department of Stomatology, Xiamen Medical College, Xiamen, Fujian 361023)

Abstract: Many creative thoughts are contained i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ought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one of whose core

issues is the philosophy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t contains abundant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practicing green devel鄄

opment concept and accelerat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dvocating ecological concept of people爷s livelihood

and insisting on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thought;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ecological justice and achiev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鄄

ment of Chinese nation. Xi Jinping爷s thought of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implies rich inspirational meanings.

Key words: President Xi Jinping; harmony between humanity and natur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oncept of peo鄄

ple's livelihood; concept of ecological justice

脑里野人类中心主义冶和野控制自然冶等错误思想袁倡导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袁形成节约资源尧保护环境的

良好意识遥 此外袁我们还要野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和

增储上产力度冶[1]袁 确保我国能源的绝对安全遥 总之袁

野当人类友好保护自然时袁自然的回报是慷慨的冶[14]袁我

们从自然界获取资源以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时袁

应坚持节约适度和可持续的原则袁 构建资源节约型尧

环境友好型的生态社会遥

第五袁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冶理念启示我们深入解

读野人类命运共同体冶的内涵遥 野宇宙只有一个地球袁人

类共处一个家园冶[2]袁地球是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唯一的

野栖息地冶袁全人类的命运是休戚与共的遥 当前全球性

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全人类的生存危机袁事关野地球

村冶每一位居民的生存和发展遥 可以说袁世界各国人民

是利益共同体尧发展共同体尧命运共同体遥 因此袁要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袁摒弃传统的冷战思维和国家

间的零和博弈袁放下意识形态的差异袁坚决反对生态

霸权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袁坚持国际间的生态正义原

则袁打造绿色生态的野一带一路冶袁本着对全人类负责

的态度袁推进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遥 野生态文明是人类

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冶[14]袁只有世界各国野携起手来袁秉

持生态文明理念袁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袁共同

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袁 共同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冶[14]袁

才能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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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更趋恶

化袁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袁特别是继非典病

毒尧埃博拉病毒之后袁新冠肺炎病毒更时刻提醒我们

要特别关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遥 在这一领域袁国外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袁 其中袁詹

姆斯窑奥康纳渊James O爷Connor冤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

人物袁通过叶自然的理由要要要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曳

等著作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成因袁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文

化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袁阐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

看法袁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遥

一尧奥康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尝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遥

20世纪 60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

的绿色运动袁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径直地推向历史

舞台袁不仅唤醒了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袁也促使一大

批学者着手研究生态问题袁奥康纳便是其中之一遥 但

是袁奥康纳发现袁在绿色运动的呼吁下袁生态问题不仅

没有得到解决袁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范围内愈

演愈烈遥 在他看来袁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与生态问题的

解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袁这个矛盾是野资本

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

盾冶遥 [1]以牟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袁资本会不断扩大生产

资料所占比例以提升自身竞争力袁致使自然资源的消

耗速度超出其恢复速度袁造成有限的资源被过早地消

耗殆尽遥 同时他指出袁资本为了缓解本国的生态压力袁

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袁马克思和恩格

斯也曾对这个问题作出论述院野资产阶级袁由于开拓了

世界市场袁 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

了遥 冶[2]资本不仅剥夺本应共享的自然资源袁还利用资

本扩张的强制力迫使各民族文化同质化袁叶共产党宣

言曳中就揭示院野它迫使一切民族要要要如果它们不想灭

亡的话要要要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曰它迫使它们在

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袁即变成资产者遥 一句话袁

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遥 冶[2]资本

扩张导致自然资源掠夺与破坏袁它们之间构成了尖锐

的冲突遥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生态完整性和文

化多样性被严重破坏的事实袁奥康纳选择回归到马克

收稿日期院2022-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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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遥 不同于一些学者奉行

野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冶袁奥康纳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

内含了解决生态危机和时代危机的理论与途径遥 对于

另一些关于马克思是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

点袁奥康纳亦持否定态度袁他认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

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自然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

重要意义袁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不仅

不冲突袁而且互为补充遥 奥康纳分析袁由生态学者们倡

导的西方绿色运动之所以效果甚微袁是因为解决生态

问题的关键不能停留于现象层面的陈述袁而在于抓住

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袁即劳动这一视角审视生态

危机的根源遥 由这一视角出发袁奥康纳指出袁社会劳动

作为物质劳动交换的临界面袁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袁

在解决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中发挥着革命性作用遥

奥康纳虽然认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互为补充袁

但他也指出袁要想实现二者间的有益结合袁还需要对

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探讨遥 首先袁他指出马克思是

在野前生态学冶的和野前人类学的冶的阶段审视问题遥 一

方面袁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暗含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内涵袁 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生态问题尚不突出袁因

此在审视现今复杂的问题上存在着野理论空场冶遥 另一

方面袁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袁脑力

劳动尧体力劳动和消费方式等不够复杂袁未能真正凸

显出社会的本质袁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不

具有充分的历史性渊或文化性冤遥 其次袁奥康纳认为马

克思主义更加关注自然的人化问题袁而非人类的自然

化转变遥 野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

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尧它的目的或目标袁取决于社会产

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袁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

知识水准冶袁[1]受科学权威的影响袁人类在自然人化的

过程中逐渐将自然祛魅袁同时人类自身思维也发生了

改变袁 即人类习惯于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以主人自

居遥 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宰治下袁马克思主义把人类放

在主体位置袁而把自然看作消极尧被动的劳动对象遥 最

后袁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当时社会主

要矛盾和主题袁因此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阶

级矛盾和经济问题袁导致他尚未来得及对文化的进行

详细分析袁造成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文化线索被大众忽

视遥 基于此袁奥康纳主张建构野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

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

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冶遥 [1]通过强调文化向度和自然

向度袁阐释文化作为渗透于人和自然交互关系中的规

范性袁 奥康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学思想袁走

向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遥

二尧文化唯物主义院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

重建的方向

渊一冤四重因素的协作模式院理解奥康纳重建历史

唯物主义的关键词

奥康纳之所以要以野文化冶和野自然冶二重关系重

构历史唯物主义袁是因为他认为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

解读下袁二者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袁它们都或多或

少地被忽视了遥 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理论

中袁社会发展取决于物质生活的双向互动过程遥 其中袁

人类为谋求利益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和利用产生的技

术关系袁即生产力袁构成第一个过程遥 在生产力的基础

上展开的社会关系袁即生产关系袁构成第二个过程遥 在

历史唯物主义中袁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时代传承着

的历史性的累积过程袁决定着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渐

进式变化和周期性尧革命性转型的生产关系遥 只是袁在

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阐释中袁马克思没有对文化及自

然变迁的作用加以过多说明袁它们在传统历史唯物主

义中被弱化了遥 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关

注人类尧科学技术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袁很少谈

及自然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遥 自然界自身的气候变

化尧能源再生等弱规律性和自主性被忽视袁自然界被

看作是独立于人类系统之外的消极尧 被动的存在袁人

与自然的关系则相应地被看作完全受人类生产方式

所决定袁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和

运行周期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自然界资源使用和物质

再生周期的关注遥 奥康纳因此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

虽包含了生态思想袁但缺乏充分的生态感受性遥 同时袁

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之于文化作用力

的强调远大于文化对生产力反作用力的强调袁没有充

分重视文化作为一种累积性的社会规范对生产方式

产生的影响遥

可事实是袁 在已经存在过的所有的生产方式中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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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技术关系或社会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规范

和自然限制中形成的遥 为此袁奥康纳提出袁对于历史发

展与转型的理论研究袁不应仅仅考察生产技术尧劳动

方式及财产尧权力关系袁还应考察同样是累积性的具

体的尧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及其相互关系遥 只是自

启蒙运动以来袁 自然就逐渐被看作是消极被动的存

在袁是人类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被改造和征服的客观对

象袁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自然界以自然资源再生

产的有限性来限制人们生产范围的客观事实遥 文化则

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尧 是单纯的精神活动袁而

非与经济生产交织在一起袁这导致复杂的社会发展被

片面地认为仅取决于人类的技术水平袁造成野技术决

定论冶的倾向遥 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袁资本主义工

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式微相伴而生袁人与自然的关

系愈发紧张遥 奥康纳认为袁文化和自然的维度之所以

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被忽视袁是因为野协作冶概念在

应该被全面理解的时候却被片面化了袁因此认识协作

模式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突破口遥 协作模式被

奥康纳看作是新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袁那么什么是

野协作冶呢钥

在奥康纳看来袁历史唯物主义关注劳动的分工和

专业化袁侧重于把协作模式看作由生产工具尧生产对

象和技术水平等生产力因素决定遥 与此相反袁受韦伯

影响的新左派学者倾向于关注劳动者的分工和单向

化袁 如史蒂文窑马格林认为协作模式主要受权力关系

影响袁技术水平只是次要因素遥 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

中袁前者把协作模式视为生产力袁后者把协作模式视

为生产关系袁然而奥康纳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全面

的遥 如果不清楚一个地区的财产和权力关系袁就不能

理解为什么在相近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不同地区会形

成不同的控制类型和生产模式遥 同样袁如果不了解技

术水平的形成袁也无法对一个地区的权力关系有真正

的理解遥 因此袁奥康纳认为协作模式既是生产力的袁也

是生产关系的遥 同时袁他指出协作模式还受自然和文

化的影响袁比如袁农业地区的协作模式主要取决于它

的水利循环情况袁而在信仰新教的地区袁协作模式在

很大程度上由伦理精神决定遥 基于此袁奥康纳提出袁虽

然协作模式是被决定的袁但却不是被单一的技术因素

或权力因素决定的袁而是被技术水平尧权力关系尧自然

和文化四重因素所决定遥 这就是说袁技术尧财产尧权力尧

文化规范袁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自然尧生物尧化学过程都

以具体的尧历史的尧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

模式之中遥 [1]相应地袁当协作模式中的某一因素发生改

变时袁其他因素和整体的协作模式也会随之改变遥

通过提出协作模式这一概念袁奥康纳将文化向度

和自然向度补充进了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畴

的社会劳动中袁并借助野协作冶深入到对文化尧自然和

社会劳动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中袁继而从三个方面展

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遥

渊二冤社会劳动尧文化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理论

野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首先必须迈出的一

步是袁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

间的关系进行探讨遥 冶[1]基于此袁奥康纳梳理了文化和

自然对社会生产的意义遥

第一袁提出野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冶的概念遥

他认为袁 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缺乏一种有关语

言尧文化规范和主体间性的理论袁所以未能认清历史

的本质是文化的历史遥 在他看来袁生产关系包含的三

个方面中袁马克思主要关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

的利益斗争袁致使他把目光都放在了造成两个阶级纷

争的技术发展水平上袁只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置放在

技术层面上加以诠释袁而没有关注到剥削阶级内部和

被剥削阶级内部的生产关系袁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多重

可能性和丰富度遥 而新左派学者们虽然将研究目光延

伸至被剥削阶级内部袁但他们提出协作模式取决于权

力因素而非技术也是不全面的遥 于是袁奥康纳在坚持

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生产这一核心要素的前提

下袁试图以野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冶这一概念补充

他们的不足之处遥 其中袁野文化的生产力冶指的是技术

和生产力的产生受文化影响的结果和生产力作用的

文化方式袁是生产力的主观维度遥 它除了包括脑力和

体力劳动外袁还内含了劳动力的不同协作方式遥消费方

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院在商品社会中袁商品的使用价

值已经不再是物的野自然冶有用性袁而是商品的野文化冶

有用性袁离开文化袁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尧使用价值尧

交换价值[3]袁就如当下流行的故宫文创尧考古盲盒等遥

野文化的生产关系冶 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对社

会关系干预的结果袁是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遥 这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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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理解相同技术条件下生成的不同生产力及不同的

生产关系袁例如袁美国社会盛行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

工作模式袁 日本推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作模式袁欧

洲则是阶级合作形式的工作模式遥 它们同为资本主义

体制袁但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不同袁生成的社会协作模

式也大不相同袁并且不同的协作模式又重新渗透到社

会生产中袁带来不同的生产力遥 美国的自由工作模式

有利于催动新兴科技的诞生和发展袁日本的集体式工

作模式更利于新型生产理念的扩散和传播袁欧洲的合

作式工作模式对发掘和利用新兴科技更有利遥 也就是

说袁在实际协作过程中袁文化不仅由上往下袁还由下而

上地渗透到劳动关系中袁并且作为一种力量引导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方向遥

第二袁提出野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冶的概念遥

奥康纳承认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自然发展的重要性袁

但又认为他更多地把自然看作是主体可以任意开发

的客体袁是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袁因此轻视了自然界

对协作方式所施加的影响遥 在奥康纳看来袁人类在改

造自然的同时袁自然也在重塑着自身袁自然界的历史

与人类的历史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袁因而自然本

身具有野自主运作性冶的特点袁是人类劳动生产的自主

合作者遥 这是指人类在劳动中尽管塑造着自然袁但是

在自然界中自发进行着的生物反应和物理尧化学变化

是独立于人类系统的袁自然以自身的物质资源尧地理

状态等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参与到协作模式中袁成为人

类生产的自主合作者袁这一过程就是野自然的生产力冶

作用的过程遥 例如袁气候地貌尧土质水文等自然因素会

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种植业尧矿产业尧航运业等的发

展情况遥 野自然的生产关系冶表现为袁自然生态系统会

干预社会关系尧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遥 [4]

比如袁英国发达的输水系统及其形成的水陆条件一定

程度上造就了英国没有产生完全的封建社会遥 奥康纳

在这里试图以野自然冶的自我调整来丰富历史唯物主

义袁是想重新确立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性

前提的地位遥

第三袁构建社会劳动尧文化和自然的野三位一体冶

理论遥 奥康纳通过揭示美国蒙特利湾的历史发展轨

迹袁呈现了自然决定文化和文化决定自然两种相对立

的观点遥 第一种观点认为丰富的天然资源尧多变的气

候尧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袁走向地

缘政治学曰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群内容铸

就了当地的自然景观袁走向阶级政治学遥 奥康纳认为

这两种观点各自从自然或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和社会

变迁袁却都没将最关键的因素要要要劳动考虑在内遥 离

开了劳动袁只限于自然的视角袁可能会走向野绿色生态

地区主义冶袁只限于文化的视角袁可能会走向野多元文

化主义冶遥 [5]奥康纳指出袁特定的文化形式和自然本身

除非与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并生成生产力袁否则无法

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遥 正是劳动将文化和自然统一在

经济生产的过程中袁使之参与到协作中并生产出对应

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和文化产品袁因此袁自然或文化

的微小变动袁 所牵涉的都不会只是某一方面的变动袁

而是一个野三位一体冶的整体要要要劳动尧文化和自然遥

在奥康纳看来袁社会劳动作为人与社会尧自然发

生联系的中介袁它与文化和自然界尧语言和主体间性

之间是调节与反调节的关系遥 社会劳动的开展不仅以

自然规律和生产关系为前提袁且植根在社会生活的文

化规范与实践之中袁反过来袁文化规范和自然生态系

统又被社会劳动的开展方式所决定袁即在人类劳动的

过程中自然人化和人类自然化是同时发生的遥 在社会

劳动同二者的辩证关系中袁文化与自然的成分也互相

渗透尧彼此并存袁就如地震不只是一项自然灾害袁它对

于城镇建设和人类活动来说也是一项社会性灾害遥 也

就是说袁渗透了文化的自然不再是纯物理尧非概念的

实在袁而通过人类劳动与自然相关联的文化也具有了

受制于自然发展的历史性遥 正是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

的多样性袁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袁特别是随着

资本全球化对文化和自然的渗透不断加深袁社会劳动

分工和劳动者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袁从而导致

理论模式选择上的不确定性遥 奥康纳认为袁理论模式

的选择应该结合时代变化袁 以对社会劳动和文化尧自

然之间内部关系的深入研究为基础遥 正是在这一意义

上袁奥康纳完成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袁形成

了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袁 并围绕这一理论思想袁

提出了野生产条件冶和野生产性正义冶等概念袁深入批判

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袁最终建立起生态学社会主义

理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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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评析

渊一冤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特性

通过比较奥康纳的理论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以

及其他流派的理论袁我们可以概括出奥康纳文化唯物

主义生态学思想的特性遥 第一袁注重物质生产的文化

性袁而非技术性曰关注自然的文化价值袁而非物理实

在遥 奥康纳认为文化不仅是狭义的上层建筑袁它还包

括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产品的这一观念袁他强调了人

类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文化构成袁并借社会劳动这一中

介联系起文化和自然袁阐释了自然的文化价值袁建立

起文化尧自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遥 第二袁主张通过改

良社会结构来解决生态危机遥 秉持野生态中心论冶的西

方绿色思潮认为袁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原因是人类对

自然的支配袁因此片面地否定技术发展遥 与西方绿色

思潮相比较袁奥康纳认为否定物质生产谈生态保护是

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袁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是技术

发展水平袁而是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袁只有

当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才会引发生态危

机遥 资本生产以剩余价值为动机和目的袁在这种价值

观念的支配下袁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袁通过创造

新的消费需求袁将人们引向与实际需求无关的过度式

消费和跟风式消费等虚假需要袁实现自然变现袁导致

异化消费遥 因此袁奥康纳认为只有破除现有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和实现文化价值观的真正变革袁才能解决

造成生态危机的技术使用不合理和文化霸权等问题遥

第三袁立足当代社会生态运动的实践遥 奥康纳等生态

学马克思主义学家都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

方法袁即非常重视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

究遥 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束之高阁袁而是在以解决

现实的人的问题为目的的基础上袁建立起理论与人的

现实生活之间的真实联系遥

渊二冤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合理性

奥康纳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袁做

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努力遥 他不仅重新倡导马克思主

义袁 还积极地结合时代变化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

涵袁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袁为建立

起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奠定了深厚的根

基袁也为我们审视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

资源遥

第一袁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阈遥 奥康纳在

分析生态危机的成因时袁揭露了资本运作逻辑是导致

生态危机的事实遥 于是袁他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袁以

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为目的袁论证了生态保

护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相悖性袁建立起了马克思主

义与现当代社会问题的联系遥 奥康纳认为世界经济在

真正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时袁马克思主义却被弃

置一旁遥 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袁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

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袁将马克思主义

的阶级批判观点由经济领域延用至生态学领域和价

值观领域袁 并最终在生态学领域内复兴了马克思主

义袁实现了二者的联姻遥

第二袁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遥 首先袁奥康纳坚定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张袁他支持绿色运动但否定其只

在现象层面努力的做法袁认为应该回归到社会劳动这

一本质来审视现有的问题遥 其次袁奥康纳在肯定历史

唯物主义暗含生态学内涵的前提下袁提出了以文化向

度和自然向度丰富历史唯物主义袁强调了物质生产的

文化性和自然的文化价值袁补充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

的理论模式袁同时扬弃了单一的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

化学袁 建立起社会劳动和文化与自然的多方面联系遥

最后袁奥康纳对于人类更为重视自然的人化现象而忽

略人类自然化的事实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袁为历史

唯物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理论空间遥 可以说袁奥康纳的

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袁彰

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遥

渊三冤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袁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理论存在对马

克思主义的误读遥 奥康纳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虽然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袁但是他对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解读很难等同为马克思主义本

身的含义遥 从奥康纳的表述中可以窥探出袁他对马克

思主义的认识很多是基于对二手文献表述的推测袁而

不是他深入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文本的分析所

得出的结论遥 因此袁他把对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决定

论者的批判混淆为对马克思的批判袁导致他对马克思

的批评很多是虚妄的尧不合理的遥 比如袁他认为马克思

本人轻视自然尧只看重生产力的发展的表述袁以及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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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的表述就缺乏理论依据遥 马克思

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和人与

自然的交互性袁流露出深厚的生态关怀遥 而且袁马克思

关于文化的论述也与奥康纳所表述的文化内涵有高

度的契合性遥 所以说袁奥康纳对马克思的批评一定程

度上是偏离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含义的遥

第二袁陷入多元论和折衷主义遥 奥康纳本意是将

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袁以

此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阈引向资本主义造成的自然

异化袁实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革袁并在此基础上塑造

新的自然观念以加深生态运动的影响力遥 但无形中导

致他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末倒置袁 使他对历史唯物

主义的分析失去了理论支点袁 进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制度批判袁单纯转政治批判袁致使他在此基础上

建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出乌托邦性质遥

四尧结语

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是对马克思

主义的再发展袁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

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袁 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遥

我国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袁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

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出现过袁因

此有必要借鉴和吸收他们的理论精华尧扬弃其理论局

限性遥 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

重要意义袁要求摒弃走野先污染后治理冶的老路袁将生

态文明作为国家长久发展的基本国策和重要战略遥 在

不懈的努力下袁我国目前的碳排放尧水污染和森林覆

盖等情况都在不断地得到改善袁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

缓解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在疫情中我国政府也能正视自

然带来的严峻挑战袁 充分发挥代表人民的统协作用袁

积极主动地应对疫情带给人民和国家的负面影响袁而

不是消极被动的实施野群体免疫冶策略袁将人民和自然

放置在恶性循环中于不顾遥 这印证了奥康纳关于生态

保护与社会主义应结合的主张袁同时说明了袁我们有

必要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精华袁剔除

其错误袁 不断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袁今

后更好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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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and Analysis of O'Connor's Ecological Thought

LEI Bohua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ianjin 300401)

Abstract: James O'Connor believed that there is an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olution of ecological problems and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which prompted him to criticize the capitalist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labor organization and

think about solutions to the ecological crisis.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the revolutionary ro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Connor attempted to

reconstruct the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e useed a collaborative model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e,

nature and social labor as the cor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On this basis, the "Trinity" theory was put forward, and a unique ecological

materialism of culture was constructed, which broadened the critical vision of Marxism and revived Marxism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we should also recognize the limitations of O'Connor's ecological thought, critically examing his theory,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James O'Connor; ecological Marxism; cultural materi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mode of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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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共产党夺取脱贫攻坚

伟大胜利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遥加快

推进乡村振兴关键在人才袁乡村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

的关键环节遥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院野坚持农业农村优

先发展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袁畅通城乡要素流动遥加快

建设农业强国袁扎实推动乡村产业尧人才尧文化尧生态尧

组织振兴遥 冶[1]建设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

理有效尧生活富裕的新农村袁乡村人才是基础遥 因此袁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袁迫切需要加快推进乡村人才

振兴袁 源源不断地把乡村振兴需要的人才引到乡村尧

留在乡村尧生活在乡村和奋斗在乡村袁为乡村振兴提

供智力支持遥

一尧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的关键问题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袁关键靠人才遥 乡村人才振兴

对新时代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有着重要推动作用遥 高

质量的乡村人才有利于更快更好地完成农业农村现

代化建设中的各类艰巨任务袁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参与者袁 更是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和基础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院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袁

真心爱才尧悉心育才尧倾心引才尧精心用才袁求贤若渴袁

不拘一格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

来遥 冶[1]推进乡村振兴同样需要坚持人才强国战略袁将引

才尧育才尧用才结合起来袁把乡村人才振兴放在突出位

置袁以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遥

渊一冤倾心引才院打造乡村人才后备军袁实现人才

引进好开局

农业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在 2018年的重要研究成

果会上指出袁 乡村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1978年的

82.08%下降到 2018 年的 40.42%袁 乡村人口总量从

7.9亿下降到 5.64亿遥大量农村人员通过外出务工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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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等方式离开乡村袁走出农村仍然是社会主流遥 因

此袁面对野留不住冶的农村人口外流现象袁人才引进策

略就成了救命良药遥 各级政府应主动作为袁优化支持

政策袁完善人才引进方案袁树立正确引才心态袁善待人

才袁实现人才引进良好开局遥

渊二冤悉心育才院创新人才培养理念袁打造协同培

育机制袁形成乡村人才培养合力

乡村发展落后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后果袁农

村教育资源十分匮乏袁人才培养模式落后袁培育乡村

人才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内生动力遥 乡村人才培训内

容与乡村发展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袁缺少统筹协调的培

训计划袁各级领导单位要创新思路袁打造野政企校冶多

位一体协同培养机制遥

渊三冤精心用才院选贤任能袁量才施用袁发展壮大乡

村领军人才队伍

人才是最大生产力之一袁但乡村人才管理机制不

健全袁常出现野重引进尧轻培养尧轻使用冶现象遥 人才招

而不用袁束之高阁现象并不少见袁招了高层次人才袁却

不为其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发挥才能的机会袁或是

对人才没有进行正确区分袁 对待所有人才都是一把

抓袁不能把人才放在真正合适的位置袁人才能力得不

到全面施展遥 因此袁要完善人才考核机制袁分层分类管

理人才袁量才施用袁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才真实才能遥

二尧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按照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要求袁目前我国乡

村人才发展主要存在总量不足尧质量不高尧结构不合

理等方面的问题袁迫切需要正确分析和解决遥

渊一冤乡村人才总量少且综合质量不高

我国乡村不仅人口众多且分布地域辽阔袁所需乡

村人才的数量巨大袁但乡村人才却极其缺乏遥 据第七

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显示袁 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仅约

5.09 亿人袁占 36.11%袁与 2010 年相比乡村人口减少

了约 1.64亿人遥[2]乡村越来越面临着村无人可住袁田无

人可种的严峻问题遥 乡村人口的大量外流导致了乡村

空心化尧老龄化等问题袁造成了乡村人才难求的困境遥

优质的乡村人才是推进实现乡村振兴的核心力

量袁目前我国的乡村人才大部分是乡村本土人才袁大部

分农民的学历水平都是小学初中等袁 第三次全国农业

普查公报中显示袁 农业生产经营人员中拥有高中及以

上学历的仅占 8.3%袁[3]其中高质量人才更是少之又少袁

难以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遥 同时大部分农业经营者受

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时间长袁思维比较固化袁在乡村创

业创新领域呈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现象遥

渊二冤乡村人才结构不合理且紧缺人才供给不足

目前乡村人才队伍还面临着结构不甚合理的问

题袁主要体现在年龄结构尧学历结构及产业结构等方

面遥第一袁乡村人才年龄结构出现严重断层遥第三次全

国农业普查显示袁 年龄在 35岁及以下的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仅占 19.2%袁 而年龄在 55 岁以上的则高达

33.6%遥 [3]青壮年劳动力严重流失袁乡村人口老龄化现

象突出袁难以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遥

第二袁乡村人才的学历普遍偏低袁高中及中专等

高水平的技术型人才十分短缺遥 大部分农业生产经营

者文化水平低袁只能依靠多年在田间地头摸爬滚打以

及祖辈口口相传的农业技巧进行生产活动遥 专业技术

人员下乡能够为农业发展带来更优技术袁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袁增加农业生产效益袁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

业转化遥 但乡村基础设施不健全袁教育医疗资源薄弱袁

难以吸引到人才袁城市对于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也有一

定的吸引落户政策袁大部分技术人才在城市中就能够

解决就业落户问题袁从而导致乡村专业技术人才供给

严重不足遥

第三袁乡村人才产业分布不均衡遥 如今随着经济

迅猛发展袁农村不能还停留在仅依靠第一产业发展的

阶段袁要更加重视农村第二尧三产业发展袁党中央不断

推进第一尧二尧三产业融合发展袁把三产融合发展作为

推进农业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遥 [4]充分发挥乡村地

域辽阔尧物产丰富的优势袁为乡村人才搭建第二尧三产

业干事创业平台袁不断吸引创新创业人才袁为乡村发

展提质增效遥

渊三冤乡村吸引人才资源匮乏且配套设施不完善

我国由城市和乡村两大部分组成袁城市往往是一

个地区的经济中心袁因此在资源分配方面城市所获得

的资源更多尧医疗设施完备尧教育更优质尧交通更便

利尧经济更发达遥 乡村主要从事粮食的生产袁且生活设

施等基础条件都不如城市袁 从而造成乡村人才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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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尧留不住的现实困境遥

乡村配套服务设施不完善是制约乡村发展尧影响

乡村吸引人才的最大因素袁乡村配套设施不仅包括良

好的居住环境袁还包括健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良好

的社会管理体制遥 因此袁政府要加强医疗卫生尧教育资

源尧生态环境尧社会保障和农业生产服务等方面的建

设与引导袁保障乡村人才能够没有后顾之忧地留在农

村遥 同时袁政府加大资金投入袁完善现代化农业设施袁

促进传统农业向智能化农业转变袁积极考虑人才发展

所需的要素资源袁配置相关基础设施袁为乡村人才推

进乡村振兴提供物质保障遥

渊四冤乡村人才晋升发展机制不健全且支持力度

不大

目前乡村人才选拔机制仍然存在不完善的现象遥

由于中国乡村社会是一种特殊的野熟人社会冶袁导致在

人才选拔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弊端袁 出现如任人唯亲尧

才不配位尧论资排辈的现象袁在这种传统的人才选拔

机制下袁无法将真正有才能尧有技术的人筛选出来为

乡村所用遥 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特别是乡镇党组织和政

府要积极建立完善的人才引进选拔制度袁建立专门机

构袁设立专门标准袁保证能够正确且高效地筛选到合

适的乡村人才遥

乡村人才晋升机制不健全袁人才晋升评判标准模

糊袁责任与分工不明确袁导致在工作中有人尸位素餐袁

真正出力的人却得不到相应的报酬遥 久而久之袁乡村

人才难免会产生思想懈怠袁在干部队伍中形成干多干

少都一样的不良风气遥 在此情况下袁乡村人才评价体

系改革是激发乡村人才活力的有效途径袁通过评价体

制改革袁建立起多劳多得袁按实际能力和实际贡献为

标准的评价体系袁打破传统的唯论文尧唯学历尧唯职称

的评价方式袁激发人才内生动力袁让做出贡献的人才

实打实的获得好处袁以此激励人才更加努力的投入到

乡村振兴建设中来遥

渊五冤乡村人才长期单向流出且回流意识不强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袁 城市里大公司林立尧

服务行业空前热门尧高校扩招等等袁都为广大劳动者

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遥 农村产业相较于城市更加匮

乏袁就业岗位种类及数量少袁且乡村基础设施相比城

市不够健全袁对人才缺乏吸引力袁导致大部分青壮年

人才选择外出就业遥 此外袁人们受传统思想影响袁认为

在城市发展会更有前景袁乡村发展没有前途等等遥 城

市里的人才不愿意到乡村工作袁农村学子以及掌握了

一定技术的农村人才也更愿意在城市扎根落户遥 政府

可以通过办好教育尧完善乡村医疗卫生建设尧积极创

办乡镇企业等措施袁完善乡村生产生活环境袁不断吸

引乡村人才回流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遥

三尧乡村人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的战略对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袁关键靠

人遥 要建设一支政治过硬尧本领过硬尧作风过硬的乡村

振兴干部队伍袁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尧返乡创业大学

生尧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

业遥 冶[5]因此袁政府要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袁健全人才

发展体系袁打通城乡发展通道袁多措并举真正将人才

引进来尧留下来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尧结构合理尧扎得

下根尧做得成事的新时代乡村人才队伍遥

渊一冤创新人才引进思路袁健全人才支持体系

乡村人才紧缺的问题极大地限制了乡村振兴袁面

对日益复杂的人才环境和人才市场袁人才的选择机会

十分多样化袁 这就决定了乡村要不拘一格引人才袁破

除旧有引才思路袁创新人才引进机制遥

第一袁 针对包含大学生在内的农村创新创业人

才遥 政府给予其一定的经济和政策支持袁如设立大学

生回乡创业基金会袁 建立相应的创新创业帮扶机制袁

对返乡大学生工作上给予帮助袁用良好的发展前景吸

引人才回乡创业遥

第二袁在乡村治理人才方面遥 基层干部队伍的门

槛要低袁给那些期望加入村两委的年轻人机会袁让其

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来袁 在实践中锻炼和选拔基层干

部遥 返聘城乡范围内的已退休优秀治理人才袁这部分

老党员老干部往往有着非常丰富的治理经验且有一

定的威望袁能够减少农村治理阻力并且帮助培养更多

农村治理后备人才遥

第三袁针对农业专门技术人员方面遥 政府设立乡

村振兴特派技术员岗位袁 实行城乡对口帮扶机制袁即

鼓励城市工作单位中的技术人员下乡帮扶袁给特派科

技员设置两年到五年的服务期袁责任到人尧责任到乡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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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型遥

第四袁针对乡村公共服务人员方面遥 对乡村做出

一定贡献的公共人才优先进行职称评定并给予一定

奖励袁刺激人才下乡发展遥 对已在城市中就业的公共

服务人才如教师尧医生等人才袁在保留原岗位原待遇

不变的前提下袁设立下乡帮扶津贴袁激励其定期下沉

到乡村中袁为乡村教育尧医疗等方面开展培训和帮扶遥

渊二冤多方共同培养人才袁集中培育本土人才

乡村本土人才是乡村振兴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袁与引

进人才相比更加稳定也更有使命感袁能更好地融入到乡

村振兴各方面的工作和任务中遥 因此袁要健全本土人才

培育机制袁多方共同施力袁统筹协调袁创新培育路径遥

第一袁着力构建野政府+科研院所+企业+农户冶协

同一体的培育模式遥 政府做好科研院所尧企业与乡村

农户之间的桥梁袁充分利用科研院所和涉农高校中的

优秀教育资源袁开展农业生产技术培训曰鼓励农业院

校设置农业实训基地袁开发农业示范田袁引导农民效

仿其科学有效的农业生产模式曰组织高校科技下乡活

动袁实现野科技垣农业冶袁推动农业生产向机械化科技化

发展袁为农业生产提质增速遥

第二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作用袁创新农业教学模

式遥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袁利

用好抖音尧快手尧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袁拓宽农村人才的

学习渠道袁定期开展农业技术公开课袁分类别分层次

开设各类农业课堂袁建立一站式学习平台袁为乡村人

才培养提供智力支持遥

第三袁乡镇政府带头深入田间地头袁了解村民实际

困扰袁有针对性的开展农业教学袁避免出现乡村人才培

训与村民实际需求脱节的现象遥 及时解决村民们的问

题袁提升乡村人才培育的精准性尧时效性和实践性遥

渊三冤健全开发政策体系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乡村振兴要靠人才尧 靠资

源遥 如果乡村人才尧土地尧资金等要素一直单向流向城

市袁长期处于耶失血爷耶贫血爷状态袁振兴就是一句空话冶[6]遥

在乡村振兴建设中袁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袁要加大政策

支持农村力度袁促进多方资源流入农村遥

第一袁优化乡村的营商环境袁助力乡村高质量发

展遥 设立专门的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部门袁结合本地的

具体情况袁筛选和挖掘合适的项目和企业袁争取与企

业合作袁获得企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遥 从乡村发展和

企业盈利的角度出发袁提供一定政策支持袁营造公平尧

公正尧公开尧高效尧便利的市场环境氛围袁打造乡村和

企业共赢局面遥

第二袁筑巢引凤袁打造乡村干事创业大舞台遥 搭建

乡村产业园区袁农村电商服务园等基础园区袁建立配

套工作设施袁为乡村振兴发展打造服务基地遥 完善扶

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袁出台更优政策袁搭建更

好平台袁提供最佳服务袁改善农村发展条件袁助力实现

乡村振兴遥

第三袁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袁乡村与现代市场直

接链接遥 政府牵头成立村集体公司袁成立本土品牌袁聘

请乡村职业经理人或乡村 CEO经营管理袁 及时掌握

市场最新动向袁精准施策袁促进乡村经济向好发展遥

渊四冤完善人才保障机制袁畅通人才发展通道

晋升通道阻塞是导致乡村人才留不住的重要因

素袁建立和完善人才发展机制必不可少遥 建立政府引

导尧社会参与尧公众认同的新型农村人才成长发展机

制袁让人才野愿意来袁愿意留冶遥

第一袁畅通人才发展路径袁完善人才分类培养机

制遥 在职称评定中袁通过以赛代评的方式袁将人才在乡

村振兴中所做出的实际贡献作为主要评价依据袁达到

监督和激励的作用遥 同时袁推行人才分类分级评价制

度袁特殊岗位特殊对待袁为人才提供合理的晋升通道遥

第二袁健全高技能人才激励机制袁出台相关的奖

励补贴政策袁明确人才等级薪酬制度袁特殊技能岗位

人才工资待遇比照高管待遇袁通过合理的薪酬尧广阔

的晋升空间吸引人才扎根乡村遥 尤其是对于在乡村建

设过程中有做出突出成绩的袁给予表彰奖励袁从而调

动人才的学习和工作积极性遥

第三袁政府做好人才服务袁完善人才生态环境遥 基

层干部要发挥领头雁的作用袁不断更新观念袁带领农

民队伍创新农业模式遥 政府完善人才保障制度袁给予

返乡就业创业人员一定的特殊补贴尧荣誉称号尧社会

地位尧生活保障等袁激发人才对工作的荣誉感尧认同

感袁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的工作积极性遥

渊五冤打通城乡人才市场袁加强人才创业引导

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袁推动人才尧土地尧资

本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遥 [7]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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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袁 我国城镇人口相比较 2010年增加了约 2.36

亿人袁乡村人口减少了约 1.64亿人袁城镇人口比重上

升 14.21个百分点遥 [2]农村人口向城镇的长期单向流

入破坏了城乡人才市场生态袁因此袁在新形势下打通

城乡人才市场袁 健全城乡人才的双向流通机制尤为

重要遥

第一袁由政府牵头设立城乡人才资源库袁将区域

内人才分层分类统计袁收集人才信息到电子信息系统

中袁当出现难以解决的棘手问题时袁在人才资源库中

搜寻相关领域专家袁让专业人才来解决问题袁实现人

才的灵活调用袁打通城乡之间人才市场壁垒遥

第二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袁制定财政尧金融尧社会

保障等方面的激励政策袁 给人才提供充足政策保障袁

解决人才创新创业中遇到的融资困难尧 用地难等问

题遥 充分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袁鼓励人才开展创新

创业活动袁推进乡村农业实现现代化转型升级遥

第三袁 做好人才创新创业培训引导及宣传动员遥

地方政府牵头开设创新创业培训班袁与就近的农业科

研院所达成合作袁农村为科研院所提供广阔的实训教

育基地袁科研院所为农村提供丰富的创新创业教育资

源与专业指导遥 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

能尧大展才华尧大显身手袁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

才队伍袁在乡村形成人才尧土地尧资金尧产业汇聚的良

性循环遥 [8]

渊六冤展现乡村文化魅力袁构建人才精神家园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袁是人民的精神家园遥 [9]乡村自

古以来就是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阵

地曰在革命战争时期袁我们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袁

为广大农村地区留下了丰富的红色资源与文化曰此

外袁 每个乡村中都孕育了极具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化遥

在乡村振兴战略中要充分利用好乡村文化资源袁利用

乡村文化为乡村人才振兴提供动力遥

第一袁用好乡愁情袁激发人才回哺乡村热情遥 乡村

文化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已经逐渐成为群众共同的

文化记忆袁乡村文化有着全体村民的文化认同袁在此

基础上用好乡愁情袁 坚持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袁打

造乡村文化名片袁吸引人才下乡创业遥 [10]

第二袁打造新时代文明特色乡镇和人才精神栖息

地遥 在经济快速发展尧社会竞争更加激烈尧生活节奏越

来越快的今天袁面对邻里之间互不相识尧人情味冷淡尧

高昂的房价尧全年无休的工作等问题袁人们常感到孤

单尧焦虑尧没有归属感遥 相比于城市的快节奏生活袁淳

朴的乡土文化给人们一种特殊的家的归属感遥 政府要

积极推进乡村精神家园构建袁 运用好乡村优秀文化袁

把乡村打造成新时代传承乡风文明的文化基地遥

第三袁充分运用好文化具有的凝聚力尧组织力和

推动力袁让乡土文化凝聚人心袁重塑乡土文化自信遥 将

乡土文化融入到思政课堂中袁开办乡村人才红色教育

培训班袁促进乡村人才以坚定的信念尧饱满的姿态尧怀

着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参与到乡村振兴建设中来遥

四尧结语

在乡村人才振兴过程中袁要充分考虑到乡村人才振

兴的现实难题袁多措并举袁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袁以乡村人

才振兴促进乡村振兴遥 在实现乡村人才振兴过程中袁要

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袁 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理念袁把

乡村人才振兴尧产业振兴尧组织振兴尧文化振兴尧生态振

兴结合起来遥 这五个方面共生共强袁相互影响袁相互促

进袁久久为功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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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oblems, Predicament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by Rur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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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院 The key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lies in talent, but there is a serious shortage of rural talent. The key issues of rural talent re鄄

vitalization are mainly reflected in talent introd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alent employment. If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seamlessly link

up with poverty alleviation, implementing the talent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is fundamental.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through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lement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 are practical dilemmas in rural talents, such as

insufficient total quantity, low quality, and imperfect talent security mechanisms.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rural talents, it is urgent for the

countryside to vigorously introduce, cultivate, retain, and make good use of talents,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for

talent introduction and support, give full play to the exemplary and driving role of talents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ntinuously provide

intellectual support and inject development impetus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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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在中国运动鞋市场上袁进入国内市场较早尧综合

实力较强的全球运动鞋龙头品牌耐克和阿迪达斯牢

牢占据中国运动鞋市场前两名遥 2019年袁耐克渊包括

Air Jordan 和 Converse冤 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达到

22.9%袁阿迪达斯渊包括 Reebok冤以市场占有率 20.4%

位列第二袁 而中国品牌安踏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为

16.4%袁李宁在国内的市场占有率为 6.3%袁分别位列

第三和第五遥中国是制造大国尧世界工厂袁体育用品的

生产力占世界市场的 65%以上袁然而袁制造大国并非

创造大国袁本国的运动鞋市场超过二分之一的份额为

国外运动鞋品牌所占据遥

2021年 3月袁H&M集团在网站发布了一份关于

新疆棉花产业野强迫劳动冶的声明袁一则黑乎乎的谣

言袁引起众怒袁随即耐克尧阿迪达斯等国外大牌纷纷被

扒出以前禁用新疆棉花作为原材料遥 耐克和阿迪达斯

这两大品牌在华的销售业绩深受影响遥 2021财年袁耐

克的整体营收同比增长达到 8%袁 但大中华地区营收

却下滑了 6%袁 成为了耐克在全球市场中唯一下滑的

地区遥此外袁2021年全年袁阿迪达斯在大中华区仅仅完

成了 3%的销售增长袁 是所有主要销售地区中增幅最

小的区域遥 由此看出袁企业的品牌形象对其销售尧市场

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袁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也紧密

相关遥

Sirgy认为袁自我一致性是一种匹配程度袁存在于

顾客自身形象与该品牌市场用户的形象之间[1]遥 Belk

提出袁自我一致性成为营销和购买意愿研究中一个很

重要的变量袁由于消费者借助选择的品牌类型来塑造

自我形象和表达自我袁自我一致性成为品牌选择的标

准[2]遥本研究尝试通过实证分析的方法袁验证外国运动

鞋品牌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是否具有显著影

响袁自我一致性在购买意愿和品牌形象之间是否起着

中介作用钥 希望本研究能为我国运动鞋品牌决策提供

一定的参考遥

二尧研究模型与假设

Gardner和 Levy认为袁人们对品牌的认知和主要

的看法决定着品牌形象[3]遥 Biel提出品牌形象模型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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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者形象尧公司形象和营销形象能够体现出品牌

形象袁这三种维度存在于任何一种品牌中袁对品牌形

象的研究均可以细化到这三种子形象之中[4]遥因此袁本

研究应用 Biel品牌形象模型袁将运动鞋品牌形象分为

公司形象尧 营销形象和消费者形象这三个子形象袁来

探究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

影响遥 此外袁引入野自我一致性冶这一中介变量袁构建了

野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要要要自我一致性要要要中国消费

者购买意愿冶的研究模型袁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遥

图 1 研究模型

Fig.1 Research model

Alpert等在研究品牌形象之后发现袁 如果一个产

品所属公司的企业形象较好袁消费者更愿意购买其产

品袁且在使用中可以得到更强的满足感袁更愿意与好

友分享该品牌[5]遥王联晓等提出袁当品牌形象与消费者的

自我概念相匹配时袁消费者会产生较高的购买意愿[6]遥 从

而袁提出以下假设院

H1院外国运动鞋公司形象正向影响中国消费者购

买意愿

H2院外国运动鞋营销形象正向影响中国消费者购

买意愿

H3院外国运动鞋消费者形象正向影响中国消费者

购买意愿

吴童和周小佳提出袁当今消费者不仅仅关注商品

或品牌的价格尧性能尧服务等功能性属性袁更多关注于

品牌是否与自身形象相一致的象征性属性[7]遥 徐伟将

老字号真实性作为自变量袁 自我一致性作为调节变

量袁经实证分析袁得出自我一致性越高袁对一味建立在

传承基础上的老字号体验感越差的结论[8]遥从而袁提出

以下假设院

H4院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正向影响自我一致性

H5院自我一致性正向影响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

H6院自我一致性在品牌形象和购买意愿之间起中

介作用

三尧问卷设计

本研究所用调查问卷均借鉴成熟量表设计而成袁

品牌形象量表借鉴陈德华和张巧珍[9]的量表袁自我一

致性借鉴徐伟等[8]的量表袁购买意愿借鉴徐姣姣和吴

巧英[10]的量表袁所有量表都采用 Likert五分量表袁被调

查者只能选择一个选项袁 并且每个选项均有对应的分

值袁最终采用的量表如表 1所示遥选择大三年级一个班

的 48同学进行预调研袁信效度分析结果符合要求遥

表 1 问卷量表

Tab.1 Questionnaire scale

品牌
形象

公司
形象

A11院 该公司在运动鞋市场占有较大的
市场份额

3.09

A12院该公司热心公益事业袁有社会责任
感

2.87

A13院该公司宣传能力强袁经常请明星做
代言人

3.02

A14院该公司社会评价高袁形象正面 2.87

营销
形象

A21院该运动鞋品牌质量较好 3.01

A22院该运动鞋品牌舒适性较高 2.84

A23院该运动鞋品牌外观设计精致尧时尚 2.88

A24院该运动鞋品牌款式多样 2.88

消费者
形象

A31院 该运动鞋品牌的消费者大多为年
轻人

2.95

A32院 该运动鞋品牌的消费者性格活泼
开朗

2.91

A33院 该运动鞋品牌的消费者热爱体育
运动

2.94

A34院 该运动鞋品牌的消费者追求高品
质生活

2.90

自我
一致
性

自我
一致性

B1院 该运动鞋品牌形象与他人眼中我
的形象一致

3.15

B2院 该运动鞋品牌形象与我期待他人
看待我的形象一致

2.93

B3院 该运动鞋品牌形象与我的个人形
象一致

2.89

B4院 该运动鞋品牌形象与我理想中的
自己形象一致

2.94

购买
意愿

购买
意愿

C1院 选购运动鞋时袁我会优先查看该品
牌

3.06

C2院 如果再次购买袁我还会继续选择该
品牌

2.78

C3院 如果心仪款式价格有所提高袁我仍
然会购买该品牌

2.94

C4院 我会向他人优先推荐该品牌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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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调研借助问卷星平台袁 以网络问卷方式发

放袁调研时间历时一个月遥 调研结束后袁共有 270位受

访者填写了问卷袁删除 5份无效问卷袁最终可用于实

证分析的有效问卷数为 265 份 袁 问卷有效率为

98.15%遥其中袁女性占 50.6%袁男性占 49.4%遥在年龄分

布上袁31~40 岁人群样本量最多袁 占比为 50.6%曰而

21-30岁人群样本数量排名第二位袁占比为 26.8%遥在

教育水平方面袁本科样本数量为 94袁占比为 35.5%遥在

职业分布上袁样本量最高的是私有企业袁共 109人袁占

比 41.1%遥

四尧实证研究

渊一冤信效度检验

由表 2 所呈现的数据可以得知 袁 问卷整体

Cronbach's Alpha系数为 0.961袁远大于临界值 0.7遥 且

各个测量维度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在 0.817 至

0.849之间袁均达到最低接受标准遥 并且袁删除每个测

量项后袁均会使 Cronbach's Alpha系数降低袁意味着所

有测量项同时存在对于整个调查是最好的袁说明本研

究的量表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和稳定性遥

表 2 量表信度

Tab.2 Reliability of the scale

使用 AMOS 24.0软件对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尧自

我一致性和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进行结构效度的检

验袁并将其划分为绝对适配指标和相对适配指标遥 在

AMOS 24.0软件中导入 20个题项的数据袁 分析结果

如图 2验证性因子分析图所示袁其中 F1为公司形象尧

F2为营销形象尧F3为消费者形象尧F4为自我一致性袁

F5为购买意愿遥

图 2 验证性因子分析图

Fig.2 Chart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由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可知袁2/df 的值为

3.174袁小于 5曰GFI为 0.815袁大于 0.8曰AGFI 为 0.858袁

大于 0.8曰RMSEA为 0.091袁 小于 0.1曰NFI为 0.871袁接

近 1曰TLI为 0.890袁接近 1曰CFI为 0.907袁接近 1遥 综合

来看袁品牌形象尧自我一致性与购买意愿的模型适配

良好遥 绝对适配指标和相对适配指标均满足标准袁达

到较好的拟合水平袁表明本研究的量表都具有良好的

结构效度遥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3 Results of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总量表 总量表 - .961

公司形象

公司形象 1 .772

.817公司形象 2 .759

公司形象 3 .769

公司形象 4 .778

营销形象

营销形象 1 .792

.830营销形象 2 .785

营销形象 3 .774

营销形象 4 .793

消费者形象

消费者形象 1 .814

.849消费者形象 2 .810

消费者形象 3 .802

消费者形象 4 .807

自我一致性

自我一致性 1 .807

.834自我一致性 2 .773

自我一致性 3 .798

自我一致性 4 .783

购买意愿

购买意愿 1 .785

.826购买意愿 2 .780

购买意愿 3 .774

购买意愿 4 .782

评价
标准

<5.0 >0.8 >0.8 <0.1 接近 1 接近 1 接近 1

检验
结果

3.174 0.815 0.858 0.091 0.871 0.890 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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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相关性分析

相关性分析体现出所探讨的变量之间是否密切

相关袁本文将 Pearson系数作为指标袁对各维度进行相

关性分析袁由表 4可知袁本文模型所建立的五个变量

间相关系数指标良好袁 在 0.01的水平上都显著相关袁

通过了相关性分析的检验袁本研究提出的假设可以初

步得到验证遥

表 4 变量的相关分析

Tab.4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注院**表示在 0.01级别渊双尾冤袁相关性显著遥

渊三冤回归分析

1.以购买意愿为因变量

考察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三个维度以及自我一

致性是如何影响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袁此次分析以购

买意愿为因变量袁公司形象尧营销形象尧消费者形象尧

自我一致性为自变量遥

由表 5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

(1) 本次模型的 R2值为 0.726>0.6袁说明拟合度良

好袁对于此回归模型的分析数据较为贴切袁能够反映

出运动鞋公司形象尧营销形象和消费者形象以及自我

一致性对购买意愿的影响情況遥

(2) 本次模型的 F数值为 171.821袁且 p<0.001袁意

味着回归方程显著遥

(3) 公司形象可以显著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渊茁=

0.068>0袁p=0.025<0.05冤曰营销形象可以显著正向影响

购买意愿渊茁=0.210>0袁p=0.006<0.05冤曰消费者形象可

以显著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渊茁=0.185>0袁p =0.011<

0.05冤曰 自我一致性可以显著正向影响购买意愿 渊茁=

0.427>0袁p=0.000<0.05冤遥

回归方程如下院

购买意愿=0.291+0.068*公司形象+0.210*营销

形象+0.185*消费者形象+0.427*自我一致性

表 5 线性回归分析渊1冤

Tab.5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渊1冤

2.以自我一致性为因变量

考察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三个维度是如何影响

自我一致性的袁 此次分析以自我一致性为因变量袁公

司形象尧营销形象尧消费者形象为自变量遥

由表 6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院

(1) 本次模型的 R2值为 0.819>0.6袁说明拟合度良

好袁对于此回归模型的分析数据较为贴切袁能够反映

出运动鞋公司形象尧营销形象和消费者形象对自我一

致性的影响情況遥

(2) 本次模型的 F数值为 394.840袁且 p<0.001袁意

味着回归方程显著袁并且自我一致性这一因变量至少

可以被一个自变量影响袁较为显著遥

(3) 公司形象可以显著正向影响自我一致性 渊茁=

0.279>0袁p=0.000<0.05冤曰 营销形象可以显著正向影响自

我一致性渊茁=0.362>0袁p=0.000<0.05冤曰消费者形象可以显

著正向影响自我一致性渊茁=0.294>0袁p=0.000<0.05冤遥

回归方程如下院

自我一致性=0.241+0.279* 公司形象+0.362* 营

销形象+0.294*消费者形象

表 6 线性回归分析渊2冤

Tab.6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渊2冤

公司形象 1

营销形象 .839** 1

消费者形象 .840** .862** 1

自我一致性 .846** .867** .859** 1

购买意愿 .765** .801** .795** .829** 1

(常量) .291 .105 - 2.762 .006 -

公司形象 .068 .069 .168 2.987 .025 4.545

营销形象 .210 .075 .212 2.798 .006 5.460

消费者形象 .185 .072 .190 2.557 .011 5.252

自我一致性 .427 .077 .424 5.545 .000 5.538

R2 .726

F 171.821

P <0.001

因变量院购买意愿

(常量) .241 .083 - 2.890 .004 -
公司形象 .279 .053 .280 5.261 .000 4.109
营销形象 .362 .056 .370 6.485 .000 4.703
消费者形象 .294 .055 .304 5.314 .000 4.739

R2 .819
F 394.840
P <0.001
因变量院自我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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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中介效应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袁本文对品牌形象通过自

我一致性的中介路径假设进行了检验遥 设立自变量为

品牌形象的三个维度袁因变量为自我一致性和购买意

愿袁借助 AMOS 24.0软件袁对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袁构建

如图 3所示的整体结构模型遥

图 3 整体结构模型

Fig.3 Whole structure model

从图 3模型的输出结果能够得出袁 公司形象尧营

销形象尧消费者形象对购买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袁为了

检验中介效应袁将这三条路径删除得到图 4 袁并对其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遥

图 4 修正后的整体结构模型

Fig.4 Revised whole structure model

由表 7 修正后的拟合指标可知 袁2/df 的值为

3.183袁小于 5曰GFI 为 0.810袁大于 0.8曰AGFI 为 0.856袁

大于 0.8曰RMSEA为 0.091袁 小于 0.1曰NFI为 0.868袁接

近 1曰TLI为 0.889袁接近 1曰CFI为 0.905袁接近 1遥 综合

来看袁可以接受修正后的整体结构模型遥

表 7 修正后的拟合指标

Tab.7 Revised fit index

图 4的结构模型输出结果显示袁该模型中公司形

象对自我一致性 A1袁p 为 0.759曰营销形象对自我一致

性 A2袁P为 0.873曰消费者形象对自我一致性 A3袁p 为

0.909曰 自我一致性对购买意愿 B袁p 为 ***袁 表示在

0.001水平上显著遥 由实证数据可以得出品牌形象三

个维度对自我一致性的作用显著袁自我一致性对购买

意愿的作用也显著遥 因此袁自我一致性在品牌形象三

个维度与消费者购买意愿之间起中介效应遥

渊五冤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验证本文所提出的假设袁对收集的数据进行

了实证分析袁并得出最终结论袁假设检验结果见表 8遥

表 8 假设检验结果

Tab.8 Hypothesis test results

五尧结语

本研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

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袁 借助 SPSS22.0 和

AMOS24.0软件进行信度和效度尧相关性尧回归性分析

和中介效应检验袁得出以下结论院在运动鞋行业袁消费

者的购买意愿受品牌形象的影响遥 如果在消费者的心

目中该公司具有良好的公司形象袁 热心公益事业袁有

社会责任感袁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会更强烈曰运动鞋的

质量尧舒适性尧款式尧外观等营销形象最受消费者注

评价
标准

<5.0 >0.8 >0.8 <0.1 接近 1

检验
结果

3.183 0.810 0.856 0.091 0.905

接近 1

0.868

接近 1

0.889

H1
外国运动鞋公司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支持

H2
外国运动鞋营销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
愿具有正向影响

支持

H3
外国运动鞋消费者形象对中国消费者购买
意愿具有正向影响

支持

H4
外国运动鞋品牌形象对自我一致性具有正
向影响

支持

H5
自我一致性对中国消费者购买意愿具有正
向影响

支持

H6
自我一致性在品牌形象和购买意愿之间起
中介作用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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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Sport Shoes Brand Image

on Chines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GUO Xiangdong, ZENG Jianren

(School of Busines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 Fujian 354300)

Abstract: By means of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and Biel model,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sports

shoes brand image on Chinese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self-consistency. Using SPSS 22.0 and AMOS

24.0 software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nsumers' purchase intention is positively influenced by brand image and

self-consistency of sports shoes, and self-consistency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purchase intention and brand image.

Key words: brand image; self-consistency; purchase intention; foreign sneaker; Chinese consumer

重曰 品牌形象中的消费者形象则与顾客自身相联系袁

匹配程度越高袁购买意愿越强曰自我一致性影响着顾

客对运动鞋产品消费行为的发生袁并且在品牌形象和

购买意愿两个变量之间起着中介作用袁自我一致性程

度越高袁 越能提高品牌形象对顾客购买意愿的影响遥

这些研究结论为运动鞋企业通过建立良好的运动鞋

品牌形象袁提高自我一致性袁进而提高消费者的购买

意愿提供了一定的启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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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国外交活动中多次提

到茶文化袁盛世兴茶袁弘扬茶文化[1]遥 茶文化是人类历

史在漫长的实践与发展过程中袁创造出与茶叶相关的

精神财富及物质财富的总和袁其中福建茶文化更是必

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遥 同时袁依托在茶叶区域经济体系

中的茶叶品牌建设袁 已成为茶文化传播的重要推动

力袁对推动茶文化传播有着重要的意义[2-3]遥 2013年袁

中国提出野一带一路冶发展倡议袁为福建省茶产业发展

带来新的机遇遥 野一带一路冶是野丝绸之路经济带冶和

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的简称袁截至 2023年 6月袁中

国已经同 152个国家和 32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余份

共建野一带一路冶合作文件[4]遥长期以来袁涉及我国茶文

化传播策略研究相对缺乏袁如何通过野一带一路冶倡议袁

以野福茶冶品牌为媒介传播福建茶文化更属研究空白[5-6]遥

因此袁文章基于 5W传播理论袁以加快野福茶冶品牌建设为

例袁在分析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的传播

者要要要政府尧传播内容要要要福建茶文化尧传播媒介要要要

野福茶冶品牌尧传播对象要要要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消费

者尧传播效果要要要福建茶文化传播效果的基础上袁研究

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策略袁弘扬福建茶文

化袁推动福建茶文化传播遥

一尧5W传播理论

5W传播理论袁来自哈罗德窑拉斯韦尔渊Harold Lass鄄

well冤在 1948年出版的叶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曳一

书遥 哈罗德窑拉斯韦尔认为袁5W 传播理论包括主体

渊Who冤尧内容渊Says What冤尧媒介渊Which Channel冤尧客体

渊To Whom冤尧效果渊with What Effect冤5个要素袁构成传播

学研究的 5大领域[7]遥 区域公用品牌是社会公共资源储

存尧交换与传播的中心袁本质上也属于社会传播活动的

范畴遥 在福建茶文化传播中袁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作为传

播媒介袁对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具有重要

意义遥

综合福建省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情况袁主要经历从

收稿日期院2023-06-09

基金项目院2020年度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渊FJ2020

B068冤曰2023年度福州市科协调研课题遥

作者简介院林琴琴渊1979-冤袁女袁汉族袁副教授袁主要从事经

济管理尧茶文化研究遥

基于 5W传播理论探讨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

福建茶文化传播策略
要要要以加快野福茶冶品牌建设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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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基于 5W传播理论袁以加快野福茶冶品牌建设为例袁对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的传播者要要要政

府尧传播内容要要要福建茶文化尧传播媒介要要要野福茶冶品牌尧传播对象要要要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消费者尧传播效果要要要福建

茶文化传播效果进行分析袁提出以野俭尧清尧和尧静冶为精神内核的福建茶文化袁指出政府尧茶企尧闽茶工匠是野福茶冶品牌的

有力传播者曰在分析福茶冶品牌在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建设成效基础上袁提出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野福茶冶品牌建设对策袁推

动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有力传播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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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定位到品牌传播塑造过程袁而品牌传播是品牌塑

造的最后也最关键的一环[8]遥 根据 5W传播理论袁区域

公用品牌传播者以品牌促进茶叶消费者对区域公用

品牌的理解尧认可尧信任和体验同时袁也持续地与茶叶

消费者交流茶文化袁从而形成区域公用品牌带动福建

茶文化传播效应遥

二尧野一带一路冶 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主

体要要要政府

渊一冤搭建福建茶文化传播平台

福建省积极组织茶叶企业赴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

家推介闽茶袁设立境外野福茶冶品牌旗舰店袁推动野福

茶冶知名品牌落地袁参与国际竞争曰指导企业针对国外

消费习惯开发适销对路产品袁改进产品包装袁提供飘

逸杯等便捷泡饮器具袁让闽茶更适应国际市场的多元

化需求遥 福建省各级政府发挥福建名茶众多优势袁依

托中国农民丰收节尧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尧中国国

际茶叶博览会等平台袁充分展示茶文化袁讲好闽茶故

事尧传播野福茶冶品牌尧促进闽茶贸易遥2020-2022年袁中

共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省农业农村厅尧省文化和旅游

厅尧省归国华侨联合会袁分别举办首届尧第二届尧第三

届野海丝国际茶文化论坛冶系列活动及野海丝国际杯冶

茶王赛尧斗茶赛袁促进海内外茶文化交流互鉴袁讲好中

国故事袁 助推 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 核心区建设遥

2021年 6月袁 在福建省委省政府的重视和推动下袁福

茶网平台电商尧溯源尧数字化营销系统正式上线运行遥

福茶网的成立为福建省茶叶品牌建设提供了一个崭

新的模式袁为福建茶文化传播提供了崭新的载体遥

渊二冤支持茶企争创野福茶冶品牌

福建省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引导茶叶企业以创

建品牌为载体袁加强质量管理体系建设袁不断提升发

展水平遥 鼓励茶叶生产企业申报各级政府质量奖袁涌

现出一批品牌企业袁目前茶叶企业获福建省政府质量

奖渊含提名奖冤3家袁市级政府质量奖渊含提名奖冤3家遥

其中袁福建春伦茶业集团有限公司尧武夷星茶业有限

公司尧福建品品香茶业有限公司分别获得第五尧六尧七

届福建省政府质量奖遥 福建省市场监管局会同各相关

单位组织开展政府质量奖获奖企业经验分享活动袁引

导更多的茶叶企业追求卓越袁持续改进袁提升质量管

理水平遥 叶福建省茶产业发展报告渊2022冤曳数据显示袁

2020年福建省 野福茶冶 品牌的总价值 303.93亿元袁

2021年福建省野福茶冶品牌的总价值 354.5亿元袁野福

茶冶品牌价值呈递增趋势遥 目前袁福建省有 34个野福

茶冶区域公用品牌获中国驰名商标袁野安溪铁观音冶野武

夷岩茶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中国茶叶十大区域公用品

牌袁野政和工夫冶野八马冶野凤山冶野中闽魏氏冶野泉岩冶野三

和冶野裕园冶野魏氏红冶野华祥苑冶等商标获得驰名商标保

护曰野福鼎白茶冶野品品香冶野绿雪芽冶野六妙冶等白茶类商

标也均被认定为驰名商标[9]遥

三尧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传播内容要要要福建

茶文化

福建茶文化具有深厚的人文积淀尧优雅品位和精

神内核袁体现出独有的审美情趣尧从容淡泊和高尚雅

致遥 野开漳圣王冶陈元光著有诗集叶龙湖集曳袁其中叶山中

赠张正则评事曳 是福建最早的涉茶诗袁野山茶邀上客袁

桂实落前轩冶之句袁颇具雅韵遥 北宋蔡襄渊今福建省仙

游县人冤著有叶茶录曳叶精茶贴曳叶北苑十咏曳等书迹袁其

中叶茶录曳详细记录点茶步骤袁末茶点饮的方法很快就

在宋代茶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袁确立了茶叶艺术化的

品鉴体系袁为宋代点茶奠定了艺术化的理论基础遥 叶茶

录曳又云院野兔毫紫瓯新袁蟹眼清泉煮遥 冶兔毫盏以建阳

窑渊今福建省建阳市冤所烧野建盏冶最为著名遥 宋时毛笔

有用兔毛制作袁所以兔毫有文雅之意袁宋徽宗赵佶便

用建溪渊今福建省建阳市冤黑釉兔毫茶盏招待群臣遥 宋

徽宗赵佶著有叶大观茶论曳袁书中内容主要围绕野北苑

贡茶冶展开袁北苑即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袁为唐至明

代的贡茶产地袁以宋最盛遥 元代赵孟頫叶御茶园记曳的

开篇就赞美道院野武夷袁仙山也遥 岩壑奇秀袁灵芽茁焉遥

世称石乳袁厥品不在北苑下遥 冶南宋陆游任提举福建路

常平茶事时袁在叶建安雪曳诗中起首高歌院野建溪官茶天

下绝遥 冶清初周亮工在福建布政使任上著有叶闽茶曲曳

10首袁留下有关闽北尧闽东茶情茶俗的历史记载遥其一

曰院野御茶园里筑高台袁惊势鸣金礼数该遥 那识好风生

两腋袁 都从着力喊山来遥 冶而今袁时过境迁袁武夷山的

野喊山祭茶冶则是春茶开采不可或缺的仪式遥 歌颂武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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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诗篇袁元明清以降不间断过遥 林锡翁叶咏贡茶曳曰院

野百草逢春未敢花袁 御茶葆蕾拾琼芽遥 武夷真是神仙

境袁已产灵芝又产茶遥 冶 后世文人对武夷茶的珍爱袁又

超越了前辈对北苑茶的钟情遥 福建茶文化文脉有致袁

清晰可鉴遥 直至现代袁祖籍福建的著名茶学家张天福袁

根据唐代陆羽叶茶经曳所提野茶耶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爷冶袁

和宋徽宗叶大观茶论曳所提野致清导和冶野韵高致远冶袁提

出野俭尧清尧和尧静冶为内涵的中国茶礼袁是福建茶文化

的精神内核[10]遥 2019年福州茉莉花茶种植与茶文化系

统尧2022年安溪铁观音茶文化系统分别入选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袁作为文化系统袁茶不仅是饮料袁还承载

着民族精神尧民族情感遥 在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袁福建将

以野俭尧清尧和尧静冶为精神内核的福建茶文化推向世界袁

促进丰富多彩中华茶文化的风尚风靡世界遥

四尧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媒

介要要要野福茶冶品牌

茶叶区域公用品牌所包含的茶产品特别是名茶袁

由于其产地往往具有浓郁的自然人文背景袁 与名山尧

名水尧名人关联演绎袁与茶艺尧茶道尧民俗水乳交融袁或

演绎成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袁或留下脍炙人口的诗词

歌赋袁形成独具特色的茶文化遥 因此袁茶叶区域公用品

牌传播不但影响其商业价值传播袁更影响茶叶特有的

文化价值传播袁发掘尧整理尧传播区域公用品牌所蕴含

的茶文化袁将物质与文化享受相融合袁有利于消费者

加深对茶叶品牌的识别与认同[11]遥 福建省在野福茶冶品

牌建设中侧重融入茶文化内容袁注重茶文化的深度开

发袁借助海内外资源和平台做好野一带一路冶倡议下福

建茶文化的宣传推广工作袁促进中外茶文化交流互鉴

和野福文化冶对外传播袁野福茶冶品牌建设有力促进茶文

化国际交流遥

渊一冤野福茶冶品牌由来

福建省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提案叶关于全面做优

做强我省 野福冶 字号 野多彩闽茶冶 品牌的建议曳

渊20221208 号冤袁提出全面做优做强福建省野福冶字号

野多彩闽茶冶品牌袁打响野福茶冶公共品牌尧提升野福茶冶

文化影响力尧提高野福茶冶市场占有率袁推动福建省茶

产业创新发展及转型升级遥 2021年 5月袁福建在日本

举办野清新福建冶野全福游尧有全福冶福建精品旅游线路

线上推介会袁推出野茶香之旅冶精品线路遥2022年袁福建

策划举办以野福茶尧福瓷尧福章冶为主题的文创作品创

作推广活动袁深入挖掘开发野福茶冶礼物尧新式茶器具尧

茶摆件尧茶家具尧茶服装尧茶手工艺品等创意产品袁制

作茶文化动漫等作品袁 提升茶文化资源应用价值曰利

用海峡两岸渊厦门冤文博会福建文化旅游品牌综合馆

等袁展示野福茶冶文化文创产品曰指导茶文旅企业用好

福茶网平台拓展销售渠道袁创新网络直播尧网红带货尧

短视频等电商模式袁 实现茶产业线上线下协同发展遥

实现中国茶和茶文化的全球化分享袁使中国的茶产品

和茶文化一同走向世界遥

渊二冤野福茶冶技艺打造野福茶冶品牌

唐代袁陆羽叶茶经窑八之出曳云院野岭南袁生福州尧建

州尧韶州尧象州遥福州生闽县方山之阴也遥 冶陆羽评价福

州尧建州的茶院野往往得之袁其味极佳遥 冶至明代袁福建茶

叶种植区域不断扩展袁形成完整的产区遥 福州袁县县产

茶袁尤以福州周边的方山尧鼓山尧凤冈为盛袁长乐尧连

江尧永泰尧闽清等地亦有大面积的茶园遥 泉州各县皆有

茶袁而晋江清源洞及南安产者尤佳袁还有南安的英山

茶尧德化的雪山茶等遥 莆田遍地茶园袁尤其郑宅茶为乾

隆特别推崇遥 宁德霞浦百里诸山袁皆产茶遥 漳州芗城袁

龙文袁龙海的天宝山茶尧梁山茶尧南山茶尧龙山茶尧漳浦

的鼓雷山袁品质俱佳[12]遥 概而言之袁闽茶工匠们在大量

的尧长时期的实践中逐渐掌握了半发酵尧全发酵技术袁

产生了后世六大茶类中的乌龙茶渊青茶冤与红茶遥 闽茶

工匠们又推陈出新袁产制出工夫红茶[13]遥 至清代袁茶叶

种植区域进一步扩大袁 闽茶工匠们又创制出白茶尧花

茶袁海上茶路与万里茶道交相辉映袁中国茶叶真正走

向了世界遥 闽茶工匠们在福建茶文化历史发展长河

中袁在种植和工艺上不断地探索提升尧一代代传承发

展袁秉承着时间难以磨灭的韧劲袁将造物技艺跨越时

间长河流传下来袁令世界为之惊叹遥 目前袁福建省各茶

产区均有开展野福茶冶赛事活动袁通过举办民间斗茶

赛尧茶叶鉴评会尧茶王赛尧技能竞赛等袁充分展示了野福

茶冶技艺袁助力野福茶冶品牌不断创新发展遥 福建省农业

农村厅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尧 省总工会袁2020

年 8月底共同主办福建省初赛暨福建省首届茶叶渊红

茶冤加工工职业技能竞赛袁经过激烈角逐袁福建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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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的 10位选手全部进入前 50名袁 荣获优秀团体

奖遥 其中袁宁德选送的郑国华尧陈辉煌分获第二名和第

四名袁获全国技术能手遥2022年 11月 29日袁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宣布袁将

野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冶 列入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袁包括了福建省的武夷岩茶渊大

红袍冤制作技艺尧铁观音制作技艺尧福鼎白茶制作技

艺尧福州茉莉花茶窨制工艺尧坦洋工夫茶制作技艺尧漳

平水仙茶制作技艺等 6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遥 新

时代袁 闽茶工匠们恪守敬业创新的精神风貌和团结奋

进的时代风采袁打造野福茶冶品牌传播福建茶文化遥

五尧福建茶文化传播受众要要要野一带一路冶

沿线国家消费者

叶福建省茶产业发展报告渊2022冤曳数据显示袁2021

年福建省 10个最大的茶叶出口国家中袁 除了排名第

5尧7尧8位的美国尧马里和阿尔及利亚外袁其余均为野一

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曰福建省 10个最大的茶叶进口国家

中袁除排名第 4尧7尧8尧9 位的布隆迪尧肯尼亚尧莫桑比

克尧乌干达外袁其余也均为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14]遥野一

带一路冶覆盖人口约 44亿袁约占全球的 63%曰经济规

模 21万亿美元袁约占全球的 29%遥 野一带一路冶不仅是

一条经济发展之路袁也是一条文明互鉴之路遥 茶与茶

文化是古今野丝绸之路冶上最重要的商贸物资和文化

力量之一袁是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的重要文化象征遥

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普遍拥有的饮茶风俗袁使得福建

省更主动通过野一带一路冶倡议推进与沿线国家的经

济和文化交流遥 福建通过野福茶冶品牌建设袁找准文化

交流的切入点袁以兼容并蓄的姿态与野一带一路冶沿线

国家进行深入的民间文化交流袁 讲好中国茶故事袁让

更多的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消费者知茶尧爱茶尧共品

茶香茶韵袁共享美好生活遥

六尧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效果

政府扶持企业参与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营销推广袁

有助于提升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影响力袁进而促进福建

茶文化传播[15]遥 2016年以来袁福建省组织开展野闽茶海

丝行冶经贸活动 7次袁举办闽茶专场推介会 16场袁参

加国际茶展 6个袁签订经贸合同 33亿元袁设立闽茶文

化推广中心 12个袁 推动全省茶叶出口克服境外疫情

影响袁出口量尧出口金额继续保持平衡增长袁野闽茶海

丝行冶成果丰硕遥2021年 5月 21-25日袁福建省组织来

自 8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产地的 200多家企业参加

第四届中国国际茶业博览会遥 初步统计袁展会期间福

建展区现场交易额 3100万元袁 意向交易额达 7.1亿

元袁均较上届展会增长 10%以上遥 福建省积极推动茶

文化旅游活动袁推出茶园生态游尧茶乡体验游尧茶保健

旅游尧茶事修学游等茶文化旅游线路袁扶持建设了安

溪华祥苑茶庄园尧福鼎品品香白茶庄园尧武夷星尧天湖

茶业尧武夷山香江茗苑等一批茶庄园袁培育了以中华

武夷茶博园尧武夷山野印象大红袍冶为代表的一批以茶

为主题的旅游体验项目袁并推出茶园生态游尧茶乡体

验游尧茶保健旅游尧茶事修学游等多条茶文化旅游线

路遥 目前袁福建省已建成 60个茶庄园袁促进三产融合

发展遥 福建省依托福建文化海外驿站和福建旅游海外

合作推广中心袁举办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文旅

交流活动袁借由品野福茶冶袁普及福建茶文化知识袁吸引

海外友人对野福茶冶的关注和了解袁通过产业融合发展

特别是茶文化旅游等促进了福建茶文化的有力传播遥

七尧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野福茶冶品牌建设促

进茶文化传播对策

福建茶产业具有辉煌历史和深厚底蕴袁要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野把茶文化尧茶产业尧茶科技统筹起

来冶的重要指示要求袁加强管理袁保障茶叶产品质量安

全袁补齐短板袁做大做强野福茶冶品牌袁野一带一路冶背景

下传播福建茶文化遥

渊一冤形成各类闽茶都是好茶的共识袁建立良性竞

争机制

目前袁福建茶品牌多袁合则益尧分则弊遥 建议从政

策层面规范袁形成良性竞争机制袁让野铁观音尧武夷岩

茶尧白茶尧红茶尧绿茶尧茉莉花茶各有特点袁都是福建好

茶尧中国好茶冶的理念成为共识袁着力提升安溪铁观音尧

武夷岩茶尧福鼎白茶尧福州茉莉花茶尧坦洋工夫尧政和白

茶尧平和白芽奇兰尧漳平水仙茶尧大田美人茶尧武平绿

林琴琴院基于 5W传播理论探讨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策略 51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4年第 1期

茶尧永春佛手等区域公用品牌袁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的茶叶企业品牌袁增强野福冶字号野多彩闽茶冶知名度尧美

誉度袁讲好野茶故事冶尧传播茶文化袁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

共同推动野福茶冶品牌更好地走向全国尧走向世界[16]遥

渊二冤突出福建茶特色袁做好野福茶冶品牌形象定位

深入挖掘野福茶冶历史文化底蕴袁邀请国内外媒体

拍摄野福茶冶系列专题片袁聘请专业设计公司设计独具

野福茶冶品牌特色的形象 logo尧IP形象袁突出福建特色袁

强化野三茶冶统筹袁全方面打造野福茶冶IP文化袁展示野福

茶冶品牌形象遥 加大野福茶冶对外宣传力度袁大力推荐福

建省地域特色突出尧产品特色鲜明尧市场占有率高的

野福茶冶品牌企业参加中国品牌日尧中国国际商标品牌

节以及各类地理标志宣传展示活动遥 用好年轻人喜闻

乐见的传播方式袁利用新媒体做好品牌推广袁如面向

全社会征集野福茶冶品牌为主题的广告语尧短视频尧微

电影袁在全社会推广野福茶冶品牌文化袁让野福茶冶活起

来尧潮起来尧热起来遥福建作为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冶

核心区袁要抓住野一带一路冶发展契机袁组织各茶品类

非物质文化传承人袁助力野万里茶道冶等世界文化遗产

的保护与发展曰构建野一带一路冶野福茶冶产业联盟袁做

好野福茶冶品牌形象定位尧传播福建茶文化遥

渊三冤完善品牌传播制度设计袁提升野福茶冶品牌效应

建立政府推动尧市场拉动尧龙头带动尧部门联动尧

基层行动的野福茶冶品牌传播机制袁做好多茶类尧多品

牌共存尧高效多元的野福茶冶品牌传播体系遥 鼓励各地

方政府制定配套政策参与福茶网公共品牌建设袁支持

福茶网入驻企业申请国家地理标志遥 培育福建省若干

个品类为代表的茶叶龙头企业袁充分利用兼并尧重组尧

合作尧上市等方式加快形成企业集团遥 在北上广建立

野福茶冶品牌运营中心袁总部设在福建遥 在国内重点城

市尧重点茶叶销区举办野福茶华夏行冶活动袁适时举办

野福茶网带货直播网红大赛冶等活动袁开展全渠道福建

茶文化推广袁启动全渠道数字化营销推广袁推动福茶

网与字节跳动茶叶直播基地对接遥 借助对外媒体尧外

国媒体等线上传播渠道的影响力袁提高跨文化传播力遥

渊四冤促进三产融合袁加快培育野福茶冶全产业链

建议制定出台叶关于培育发展福建省茶全产业链

的若干措施曳袁谋划形成全产业链建设项目库袁并建立

项目责任清单袁统筹利用财政涉农资金尧地方专项债

券等资金袁加大对野福茶冶企业科技创新扶持力度袁做

大做强野福茶冶产业集群袁实现野产业+科研冶野产业+文

化冶野产业+旅游冶等多业态布局袁开展品种资源尧精深

加工尧药用康养等领域的关键技术攻关袁如研发茶特

色餐饮尧茶饮料尧茶食品尧茶保健品等系列衍生产品袁

建设智慧园可视化管理系统尧物联网综合服务前置系

统尧智慧园智能化管理系统尧智慧园企业数据中心遥 在

茶叶重点县域布局野福茶冶产业袁在全省创建一批茶产

业发展集聚度较高尧现代技术装备有效集成尧三产深

度融合发展尧 绿色发展成效明显的现代农业园区尧国

家级田园综合体遥 加快福茶网建设袁推动线上线下深

度融合袁逐步实现茶叶从种苗尧种植尧加工尧包装尧仓

储尧交易尧物流和茶叶技术交易尧茶叶机械交易尧茶叶

金融服务尧人才服务的全流程服务曰以线上为主袁再逐

步整合线下资源袁以野一带一路冶为契机将福茶网打造

成全国袁乃至全球最有影响力的茶叶交易总部尧结算

总部尧茶产业数字化运营中心和茶文化推广基地遥

渊五冤讲好闽茶故事袁提高野福茶冶品牌文化价值

挖掘福建茶历史文化底蕴袁创新野福茶冶文化衍生

产品袁鼓励重点茶产区开发茶文旅基地尧茶文旅特色

小镇尧现代茶庄园联盟尧沉浸式体验店尧茶博物馆等项

目袁发展茶文化创意产业袁开展走茶道尧学制茶尧观茶

艺尧品茶宴尧住茶宿尧评茶赛尧茶论坛等活动袁打造一批

主题鲜明尧特色突出的大众茶馆袁举办主题公益演出尧

文化讲座尧茶艺交流袁吸引全国各地游客体验福建茶

文化曰助推野福茶冶文化进机场尧进商超尧进高速尧进动

车尧进景区野五进冶工作袁推动野福茶冶走得更远遥 推动

野福茶冶品牌国际化袁抓住野一带一路冶发展契机袁开发

适销对路的新产品袁不断扩大跨境电子商务袁持续推

进野人文海丝冶野海丝茶道冶等重点工程建设袁继续支持

野闽茶海丝行冶野海丝国际茶文化论坛冶 等系列活动走

深走实袁拓展提升野福茶冶海外国际影响力袁开展福茶

野一带一路冶系列茶叙外交传播福建茶文化袁构建野福

茶冶发展新格局袁推进野福茶冶产业高质量发展遥

八尧结语

本文以加快野福茶冶品牌建设为例袁基于 5W传播

理论探索开展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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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One Belt One Road冶 Background, Fujian Tea Culture's

Dissemination Research:
Taking Accelerating Construction of "Fujian tea" Brand as an Example

LIN Qinqin
(Minjiang Teachers Academy College, Fujian Tea Culture and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Based on the 5W communication theory, taking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ucha" bran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ive elements of Fujian tea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namely, the commu鄄

nicator要要要government, the communication content要要要Fujian tea culture, the communication media要要要"Fujian tea" brand, the commu鄄

nication object要要要consumers in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and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要要要communication effect of Fu鄄

jian Tea cultur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Fujian tea culture with "frugality, purity, harmony and quietness" as its spiritual core, points

out that the government, tea enterprises and Fujian tea craftsmen are the powerful communicators of the "Fu Tea" bran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Fu Tea" br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ies along the "the Belt and Roa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Fu Tea" brand construction under the "the Belt and Road" backgroun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powerful dis鄄

semination of the "the Belt and Road" tea culture in Fujian.

Key words: Harold Lasswell; 5W communication theory曰 "one Belt one Road"曰 Fujian tea culture曰 "Fujian tea" brand

略的思路和方法袁深入分析福建茶文化在野福茶冶品牌

建设的各个环节包括传播主体尧传播内容尧传播媒介尧

传播受众以及传播效果袁旨在确认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

福建茶文化的传播主体袁明晰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

茶文化传播的主要路径袁创新野福茶冶品牌传播媒介和

传播效果袁进而有力提升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

化传播效能袁可以说拉斯韦尔的 5W传播理论是开展

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活动的理论基石袁

对开展野一带一路冶背景下福建茶文化传播具有广泛

而深远的积极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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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宋代斗茶与现代茶叶感官审评简介

斗茶袁亦称茗战袁最早记载见于唐代袁宋代达到兴

盛遥斗茶的起源离不开贡茶制度袁范仲淹叶和章岷从事

斗茶歌曳言野北苑将期献天子袁林下雄豪先斗美冶遥斗茶

最初是茶农之间评比茶叶质量的自发性活动袁经过不

断发展成为专业的茶叶品质评比活动袁宋窑唐庚叶斗茶

记曳载野二三人聚集在一起袁献出各自所藏的珍茗袁烹

水沏茶袁互斗次第冶互斗次第即为评定茶叶等级[1]遥 现

代茶叶感官审评技术起源于 18世纪初袁 是应茶叶贸

易发展之需袁为防止茶叶掺假与方便品质定级[2]遥茶叶

感官审评渊简称茶叶审评冤是指审评人员运用正常的

视觉尧嗅觉尧味觉尧触觉等辨别能力袁对茶叶产品的外

形尧汤色尧香气尧滋味与叶底等品质因子进行综合分析

和评价的过程[2]遥由此可见袁宋代斗茶与现代茶叶审评

是在我国不同时代袁人们评定茶叶品质优次和级别高

低的主要方法遥 现代很多地方的茶叶感官审评大赛也

称斗茶大赛袁如杭州武林斗茶会尧武夷山天心村斗茶

赛等袁由此可以看出两者的延续性遥

宋代斗茶与现代茶叶审评皆有干评与湿评环节袁

干评即鉴赏干茶袁湿评即开汤试茶遥 干评环节主要是

通过肉眼观察茶叶的外形尧颜色袁嗅闻茶叶的香气袁触

摸茶叶的质地袁古今类似遥 但在湿评环节袁宋代斗茶是

基于点茶法的评价袁而现代审评则是基于泡茶法的评

价袁古今差异较大袁在具体的评价指标上也有所不同遥

本文拟还原宋代斗茶的评价体系袁使用相同茶品

进行仿宋斗茶与现代审评对比实验袁试图找寻宋代斗

茶与现代审评之间的差异性与关联性袁进而为现代茶

叶品质评价拓展一些思路袁也为宋代斗茶与点茶的传

收稿日期院2023-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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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仿宋斗茶与茶叶感官审评的

茶叶品质对比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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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院研读宋代文献袁在此基础上总结形成了一套仿宋斗茶评价体系袁此体系丰富了现代茶叶评价体系与品饮

乐趣遥 通过使用相同茶品进行仿宋斗茶与现代茶叶感官审评对比实验袁发现白茶尧红茶尧绿茶与乌龙茶皆可进行仿宋斗

茶袁白茶斗茶效果最好曰同一类茶品在两种评价体系中评价结果规律趋于一致袁即品质优的茶品评分皆高袁品质差的茶品

评分皆低遥同时结合现代分析技术袁将理化成分与茶叶品质评价方法有机结合发现袁茶皂素尧氨基酸尧咖啡碱含量高袁茶多

酚含量低尧酚氨比值低的茶品仿宋斗茶与点茶效果更好遥实验结果可为宋代点茶尧斗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袁为新茶

饮产品开发提供一定的思路启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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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提供一些启发遥

渊一冤宋代斗茶方法与评价指标

1.点茶法

点茶法是宋代流行的冲饮方式遥 点茶袁将茶碾研

成末后袁置于茶盏袁汤瓶点注沸水袁再以茶匙或茶筅击

拂而后品饮[3]遥 点茶后茶汤表面会泛起泡沫袁称为汤

花袁宋人认为汤花乃茶之精华遥 宋人饮茶主要品饮汤

花袁汤花是茶末与水尧空气形成的茶汤悬浮液[4]袁因此

宋人饮茶是连同茶末一同饮下的袁 是名副其实的吃

茶遥 因水质尧茶具与技艺的差异袁会严重影响汤花品质

与斗茶结果袁故而斗茶有时也会变成斗水尧点茶技艺

竞赛遥 为减少干扰袁努力回归宋代斗茶野第其品冶的本

质袁本次实验统一水品尧茶具与点茶要素遥

2.斗茶评价指标

宋代斗茶主体为茶饼袁少量茶叶袁尚未区分茶类遥

宋人喜爱新茶野吾闻茶不问团銙袁要之贵新冶[5]袁饼茶主

要看其质地与色泽袁野茶色贵白袁 饼茶多以珍膏油其

面袁故青黄紫黑之异袁善别茶者正如相工之视人气色

也袁隐然察之于内袁以肉理实润者为上冶野要之色整徹

而不驳袁质缜绎而不浮袁举之则凝然袁碾之则铿然袁可

验其为精品也冶 野噎噎既已末之袁噎噎青白胜黄白冶 [5]遥

宋代贡茶采摘细嫩袁因嫩芽白毫多袁嫩度越高的茶饼

碾末后茶粉越白遥 因此袁从宋代斗茶角度袁干茶以野新尧

嫩尧润尧匀冶为上袁茶饼紧实为佳遥

斗茶时袁将茶饼或茶叶碾末袁点试茶末袁观赏与品

饮汤花袁重在斗色斗浮尧斗香斗味遥 野视其面色鲜白袁著

盏无水痕者为绝佳遥 建安斗试袁以水痕先退者为负袁耐

久者为胜遥冶 [5]汤花越白越细浮于水面时间越长即茶叶

品质越好袁此即为斗色斗浮袁实则比较汤花的颜色尧汤

花的形态遥 宋人也重视斗香斗味袁范仲淹称野斗茶味兮

轻醍醐袁斗茶香兮薄兰芷冶袁蔡襄追求野茶主真香袁 味主

甘滑冶袁宋徽宗认为野夫茶以味为上袁甘香重滑袁为味之

全遥 噎噎茶有真香袁入盏则馨香四达袁秋爽洒然冶 [5]遥 宋

人认为茶汤滋味以野醇厚甘滑冶为上袁十分重要曰香气则

追求纯正尧高雅尧幽远遥因宋人为吃茶袁茶末与汤花越细

腻越好吞咽袁饮后盏底的茶末残留以量少细腻为好遥

渊二冤 茶叶感官审评方法与审评指标

1.泡茶法

泡茶法袁是将茶叶投入盖碗或茶壶中袁以沸水冲

泡袁滤去茶渣袁品饮茶汤的方式袁是现代的主流饮茶方

式遥 本次实验中袁现代审评方法具体参考叶茶叶感官审

评方法曳(GB/T23776-2018)袁使用统一水品尧规定茶具

与泡茶要素进行泡茶品饮袁以减少其他因素对茶汤品

质的干扰袁客观地评价茶叶品质等级遥

2.茶叶审评指标

现代茶叶审评对象以茶叶为主体袁茶饼与茶粉较

少袁干评时区分六大茶类袁按五因子进行评价袁即外

形尧香气尧汤色尧滋味与叶底遥 外形指标主要为茶叶的

形状尧嫩度尧色泽尧整碎与净度袁形状指茶叶的造型尧松

紧尧重实程度袁嫩度主要观察茶叶芽头数量尧叶质老嫩

和条索光润度以及峰苗比例袁色泽含有干茶颜色的润

度尧匀度袁整碎是指茶叶外形的完整和断碎程度袁净度

指茶叶中茶梗茶籽尧茶末等夹杂物的含量[6]遥 虽在不同

茶类之间袁茶叶的形状尧色泽尧整碎尧嫩度与净度的评价

标准不同袁但就润度尧匀度与紧实度而言袁古今相通遥

香气尧汤色尧滋味与叶底需要冲泡后进行品质评

价遥 香气审评其类型尧浓度尧纯度和持久性袁高品质的

茶叶香气呈现浓烈尧持久尧纯正尧无异味的特征袁低劣

的茶叶香气淡薄尧低沉而带有粗异气味曰汤色审评其

颜色种类与色度尧明暗度和清浊度袁清澈明亮的茶汤

品质更好曰滋味主要审评茶汤的浓淡尧厚薄尧醇涩尧纯

异和鲜钝等袁 茶汤醇厚回甘无异味品质优于寡淡尧苦

涩尧带杂味的茶汤曰叶底即冲泡后展开的叶片袁叶底审

评其嫩度尧色泽尧明暗度和匀整度遥

二尧实验材料与方法

渊一冤实验材料

1.茶样

钱塘龙井渊杭州茶厂有限公司冤尧漳墩小白渊南平市

建阳畲乡生态茶业有限公司冤尧小种红茶渊武夷山市桐

正茶厂冤尧大红袍渊武夷山市果岭茶业有限公司冤袁每款

茶分别取三个不同等级茶样袁编号分别为玉尧域尧芋遥

2.样品处理

用高速万能粉碎机研磨后袁过 150目筛网袁用于

仿宋斗茶曰用于现代审评的茶样不作处理遥

渊二冤仿宋斗茶评价体系

在参考古籍蔡襄叶茶录曳尧赵佶叶大观茶论曳尧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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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叶东溪试茶录曳尧黄儒叶品茶要录曳与熊蕃尧熊克叶宣和

北苑贡茶录曳[5]等基础上袁结合现代点茶标准叶点茶技

艺规程曳渊T/MCYX 001-2021冤[7]尧叶非物质文化遗产要

点茶操作规范曳渊DB3211/T 1011要2019冤[8]以及点茶经

验袁设计了本次仿宋斗茶实验方法与评价体系袁力求

实验的科学性遥

1.实验方法

取茶粉 1g袁置于 200ml 玻璃烧杯中袁注入 100ml

沸水袁使用电动搅拌器击打 1min渊模拟茶筅手工点茶袁

转速设定为 60次/min冤袁再用茶筅拂动汤花 1min使之

泡沫均匀袁观察汤花颜色与厚薄袁再舀出茶汤于茶盏

中品饮袁品鉴茶汤香气与滋味袁最后观其盏底茶末残

留量与烧杯中汤花表面的水痕遥

2.仿宋斗茶评分

仿宋斗茶主要从干茶外形渊简称干茶冤尧汤花色泽

渊简称汤色冤尧汤花形态渊简称汤形冤尧茶汤香气渊简称香

气冤尧茶汤滋味渊简称滋味冤尧盏底茶末渊简称茶底冤六因

素来评价袁参照古人对各因素的重视程度袁分别设定

评分系数为 15%尧15%尧25%尧15%尧25%尧5%遥古代评语

中常出现水痕袁水痕与汤花形态相互影响袁可从汤花

形态的细腻度尧厚薄度尧持久性三方面入手评判袁汤花

厚则水痕不显袁汤花稀薄则水痕显遥

评分计算方法为院

Y=A*15%+B*15%+C*25%+D*15%+E*25%+F*5%

式中院

Y要要要茶叶评价总得分

A尧B尧C尧D尧E尧F要要要分别表示干茶外形尧汤色尧汤

形尧香气尧滋味与茶底的得分袁满分采取百分制遥

3.仿宋斗茶评价术语与评分依据

在考察古代文籍的基础上适当参考现代评茶术

语袁特整理出仿宋斗茶评语及各因子评价表袁以方便

斗茶实验开展与茶叶品质评级遥

表 1 仿宋斗茶评语及各品质因子评分表

Tab.1 The tea quality factors rating table of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by imitation

渊三冤 现代茶叶感官审评体系

现代茶叶感官审评为专业评茶人员基于现代泡

茶法袁通过观察茶叶的外形尧汤色尧滋味尧香气和叶底

五项因子袁具体实施方法参照国标叶茶叶感官审评方

法渊GB/T 23776要2018冤[2]遥

评分计算方法为院

Y 渊绿茶 /红茶/白茶冤=A*25%+B*10%+C25%+

D*30%+E*10%

干茶

一级 嫩匀袁净度好袁润亮 90-99

15%二级 较嫩袁匀净袁尚润 80-89

三级 较匀净袁较润 70-79

四级 不匀净袁欠润 60-69

汤色

一级 乳白袁雪白袁纯白 90-100

15%二级 青白袁灰白 80-89

三级 黄白 70-79

四级 白色不显袁杂有他色 60-69

汤形

一级
粥面状袁细乳状 渊即汤花厚
且细腻袁气泡小而少袁无水
痕袁持续时间长冤

90-99

25%
二级

粟纹状渊即汤花尚厚袁气泡
尚小袁水痕不显袁持续时间
尚长冤

80-89

三级
蟹眼状袁有云脚渊即汤花欠
厚袁气泡较小较多袁有一定
水痕袁有一定持续时间冤

70-79

四级
鱼目状袁云脚涣散渊即汤花
稀薄袁气泡大袁水痕明显袁汤
花不持久冤

60-69

香气

一级 高爽袁馥郁持久 90-99

15%二级 清爽袁尚浓郁袁较持久 80-89

三级 纯正袁无异味 70-79

四级 平淡袁有异味 60-69

滋味

一级
醇厚绵柔袁滑爽袁回甘持久袁
饱满浓郁袁无沉渣

90-99

25%二级
醇绵袁滑爽回甘袁较饱满袁略
有沉渣

80-89

三级
较醇正或带苦涩袁较滑袁略有
回甘袁无异味袁带有少量沉渣

70-79

四级 苦涩或平淡袁有明显沉渣 60-69

茶底

一级
盏底仅有少量泡沫袁无明显
残留茶粉

90-99

5%二级 盏底残留有少量细腻茶粉 80-89

三级
盏底残留茶粉明显袁颗粒较
粗

70-79

四级 盏底残留茶粉颗粒粗且多 6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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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渊乌龙茶冤=A*20%+B*5%+C*30%+D*35%+E*10%

式中院

Y要要要茶叶评价总得分

A尧B尧C尧D尧E要要要分别表示茶叶外形尧汤色尧香气尧

滋味尧叶底的得分袁得分满分采取百分制遥

渊四冤 茶叶理化检测方法

本次茶叶理化成分检测实验参照国标方法与文

献方法院茶多酚检测参照 GB/T8313原2018袁游离氨基

酸参照 GB/T8314原2013袁咖啡碱参照 GB/T8312原2013袁

茶叶水浸出物参照 GB/T8305原2016袁茶皂素检测参考

文献 9的方法测量[9]遥

渊五冤评价人员

本次实验评价人员共 5名袁3名高级评茶员袁2名

高级评茶师袁均系统学习过宋代点茶操作与规范遥

渊六冤数据分析

数据分析采用 SPSS22.0软件进行遥

三尧结果与分析

渊一冤仿宋斗茶与茶叶审评结果分析

将全部茶样开展仿宋斗茶袁斗茶结果渊见表 2冤院漳

潡小白得分最高袁斗茶效果最佳袁汤花丰富而细腻袁色

泽雪白袁 滋味醇厚甘滑遥 漳墩小白玉94.0分尧 域90.9

分尧芋82.3分袁品质玉跃域跃芋袁斗茶等级分属于一尧一尧

二级遥 小种红茶斗茶位居亚位袁点茶时汤花厚呈细乳

状袁汤花色泽黄白袁滋味甘醇顺滑袁三者评分为玉88.8

分尧域84.8分袁芋78.4分袁品质玉跃域跃芋袁分属于二级尧

二级尧三级遥 钱塘龙井与大红袍在斗茶中表现不佳袁钱

塘龙井汤色青白袁大袍汤色浅褐袁两者汤花皆薄袁气泡

疏松呈蟹眼状袁易消散袁水痕出现早袁钱塘龙井玉81.7

分尧域77.5分尧芋73.5分袁大红袍玉80.9分尧域78.0分尧

芋72.9分袁即钱塘龙井尧大红袍品质皆玉跃域跃芋袁茶叶

等级分别为二尧二尧三级遥

表 2 绿茶尧白茶尧红茶尧乌龙茶仿宋斗茶结果评分记录表

Tab.2 Record of scores of green tea, white tea, black tea and oolong tea results in imitation of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钱塘龙井玉 91.7 84.2 70.5 92.0 81.7 70.0 81.7 二级

钱塘龙井域 87.5 82.0 70.5 86.5 72.5 70.0 77.5 三级

钱塘龙井芋 80.0 80.5 69.7 72.5 70.7 69.5 73.5 三级

漳墩小白玉 93.5 94.5 95.0 90.0 95.0 95.0 94.0 一级

漳墩小白域 91.5 91.5 93.5 84.0 90.5 94.7 90.9 一级

漳墩小白芋 84.9 90.2 85.5 66.7 80.5 90.0 82.3 二级

小种红茶玉 87.8 75.8 94.4 92.0 88.6 94.5 88.8 二级

小种红茶域 81.5 75.2 93.5 88.3 80.0 94.0 84.8 二级

小种红茶芋 75.1 75.2 90.0 73.8 71.0 90.0 78.4 三级

大红袍玉 85.5 68.0 74.7 90.5 87.3 74.9 80.9 二级

大红袍域 83.2 64.7 74.5 85.1 82.5 74.5 78.0 三级

大红袍芋 78.5 65.3 70.2 80.2 72.8 70.0 72.9 三级

将全部茶样进行茶叶感官审评袁审评结果渊见表

3尧表 4冤院钱塘龙井玉91.2分尧域86.7分尧芋75.0分袁即

钱塘龙井品质玉跃域跃芋袁 茶叶审评等级分别对应一尧

二尧三级曰漳墩小白玉91.2分尧域87.7分尧芋79.0分袁即

漳墩小白品质玉跃域跃芋袁 茶叶等级分别为一尧 二尧三

级曰小种红茶玉91.0分尧域82.1分尧芋77.0分袁即小种

红茶品质玉跃域跃芋袁茶叶等级分别为一尧二尧三级曰大

红袍玉92.2分尧域88.2分尧芋75.1分袁即大红袍品质玉

跃域跃芋袁茶叶等级分别为一尧二尧三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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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钱塘龙井尧漳墩小白尧小种红茶尧大红袍同时采

取仿宋斗茶与现代感官审评评比发现渊见表 5冤院同一

茶样采用古今两种评比方式得分不同袁部分茶样古今

分属等级相同曰漳墩小白尧小种红茶品质评分古今较

为靠近袁差异不显著袁钱塘龙井尧大红袍则古今评分差

异显著遥 同一类茶使用古今评价体系袁呈现出得分规

律的一致性袁评分结果皆表现出茶叶综合品质钱塘龙

井玉跃域跃芋尧漳墩小白玉跃域跃芋尧小种红茶玉跃域跃芋尧

大红袍玉跃域跃芋遥

表 3 绿茶尧白茶尧红茶感官审评结果评分记录表

Tab.3 Green tea, white tea, black tea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scoring table

钱塘龙井玉 94.7 90.3 94.7 89.0 81.3 91.2 一级

钱塘龙井域 89.3 87.0 89.3 83.0 84.3 86.7 二级

钱塘龙井芋 73.3 63.3 82.7 73.7 75.7 75.0 三级

漳墩小白玉 93.0 92.0 92.0 89.3 89.7 91.2 一级

漳墩小白域 86.3 88.7 87.3 90.0 85.0 87.7 二级

漳墩小白芋 82.3 80.7 76.0 76.7 83.0 79.0 三级

小种红茶玉 91.3 92.0 89.3 91.7 91.0 91.0 一级

小种红茶域 76.7 79.3 82.7 87.0 81.7 82.1 二级

小种红茶芋 74.7 79.3 73.0 78.7 85.7 77.0 三级

表 4 乌龙茶感官审评结果评分记录表

Tab.4 Oolong tea sensory evaluation results scoring table

大红袍玉 92.0 85.3 94.0 92.0 91.3 92.2 一级

大红袍域 89.0 88.3 90.3 85.5 89.7 88.2 二级

大红袍芋 77.0 75.3 72.3 74.8 81.0 75.1 三级

表 5 仿宋斗茶与现代茶叶审评评价结果分值对比

Tab.5 Comparison of the scores of the evaluation results in imitation of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and modern tea sensory evaluation

注院表中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 p<0.05袁差异显著遥

钱塘龙井玉 81.7b 二级 钱塘龙井玉 91.2a 一级

钱塘龙井域 77.5b 三级 钱塘龙井域 86.7a 二级

钱塘龙井芋 73.5a 三级 钱塘龙井芋 75.0a 三级

漳墩小白玉 94.0a 一级 漳墩小白玉 91.2a 一级

漳墩小白域 90.9a 一级 漳墩小白域 87.7a 二级

漳墩小白芋 82.3a 二级 漳墩小白芋 79.0a 三级

小种红茶玉 88.8a 二级 小种红茶玉 91.0a 一级

小种红茶域 84.8a 二级 小种红茶域 82.0a 二级

小种红茶芋 78.4a 三级 小种红茶芋 77.0a 三级

大红袍玉 80.9b 二级 大红袍玉 92.2a 一级

大红袍域 78.0b 三级 大红袍域 88.2a 二级

大红袍芋 72.9a 三级 大红袍芋 75.1a 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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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茶叶理化成分与品质因子相关性分析

由茶叶主要理化成分检测结果渊见表 6冤可知院漳

墩小白所含水浸出物尧氨基酸尧咖啡碱与茶皂素含量

最高袁平均值分别为 40.95%尧3.15%尧3.42%与 13.44%袁

但茶多酚与酚氨比值低袁平均值仅 11.80%与 3.73遥 钱

塘龙井茶多酚含量最高袁平均值 17.63%袁酚氨比值最

大为 11.01遥 小种红茶所含咖啡碱均值为 3.23%袁茶皂

素均值为 9.57%袁仅次于漳墩小白曰但氨基酸尧水浸出

物平均值最低袁分别仅为 1.13%和 29.16%遥 大红袍滋

味整体浓醇袁 因此水浸出物和茶多酚含量相对较高袁

平均值分别为 37.50%和 13.88%曰 氨基酸与茶皂素含

量居中袁 均值分别为 2.28%与 9.49%曰 咖啡碱含量最

低袁均值仅为 2.87%遥

表 6 绿茶尧白茶尧红茶尧乌龙茶茶样主要理化成分含量

Tab.6 the main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contents of Green tea, white tea, black tea, oolong tea tea samples

钱塘龙井玉 18.74% 2.14% 3.41% 38.31% 6.81% 8.76

钱塘龙井域 18.46% 1.56% 3.44% 39.19% 7.48% 11.83

钱塘龙井芋 15.68% 1.26% 3.01% 39.54% 8.06% 12.44

钱塘龙井均值 17.63% 1.65% 3.29% 38.99% 7.45% 11.01

漳墩小白玉 13.75% 3.47% 3.68% 43.19% 14.54% 3.96

漳墩小白域 12.16% 3.11% 3.51% 39.41% 13.69% 3.91

漳墩小白芋 9.50% 2.86% 3.06% 40.25% 12.08% 3.32

漳墩小白均值 11.80% 3.15% 3.42% 40.95% 13.44% 3.73

小种红茶玉 7.42% 1.03% 3.10% 28.75% 9.69% 7.20

小种红茶域 9.92% 1.23% 2.92% 28.20% 10.44% 8.06

小种红茶芋 13.67% 1.12% 3.68% 30.53% 8.59% 12.20

小种红茶均值 10.30% 1.13% 3.23% 29.16% 9.57% 9.15

大红袍玉 12.38% 2.52% 2.61% 38.91% 9.39% 4.91

大红袍域 14.02% 2.41% 3.11% 36.90% 9.24% 5.82

大红袍芋 15.24% 1.90% 2.90% 36.68% 9.83% 8.02

大红袍均值 13.88% 2.28% 2.87% 37.50% 9.49% 6.25

对茶叶主要理化成分含量与仿宋斗茶因子评分

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渊见表 7冤院茶多酚尧氨基酸尧咖啡

碱尧茶皂素尧酚氨比与仿宋斗茶品质因子及品质总分

之间相关性大遥 茶皂素与汤形尧滋味呈显著正相关袁与

茶底尧总分呈极显著正相关性曰咖啡碱与汤色呈显著

正相关曰氨基酸与干茶尧滋味具有显著正相关性曰茶多

酚与汤形尧茶底呈极显著负相关袁酚氨比则与滋味呈

极显著负相关袁与总分呈显著负相关遥 分析结果表明

不同理化成分对于斗茶汤花的影响存在差异袁茶皂素尧

氨基酸尧咖啡碱对于斗茶品质的贡献较为明显袁其中茶

皂素贡献最大曰 水浸出物对斗茶品质的贡献表现不明

显曰较高的茶多酚与酚氨比反而不利于斗茶与点茶遥

表 7 茶叶主要理化成分与仿宋斗茶品质因子间相关性分析

Tab.7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major physicochemical components of tea and quality factors in imitation of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注院**表示 p<0.01曰*表示 p<0.05遥

干茶 0.103 0.622* 0.403 0.521 0.377 -0.488

汤色 0.041 0.471 0.620* 0.480 0.495 -0.232

汤形 -0.744** 0.138 0.328 -0.378 0.702* -0.414

香气 0.072 0.052 0.017 -0.137 -0.045 -0.157

滋味 -0.403 0.663* 0.102 0.222 0.668* -0.812**

茶底 -0.768** 0.166 0.309 -0.349 0.719** -0.447

总分 -0.476 0.477 0.394 0.027 0.723** -0.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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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袁对于茶叶主要理化成分含量与现代茶叶感

官审评因子评分之间进行相关性分析袁并未发现茶多

酚尧咖啡碱尧氨基酸尧茶皂素尧水浸出物尧酚氨比与各茶

叶感官审评因子及品质总分之间存在明显相关性遥

四尧小结与讨论

渊一冤小结

1.同一类茶品在仿宋斗茶与现代茶叶感官审评评

价结果规律趋于一致遥

本次实验选取钱塘龙井尧小种红茶尧漳墩小白尧大

红袍四类茶品共 12个茶样使用古今不同品质评价方

法袁 结果显示各类茶品整体评分皆表现为玉跃域跃芋遥

同一类茶品袁以仿宋点茶形式参与斗茶袁凡斗茶分高

者在现代茶叶感官审评中也得分较高袁 品质表现较

好袁等级较高曰斗茶分低者在现代茶叶感官审评中也

得分较低袁品质表现较次袁等级较低遥 由此可见袁古今

人们对于好茶的评价标准有一定的共识袁宋人点茶食

用汤花袁求香气纯正芬芳高雅袁不掺以异香袁滋味求香

甘重滑曰今人泡茶饮用茶汤袁也同样追求茶香纯正馥

郁袁滋味醇厚爽口有回甘遥 仿宋斗茶的评价体系可为

现代茶叶感官品质评价给予启示与拓展思路遥

2.白茶尧红茶尧绿茶与乌龙茶皆可进行仿宋斗茶袁

白茶斗茶效果最好遥

唐宋茶人皆认为汤花是一碗茶汤的精华遥 日常品

饮或斗茶活动中袁古人以汤花的多少来评判茶质的优

劣[10]遥 根据章志峰尧童启庆等的实验报道袁现代六大茶

类的茶汤在适当条件下皆可击拂起泡产生汤花袁参与

点茶斗茶[11-12]遥 本次实验即选用白茶尧红茶尧绿茶与乌

龙茶的代表茶品进行点茶斗茶袁本次实验结果与黄鉴

舜尧郑立盛尧田洁华等人的研究结果相似袁现代茶品在

点茶时袁白茶尧红茶起泡效果好袁茶汤汤花丰富袁乌龙

茶尧炒青绿茶起泡效果差[13-15]遥

福建省建阳漳墩是白茶的发源地[16]袁亦是宋代北

苑贡茶的产区遥 此次使用的漳墩小白袁干茶绿润白毫

显袁汤花厚而细腻袁汤色乳白袁滋味醇厚滑爽袁点茶效

果理想遥 漳墩小白玉尧域尧芋按仿宋斗茶评级分属于一

级尧一级与二级袁优于现代感官审评评分与定级袁是理

想的点茶斗茶原料袁这可能与白茶成分中含有较高含

量的氨基酸尧茶皂素等易起泡物质有关遥 历史上宋徽

宗极赞白茶袁古今白茶虽工艺不同袁但茶青原料在外形

上皆芽叶泛白袁故也有一定的相似性遥本次实验结果也

印证了市场上销售的点茶茶粉为何青睐白茶茶粉遥

红茶在斗茶效果中仅次于白茶袁点茶汤花细腻丰

富且稳定袁 这可能与红茶中富含网状结构的茶三素

渊TF尧TR尧TB冤有一定关系袁此类物质有利于泡沫的稳

定[13]袁但红茶在汤色上不及白茶袁斗茶评分整体低于白

茶遥 此次实验中袁钱塘龙井与大红袍斗茶效果表现差袁

汤花的气泡呈蟹眼状且松散袁汤花不持久容易露出水

痕遥 分析原因袁龙井茶制作需长时间高温炒制袁大红袍

则需经几十小时的高温焙火袁在长时间高温炒焙过程

中袁茶叶中的茶多酚与茶色素氧化尧蛋白质变性尧咖啡

碱挥发等系列化学变化都影响点茶汤花的稳定性袁同

时也印证了宋人在叶品茶要录曳中谈到的制茶难点野试

时色黄而粟纹大者袁过熟之病也冶[17]袁即说茶饼色黄常

常表现出汤花不细腻气泡粗大袁茶饼黄则多因蒸茶或

焙茶时温度过高尧时间过长导致遥

3.茶皂素尧氨基酸尧咖啡碱含量高袁茶多酚含量低尧

酚氨比值低的茶品仿宋斗茶与点茶效果更好遥

现有研究表明袁茶皂素是天然表面活化剂袁具有

良好的起泡性和泡沫稳定性袁随温度增高活性增强[18]袁

有利于点茶中汤花的形成遥 古人点茶时喜用厚胎建盏

并燲盏皆是为了提高温度袁 有利于保持茶皂素活性袁

从而保持汤花的稳定持久遥 仿宋斗茶中袁氨基酸对于

茶品品质贡献突出袁高氨酸茶品在点茶过程中起泡丰

富且滋味得分高袁斗茶效果好遥 就外形而言袁茶叶越

嫩袁茶茸毛越多袁氨基酸含量越高袁因此宋人喜欢嫩度

高的茶叶点茶曰就滋味而言袁氨基酸大多呈甜味袁少数

微酸或有香味袁对于茶汤滋味的鲜爽度尧回甘度有贡

献袁还可以降低苦涩感袁增强甜感[19]袁从而使茶汤更加

醇滑回甘适口遥 此外袁研究发现氨基酸中的脯氨酸尧甘

氨酸具有起泡和很强的稳泡作用[10]遥仿宋斗茶中袁咖啡

碱含量与茶叶品质呈正相关尤其与汤花色泽关联紧

密遥 在斗茶评判中袁茶汤汤花以白为上袁而咖啡碱是具

有绢丝光泽的白色针状结晶体 [19]袁对茶汤色泽的贡献

可能与此有关遥 何春梅等人的实验也发现袁用传统工艺制

作的宋式研膏茶饼中的咖啡碱明显高于现代乌龙茶[12]遥在

现代茶叶审评中袁咖啡碱对茶汤品质同样重要袁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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碱溶于水呈苦味袁在发酵茶中与茶黄素以氢键缔合后

的复合物又具鲜爽味遥

本实验同时发现低茶多酚尧低酚氨比的茶叶斗茶

成绩更佳遥 钱塘龙井在实验茶品中茶多酚含量最高袁

酚氨比最高袁斗茶评分最低曰与之相反袁白茶尧红茶则

二者皆低袁斗茶评分较高遥 茶多酚袁茶叶的主要生理活

性物质袁直接影响茶汤的厚度与强度袁但因该类物质

具有苦涩感与收敛性袁过多的茶多酚不利于茶叶品质

的形成遥 叶大观茶论曳叶品茶要录曳叶北苑别录曳等皆有记

载宋代北苑贡茶制作需要反复研膏渊即榨汁冤去除苦

涩袁方得茶味甘香醇滑遥 茶多酚溶于水袁茶叶榨汁可以

流失部分茶多酚袁降低成品茶的茶多酚含量袁避免茶

汤苦涩遥 此外袁从宋人的眼光来看袁酚氨比低的茶品斗

茶成绩更好袁茶品品质更上乘遥 酚氨比也是现代绿茶

品质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袁表示茶多酚和氨基酸在茶

叶滋味的协调度遥 一般而言袁酚氨比低袁滋味鲜爽袁口

感佳袁绿茶品质更优遥 由此可见袁似乎古今评茶标准有

一定相通性遥 同时袁此结果也可为现代仿宋斗茶尧点茶

选择茶品原料提供指导方向遥

渊二冤讨论

本次实验首次对相同茶样采取仿宋斗茶与茶叶

感官审评两种方式评比袁评比结果发现有一定的规律

性遥 但本次实验袁由于受到实验材料数量的限制袁实验

结果仍然有一定的局限性遥 此外袁在茶汤及汤花的理

化成分检测上袁缺乏茶三素尧可溶性糖类尧蛋白质尧脂

质等成分的检测袁这些物质对于茶汤及汤花的品质贡

献也不可忽略遥 因此袁未来需要扩大实验样本与检测

指标进一步做对比实验袁并明确宋代点茶汤花的影响

因素袁更进一步验证宋代斗茶与现代审评结果的趋势

性遥 本实验希望能抛砖引玉袁吸引更多人关注古今茶

叶品质评价的关系袁古今互鉴袁丰富与补充现代茶叶

审评体系遥

五尧结语

综上所述袁仿宋斗茶是以点茶法为基础袁重点鉴

赏干茶与茶汤的汤花色泽尧形态尧香气尧滋味以及品饮

后的盏中茶末残留曰 现代审评是以泡茶法为基础袁重

点鉴赏干茶与茶汤的色泽尧香气尧滋味尧叶底遥 因此袁古

今茶叶评价的差别集中在汤花形态上袁 汤花的细腻

度尧厚薄度尧持久性共同决定了汤花形态袁从而影响到

仿宋斗茶的评分定级袁而这在现代审评体系中却不体

现遥 本论文在总结宋人斗茶经验的基础上袁参考现代

审评体系袁总结出了一套仿宋斗茶体系袁不仅丰富了

现代茶叶评价体系袁也为茶叶鉴赏增加乐趣遥 同时袁实

验结果可为宋代点茶尧 斗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承袁为新茶饮产品开发提供一定的思路启发遥

参考文献院

[1] 粘振和.宋代斗茶内涵的转折:以蔡襄茶学理论为核心的讨

论[J].成大历史学报,2011(41):175-198.

[2] GBT23776-2018.茶叶感官审评方法[S].北京: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

员会,2018.

[3] 郑慕蓉.点茶技艺的历史演变与时代价值[J].普洱学院学

报袁2022(4):38.

[4] 章志峰.中华茶百戏:茶汤幻变的千年绝技[M].成都:西南交

通大学出版社,2018:3-5.

[5] 朱自振,沈冬梅.中国古代茶书集成[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

社,2010:147,109,154,123.

[6] 张欣然.茶叶审评技术研究进展 [J].中国野生植物资源 ,

2020,39(12):6.

[7] T/MCYX 001-2021.点茶技艺规程[S].福州:福建省茶艺师协

会,2021.

[8] DB3211/T 1011要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点茶操作规范[S].

镇江:镇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2019.

[9] 谭新东,肖纯.茶树各部分茶皂素含量的测定与比较[J].西南

园艺,2000(4):45-46.

[10] 何春梅,曾柔,林进龙,等.北苑贡茶品质成分测定及其点茶

沫饽物质组成分析[J].热带作物学报,2022(12):1-13.

[11] 茗边.原叶茶水丹青创新技艺演示及专家研讨会圆满召开

[EB/OL].(2018-02-19)[2022-09-01].https://www.sohu.com/

a/221814885_482413.htm.

[12] 王颖,石涓.茶如人生,人生百戏:记中国茶百戏恢复人章志

峰[J].今日科苑,2011(19):16-23.

[13] 黄鉴舜,叶宝存,王少壮.汤花形成的基础及影响条件[J].福

建茶叶,1993(2):5.

[14] 郑立盛.茶沫与唐代茶文化[J].农业考古,1995(2):48-49.

[15] 田洁华,柳荣祥,严明潮,等.茶汤起泡力的初步研究[J].中国

茶叶,1987(4):11-13.

郑慕蓉袁等院基于仿宋斗茶与茶叶感官审评的茶叶品质对比评价 61窑 窑



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4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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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 set of evaluation system in imitation of Song Dynasty based on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literature,

which enriches the modern tea evaluation system and drinking pleasure. Through the use of the same tea products for the Song dynasty

competition tea and modern tea sensory evaluation comparison experiments, to explore the difference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tea evaluation, 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same type of tea had the evaluation results of the law tends to be the same in the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and modern tea sensory evaluation, the white tea performed best in the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and Di鄄

ancha.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modern analytical techniques such as the physical and chemical composition and tea quality e鄄

valuation method, it was found that high tea saponins, amino acids, caffeine content, low tea polyphenol content and phenol-ammonia ratio

tea products had better results in imitation of the Song dynasty tea competition and Diancha.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can provide some

ideas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Song Dynasty Diancha and tea competition, as well 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a beverage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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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科研诚信制度建设的加快推进袁科技期

刊诚信是科研诚信建设的关键一环[1-3]袁科技期刊科研

诚信研究已受到广泛关注袁 学者们对期刊科研诚信建

设中不同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和研究[4-5]遥

叶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曳 强调袁

野学术期刊应充分发挥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冶袁同

时袁教育部在严查学术不端行为时袁坚持教育与惩戒

相结合原则袁因此科技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除了惩

戒袁也应负起教育的责任担当遥 然而在实际出版过程

中袁科技期刊基本没有担负起对学术不端作者的教育

责任袁仅对稿件进行相关处理渊退改尧退稿尧撤稿等冤遥

本文通过科技期刊对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进

行教育袁从而实现科技期刊在科研诚信中的作用遥

一尧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的主要问题

渊一冤学术不端行为与边缘行为的概念

学术不端行为指的是在科学研究和学术活动中袁

行为主体的各种违背科学共同体规范及惯例的明显

且故意的行为[6-7]袁其内涵为一切学术不端正行为遥 在

欧美学界袁 与学术不端相关的概念还有学术腐败尧学

术不诚实尧学术越轨等术语[8]遥

边缘行为包括学术不当行为尧学术失当行为遥 学

术不当行为虽然不属于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袁但明显

存在主观故意袁属于不被鼓励尧应提出警告尧需要杜绝

的边缘行为遥 野不应当冶野不应该冶的学术不当行为具有

道德意蕴袁即将学术不当行为视为违背学术道德的行

为遥 学术失当行为指的是学术虽然不严谨或有失学术

风范袁但尚未触及学术道德底线袁属于非主观故意尧需

要尽量避免的边缘行为遥

渊二冤主要原因

学术不端作者大都比较熟悉学术规范袁却对危害

和后果没有正确的认识袁其学术不端行为主要表现剽

窃尧伪造尧篡改尧不当署名尧一稿多投尧重复发表尧违背

研究伦理及其他学术不端行为[9]遥

边缘行为作者主要原因是学术道德的缺失袁或者

因不了解相关规范或规定而产生的失误袁其边缘行为

主要表现为稿件与本人学位论文的关系处理不当;本

人成果与团队系列成果的关系处理不当; 未经导师或

课题组成员同意擅自投稿曰采用了他人的内容但未注

明引文曰会议论文未经整理直接向期刊投稿等遥

发挥科技期刊在科研诚信建设中的作用
要要要对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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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科技期刊教育的作用

渊一冤成为科研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

科技期刊作为科研成果的主要载体, 在整个科研

生态链中起到野龙尾冶和野龙头冶的作用[10]袁同样地袁对学

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进行教育在整个科研诚信

教育中也起到了野龙尾冶和野龙头冶的作用遥 科技期刊作

为诚信控制的最后关口袁是守护科研诚信的最后一道

关口袁对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进行教育袁起到

加强科研诚信教育的龙尾作用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对学

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进行教育袁能及时提供新发

现的问题尧新的教育方法袁从而能够承担起科研诚信

教育的理论支撑尧实践参考[3]袁起到加强科研诚信教育

的龙头作用遥 因此袁对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进

行教育是科研诚信教育的重要环节遥

渊二冤弥补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的科研诚信

教育的不足

根据科技工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知状况分

析要要要基于第三尧四次全国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

科技工作者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知识的了解程度

下降遥 另外袁当发生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后袁作者所属

的科研机构应该承担起教育的重任袁也应该承担教育

不到位而产生不良行为的责任袁然而学术不端及边缘

行为作者所属的科研机构更多的是对这些作者进行

警告尧惩罚袁却缺乏对其进行继续科研诚信的教育遥 科

技期刊作为科研诚信的践行者袁是天然的学术不端及

边缘行为作者的教育者袁在出版各阶段都能及时对发

现的学术不端作者进行教育袁从而及时弥补学术不端

及其边缘行为作者的科研诚信教育的不足遥

渊三冤更及时遏制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惯性

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惯性是学术不端及其边

缘行为难以治理的原因之一袁而产生的行为惯性主要

是因为科研人员自律性不足渊根据第三尧四次全国科

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袁高达 41.6%[11]冤袁且学术不端

及其边缘行为越来越具有强隐蔽性袁 不容易被发现袁

而且机会成本大于发现成本渊根据第三尧四次全国科

技工作者状况调查数据袁只有约三成的科技工作者知

道周围有学术不端行为的人会受到处罚冤遥 一般情况

下袁科技期刊要比科研机构更早发现学术不端及其边

缘行为袁及时的科研诚信教育能让作者更早意识到学

术不诚信带来的问题袁以及一些严重的后果渊如作者

只要存在严重违背科研诚信要求的行为袁就将被终身

追究责任[12]冤袁在后续的学术研究中渊学术研究是个连

续的过程冤袁 更能及时地防止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

惯性遥

三尧科技期刊教育的优势

渊一冤拥有多种科研诚信教育平台

科技期刊能够发挥天然的舆论传播者身份优势袁

纸版期刊留白尧采编系统尧期刊官网尧微信公众号尧抖音

账号袁 以及依托即时通讯软件建立的学术社群等平台

都能成为加强科研诚信教育和宣传的重要阵地[13-14]遥在

投稿尧审稿尧编辑加工袁以及后续服务的出版过程袁依托

这些平台袁 能够及时对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进行

科研诚信教育院宣传科研诚信的理念尧制度尧政策尧要求

等袁同时也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信息反馈及互动遥

渊二冤拥有科研诚信教育的教师

科技期刊编辑参与了稿件出版的全流程, 作为守

门员袁更熟悉学术规范袁也更了解每一种学术不端及

边缘行为的表现袁在日积月累防范中袁见多识广尧经验

丰富袁在出版流程的任何时候发现学术不端及边缘行

为袁都能清晰地辨别袁也能用最合适的语言对不同类

的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进行沟通袁提供相应的规

范资料尧案例袁针对性地处理问题遥

渊三冤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

1.完备的规范或要求遥科技期刊在出版过程中袁结

合国家政策尧行业标准尧学科要求,具有完备的规范或

要求,如一稿多投的标准尧图片数据规范等,明确告知

作者的规范行为遥 完备的诚信规范和要求是学术不端

及其边缘行为作者得到教育的教学基础遥

2.丰富的相关案例遥 科技期刊积累了大量的科研

诚信的具体案例袁 能够使科研诚信教育更加具体化袁

有利于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正确认识科研诚信

问题,加强自我反思和自身道德约束遥 相关案例来源主

要有以下 2个渠道院渊1冤编辑在全程出版处理的过程

中袁积攒了大量的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典型案例曰渊2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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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自然基金委通报的学术不端案例尧科技部发布的科

研诚信案件尧国家卫健委公布的科研诚信案件及其他

科研机构通报的科研不端案例遥

3.大量关于学术不端的研究成果遥 学术不端问题

日益严重,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为此出版和发表了大

量关于科研诚信的研究成果遥 编辑出版尧法学尧政治学

等多学科的学者从各自学科的视角来研究学术不端

及其边缘行为袁 已有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袁

能指导科技期刊更好地教育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

作者遥

四尧针对性的科研诚信教育

渊一冤对学术不端作者的教育

1.对学术不端作者要直言不讳地指出发现的学术

不端行为遥 科技期刊往往在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后袁以

文字重复率超过本刊尧 文章不符合本刊内容为理由袁

草率地尧直接地将稿件一退了之袁或者对已经发表的

不端文献进行撤稿声明时袁讳莫如深袁没有在实质上

起到教育作用遥 直言不讳指出学术不端行为是学术不

端作者直面自己问题的开始遥 这类学术不端作者大部

分对学术规范比较熟悉袁但存在侥幸心理袁自以为稿

件中的不端学术行为很隐蔽袁很难被查出遥 直言不讳

指出学术不端行为是向学术不端作者泼冷水袁特别是

对那些看重自己名誉尧 声望的学术不端作者来说袁明

示带来的心理冲击可能会更大遥

2. 要求学术不端作者对学术不端行为进行解释遥

在出版各阶段中袁 如若发现稿件有学术不端行为袁科

技期刊可借鉴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在出版后的

质疑环节[15]袁向学术不端作者提出质疑袁使其也能够有

申辩的机会遥质疑内容包括与学术不端作者论文雷同

的已发表源文献袁并指出雷同的具体部分袁要求学术

不端作者对投稿论文与源文献在文字尧内容尧数据尧图

片等方面的雷同事实予以解释袁在自我反省中得到教

育遥

3.学术不端作者大都比较熟悉学术规范袁却对危

害和后果没有清醒的认识袁因此教育要加强其对学术

不端行为危害和后果的认识遥 要求学术不端作者完成

一定量科技期刊提供的科研诚信教育内容的学习袁教

育的内容主要有处罚措施院渊1冤 相关处罚制度文件有

叶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曳渊科技

部袁2007冤尧叶关于严肃处理高等学校学术不端行为的

通知曳渊教育部袁2009冤尧叶学位论文作假行为处理办法曳

渊教育部袁2013冤尧教育部颁布的叶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

学术不端行为办法曳渊教育部令第 40号冤遥 使这些作者

认识到学术不端惩罚的力度遥[16]渊2冤学术不端行为的处

理案例袁如国家自科基金委员会监督委员会中公布的

全部记录在内的案例[17]等遥

渊二冤对边缘行为作者的教育

1.要求稿件关系处理不当的边缘行为作者渊本人

成果与团队系列成果的关系处理不当袁未经导师或课

题组成员同意擅自投稿的边缘行为作者冤写情况说明

书袁使其进一步学习投稿要遵守的学术规范袁在其获

得导师或课题组成员同意后袁科技期刊才能对稿件进

行进一步处理遥

2.按要求改正错误袁对学术规范不清楚尧不重视的

边缘行为作者及时进行引导袁使其补缺补漏相关学术

规范遥 如对参考文献引用不端作者的引导袁可借助学

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的提示渊文献溯源表可以标示出

文字重复来源曰野检测冶可以比对文后参考文献袁显示

出重复内容冤袁有理有据地引导作者改正错误遥

3.加强学术道德及学术规范的学习遥渊1冤学术道德

的学习遥 对于道德缺失的边缘行为作者袁科技期刊可

通过相关案例对其进行提醒袁诚信是科学精神的必然

要求袁 恪守科研诚信是从事科技工作的基本准则袁使

科研人员牢记从事科技创新工作的初心袁激发科研人

员更高科研声誉的需求袁引导其科研自律遥 渊2冤学术规

范的学习遥 学习科技期刊提供的学术规范袁如叶高等学

校科学技术学术规范指南曳渊教育部袁2010冤尧叶引用标

准如科学技术报告曳尧叶学位论文和学术论文的编写格

式曳渊GB 7713-87冤尧叶文摘编写规则曳渊GB 6447-86冤尧

叶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曳渊GB 辕 T 7714-2005冤袁学术出

版规范期刊学术不端行为界定渊以下简称为叶期刊学

术不端行为界定曳冤渊CY/T174-2019冤曳等遥

五尧结语

科研诚信教育直接影响着我国科教兴国和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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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in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CHEN Zhixia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Journal of Huaqiao University (Natural Science Edi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21)

Abstract: In order to better play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tegrity, strengthening the education of academic mis鄄

conduct and its marginal behavior authors discovered is proposed i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The main caus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its marginal behavior authors are elaborated, the role of education and the advantage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鄄

nals are analyzed. The specific measures of educating academic misconduct and its marginal behavior authors are proposed.

Key words: academic misconduct author; marginal behavior auth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journals; education

续发展战略袁屡禁不止的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说明当

前的科研诚信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遥 虽然高校及科研

机构行使科研诚信教育的主体责任比科技期刊主体

责任更大袁但科技期刊是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最后防

线袁对学术不端及其边缘行为作者的教育责任义不容

辞遥 科技期刊对学术不端及边缘行为作者的教育是科

研诚信教育的有益补充袁不仅影响学术不端及边缘行

为作者未来的学术态度袁而且能进一步影响其他科研

工作者袁使得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将科研诚信的理念内

化于心尧外化于形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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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作为一个民族的特定标识袁是古老而又充满

青春活力的艺术形式袁在民族繁衍生息的漫长岁月中

不断传承和发展袁流传至今遥 人类既创造文化又被文

化造就袁舞蹈作为一种具有祭祀尧娱乐等特殊社会功

能的艺术形式袁与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袁使其成为人类

艺术中起源最早的艺术袁号称野艺术之母冶遥 [1]在传统社

会中袁舞蹈在空间中利用肌体进行展示袁以表达情感尧

张扬个性尧传播文化袁与受众进行深刻思想交流和互

动遥进入信息化社会之后袁借助科技力量袁舞蹈传统的

观赏方式被打破袁媒介技术的革新实现舞蹈由野口传

身教冶向野虚拟化冶的转变袁实现舞蹈艺术传播发展在

广度和深度上的深刻变化袁 科技与舞蹈的深度融合袁

产生新的视觉传播方式袁推动舞蹈艺术由严肃高雅逐

渐走向平民化尧大众化尧娱乐化袁对传统舞蹈艺术在创

作方式尧认知构建尧传播路径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遥 当

前袁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等信息技术的深刻应用袁

自媒体成为一种新兴且极为广泛的传媒方式袁诸如抖

音尧快手尧微视等信息媒介袁已然成为网民的野宠儿冶袁

形成一个强大的自媒体传播矩阵袁在自媒体时空场域

下袁舞蹈艺术通过短视频尧网络直播等方式突破原有

圈层的壁垒袁受众更广尧传播力更强尧趣味性更浓袁舞

蹈艺术与自媒体的深度融合袁更符合受众的审美需求袁

引发受众的审美共情袁带来更为广泛的艺术认同遥 [2]本

文正是基于此袁探讨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

特点袁分析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问题并探

索相应的对策袁为我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添砖加瓦遥

一尧文献回顾

舞蹈传播类属于舞蹈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袁将舞蹈

学与传播学进行结合性研究遥 为有效了解舞蹈艺术传

播发展的现状袁 笔者对 1993-2023年关于该领域在

CNKI数据库发表的 210篇论文进行了梳理袁 研究结

果发现院2013年以前袁该领域的发文量极少袁仅有数篇

文献袁研究面较窄袁视角较为单一袁仅从电视媒介层面

探讨舞蹈传播发展遥 进入 2013年之后袁随着信息技术

的快速发展袁以微信袁抖音尧快手等自媒体媒介为代

表袁全面渗透人们的学习尧生活尧工作等领域袁发文量

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袁2018年袁 发文量出现井喷状态并

达到了最高值遥

以 2013 年为时间节点袁 使用 CiteSpace 软件对

201篇文献进行关键词频次筛选袁 生成关键词共现图

收稿日期院2023-07-30

作者简介院张茜渊1985-冤袁女袁汉族袁讲师袁主要从事舞蹈理

论和舞蹈教育研究遥

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策略

张 茜

渊福建艺术职业学院 舞蹈学院袁 福建 福州 350100冤

摘 要院舞蹈艺术本质是一种视觉传播活动袁在自媒体时代背景下舞蹈艺术传播发展实现由野口传身教冶向野虚拟

化冶的转向袁自媒体特有的优势实现舞蹈艺术传播走向全民性尧交互性尧娱乐性尧便捷性袁产生新的传播价值遥基于此袁通过

分析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的传播发展特点袁考察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应对策略袁以更好地

实现舞蹈艺术的传承尧创新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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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遥在图谱中袁电视舞蹈是频次最高的关键词遥不难发

现袁电视媒介与舞蹈艺术的结合是这一时期舞蹈艺术

传播的主体方式遥 该时期的研究热词是院电视传播尧电

视舞蹈节目尧电视媒介遥 研究内容主要分为两类院一是

探讨电视媒介与舞蹈艺术结合的传播方式袁 譬如院舞

林大会尧舞蹈记录片尧以舞蹈为主题的电视剧尧舞蹈电

影等等遥 二是探讨电视舞蹈节目类型以及传播效果袁

以研究如何通过创新的节目类型来提高舞蹈艺术的

传播效果遥 如杨越明探讨了电影形态中的舞蹈类型袁

并分析不同舞蹈类型片的传播效果袁推动了舞蹈研究

学的发展[3]遥

2013年之后袁随着微信尧抖音尧微视尧快手等自媒

体的涌现袁网络新技术新媒介赋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

获得更加广泛的空间袁舞蹈艺术通过多种新媒体平台

进行传播袁如网络视频平台尧社交媒体等袁这些平台具

有传播速度快尧覆盖面广尧多元化等特点袁使得舞蹈艺

术能够更广泛地传播和普及遥 以自媒体为研究对象袁

探讨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内容尧路径尧方法等方面的

研究袁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袁总体呈现出学科介入少尧

成果总量少尧伴生研究多而专题研究少等特点袁为本

文提供了较大的空间遥

二尧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特点

渊一冤全民性

基于大数据尧云计算尧物联网尧区块链等信息技术

支持的自媒体平台是面向全民大众的短视频尧网络直

播等平台袁以抖音为例袁全国用户量在 8-8.8亿之间袁

自媒体平台的优势在于万物互联袁接地气尧生活化尧全

民性袁只需通过手机袁便可拍摄短视频尧开展网络直

播袁分享生活点滴袁人人皆可成为野网红冶遥 [4]对于舞蹈

艺术传播发展而言袁在任何时空场景袁都可以进行舞

蹈艺术的录制和直播袁艺术与科技的跨界交融袁突破

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时空梗阻袁舞蹈艺术传播不仅有

微博尧微信朋友圈尧抖音尧快手等信息平台袁还包括社

区尧广场等场所袁舞蹈艺术传播空间的拓展袁推动舞蹈

艺术走向平民化尧全民性袁一大批舞蹈艺术的野草根冶

野高手冶以个性化的舞姿尧独创的技巧走红网络袁掀起

舞蹈艺术的全民风袁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舞蹈尧学习舞

蹈尧推广舞蹈袁赋予舞蹈艺术新的生命遥

渊二冤便捷性

自媒体平台的受众如此广泛袁 在于其操作简单尧

便捷袁无需技术门槛袁只要打开自媒体 APP袁无论老

少袁 皆可获取信息资源遥 数据显示院 截至 2022年 12

月袁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 7.51亿袁短视频用户规

模为 10.12亿遥 自媒体平台为什么能拥有如此多的用

户钥 与其便捷的操作方式不无关系袁使野人人皆可成为

创作者冶变成现实遥 譬如院通过抖音 APP中的野剪影冶

野美颜冶野滤镜冶等功能袁便可实现高质量的短视频创作

和快速的传播遥 正是基于自媒体的便捷性袁让舞蹈艺

术传播发展变得便捷尧高效尧广泛袁舞蹈创作者只需通

过短视频录制和直播便可在开放的网络空间进行传

播袁还可以与受众进行互动交流袁自媒体时代舞蹈传

播影响力更大袁受众更普遍遥 [5]此外袁自媒体时代舞蹈

艺术传播发展的便捷性还体现于视频资源获取方面袁

网民只需要在自媒体平台文字或语音输入舞蹈曲目

或关键词袁即可获得海量资源袁同一曲目的不同版面

即刻呈现袁 与传播舞蹈艺术资源获取存在较大区别遥

可见袁自媒体时代的交互性尧开放性和便捷性为舞蹈

艺术传播发展带来新契机遥

渊三冤娱乐性

传统舞蹈艺术具有专业性尧严肃性的特点袁自媒

体时代的舞蹈艺术开始转向娱乐性袁业余性袁身处万

物互联时空的现代人袁开始用一种娱乐化的舞蹈形式

来表达情感尧张扬个性尧排解压力尧解放天性尧抚慰心

灵袁在自媒体平台袁娱乐化的舞蹈艺术以海量的形式

存在袁舞蹈艺术创作传播者发布的舞蹈视频袁不仅收

获极高的点赞量尧评论量袁还以娱乐化的方式宣传了

舞蹈艺术袁让更多人接受舞蹈艺术尧学习舞蹈艺术遥 [6]

例如院舞蹈野网红冶智博袁将其在舞蹈课堂教学中的点

滴以短视频方式发布抖音尧快手尧今日头条等自媒体

平台袁不仅娱人娱情袁引导受众学习袁还激发受众讨论

舞蹈袁形成对舞蹈艺术的全新认知遥 自媒体时代舞蹈

艺术传播发展的娱乐性还体现于舞蹈艺术创作者的

自娱自乐袁众多舞蹈艺术爱好者以视频方式分享原创

舞蹈袁以表露心迹袁传播情感袁展示才艺袁受到大量网

民热捧袁形成一股强大的自媒体平台的野舞蹈风潮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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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四冤交互性

传统舞蹈艺术以口传身教的形式传播袁包括舞台

演艺模式尧课堂教学模式和民间传播形式袁一般以舞

台尧剧场为空间袁传播空间过窄袁观众人数受限袁是一

种以语言表达和身体示范为主的人际传播袁其缺陷在

于传播者与受众之间的缺乏交互袁无疑袁舞蹈艺术传

播发展需要交互尧讨论尧切磋袁才能实现舞蹈艺术的高

质量发展遥 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凸显交互

性袁舞蹈艺术交流突破传统圈层的限制袁在人人皆可

互动参与的自媒体平台下袁传播者与用户之间不仅可

以海量用户在线实时视频交流袁 还可以视频连线袁进

行跨区域在线舞蹈艺术交流袁构建畅通便捷的以舞蹈

为纽带的学习交流通道袁 推动舞蹈艺术的传播学习袁

舞艺切磋袁互动交流不限于与业务舞者袁也包括专业

舞者遥 同时袁在自媒体加持下袁舞蹈艺术交互突破行业

界限袁舞蹈家协会尧院团院校尧群众艺术团体尧新文艺

群体尧舞蹈演员尧舞蹈网红等可以依托自媒体同台表

演袁凸显连带效应袁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舞蹈艺术传

播发展的生动局面遥

三尧自媒体时代中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

问题透视

渊一冤舞蹈艺术现实价值逐步消退

舞蹈艺术被尊称为野艺术之母冶袁与舞蹈艺术特定

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袁舞蹈源于生活袁在先民们劳作尧

征战尧祭祀尧求偶尧庆祝尧强身等活动中袁舞蹈艺术具有

特定的内涵和价值袁为舞蹈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夯实了

基础遥 然而袁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袁中国传统舞蹈艺术的

现实价值慢慢消退袁导致舞蹈艺术的传播发展受到限

制遥 例如院在古代社会袁祭祀是一项极端重要的社会活

动袁祭祀舞蹈是祭祀的核心内容袁人们通过祭祀舞蹈

祈求风调雨顺尧政通人和袁为舞蹈艺术注入野超人冶的

梦幻色彩袁 彰显维系群体的生存意识和对美好的向

往遥 然而袁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袁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

世界的能力不断提高袁祭祀的价值不复存在袁祭祀舞

蹈亦慢慢消逝在历史尘埃之中袁事实上袁与祭祀舞蹈

艺术遭遇相同袁很多民族民间舞蹈逐渐成为一种野欣

赏艺术品冶袁引发社会各界的担忧遥 时下袁一些自媒体

将舞蹈艺术上传至抖音尧火山小视频尧微视等平台袁但

相当部分的舞蹈艺术作品未能承载其现实价值袁甚至

部分作品还带有猎奇尧博眼球等功利主义色彩遥 因此袁

如何善用自媒体来实现舞蹈艺术放松心情尧表达情感

等功能袁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遥

渊二冤舞蹈艺术知名度日渐式微

舞蹈艺术是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瑰宝袁是具有独

立品格和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门类遥 闻一多先生曾指

出院野舞蹈是人的生命情调最直接尧最实质尧最强烈尧最

尖锐尧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遥 冶舞蹈艺术之所以是

最古老的艺术形式袁源于其情感表达的价值和社会稳

定的功能袁使其在民间具有极高的知名度遥 人类学家

在研究中发现袁舞蹈是一个民族的标志物袁不同的民

族袁舞蹈艺术风格各异袁这与民族的生存环境尧文化背

景和民族心理高度相关遥 在古代袁在劳作尧征战尧求偶尧

嫁娶尧生育尧节日等各类生活场景中袁舞蹈艺术无处不

在袁彰显舞蹈艺术的知名度遥 然而袁进入自媒体时代之

后袁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袁城市化进程日益推进袁

导致舞蹈艺术看似野在场冶但已失去其传统生存的空

间袁在抖音尧微视等平台上能够看到很多中华舞蹈艺

术作品袁但从现实上拉开袁人们在空间上和意识上已

慢慢疏离传统舞蹈艺术袁加之电影尧流行音乐等现代

工业文化在资本裹挟下快速传播袁即使是现代舞蹈艺

术也呈现野失语冶的状态袁知名度日渐式微遥

渊三冤舞蹈艺术创新探索慢慢消沉

舞蹈艺术作为一种与人高度相关性的艺术形式袁

是一种以自身形体动作为媒质的尧 有目的的行为袁在

舞蹈表演中袁需要调动各方面的身体感官袁才能表达

情感尧张扬个性尧表露心迹袁也就是说袁舞蹈艺术是一

种感官共通的艺术表达方式袁是一种野生命律动冶袁蕴

藏着不同时代尧 不同民族的审美情感和独特文化袁而

非单纯的动作展示遥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袁舞蹈艺术亦

伴随左右袁流传至今袁这与人们对舞蹈艺术的创新探

索尧发展传承不无关系袁艺术性尧严肃性尧生活性是舞

蹈艺术的鲜明属性遥 然而袁进入自媒体时代之后袁关于

舞蹈艺术的创新探索在慢慢消沉袁从自媒体平台舞蹈

艺术作品的内容来看袁娱乐性尧平民化尧趣味性的内容

居多袁甚至不乏一些哗众取宠尧粗制滥造尧缺乏内涵的

内容袁大多数的舞蹈作品也是为众人一笑袁流量变现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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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舞蹈艺术本身的严肃性尧艺术性和本真性袁令舞

蹈艺术走向快餐化袁丧失舞蹈艺术的美感与深度遥 更

有甚者袁一些网红为博眼球袁受商业利益驱使袁甚至在

舞蹈视频中插入低俗的内容袁蓄意挑逗袁引起用户对

舞蹈艺术的误解和反感遥 舞蹈艺术源于生活并高于生

活袁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的娱乐化尧平民化尧商业化趋

向袁导致舞蹈艺术创新探索的本质特征流失袁刻意模

仿袁忽视创新袁受众亦慢慢失去判断野美冶的能力袁不利

于舞蹈艺术的传播发展遥

四尧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对策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袁为中国舞蹈艺术发展提供了

广阔的空间袁舞蹈艺术以崭新的形式传播发展袁在多

元传播途径和多样传播平台的助力下袁 走进百姓生

活尧走向现代社会袁不再是阳春白雪袁和高者寡的状

态袁凸显舞蹈艺术守正创新的时代价值遥 对于传播发

展舞蹈艺术的工作者而言袁应抓住时代机遇袁挖掘自

媒体的优势袁构建野自媒体+舞蹈艺术冶的强大时空场

域袁以展现舞蹈艺术的时代价值遥

渊一冤善用自媒体突破圈层袁提升舞蹈艺术传播发

展效果

自媒体最大的优势在于覆盖面广尧受众多尧使用

便捷袁当越来越多的专业舞者尧业余舞者尧舞蹈爱好者

等自觉运用自媒体传播舞蹈艺术时袁就能引发更多的

受众认知尧认同尧学习舞蹈艺术袁进而提升舞蹈艺术的

知名度和传播度遥 [7]对此袁基于自媒体时空场域下的舞

蹈艺术传播发展袁必须突破圈层限制袁激发更多人善

用自媒体学习尧传播舞蹈艺术遥 一是帮助老年群体掌

握自媒体技术遥 老年群体是我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

重要群体袁一些优秀的民间传统舞蹈艺术只有少数老

者掌握袁假使不能有效传播袁就面临失传的危险袁令人

惋惜袁而帮助老年人掌握自媒体运用技术后袁就可以

将舞蹈艺术这一野动的诗篇尧活的绘画冶进行广泛传

播袁让舞蹈艺术得以留存尧流传袁同时袁老年人学习舞

蹈艺术袁亦可锻炼身体尧涵养精神尧丰富生活遥 二是利

用自媒体拓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路径遥 自媒体快速发

展袁让每一个个体都成为信息传播源遥 要突破舞蹈艺

术传统的圈层限制袁 应善于打造自媒体传统矩阵袁增

加舞蹈艺术的流量和影响力袁地方政府尧文化机构尧舞

蹈艺术爱好者等应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尧微博尧抖音尧

快手尧哔哩哔哩等平台袁实现舞蹈艺术内容更新的多

平台展现袁让更多的野粉丝冶了解舞蹈艺术尧爱上舞蹈

艺术袁主动传播舞蹈艺术遥

渊二冤活用自媒体运营模式袁增强舞蹈艺术传播发

展价值

中国舞蹈艺术尤其是传统民间舞蹈艺术出现传

播发展问题的原因不可谓不多袁然其本身现实价值的

消退是舞蹈艺术日渐式微的主因袁在传统舞蹈艺术社

会功能消退的情形下袁应立足现代化视角来考量舞蹈

艺术的传承发展袁推动舞蹈艺术走向娱乐化尧商业化袁

让舞蹈艺术变得更有商业价值袁必将有效推动舞蹈艺

术的传播发展遥 一是舞蹈艺术植入商业元素遥 以商业

化方式推广舞蹈艺术袁增强舞蹈艺术的商业性袁将有

效推动舞蹈艺术发展遥 二是舞蹈艺术引入各类活动遥

2023年袁贵州的野村 BA冶尧村超野火出圈冶袁贵州民间舞

蹈艺术通过在比赛间隙的表演并通过线上直播也爆

红网络袁让更多人学习贵州舞蹈艺术遥 故而袁在地方各

类活动中袁应突出舞蹈艺术的商业价值袁引入舞蹈艺

术表演袁并通过线上直播尧视频制作尧抖音拍摄等方式

上传至网络袁增加点击率和点赞量袁不仅能实现舞蹈

艺术的商业变现袁更能提高舞蹈艺术的传播效果遥 三

是舞蹈艺术渗透地方文化遥 不同地域孕育不同的文

化袁舞蹈艺术是文化的见证袁是动的诗篇尧活的绘画遥

自媒体时代舞蹈艺术传播发展袁应将舞蹈艺术与地方

文化发展相融合袁挖掘舞蹈艺术的文化价值袁使舞蹈

艺术成为地方文化标识遥 同时袁在地方各类文化活动

中袁利用自媒体平台袁打造舞蹈艺术文化传播矩阵袁让

更多人知晓舞蹈的舞种尧背景尧文化尧风俗等袁从文化

视角感受舞蹈艺术的独特魅力遥

渊三冤利用自媒体举办比赛袁推动舞蹈艺术传播创新

舞蹈源于生活袁人民群众是舞蹈艺术最大的传播

群体袁在新时代袁舞蹈艺术的野根冶依然在人民群众中袁

中国舞蹈艺术传播发展袁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野根冶袁撬

动人民群众认识尧学习舞蹈艺术袁就能为舞蹈艺术传

播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遥 [8]因此袁需要从野根冶出

发袁激发人民群众表演舞蹈尧创作舞蹈的热情与动力遥

一是地方政府应组织野线上+线下冶相结合的舞蹈艺术

70窑 窑



Research on the Strategies of Dance Art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the We-Media Era

ZHANG Qian

(Dance Department, Fuji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 Fuzhou, Fujian 350100)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dance art is a visual communication activ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We Media era, the development of dance

art communication has turned from "oral teaching by examples" to "virtualization". The unique advantages of We Media enable dance art

communication to become universal, interactive, entertaining and convenient, and generate new communication value.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dance art in the We Media era,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dance art

communic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o better realize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dance 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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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大赛袁让舞蹈艺术爱好者尧草根尧网红等将自己编

排的舞蹈尽情展现袁线上传播袁形成群众比舞的生动

局面遥 二是强化比赛与自媒体的深度融合遥 无论是早

期的海选抑或是最后的决赛袁都应发挥自媒体的传播

效能袁借助抖音尧微信尧快手尧今日头条等自媒体线上

直播袁上传比赛视频袁拓宽受众群体袁提高传播效率遥

三是借助不同自媒体宣传比赛遥 在自媒体时代袁舞蹈

艺术传播创新应聚焦如何打造有效的自媒体传播矩

阵袁应借助不同的自媒体平台在不同时段发布舞蹈比

赛的视频尧资讯尧新闻等信息袁利用大数据技术挖掘兴

趣群体袁增强受众黏性袁以带来最大的传播效果遥

五尧结语

总之袁中华舞蹈艺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袁是野艺术之母冶遥在现代化的裹挟之下袁舞蹈文化

出现现实价值逐渐消退尧知名度日渐式微尧创新探索

慢慢消沉等问题遥自媒体平台凭借便捷化尧大众化尧交

互性的特点袁使舞蹈艺术在短时间内获得大量的用户

关注袁并自觉地利用自媒体平台学习舞蹈袁推动舞蹈

艺术传播发展由传统野口传身教冶转向全民性尧娱乐

性尧便捷性和交互性袁为舞蹈艺术传播发展注入强大

动力遥对此袁必须要用好自媒体平台袁探索自媒体时代

舞蹈艺术传播发展的有效路径袁使舞蹈艺术在信息技

术加持下熠熠生辉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守正创

新尧传播发展袁不断增强文化自信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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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研究背景

渊一冤少数民族现状

中国有广袤的疆域和悠久的历史袁孕育出了许多

少数民族袁繁衍其间遥在前现代农耕文明时期袁他们与

主流文明保持一定距离袁 发展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

化遥 这种具有高辨识度的尧异质性的文化遗产构成了

艺术家们丰富的素材库袁吸引着中国的艺术家创作少

数民族题材绘画遥 从作品上看袁相当程度上展示了少

数民族原生态的美感遥但是袁在现代化进程中袁少数民

族原有的生活场景伴随着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的发

展而逐渐消失袁少数民族民众外在生活状态的民族特

色逐渐消失袁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民众正在远离其原

有的民族文化氛围遥 [1]

在当下中国的少数民族地区正在经历一场由行

政力量主导的转变袁 而转变是以城镇化的形式展开

的遥 [2]可以断定的是袁真正原始状态的少数民族社区在

当下的中国是不存在的袁现代性已经是少数民族社区

的基本特征之一遥少数民族的民族个性和现代化特征

同时存在于少数民族社区的现象是少数民族当下普

遍的现状遥原本处于自然聚居状态的部落逐渐向城镇

化发展遥 他们开放或者走出自己原来的村落袁力图接

受现代化的转变袁提升生活品质遥这样的情形下袁很多

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社区正变得萧条袁同时袁也有很

多少数民族社区正在聚合袁以新的形式繁荣起来遥

在少数民族社区袁除了可观察到的物质条件和生

活方式的改变之外袁社区居民精神世界的转变是相对

隐性的存在遥 少数民族文化在社会转型中经历的焦

虑尧疼痛尧平静尧欣喜尧向往或者反思既是影像所表达

的袁也是现实存在的遥 [3]值得反复强调的是袁现代文化

与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不断交流与碰撞所带来的物

质和精神的变化共同构成了对少数民族当下处境的

描述遥了解少数民族现状有助于理解基于当代少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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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作为研究对象袁研究发现院艺术家倾向于表现少数民族的原始美感袁部分艺术家关注到现代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曰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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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现代化进程中原始特征逐渐异化的少数民族成为被遗弃的素材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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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题材绘画创作的背景遥

渊二冤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绘画

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绘画院一般意义上讲袁少数民

族题材绘画属于主题鲜明的那一类绘画袁它所要表达

的对象容貌特征突出袁衣着有明确的物化标志袁对象

所生存的环境感尧地域感也很明显遥 [4]少数民族题材绘

画经过艺术家反复探索袁已经涵盖了当前中国已经存

在的各种绘画艺术形式袁包括院油画尧国画尧版画尧水彩

等艺术形式遥 在这些形式中袁这一题材也涵盖了写实尧

抽象尧古典尧现代等不同的艺术形态遥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袁现代化尚不能明显影响少

数民族地区的生活方式袁少数民族原生态的异质性文

化还保持着一直以来的样貌遥 这一时期少数民族题材

绘画以现实主义手法呈现少数民族原生态美感为主

要特征遥 改革开放之后袁西方美术已经经过了现代主

义探索发展的高峰时期袁一系列的现代主义及后现代

主义美术形式成为当时现代艺术发展的主流遥 这对当

时正在寻求传统美术的改革和突破的中国美术界来

说袁是强大的理论和实践的来源袁不可避免地对当时

中国美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遥 [5]艺术家们开始了一

段西方美学本土化的历程遥 少数民族处境的转变袁使

得部分艺术家开始意识到传统的尧以表现少数民族原

生态美感的作品缺乏真实性和可信度遥 这种主流美术

界的学术转向和少数民族社区真实状态的改变袁促使

部分艺术家开始尝试拓展少数民族题材美术的表现

内容和艺术形式袁促使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绘画发生了

以少数民族的现代叙事取代以原生态审美为核心叙

事的转向袁这是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背景遥

二尧研究方法

由文化部尧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美术家协会联合

主办的全国美术作品展渊以下简称野全国美展冶冤袁是中

国美术界最权威尧规模最大的顶级展览袁也是独特的

国家艺术评价体系遥 其中少数民族题材的绘画作品数

量很多袁 也不乏以少数民族题材获得最高奖项的作

品遥 因此袁很大程度上全国美展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

题材绘画最重要的展览遥以最近一届,即第十三届全国

美展为例最能代表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现状遥 野中国

美术奖冶评审委员会在获奖提名作品中评出野中国美

术奖冶渊最高奖冤作品 39件袁其中三件作品是少数民族

题材绘画遥 这些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当下有关于少数民

族题材绘画最具代表性的图像信息遥 分析这三件作品

的美学形式可以让我们理解全国美展中少数民族题

材绘画的特点袁所以本研究选取这三件少数民族题材

作品为研究对象遥

这项研究是基于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的少数民

族题材绘画展开的遥 评委评选获奖作品的判断标准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最终获奖的结果袁不排除获奖作品不

能代表所有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现状的可能性遥 很大程

度上袁这反映了主流学术界对当下少数民族题材绘画

的判断遥 以上是本研究的范围和局限遥 为了满足研究

目的袁将三件作品分别进行分析遥 依据美学形式分析

法袁设计了三个分析维度袁分别是院主题尧主要内容尧意

义分析曰形式尧结构分析曰艺术家背景分析遥 作品中所

有美学特征都将呈现出来袁然后将每件作品的不同特

征加以比较袁构成对全国美展中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特

征的描述遥 基于以上讨论袁拟定本研究的研究模型如

图 1所示遥

图 1 研究模型的背景

Fig.1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

研究者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收集数据遥 探索性研

究包括两种类型袁 即初级研究方法和次级研究方法遥

在初级研究方法中袁为了获得真实经验和事实袁研究

者使用了一系列非结构化和半结构化的观察研究方

法遥 在次级研究方法中袁信息是通过基于在线文献的

研究和案例研究收集的遥 以下是已建立的研究方法框

架袁见图 2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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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研究方法框架

Fig.2 Research method

三尧分析和结果

渊一冤作品一

图 3 陆庆龙 叶格桑花开曳 2019

Fig.3 The Gesang Blossoms, by Lu Qinglong, 2019

图 3显示了艺术家陆庆龙创作的藏族题材油画

作品遥 作品名称提及的野格桑花冶是传统藏族文化的表

征之一遥 格桑花在藏族人民心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袁也

经常用来形容坚强的藏族女性袁可理解为他们追求幸

福吉祥和美好情感的象征遥 陆庆龙运用了写实绘画技

巧袁 在画面中描绘了一组身着传统藏族服饰的人物袁

可以清楚辨别出他们是母亲和小孩遥 前景中小孩子们

围绕在母亲身边呈现依恋的姿态遥 母亲则呈现出对小

孩深情爱抚的姿态遥 画面中所描绘的内容呼应了作品

名称所代表的藏族女性主题袁作品明确表达了对藏族

女性的赞颂遥 还可确定的信息是袁所有人物都是穿着

传统藏族服饰出现遥 这表明了艺术家想要强调传统藏

族身份特征和其原生态的美感遥 陆庆龙在构图设计方

面袁故意省去了地面和背景的细节信息袁将如此多的

人物集中起来呈现遥 这样的构图设计强化了藏族原生

态美感的视觉效果遥 在前景中的主要人物几乎没有正

面出现遥 母亲们的视线没有与画框外的观众交汇袁而

是都凝聚在孩子们身上遥 陆庆龙试图营造出一种独属

于人群内部的氛围遥 观众虽然无法看到母亲们的面部

神情袁却能感受到母亲对孩子的温情遥 值得注意的是袁

画面中一位母亲正在为孩子拍照遥 一件现代化的物品

出现在画面里袁即母亲手里拿着的智能手机遥 作品暗

示着现代化对少数民族生活的改变遥 艺术家陆庆龙另

外一个身份是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遥 他的绘画作品

主要表现普通人物的生活袁 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尧

少数民族等袁此外还有大量的风景绘画遥 他通过作品

体现出艺术家的人文情怀遥 这件作品所表达的母爱主

题其实是一个人类的母题袁不分种族遥 正如他自己所

说院站台等车的人群尧街头行走的人流尧阳光下晒太阳

的老太尧傻站着那儿抽烟的民工都被画家们原封原样

地搬到了画布上袁身边的普通人的生活开始成为艺术

家表达人文关怀的源头遥 [6]

渊二冤作品二

图 4 李善阳 叶吉祥祖国曳 2019

Fig.4 Auspicious Motherland, by Li Shanyang, 2019

图 4显示了艺术家李善阳创作的藏族题材油画

作品遥 画面中三位身着藏族服饰的女性和作品的名称

野吉祥祖国冶 一起昭示着这件作品的主题是在表达藏

族民众对国家的拥护遥 画面中三位女性是画面主体袁

他们头上戴着的头巾尧脚底穿着的布鞋和手里捧着的

青稞穗共同表明了他们藏族农民的身份遥 明亮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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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尧陡峭的峡谷和高耸的雪山表明了他们所居住的青

藏高原地域特征遥 峡谷上蜿蜒的公路和穿云而来的火

车表明国家对藏族地区现代化改造的成果遥 人物的表

情满足又喜悦袁 居中的女性手捧粮食做出恭喜的姿

势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作品表达的是政府对藏族地区的

扶持政策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遥 藏族人民对政

府报有感激之情袁对民族政策表现出支持袁以及对国

家的拥护遥 李善阳运用了写实技巧袁组合了不同的真

实场景袁将不同素材同时编排在同一张画面里遥 很明

显袁这是一种服务于他者观看目的的设计遥 具体在构

图和结构设计方面袁李善阳运用了一点透视原理和压

缩画面层次的思路遥 他将三个人物集中到一个长方形

与天空为背景的这两个层次关系之中袁同时以中间人

物拱起的双手为中心袁再依次向上展开袁直至冲击画

面遥 这样的设计起到了强化画面张力的作用遥 李善阳

将光线都调集到人物身上袁使得人物身上的明暗对比

关系是画面中最强烈的遥 他还将观众的观看视角设置

为仰视袁画面里的人物为俯视袁这样就营造出了画面

中人物的崇高感和中心位置袁作品暗示着少数民族作

为共和国公民的地位遥 李善阳另外一个身份是山东艺

术学院教授袁 他关注写实绘画中的抽象意味表达袁其

学位论文叶写实绘画中的抽象意味要要要论怀斯尧柯尔维

尔的艺术曳研究了怀斯尧柯尔维尔如何运用绘画语言技

巧使画面呈现出抽象意味袁 他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相

似形的组织原则和重迭等技法的运用遥 [7]这一点从他对

作品叶吉祥祖国曳的创作自述中也能印证他对写实背

后的结构设计的深刻理解遥

渊三冤作品三

图 5 頡元芳 叶远方曳 2019

Fig.5 The Distance, by Jie Yuanfang, 2019

图 5显示了艺术家颉元芳创作的蒙古族题材水

彩画作品遥 作品名称野远方冶和画面中两位人物的姿态

共同昭示着主题袁即眺望远方遥 这是一个意义指向比

较模糊的主题袁或者说艺术家有意将作品的涵义藏在

了不明显的地方袁这样的作品往往留给观众比较大的

解读空间遥 要明确艺术家的用意需要研究者从画面中

获取更多的信息袁画中人物身着蒙古族服装袁体格健

硕袁表情平静袁呈侧前后站立状遥 他们眼睛微眯袁视线

集中袁静望远方遥 背景中的草原尧河流和天空显示了这

是蒙古族的原生地域遥 颉元芳在背景处使用了深色来

描绘草原袁用浅色来描绘天空袁地面与天空交界处正

好形成了一条明确的直线将画面切割遥 这一条天际线

与画中人物的视线是平行的袁共同向画外延申袁引导

着观众猜测画面没有展示出来的广大空间遥 人物的肩

部与天际线也大致齐平袁这样的设计显示艺术家的视

点略低袁达到了突出主体人物的效果遥 此外袁颉元芳将

明确的色彩只运用在了人物身上袁 而且以三原色为

主遥 这样的色彩设计传达了蒙古族的原生态民族气息

和人物单纯尧质朴的个性气质遥 她将画面中人物特征

表现设置在一个中间地带袁就是个别形象与普遍形象

对立与统一的状态遥 颉元芳表述过院如果过于注重个

别形象特点袁 作品就很难在造型上形成个人风貌袁而

被客观牵制遥 如果过于强调普遍性形象特征袁又会流

于模式化袁千篇一律袁失去鲜活感遥 [8]她为了避免过多

个体的细节刻画给蒙古族人物共性特征带来的消解袁

仅仅保留了部分的个体细节信息袁比如性别尧服饰尧五

官外貌遥 同时她放大蒙古族人物的共有特征遥 她将人

物身材加粗袁以显其健壮敦实遥 她使用简约的线条来

描绘人物轮廓袁以呼应蒙古族人物粗犷的性格遥 她对

人物面部特征也进行了夸张处理遥 眼睛更加细小袁颧

骨更加宽大袁连接头部与躯干的脖子更加粗短遥 最终

她完成了对这组人物个性部分和共性部分的完整表

达遥 颉元芳的另一个身份是内蒙古艺术学院美术学院

副教授遥 虽然她本人不是蒙古族人袁但是她与蒙古族

人一起生活遥 因此她不仅非常了解蒙古族人袁甚至与

他们有深厚的情感联结遥 她曾表述院我想要用我的绘

画把他们和我对他们的情感呈现出来遥 [8]她对蒙古族

人有足够深入的了解袁让她能以足够贴近蒙古族的角

度来思考问题遥 基于以上分析袁这件作品的主题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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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是借鉴了一种诗意的表达策略袁将爱尧希望等

主观概念视觉化遥大概率袁这张作品的主题可以解读为

少数民族身份下对爱尧信仰尧生死等人类母题的思考遥

四尧讨论和暗示

基于上述对各件作品的分析袁可以确定上述三件

少数民族题材绘画的特征分类如下院

渊一冤主题尧主要内容尧意义

三件作品的主题分别是院陆庆龙的叶格桑花开曳以

母爱为主题曰李善阳的叶吉祥祖国曳以赞颂国家的民族

政策为主题曰頡元芳的叶远方曳是诗性的模糊主题遥 他

们在选择要表现的少数民族时有一些共性袁其中两件

是藏族题材袁一件是蒙古族题材遥 藏族和蒙古族分布

在偏远的西北和北方袁 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较弱袁比

如蒙古族中很多还是以游牧为生遥 三位艺术家选取的

表现对象都是少数民族特征仍然很明显的民族遥 三件

作品所描绘的内容都是以人物为主袁他们都身着自己

民族的服饰袁展示各自原始的民族形象遥 从这一点来

看袁艺术家倾向于表现少数民族原生态美感遥 此外袁现

代化的物品在叶格桑花开曳和叶吉祥祖国曳两件作品中

有不同程度表现袁这说明袁艺术家已经关注到现代化

对少数民族的影响袁而且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对少数民

族现代化持积极态度袁因为现代化的物品在画面中是

作为建设的目的出现而非消极的遥 在作品的意义方

面袁三件作品都传达出对少数民族的赞美之意院陆庆

龙的叶格桑花开曳用代表美好的格桑花来赞美藏族女

性曰李善阳的叶吉祥祖国曳通过描绘人物因劳动带来的

特殊肤色和质感袁以及手里捧着的粮食袁来赞美藏族

人的勤劳曰頡元芳的叶远方曳则以较含蓄的方式来赞美

蒙古族人朴实的民族性格遥

渊二冤形式尧结构

三件作品均以现实主义的形式来表现少数民族遥

现实主义不止是表面的真实, 还要表现表面以下的深

刻遥这种真实的双重性,是我们判断现实主义艺术的标

准遥 [9]为了传达表面以下的真实袁三位艺术家在构图设

计方面表现出各自的偏好遥 陆庆龙的叶格桑花开曳以群

像占据画面主体袁重点描绘了前景中人物的动态和服

饰细节遥 这样的设计为了凸显前景人物之间的互动袁

这样的互动直接将母亲与孩子的交流呈现给观众袁使

得观众明确感受到了母爱在藏族母子之间的流动遥 李

善阳的叶吉祥祖国曳拼凑了不同的场景袁将它们合理编

排在一点透视的空间里遥 他还加入了光影的设计袁进

一步强调了人物在画面中的主体位置袁形成了纪念碑

式的雕塑效果遥 頡元芳的叶远方曳也是写实的作品遥 她

将人物和场景都做了平面化和几何化的处理袁以获得

简洁的线条和轮廓袁契合蒙古族粗犷的民族个性遥 她

降低了色彩的纯度袁并且更倾向于使用三原色袁不必

要的细节袁比如衣纹尧草地等袁都被她略去袁这样一来袁

画面便更加简洁袁而她要表现的主题便明确起来遥

渊三冤艺术家背景

三位艺术家都有一个相同的身份袁就是大学里面

的美术专业教师袁这样的身份为他们的研究和创作提

供了便利条件遥 在他们的研究中袁基本上都长期关注

少数民族题材的绘画表现袁他们之前的研究构成了他

们对自己所关注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基础遥 三位艺术家

都是以现实主义来表现少数民族题材袁除了还原少数

民族外在形象和生活地域的真实性袁艺术家还试图表

现自己对少数民族的理解遥 陆庆龙将人类母题之一的

母爱置身于藏族题材之中袁以延续他对人文关怀主题

的思考遥 李善阳将现代化产物和藏族人物并置于画

面袁 表现藏族在政府主持的现代化过程中受益的场

景袁引发少数民族现代化转型的思考遥 頡元芳是三位

艺术家中较为特别的袁她所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正是在

蒙古族地域遥 她与所要表现的少数民族的关系是三位

艺术家中最近的遥 野我不是蒙古族人袁但他们是我的亲

人袁我的朋友遥 冶[8]她与蒙古族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袁使得

她与蒙古民族有了感情的连结袁这使得她能体察个体

人物的内心世界袁想其所想袁她所表现的人物寄托了

一部分她个人的情感遥

五尧结语

基于第十三届全国美展中的少数民族题材绘画

获奖作品的研究发现袁在三个主要方面渊主题尧主要内

容及意义袁形式及结构袁艺术家背景冤有如下特征院艺

术家倾向于表现少数民族中具备原始美感的民族特

征袁部分艺术家关注到现代化对少数民族的影响遥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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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Features of Minority-themed Paintings

based on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LI Zhenchao

(School of Arts, Wuyi University, Wuyishan袁 Fujian 354300)

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thnic minority-themed paintings in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 of Chi鄄

na. Three award-winning ethnic minority-themed artworks have been selected as the subjects of this research. The questions of which eth鄄

nic minorities artists choose to depict, the expressive strategies they employ, and the distinctive features conveyed in these works are the

focal points of this study.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artists tend to portray the primal beauty of ethnic minorities, with some ac鄄

knowledging the influence of modernization. Artists predominantly employ a form of realism in their creations, but beneath the surface,

they each have their considerations. Artist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ethnic minorities they depict, forming the basis of

their studies. Furthermore, artists approach modernization cautiously within ethnic minorities and adopt proactive expressive strategies. The

study also reveals that ethnic minorities whose original characteristics gradually erode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become neglected

subjects.

Key words: the 13th National Art Exhibition曰 minority-themed paintings曰 features

文所分析的艺术家均以现实主义的形式来表现少数

民族袁但是在表象之下他们有各自的考量遥 他们都有

高校教师的身份袁对所表现的少数民族有比较长时间

的研究袁构成了他们的研究基础遥 此外袁他们对少数民

族中现代化的元素持谨慎的态度袁 并作出积极的表

达遥 通过这项研究袁未发现表达在现代化过程中原始

特征逐渐异化的少数民族的作品袁类似这样的少数民

族社区是被舍弃掉的素材遥 普遍来看袁处在不同程度

的现代化转型过程中的少数民族是当下的常态遥 可以

推测袁 少数民族题材绘画仍然没有被充分研究和探

讨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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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红色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袁强调要野用好红色

资源尧赓续红色血脉冶[1]遥福建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野红

土地冶袁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袁孕育形成了鲜亮的红色

文化袁这其中所沉淀的崇高革命精神尧光辉的革命思

想和优良的工作作风袁为高校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提供了丰富的育人资源遥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尧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前沿阵地袁

是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灵魂课程遥深入思

考如何将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袁对做好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

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遥

一尧福建具有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

渊一冤福建红色文化的内涵及主要内容

红色文化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

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奋斗过程中所创造的

具有中国特色尧 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先进文化袁蕴

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遥 福建红

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环

境袁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科学文化袁是继

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民族精神袁特别是近代以来八闽

儿女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的优秀文化袁是集中体现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文化袁是我国革命文化和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遥

按形态划分袁福建红色文化主要划分为物质和精

神两个层面遥 物质层面的福建红色文化主要包括福建

红色文化遗址尧福建红色历史名人尧福建革命事迹纪

念馆等袁是追寻红色文化记忆的物质载体遥 精神层面

的福建红色文化主要包括福建革命历史尧福建红色思

想理论尧福建红色精神等袁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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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精神风貌和优良作风遥

渊二冤福建红色文化的基本特质

作为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原中央苏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袁福建有着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历史袁福建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

厚植了丰饶的红色文化土壤袁孕育形成了具有福建特

色的红色文化袁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

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遥 一是首创性遥 福建拥有许多中

共党史尧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袁如中国工农红军第

一套军装尧中央苏区第一所正规军校要要要闽西红军学

校尧 中央苏区第一个红色兵工厂要要要山塘兵工厂尧红

军历史上第一张军报要要要叶浪花曳 等一系列创举诞生

于福建遥二是厚重性遥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袁福建人民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牺牲遥 仅在新

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袁 福建省为革命牺牲的群众达 10

万多人袁死难的烈士有 5万多人曰全省被捣毁的革命

基点村有 3000多个袁但仍有 3600多个革命基点村一

直坚持到新中国成立曰在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关键时

刻袁 创造出 8.6万红军中有近 3万福建子弟的军史奇

迹遥三是多元性遥在革命战争年代袁八闽儿女革命斗争

实践的多样化孕育出丰富多彩的红色文化遥 如福建人

民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孕育了著名的苏区精神尧古田

会议精神尧才溪乡调查精神尧永安抗战精神等一系列

红色精神袁留下了 2500多处红色文化遗址袁位居全国

前列曰 毛泽东同志曾经在闽西革命根据地先后写下

叶星星之火袁 可以燎原曳叶关心群众生活袁 注意工作方

法曳叶才溪乡调查曳等光辉著作袁深刻阐述了建党建军

思想袁初步形成了党的思想路线尧群众路线和中国革

命道路理论袁八闽大地也由此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

发源地遥 此外袁福建是党的优良作风的重要发源地袁特

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召开的古田会议袁 促进党内实事

求是思想路线的初步形成袁 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

老一辈革命家袁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中

的典范遥

二尧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价值意蕴

福建红色文化包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

历史文化底蕴袁不仅是党和国家重要的历史资源和宝

贵的精神财富袁也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依托的

优质教学资源遥

渊一冤帮助青年学生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院

野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尧 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的党遥 冶[2]中国共产党是为了国家尧为了民族尧为了人

民来进行革命尧建设和改革袁这是我们党一切事业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遥 无论在土地革命尧抗日战争还是解

放战争时期袁英勇的福建儿女都能在党的领导下以坚

定的理想信念为支撑袁践行着初心和使命遥 经过艰苦

卓绝的斗争袁福建儿女用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和生命

书写了野二十年红旗不倒冶的辉煌历史遥 作为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高校袁培养的人才必须是野坚定不移听党

话尧跟党走袁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袁敢想敢为又善作善

成袁立志做有理想尧敢担当尧能吃苦尧肯奋斗的新时代

好青年冶[2]遥 青年学生要成为有理想敢担当的时代新

人袁坚定的理想信念与正确的政治立场无疑是第一标

准遥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袁也是最好的营养剂遥福建儿

女书写了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袁孕育了具有鲜明特质

的红色文化袁其所蕴含的红色基因袁为青年学生的理

想信念教育提供了鲜活素材遥 将福建红色文化融入到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袁通过对福建红色文化的价值

和情感认同袁 青年学生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

野能冶在哪里袁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野好冶在哪

里袁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

主义到底为什么野行冶袁进而坚定跟党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遥

渊二冤助力青年学生健康成长成才

2019年 3月袁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院野要注重引导学生传承民族气

节尧崇尚英雄气概袁引导学生学习英雄尧铭记英雄袁自

觉反对那些数典忘祖尧妄自菲薄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文

化虚无主义遥 冶[3]大学生处在人生成长中可塑性较强的

关键阶段袁知识尚未完备尧心智尚未成熟尧野三观冶尚未

成型袁最需要正确的引导和精心的培养遥 将福建红色

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袁有助于帮

助青年学生自觉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影响袁滋养

其健康成才遥 福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红色版图之一袁

陈 杰袁等院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价值意蕴与路径选择 79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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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残酷的革命战争年代袁福建儿女为中国的革命事业

作出巨大贡献尧付出巨大牺牲遥 参加长征的福建子弟

兵近 3万人袁 占长征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总人数的 1/3

多袁到达陕北时仅剩下 2000多人袁平均每一华里就有

一位福建子弟牺牲[4]曰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时袁闽

西苏区人民仍为红军长征慷慨解囊尧倾其所有曰在反

动势力严密封锁的危险环境中袁福建人民在党的领导

下创造出野红色小上海冶尧中央苏区的野乌克兰冶尧长达

数千里的野中央红色交通线冶等奇迹噎噎在艰苦卓绝

的革命斗争中袁红色的八闽大地还涌现出无数像野孤

胆英雄冶要要要吴石尧野百战将星冶要要要刘亚楼尧野红色华

佗冶要要要傅连暲尧野无名英雄冶要要要蔡威那样的红色楷

模袁这些英勇的福建儿女用满腔的热血和激情袁矢志

不渝袁百折不挠袁九死一生袁奏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奋进强音袁成就了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袁也树立了

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遥 野让历史说话袁用史

实发言冶[5]袁他们感人的英雄事迹尧高尚的道德情操尧宁

死不屈的民族气节袁直戳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尧政治

虚无主义尧文化虚无主义和泛娱乐化等错误思潮的要

害袁有助于帮助青年学生树立正确党史观尧增强是非

辨别能力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袁从根本上抵制错误思

潮的侵蚀和渗透遥

渊三冤激励青年学生改革创新尧攻坚克难的进取精神

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院野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遥 冶[6]人

的精神状态往往决定事业成败和人生高度遥 青年学生

只有提振精神尧鼓足干劲袁才会既仰望星空尧又脚踏实

地袁为远大理想抱负矢志奋斗袁成为德才兼备的有用

人才遥 当代部分青年学生由于优渥的家庭经济条件袁

在本应该奋斗的时光享受了安逸的生活袁丧失了新时

代青年所应有的艰苦奋斗尧锐意进取的精神状态遥 在

革命尧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袁福建红色文化孕育形

成了古田会议精神尧苏区精神尧才溪乡调查精神尧永安

抗战精神等一系列彪炳史册的红色精神袁集中体现着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尧 根本宗旨和精神特质袁是

党的优良传统和革命风范的集中概括袁是中国共产党

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袁成为激励我们党团结带领

广大人民群众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精神力量遥这些红

色精神为当代大学生树立了改革创新尧攻坚克难的典

范遥 青年学生从厚重的福建红色文化中汲取精神力

量袁必将有助他们戒除浮躁之气袁培养自律意识袁始终

保持昂扬向上尧积极进取尧自强不息的精神状态袁确立

远大理想抱负袁成为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遥

三尧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现实困境

近年来袁随着福建红色文化的育人价值越来越受

到关注和重视袁各高校纷纷尝试将红色文化教育与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相结合袁

深受青年学生欢迎袁取得了一定的育人成效遥 然而袁当

前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仍然存在一些

现实困境袁集中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遥

渊一冤对福建红色文化育人功能挖掘不足

红色文化资源只有经过深度挖掘和有效转化才

能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优质教育资源遥 但是在实践

中袁却存在着系统阐释不足尧教学内容陈旧等问题遥 一

方面袁 当前对福建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缺乏系统性袁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性特点袁各地区间的红色文化研究

各自为政尧缺乏沟通交流袁理论研究的整合程度不高遥

另一方面袁教学内容未能与时俱进遥 当前福建红色文

化育人过于注重政治导向性袁没有充分挖掘红色文化

的时代内涵与价值袁 红色文化诠释仅停留在表面袁导

致红色文化被简单地理解为热爱党尧热爱祖国袁缅怀

革命先烈等遥 这种陈旧的说教式内容与大学生现实生

活脱节袁不仅达不到育人的效果袁还会造成大学生对

红色文化的冷漠和厌烦遥

渊二冤思政课教师红色文化素养有待提高

2016年 12月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上指出院野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尧信道遥 冶[7]

用好用活福建红色文化的育人资源关键在教师遥 当

前袁思政课教师的红色文化素养不高集中体现在理论

水平和教学水平两个方面遥 一方面袁野有理论才能讲理

论袁只有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渊博学识的思想政治理

论课教师袁才能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耶思想性尧理论

性爷冶遥 [8]当前不少思政课教师对福建红色文化的理解

和把握不精准尧不到位尧不深刻袁影响了融入的教学效

果遥 另一方面袁要将福建红色文化有效融入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中袁思政课教师不仅要有坚实的红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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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素养袁还要将理论知识有效地传授给学生袁即掌

握将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变的技术和艺术遥 当前袁

不少思政课教师尚未掌握将福建红色文化灵活巧妙

地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和方法袁对福建红色文化融入

教学实践过程的教学理念尧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还有

进一步优化提升的空间遥

渊三冤 福建红色文化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度

不够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高校开展红色文化育人的主

渠道和主阵地遥 当前袁部分高校在将福建红色文化融

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作了一些有益尝试袁但在

具体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表层化尧空心化等问题遥 一

方面袁福建红色文化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

学融合度不够遥 当前高校关于福建红色文化的宣传教

育多以党史介绍尧英雄故事叙述为主袁缺少生动故事

挖掘袁政治性尧理论性较强袁给学生以野假大空冶的印

象遥 融入的方式多为说教式尧宣讲式教育袁表达方式和

传播途径缺乏时代气息袁与大学生个性化尧生活化的

接受习惯不相适应遥 这样的融入方式不仅导致学生不

接受尧不信服袁甚至可能造成野低级红高级黑冶野真理变

成假话冶等恶劣影响遥 此外袁当前福建红色文化融入的

思政课大多仅限于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冶课程袁尚未实

现思政课之间以及思政课与其他专业课程统筹安排尧

协同推进的目标遥 另一方面袁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

学的效果有待提升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革命博物

馆尧纪念馆尧党史馆尧烈士陵园等是党和国家红色基

因遥 冶[9]组织实地考察纪念馆尧英雄故居等体验式教育袁

能够让学生在耳闻目睹中亲身感受福建红色文化的

价值和魅力袁有助于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遥 从

目前情况看袁多数高校组织的红色文化实践教学活动

只是简单组织学生参加瞻仰革命纪念馆尧参观名人故

居等袁整个过程往往只是走马观花尧浅尝辄止袁学生并

没有深入地了解和体会红色文化的精髓袁造成野有活

动无体会冶的现象遥

四尧福建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的实践路径

为破解当前福建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的现实困境袁 实现让思政课提质增效的目标袁关

键在于积极开展研究阐释袁深度挖掘育人功能曰强化

师资培训袁提升红色文化素养曰丰富教学素材体系袁增

强教学实效性曰创新融入方式袁提升育人成效遥

渊一冤积极开展研究阐释袁深度挖掘育人功能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袁理论是实践的指南遥 要促进

福建红色文化更好地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袁

发挥红色文化的激励尧规范和导向作用袁达到润物无

声尧滋养心灵的效果袁必须通过夯实福建红色文化的

基础理论研究袁不断深挖福建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功

能遥 总体上看袁当前学术界对福建红色文化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还有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的空间遥 为此袁应积

极开展针对福建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工作袁推出一批

有思想深度尧理论高度和实践厚度的学术成果袁实现

以科研反哺教学的目标遥 一是要着力打造一批高水平

的福建红色文化研究团队遥 可整合高校教师尧各级党

校科研工作者和地方史志研究人员等队伍的力量袁通

过学术研讨会尧课题研究尧专题调研和政策宣传等形

式袁协同联动尧凝心聚力袁持续推动福建红色文化的研

究水平迈上新台阶遥 二是要积极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

本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尧革命文化中探究福建红色文

化的学理支撑遥 同时袁要系统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时代化理论成果中关于红色文化的论述袁尤其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相关重

要论述袁系统建构福建红色文化的理论基石遥 三是要

凸显福建红色文化的地方性特色研究遥 福建具有悠久

的历史文化袁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孕育形成了客家文

化尧闽东文化尧闽南文化尧闽都文化尧闽北文化等独具

特色的地域文化遥 这些多姿多彩的地域文化经过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袁已成为福建红色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遥 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强福建红色文化与地域

文化的协同创新研究袁以彰显福建红色文化对地域文

化及民间文化的传承和创新遥 四是要深入考察和挖掘

毛泽东尧朱德尧周恩来尧陈毅尧邓子恢尧张鼎臣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八闽大地上战斗过程中所展现出

的人格魅力和精神力量袁从而塑造出更接地气尧更丰

满尧更活灵活现的英雄人物袁拉近与学生的心理距离尧

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尧唤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袁提升学

生上思政课的获得感袁实现思政课铸魂育人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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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冤强化师资培训袁提升红色文化素养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指出院野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袁关键在

发挥教师的积极性尧主动性尧创造性遥冶[10]要提升福建红

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袁提升思政

课教师的红色文化理论素养尧提高其开展红色文化的

教育教学能力是重要保障遥 一是为思政课教师搭建多

样化的学习和交流平台遥 可系统组织高校思政课教师

参加福建红色文化专题教育培训袁通过自学和专家讲

授相结合的方式袁让思政课教师系统地掌握福建红色

文化的结构层次尧 生成逻辑及基本特质等基础知识袁

帮助其领悟福建红色文化的精神实质和育人价值遥 二

是鼓励支持引导思政课教师开展福建红色文化的研

究工作遥 思政课教师在向学生讲授福建红色文化时仅

仅充当野教材搬运工冶的角色是远远不够的袁而应当结

合自己的研究兴趣袁充分依托所在学校的以红色文化

为主题的研究平台和机构积极开展研究工作袁从不同

视角深入阐释福建红色文化的逻辑进路尧 思想内涵尧

独特价值和当代意义袁 实现以科研反哺教学的目标遥

三是精准帮扶教师袁为教学赋能遥 当前袁高校针对思政

课教师队伍的培养方案中袁野重理论培养尧 轻教学培

养冶的现象较为普遍遥 [11]因此袁应有针对性地帮助思政

课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在学深悟透野思政课的本质是

讲道理冶[12]的基础上袁提升其将红色文化融入课堂教学

的能力遥 如通过组织集体备课尧同行研讨等形式袁研究

确定福建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教学理念尧教学

目标和教学内容袁 理顺融入教学过程的重点和难点袁

帮助思政课教师根据不同课程和学生的特点找准福

建红色文化的野思政切入点冶遥

渊三冤丰富教学素材体系袁增强教学实效性

丰富的教学素材体系对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和

主动性袁实现红色文化入脑尧入心具有重要作用遥 当前

丰富福建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素材

体系可尝试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遥 一是创建福建红色

文化教学资源库遥 充分收集与福建革命历史尧福建红

色思想理论尧福建红色精神和福建革命英雄有关的史

料袁加以系统整理袁积累丰富的红色文化素材袁为思政

课教学提供重要载体和生动素材遥 该资源库集思政课

教学改革尧教学素材供给尧教师教育培训于一体袁力求

多维度尧全景式尧生动化展现福建红色文化全貌遥 在课

程运用方面袁该资源库不仅为野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冶课

程服务袁还将根据不同课程特点袁分类构建与其他几

门主干思政课相契合的资源系统遥 二是打造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福建红色文化网络宣传平台遥 红色网站是加

大红色文化宣传力度尧提升其影响力和知名度的有效

传播渠道遥 应积极依托福建党史网尧易班网尧福建红色

旅游网等红色网站开展红色文化宣传袁加强网站内容

建设袁推动红色文化有效传播袁让红色文化深入人心遥

三是加强福建红色文化创意产品开发遥 红色文化创意

产品不仅能够推动红色文化有效传播传承袁还能增强

红色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袁让红色文化活起来遥 可

以围绕福建红色文化的内涵进行创作袁 通过红色小

说尧影视作品尧工艺品尧戏曲歌舞等载体袁在加大福建

红色文化宣传的同时袁促进红色文化融入思想政治理

论课预期效果的达成遥

渊四冤创新融入方式袁提升育人成效

要推动福建红色文化有效传播尧最大限度地发挥

其育人价值袁还需要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袁不断创新

融入方式袁推动红色文化教育贴近时代袁贴近大学生

的生活实际遥 一方面袁引入微课教学袁打造互动课堂遥

随着我国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飞速发展袁野微时代冶

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遥 微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一种有效

补充形式袁近年来逐渐成为学生选择学习的一个重要

渠道遥 与传统课堂教学相比袁微课教学不仅具有精简尧

灵活的特点袁而且可以通过将图片尧视频等多媒体信

息有机融合袁只用短短几分钟时间就能达到对某个知

识点进行深入讲解和阐释的效果遥 在此背景下袁微课

教学为当前创新福建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教学形式

提供了新思路遥 可拍摄制作福建红色文化教学案例微

课系列视频袁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和拓展遥 另一方面袁

组织开展实践教学活动袁促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遥 实

践教学是课堂教学的拓展和延深袁是思想政治理论课

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挥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遥 在革命战争年代袁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

命家在福建这片红土地上进行了丰富的革命活动袁留

下了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遗址遥 充分利用红色遗址开

展实践教学袁能够生动再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

福建英雄儿女顽强不屈尧视死如归尧血战到底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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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Implication and Path Selection of Integrating Fujian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CHEN Jie, LUO Xianyu
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2冤

Abstract: Fujian red culture contains rich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rich nurturing resources. It can not only enrich and

expand the teaching content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but also is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to strengthen education on ideals and beliefs, nourish students to become healthy and talented, and inspire students to reform and

innovation, and overcome difficulties. However, at presen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Fujian red culture into ideo鄄

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apping of Fujian red culture nurturing function, red culture literac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ers to be improved, and insufficient integration of Fujian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Fujian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we should carry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in鄄

terpretation of Fujian red culture, enrich teaching materials, and innovate integration methods.

key words: Fujian red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 morality establishment and people cultivation

精神袁对早已远离喧嚣炮火和鲜血淋漓战争场景的青

年学生袁具有强烈的震撼力和深刻的教育意义遥 近年

来袁福建省确定了福建革命历史博物馆尧古田会议纪

念馆等一批省级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基地袁

建立了冰心文学馆教育实践基地尧船政文化大学生社

会实践基地等一批省级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袁确定了

闽西红色文化教育研究基地尧三明红色文化教育研究

基地等一批红色文化教育研究基地袁设立了厦门大学

王亚南纪念馆尧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草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等 10个省级野大思政课冶实践教学基地袁形成了

具有福建特色的红色文化实践教学资源平台体系遥 作

为追寻红色记忆尧传承红色基因和与革命先辈对话的

重要载体袁各高校应用好用活这些宝贵的实践教学资

源袁 积极与当地的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建立常态化联

系袁使之成为思政课教学长期稳定的实践教学基地和

校外实践平台袁利用社会实践尧主题教育活动等活动

载体袁让学生在亲身体验中感悟福建红色文化的思想

魅力和实践伟力袁 进而促使学生将理论知识内化于

心尧外化于行袁实现思政课立德树人的目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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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0月 13日袁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

作会议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深刻

内涵袁明确指出野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袁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冶遥 [1]一直以

来袁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借助其政治尧经济尧军事方面的

霸权袁歪曲尧垄断了野民主冶的定义权袁长期浸染侵蚀我

国学生的民主价值观遥 高职院校思政课作为思想政治

教育的主阵地袁 需要解析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实质袁

突破西方话语的困境袁 同时在批判中讲好中国故事袁

构建自身民主话语体系袁让大学生准确理解全过程人

民民主的科学内涵袁切实发挥好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

价值观的作用遥

一尧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影响下思政课教学

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袁在国家政策导向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

背景下袁高职院校思政课赢得了发展机遇袁在课程建

设尧实践路径尧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都取了一定的进

步遥 但也存在一些不足袁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大学生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效果不理想袁部分大学生在

民主观念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袁已有多个调查问卷均

证实了这一点遥 [2-4]从学生线上的活动来看袁当中国社

会发生热点问题事件时袁网络评论中经常会出现一波

野键政侠冶的野冷嘲热讽冶袁其中不乏大学生群体的参

与遥 大学生关注时政热点是好事袁但处于野拔节孕穗

期冶的大学生往往在公知言论的煽动下袁不经调查和

思考就跟帖吐槽遥 在这些青年野键政侠冶的评论中袁野民

主尧自由尧法治尧平等尧权利冶等字眼往往成为高频词袁

可是他们却连这些概念的最基本内涵都说不清楚遥 由

此可见袁学生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把西方价值观当作了

参照标准遥 从学生线下参与的政治活动来看袁以选举

当地所在片区的人大代表为例袁 学生的投票参与度

低袁对中国民主制度理解狭窄且有偏差袁存在对西方

式选举的迷信等现象遥 在与学生深入交谈中发现袁原

因主要有两个方面院一方面是大学生对于我国人大制

度的运行机制和我国全过程民主的实质知之甚少曰另

一方面是他们普遍认为西方野一人一票冶式的选举才

是真正的民主袁才值得他们去参与遥 由此暴露出当前

大学生民主价值观出现偏差遥

当前大学生民主价值观念出现偏差袁原因是多方

面的遥 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冷战结束以来袁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自诩为世界标杆袁将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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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和制度标榜为野历史的终结冶袁鼓吹野西方民主冶并

灌输到全球遥 中国的人文社科话语受到西方民主价值

观的长期浸染侵蚀导致思政教材尧教师和教学活动无

法有效回应西方话语的挑战袁无法讲清楚中国的故事

和理论袁真正树立起中国价值话语遥 此外袁高职院校生

源的多元化也增加了价值观教育的难度袁如来自中职

院校的学生袁 在中职阶段缺少历史和地理课程的熏

陶袁缺乏历史认知和文化认同的基础曰而来自普通中

学的学生袁若属于理科类袁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遥 生源

多元化导致了学情分层袁而高职院校思政课统一的大

班化教学也未能有效回应差异学情的挑战遥

二尧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作用逻辑及影响

中国社会受西方民主价值观影响既深且广袁当代

大学生仅凭自身朴素认知袁很难跳出西方民主话语霸

权的牢笼遥 高职院校思政教育要破除西方民主价值观

对当代大学生的不良影响袁首先就要从野民主冶这个基

础性的概念着手袁 掌握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作用逻

辑袁进行系统解构遥

渊一冤西方民主概念的起源和异化

近几年袁从百度等搜索引擎的关键词搜索结果来

看袁野民主冶比野平等冶野法治冶之类的关键词出现频率高

得多袁 可见在谈论政治话题或参与政治活动中袁野民

主冶更受人们重视遥 2021年 12月袁美国邀请 110多个

国家和地区参与所谓的 野民主峰会冶袁 妄图以自己的

野美式民主冶向外野输出冶袁最后留下一地鸡毛袁并招致

多国嘲讽遥 但这也激发我们去思考野美式民主冶到底是

不是真的民主钥 这就要追溯到民主的起源遥

野民主冶一词源于希腊文袁距今已有 2500年历史袁

其含义是野统治归于人民冶袁更准确地说袁由全体人民

渊而不是他们选出的代表冤平等地尧无差别地参与国家

决策和进行国家管理遥 [5]以著名的古雅典民主为例袁具

有统治资格的人民是特指具有野公民资格冶且年满 20

岁的雅典男子遥 据统计袁伯里克利时期袁雅典公民的数

量大概在 3-3.5万人之间袁 相当于其总人口的十分之

一遥 可见袁古雅典民主是以小城邦为基准袁建立在奴隶

制基础上的一种少数人的民主模式遥 不可否认的是袁

古雅典的民主是一种直接民主袁公民定期聚集在一起

讨论有关城邦的事务袁最后采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

来进行决定袁没有野中间层冶代表人民遥 到了现代袁由于

国家体量规模的扩大及公民之间资产的分化袁要实行

直接民主的模式已经不再可能遥 因此袁开始有政治家

和思想家提出以野代议民主冶来取代野参与民主冶袁把

野代表冶与野民主冶挂上钩遥 约瑟夫窑熊彼特在 1942年的

出版的叶资本主义尧社会主义和民主曳一书中袁直接把

民主定义为野一些个人通过竞争人民选票来获得决策

权的制度安排冶遥 [6]在熊彼特的语境中袁野民主冶完成了

从野统治归于人民冶向野人民选择统治者冶的转换遥 曾经

被西方精英吐槽的野民主坏东西冶袁经过熊彼特的定义

改造袁摇身一变成了野民主好东西冶遥 在过去的几十年

中袁西方主流将有没有竞争性选举看作是评判一个政

体是否民主的重要甚至唯一的标准袁成功地将形式民

主曲解等同于实质民主要要要民主的概念被偷换了遥

今天所谓的野民主冶袁或称之为野美式民主冶野西式

民主冶袁已经是异化后的民主遥 在这种野阉割民主冶的政

体下袁拼资源尧拼形象尧拼口才尧拼演技的选举制有利

于经济和知识精英分子入围袁政治变成了少数人的游

戏袁变成了资本集团的利益分割遥 正如孟德斯鸠所说

的野这样的制度安排与其说是人在选举袁毋宁说是资

产与财富在选举冶遥 [7]在这样的框架下袁地方性的利益

集团将会绑架整体利益袁容易导致分裂和党争尧政治

娱乐化尧社会动荡遥

渊二冤西方将民主话语野武器化冶

虽然西方野民主冶概念是虚假的袁经不起理论和事

实的检验与反驳袁但西方凭着手中的实力袁向世界大

肆推广其意识形态遥 以民主为核心的西方话语横行世

界一百余年袁特别是冷战结束之后甚嚣尘上遥 21世纪

初袁美国更是借着反恐战争和野民主推广冶野人道责任冶

的理由袁利用其军事霸权尧金融霸权尧科技霸权袁在全

世界推销它的野民主冶模式袁在埃及等国导演了野阿拉

伯之春冶袁在乌克兰等国家策动了野颜色革命冶遥 西方国

家仗着自己掌握了全球话语霸权的优势袁手握野民主冶

大棒袁随意设置议题袁左右舆论导向袁妖魔化别国遥 针

对中国袁西方先后炮制了野中国崩溃论冶野中国威胁论冶

野中国霸权论冶以及涉港涉疆人权问题等虚假指控袁不

断歪曲尧丑化尧诋毁中国国家形象遥 这套操作背后的理

论基础和核心假设就是中国是一个野不民主冶的国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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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武夷学院学报曳 圆园24年第 1期

一旦把某国定义为野专制冶国家袁那么一切攻击都具备

了野正义性冶和野合法性冶遥 这种攻击手段非常有效袁后

果十分可怕遥 这也是众多公知大 V尧亲西方学者名流尧

野定体问冶野恨国党冶 在中国网络上长期存在的深层原

因遥 一部分中国人受西方价值话语的蛊惑袁先入为主

地认为中国没有搞西方式竞争性选举袁就不是民主国

家袁因而一出问题就是体制问题袁改进方向就是采用

西方民主模式遥 每当中国出现重大问题袁如近年来的

中美贸易战尧新冠疫情袁以及一系列重大舆情事件袁这

种观念和不自信的心态都会暴露出来袁产生巨大的社

会内耗和不安定风险遥

为了将民主概念野武器化冶袁西方使用新闻尧学术尧

教育尧文艺尧NGO等手段袁全方位尧多层次地进行意识

形态扩张遥 一旦缺乏清醒认识和警惕性袁就很容易掉

进西方设置的话语陷阱遥 以好莱坞电影为例袁当学生

陶醉于精良的制作尧震撼的场面尧劲爆的情节袁往往不

自觉地相信电影中西方国家正义尧 自由之师的形象袁

相信电影中西方政府民主公正的作风遥 回到现实中袁

在西方话语霸权设定的野民主要专制冶二元对立的框

架下袁学生对照野西方的民主模式冶袁就会觉得我国的

政治生活就是不民主袁就是专制袁表现在行为上就是

对行使公民政治权利和义务的冷漠袁甚至演化为野键

政侠冶袁在网络上肆意攻击中国制度遥

渊三冤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式微

在美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野你可以一时欺骗所有

人袁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袁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

人遥 冶这句话用来形容西方话语霸权的式微是再恰当

不过的了遥 野颜色革命冶 褪色得越来越快袁野阿拉伯之

春冶变成了野阿拉伯之冬冶遥 [8]美国企图在阿富汗尧利比

亚等国家打造野民主样本冶袁结果严重水土不服遥 2021

年 9月袁美国从阿富汗狼狈撤军袁新冠疫情的野躺平政

策冶让死亡人数不断刷新记录袁这些都让全世界见证

了西方价值观的虚伪性遥 2021年 12月袁 美国举办的

野民主峰会冶的破产袁或许就是一个转折点袁让更多的

国家和人民去揭开野美式民主冶的遮羞布遥 据达利亚研

究咨询公司一项关于野民主赤字冶的全球民调数据显

示袁57%的受访者认为曾经是民主样本的美国袁 现在

已经不是了曰更有 72%的美国受访者认为袁现在美国

民主已经不再是其他国家的榜样了遥

这也让我国人民袁尤其是大学生群体可以更好地

看清楚西方话语霸权的虚伪和霸道遥 原外交部乐玉成

副部长在谈及民主问题时袁曾经这么说院野民主制度不

能是耶飞来峰爷袁民主建设不需要耶教师爷爷冶遥 [9]回顾中

国近代以来探索民主的历程袁我们就曾因为照搬西方

的外来模式袁吃了不少苦头遥 如果像西方一样袁只注重

程序上的民主袁而不去考虑民主的结果袁那必是一场

本末倒置的悲剧遥 2021年底袁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发表叶中国的民主曳白皮书[10]袁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发表

关于民主政治建设的政府文告袁如同一堂精彩的思政

课让所有人了解到中国式民主是管用的民主尧真正的

民主遥

当今袁 虽然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已经开始走衰袁但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院野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袁不会

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冶遥 西方民主话语霸权为了隐匿

其捉襟见肘的困境袁仍会不断地对野民主冶等西方话语

体系核心概念进行再包装袁试图用野新壶装老酒冶的方

式延续并扩展其话语霸权遥 尤其是近些年来袁西方推

出了许多所谓的野排行榜冶和野民调冶袁在评价标准中掺

杂进政治性尧意识形态性指标袁肆意操纵对他国治理

模式和价值观念的评价遥 在网络空间中袁西方也大量

培植野意见领袖冶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战的急先锋袁同

时利用 野网络水军冶野社交媒体矩阵冶野大数据画像冶等

技术手段煽动裹胁年轻网民袁继续炒作新一轮的野中

国威胁论冶袁针对一些偶发性社会热点事件袁在中国网

络空间中制造意见撕裂和消极思潮遥 因此袁在此关键

时刻袁主动出击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袁开展破旧立

新的民主价值观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袁正逢其时遥

三尧思政课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策略

渊一冤野破冶要要要认清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陷阱和

危害

西方民主话语一直以来的逻辑就是野一人一票即

民主袁民主即西方袁西方即文明冶袁并且把自身的话语

体系设立为唯一的尧正确的尧有普遍适应性的真理遥 这

就是西方民主话语霸权的陷阱袁诱使许多思想尚未成

熟的大学生掉入其话语逻辑和框架中袁进而被其牵着

鼻子走遥 正如美国中情局的叶对华十条诫令曳第六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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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的院野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遥 一有机会袁不

管是大型小型袁有形无形袁都要抓紧发动民主运动遥 无

论在什么场合袁什么情况下袁我们都要不断对他们(政

府)要求民主和人权遥只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地说同

样的话袁 他们的人民就一定会相信我们所说的是真

理遥 我们抓住一个人是一个人袁我们占住一个地盘是

一个地盘遥 冶[11]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是真理袁西方民主话

语霸权一方面标榜西方模式是民主的灯塔和范本袁一

方面又诟病其他国家政权的专制和独裁遥 如果任由这

种话语霸权肆虐袁 不仅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会扭曲袁

甚至会威胁到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遥

在高职院校的思政课中袁首当其冲就是引导学生

从西方的话语框定中解脱出来遥 第一袁教师要带领学

生追本溯源袁系统地讲解民主的发展与异化遥 摆事实尧

举例子袁讲清楚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把野西方民主模式冶

当作区分野民主国家冶与野专制国家冶的标准袁让学生明

白这种非黑即白的尧 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是不合理

的袁否定了其他国家民主发展的多样性袁尤其是不承

认中国民主模式的袁甚至是否认尧抹黑中国社会发展

道路的遥 第二袁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对比西方的程序民

主袁并进一步去探求论证实质民主袁让西方民主话语

体系处于一种失语的状态要要要说话没人听尧说话没人

信遥 第三袁除了单向的专题式讲授袁教师还应该以学生

为主体袁在课堂上定期组织学生开展野世界观察冶的活

动袁聚焦西方民主的现状袁分享看法遥 还可以结合世界

上发生的时政热点袁组织学生深入探讨西方袁特别是

美国存在的贫富分化尧大城市贫民窟尧社会固化尧种族

主义尧暴力犯罪尧枪支泛滥尧警察暴力尧私营监狱尧司法

腐败尧权钱交易合法化尧立法游说尧资本控制政治尧军

队和军工集团干政尧律师治国尧讼棍横行尧选举乱象尧

经济衰退尧基础设施衰败尧人均寿命下降尧疫情控制不

力尧医药集团操纵科研和媒体尧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尧药

物成瘾泛滥尧大企业垄断尧压制消费者权利尧官商勾结

大规模侵犯公民隐私等方面的弊端袁帮助学生认识到

形式上的所谓野竞争性选举冶解决不了任何社会问题袁

无法保障人民的权利和福祉遥

渊二冤野立冶要要要构建自身话语体系

民主价值观的建构和培育需要一整套完整的话

语体系袁因此高职院校思政课在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

权的同时袁还要构建自身话语体系袁用中国的话语体

系展示和塑造出一个真实客观的中国形象遥 第一袁加

强大学生民主价值观的理论教育遥 带领学生深入研究

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遥 破除

宣讲式的单线灌输袁培养大学生对国家民主发展的历

史和实质的认同遥 从源头上来说袁中国历来支持制度

多样论和制度本土论要要要即不存在适用于世界每个

国家的制度模式袁或者说民主模式遥 基于每个国家的

历史不同尧国情不同袁我们主张不要照搬他国的民主

模式袁而是探寻自身的民主发展之路袁要树立对自身

的文化自信尧制度自信遥 第二袁注重大学生民主价值观

的实践教育遥 在大学生民主观的教育中袁只有理论教

育袁没有实践教育袁缺乏民主体验袁他们就很难深刻地

领悟民主的实质内涵遥 [12]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近距离接

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

践,克服野政治冷漠冶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学校尧班级的

民主管理袁在具体的民主实践中形成对中国民主制度

的正确认识袁切实践行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遥 第三袁发

挥新时代互联网传播的重要作用遥 网络是大学生民主

观形成的重要渠道袁针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在现代社

会传播的野新马甲冶袁可以利用新时代网络社会的传播

特点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遥 思政课同样可以在

互联网平台袁制作社会主义民主价值观的素材袁通过基

于点赞等互动指标的推荐算法快速传播袁 让我们建构

的自身话语体系野外溢冶到网络空间和大学生群体当中遥

四尧结语

随着中国崛起袁西方备受挑战袁其民主话语霸权

正日益捉襟见肘遥 当话语垄断出现了裂缝袁当话语体

系出现了真空地带袁 正是中国话语体系崛起的机遇袁

也是思政教育获得大发展的机遇遥 高职院校思政课担

负着塑造未来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价值观的重要任

务袁要切实发挥自身作用袁应对西方民主话语霸权袁建

构中国话语袁引导大学生建立起对于中国道路尧理论尧

制度尧文化优势的认知和认同袁筑牢野四个自信冶袁建立

起健康尧积极尧自信尧理性的价值观和人格袁走好未来

的人生之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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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Strategi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Cope with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Democratic Discourse

HAN Qinwen1, FAN Yongpeng2

(1. School of Marxism, Li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Quanzhou, Fujian 362000;

2.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For a long time, western democratic values have influenced the discourse of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have a strong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political behavior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situation,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鄄

cance and application value to study how to carry out democratic values educa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is study believes that in the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e should break and stand together, deconstruct the

hegemony of western democratic discourse, build our own democratic discourse system, and further emphasize "democracy" deeply, thor鄄

oughly and vividly, so as to cultivate the democratic values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values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estern discourse; demo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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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野三全育人冶理念精准融入高职院校辅

导员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刻涵义

渊一冤野全员育人冶 有助于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发展提升

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不仅强调学校的

作用袁更应该倡导全员育人遥 家长尧教师尧社会和学生

都是参与这项思想工程建设的施工人员袁任何一方都

在高职院校的育人过程中承担不同的责任袁 缺一不

可袁尤其是高职院校辅导员在高职院校的育人过程中

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遥作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骨

干力量袁辅导员工作能力的提升不仅可为国家发展和

社会建设培养人才袁还有利于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的实

现袁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尧树立正确价值观遥

渊二冤野全过程育人冶有助于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发展提升

全过程育人是指应将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在思想

政治教育方面的工作贯穿于高校教育教学和学生成

长成才的全过程袁形成了全领域尧长时段尧持续性的育

人机制[1]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袁

野为谁培养人尧培养什么人尧怎样培养人冶始终是教育

的根本问题[2]遥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袁

需要高职院校培养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袁为社会建设

和国家发展服务遥 作为高职院校辅导员袁担负着培养

政治觉悟高尧职业素养好尧技术能力强的高职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任遥 因此袁要想实现提升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质量的目标袁需要辅导员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水平袁提高服务社会的能力和水平遥

渊三冤野全方位育人冶有助于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

政治教育工作发展提升

全方位育人是指以育人为核心目标袁从多个维度

包括校内和校外尧课内和课外尧线上和线下等方面进

行育人工作遥 充分利用各种教育载体和发挥课堂教育

功能袁构筑多维并进尧互补互动尧综合融通的格局遥 同

时强化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作

用遥 当前袁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

革期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袁要求高职院校

辅导员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新的形势和特点遥 高职院

校辅导员与学生的长期相处袁不仅可以成为学生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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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益友袁还能够直接倾听学生的心声袁理解学生的关

切袁更能深刻了解学生的实际困难和把握学生的思想

动态遥 因此袁野全方位育人冶有助于高职院校辅导员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发展的提升遥

二尧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现状

渊一冤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成就

在高职院校中辅导员是班级的组织者尧实施者和

指导者袁 是学校开展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袁

是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直接执行者和贯彻者遥 全国各

高职院校积极制定辅导员队伍发展计划袁招聘专业人

才从事辅导员工作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可靠的辅导员

队伍袁各高职院校的辅导员们长期战斗在一线袁在维

护学校稳定袁处理处置群体事件尧突发事件发挥了必

不可少的作用遥 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袁

高职院校辅导员在学校建设尧学生成才中的重要性日

益凸显遥 高职院校辅导员能够结合高职学生特点袁依

照学生发展需求袁遵循教育规律袁有针对性地开展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袁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和

感染力遥

渊二冤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存在的

问题

1.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表面化

高校应确保辅导员工作有条件尧 干事有平台尧待

遇有保障尧发展有空间袁有计划地培养和提升辅导员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袁但是部分高职院校对此重视

程度不够遥 一方面袁许多高职院校的辅导员存在认知

误差袁缺乏对自身岗位的认同感遥 他们更加注重校内

管理工作袁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遥 在开

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袁往往只是走形式袁通过会议等

方式进行简单宣传袁没有真正展现出辅导员对学生思

想政治教育的关注和重视遥 另一方面袁一些高职院校

重规矩养成尧轻思想教育袁认为高职学生只需遵守校

规校纪袁对思想政治素质的提升要求不多遥 辅导员的

职业定位偏于行政管理袁主要工作职责是保证学生安

全袁日常工作主要忙于数据统计尧上传下达等行政事

务袁导致高职院校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力逐渐弱

化袁无法花更多精力在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遥

2.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单一化

目前袁我国发展进入新时代袁世界进入新的动荡

变革期遥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环境袁思想政治教

育内容也随之不断更新袁 工作方式方法不断丰富袁无

形中对高职院校辅导员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遥 然而袁

某些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教

育模式单一尧缺乏创新性遥 一方面袁思想政治教育确实

是一项长期性且复杂性的系统工作袁这对高职院校辅

导员个人政治素养要求极高袁但是很多高职院校辅导

员来源多样袁他们经历和专业背景不同袁在知识储备尧

思想观念尧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袁从而影响

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和辅导员个人能力

的提升遥 另一方面袁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未能完全适应学生需求遥 当代高职学生思维活跃尧

信息获取便捷袁对很多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和见解遥 当

遇到共性问题时袁 辅导员往往利用班会强行灌输袁未

能结合实际曰当碰到个性问题时袁只是简单依据校规

校纪批评处罚袁不能解决实际思想困惑袁不能根据学

生的个性以及家庭教育背景条件进行进一步的思想

政治教育袁也使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厌恶感和抵

触心理袁影响学生对思想政治内容学习效果遥

三尧野三全育人冶视角下高职院校辅导员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提升的路径

高职院校要野因事而化尧因时而进尧因势而新冶构

建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体系袁 打造一支专业

化尧职业化的辅导员队伍遥 高职院校辅导员应顺应时

代发展袁探索高职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规律袁坚持以

学生为中心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遥 高职

院校需要将野三全育人冶的理念贯穿于指导思想和实

践原则当中袁强化辅导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袁使全

员育人尧全过程育人尧全方位育人三者之间相互关联尧

紧密相连袁互相渗透尧相互促进[3]遥

渊一冤全员参与袁营造育人好氛围

1.做好野高校要学生冶的引路人

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对象是高

职学生袁高职学生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呈现出个性化和

差异化的特点袁因此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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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能力的提升应该体现在能够给高职学生提供有态

度尧有温度尧有深度且高质尧高效的教育服务遥 这就要

求高职院校辅导员袁确立学生主体地位袁进行角色转

换遥 始终围绕学生尧关心学生尧关爱学生袁根据不同学

生的性格特点袁因地制宜地用学生能接受的方式方法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遥 日常工作中袁要改变思维定

式袁树立服务意识袁提供人文关怀袁了解学生所需袁回

应学生关切袁及时掌握学生思想状况尧情绪变化尧行为

异常等状况袁从传统的单项输出袁转变为双向交流袁让

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质见效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遥

其次袁应根据实际情况袁尊重学生个性发展袁创新

高职学生综合考核机制遥 目前辅导员在日常工作中对

于学生的评价普遍过于简单袁 主要着重学习成绩尧参

加活动频次等内容袁缺乏创新遥 部分高职学生没有良

好的学习习惯袁在大学期间迷茫困惑袁因此袁辅导员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应着力于对学生思想认知尧 行为习

惯尧学习意识等方面的引导袁以学生为中心袁尊重学生

个性袁不唯结果论袁注重过程性评价袁将学生思想政治

素养尧日常表现尧动手能力尧技术技能水平等纳入考核

机制袁改变学生片面追求学习成绩的现状袁帮助学生

树立自信心袁让每个学生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袁为社

会和国家培养合格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遥

2.构建野家庭要学生冶的责任港

家庭是学生的责任港袁家庭是成功孩子的起点和

归宿袁父母是学生的首席监护人袁是孩子迈向成功的

导师和助推者袁家庭在学生教育中是至关重要的引领

者[4]遥鉴于家庭教育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袁辅导员首先

应该意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袁并且确立与家长之间

的合作模式袁在此基础上开展家校联合教育袁以学生

家长为主体袁家庭为载体全面认识和了解学生的成长

环境遥 高职院校辅导员可以在开学初期就着手建立家

庭教育档案袁除此之外袁还可通过建立与家长沟通交

流的 QQ群或微信群等袁及时与家长建立联系袁同时

注重学生在家庭教育中的磨炼撮合袁使之成为学生宝

贵的智慧来源遥 以此来使学校和家长在对学生的了解

上达成共识袁实现家校联合作用[5]遥

3.扩充野社会要学生冶的供能站

相较于高校资源来说袁 社会资源更加宽阔复杂遥

当前社会不仅为学生提供了丰硕的社会实践资源袁同

时也发挥着社会公众人物所应当有的正面榜样力量遥

各类公众人物袁上到国际巨星袁下到网络草根明星袁都

很可能是大学生所效仿的对象袁他们的做事态度以及

当众做出的任何行为都可能对学生有着一定的深远

影响遥 高职院校辅导员作为学生成长成才路上的人生

导师袁可以通过邀请知名校友或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

专家教授开展正能量的主题教育讲座的方式袁培养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尧人生观尧世界观袁用积极乐观的

心态面对生活和学习中的挫折和困难[6]遥

渊二冤全过程参与袁思政教育伴成长

高校应该以实际需求和问题为导向袁根据不同年

级尧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特点及规律袁有针对性地输

出教育理念袁制定合理的培养计划遥 在大一阶段袁应当

重点对大一学生进行新生入学尧人际交往和两性互动

等适应能力的发展培养曰在大二阶段袁学生们已经进

入了相对适应大学生活大环境的时期袁在这时就需要

重点对他们进行职业素养尧专业技能和时间管理等方

面能力的培养曰到了最后大三阶段袁学生则开始面临

着社会压力环境下的就业或者升本的人生抉择袁这时

可着重开展社会适应尧职业规划心理调适等方面的教

育[7]遥 高职院校也应成立相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

导小组袁构建一支野校要院要班级要宿舍冶四级网络覆

盖式的工作团队袁 形成较为完善和合理的工作体系遥

由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持续性尧长期性的工

作袁所以需要以学校为载体联结多方力量袁加强沟通袁

持续跟进袁稳步提升思政政治工作育人成效[8]遥

渊三冤全方位参与袁构建育人共同体

高职院校学生的性格特征尧生存环境和成长经历

各不相同袁因此没有适用于所有类型学生的思想政治

教育的统一模式遥 由此袁高校可以开展个性化和差异

化的活动袁帮助每个学生获得知识和能量袁提高个人

能力和素质遥

当前全球化尧市场化和网络化迅速发展袁高职院

校辅导员也应与时俱进袁勇于从有经验的辅导者转变

为积极开拓的先锋袁拓宽教育渠道袁将思想政治教育

嵌入课外实践活动袁各院系可结合自身院系专业特点

和特色袁以此开发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袁创新思想政治

教育方式袁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尧开展社会

实践袁例如与本地的青年志愿协会一同开展形式多样

吴 琼袁等院野三全育人冶视角下高职院校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能力提升路径探讨 91窑 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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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Improving Mechanis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野All-round Education冶

WU Qiong1, WU Zheng2

渊1.School of Business Management, Fujian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ingtan, Fujian 350400曰

2.School of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Fujian Polytechnic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ingtan, Fujian 350400冤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work ability of the

counselors directly affects the quality of the talent system training.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unselors' work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mbined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野all-round education冶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ork, discussed

the ways to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o as to further enhanc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ility of counselo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build a professional and professional counselor

team.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counsel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ll-round education

的志愿服务活动袁以此为契机袁为高职院校学生提供

到校外企事业单位参观尧调研尧实习的机会曰或者通过

创新网络直播育人方式袁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的线上育

人模式[9]遥

在野三全育人冶体系下袁高校辅导员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多重作用和身份袁不仅要全过程跟踪袁时时守护

学生的思想底线袁还要做好多层次育人的开拓者遥 高

校辅导员应重新定位自身角色袁不断充实和完善自身

的专业素质本领袁同时利用网络拓宽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的覆盖面袁充分发挥网络思政育人功能袁稳步提高

育人工作的时效袁开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局

面[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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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言

伴随着对高学历及高素质人才需求越来越迫切袁

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日益扩大袁研究生考试野内卷化冶

现象愈来愈严重袁 从研究生考试报名情况看袁2017年

考研人数突破 200万大关后袁 考研报名人数逐年攀

升袁根据教育部尧人社部官方数据袁2022年考研报名人

数达 457万袁与 2017年考研报名人数相比翻了一番袁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袁考研动机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提升

自身水平能力尧增加就业机会尧改变本科学校层次遥 面

对如此数量的研究生考试学生袁 提高学生考研成功

率袁成为很多高校人才培养的重点工作之一遥 为加强

考研指导工作袁对考研初试成绩的预测愈发重要袁既可

以预估学生的考研初试成绩袁 帮助学生为考研复试做

准备袁也为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量化指标参考遥

对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预测研究中袁黄炎以安徽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电子技术系 2008级尧2009级本科

学生三年考试成绩数据为样本, 通过对比 LIBSVM向

量机算法尧线性回归和决策树相结合的算法尧贝叶斯

算法袁得出在考研预测上线性回归和决策树相结合的

算法具有更高的准确率和稳定性[1]遥 王西平在 K最近

邻分类算法基础上袁利用传统和赋予特征属性不同权

重的两种 K最近邻分类算法袁 验证了加权 KNN算法

的作用[2]遥王纯杰等选取了某大学 14个学院应届毕业

生考研成绩的数据袁运用 Logistic回归和聚类分析袁总

结出影响考研成功率的因素[3]遥 郑宝乐等以本科学习

阶段的学生学习成绩为样本数据袁 通过支持向量机

渊SVM冤与线性判决分析降维渊LDA冤结合方式建立模

型袁提高预测精度[4]遥 李驰通过对 BP神经网络的初始

权值和阈值进行优化建立模型袁 克服了收敛速度慢尧

易产生局部最小等缺陷[5]遥李楠等建立 Logistic回归分

类算法模型袁通过模型的运算提高考研成绩变量之间

的关联性遥 通过对比实验分析得出该算法预测误差率

收稿日期院2022-12-25

基金项目院安徽省 2020年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名师工

作室项目渊sztsjh-2020-1-50冤曰野耶悦己兮爷网络思

政育人工作室冶项目渊sztsjh-2020-1-40冤曰安徽高

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渊SK2020JD03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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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6]遥张凯等面向高校所有理工科本科生袁提出一种

基于 SVM 的高校考研预测模型袁 以高考成绩和在校

原始成绩作为特征子集袁通过对比实验分析得出该模

型具有较高的适应能力和稳定性[7]遥

二尧考研成绩变量预测方法设计

渊一冤 历年考研初试成绩数据

从安徽建筑大学教务系统导出建筑与规划学院

建筑学尧城乡规划尧风景园林三个专业 2012-2021 届

毕业生成绩袁筛选有效字段属性袁去除与考研预测无

明显关联的字段属性袁得出考研学生本科阶段成绩属

性结果袁如表 1所示遥

表 1 考研学生本科阶段成绩属性表

Tab.1 Attributes of undergraduate grades of

students taking the exams

对 2012-2021届参与考研毕业生考研初试成绩

的政治尧英语尧专业课渊一冤尧专业课渊二冤四门课程成绩

数据进行汇总统计形成采集结果袁并作为考研初试成

绩变量预测的初始数据袁如表 2所示遥

表 2 学生考研初试成绩数据属性表

Tab.2 Data attributes of students' performance in the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for graduate school

渊二冤对初始数据进行预处理

对初始数据进行预处理袁可以降低学生在校成绩

数据中出现的缺失和低质的干扰袁得到更准确的考研

初试成绩变量预测结果遥 数据清洗尧数据变换和数据

规约是数据预处理主要的三个组成部分[8]遥 预处理过

程中袁 初始数据中出现离群点数据采取不处理的方

式袁缺失数据采取删除记录的方式袁异常数据采取数

据插补的方式进行处理遥

结合预测方法的设计需求袁 利用简单函数变换尧

数据标准化变换尧连续属性离散化处理等数据变换方

式对数据进行规范化操作[9]袁保证预测结果数据的标

准化袁定义 W 为初始成绩数据集袁实现对数据的标准

差标准化变换计算公式如下院

W '=
W-W軘

滓
渊1冤

其中 W忆是初始成绩的标准化处理结果袁W 和 滓

分别是初始属性值的均值和标准差遥 均值和标准差受

离群点的影响较大袁通过用初始数据集的中位数 M替

换 W 降低影响袁 并用平均绝对偏差取代初始属性值

的标准差 滓袁n代表的是初始数据集中数据的数量,得

出数据标准化变化处理的修正计算公式如下院

滓*=
1

n

n

i=1

移 W'-M 渊2冤

对初始数据集进行规约处理分别采用属性规约

和数值规约方式袁得出考研初试成绩初始数据遥

渊三冤设置考研初试成绩变量

以预处理得出的考研初试成绩初始数据为基础袁

通过数据特征提取结果袁 结合数据内容分析结果袁设

置考研成绩预测变量遥 本次预测方法中设置的考研成

绩变量分别为平均学分绩点尧专业课成绩尧课程设计

加权成绩尧四六级加权成绩袁平均学分绩点是一项重

要指标袁其变量的计算公式如下院

GPA =
f1g1+f2g2+噎+fn gi

移
n

i=1 fi

渊3冤

其中 GPA 为平均学分绩点袁fi和 gi分别为课程学

分和课程绩点袁gi的计算公式如下院

gi =
F

10-5
渊4冤

1 学号 Char咱20暂 5
平均学分
绩点

double

2 姓名 varchar咱20暂 6
专业课
成绩

double

3 班级 Char咱20暂 7
课程设计
成绩

double

4 排名 int 8
四六级
加权成绩

double

1 学号 Char咱20暂 5 政治 double

2 姓名 varchar咱20暂 6 英语 double

3 班级 Char咱20暂 7
专业课
渊一冤

double

4
初试总
分

double 8
专业课
渊二冤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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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为学生的考研初试成绩袁加权平均成绩是

学生每门考研初试成绩与其权值比例的乘积计算出

的平均成绩袁其计算公式如下院

WA =
F1 f1+F2 f2+噎+Fn fi

移
n

i=1 fi

渊5冤

其中 Fi为加权科目分数袁WA 为政治尧英语尧专业

课渊一冤尧专业课渊二冤四门课程的考研加权平均成绩遥

通过式渊5冤的计算得出的是政治尧英语四六级的加权

成绩计算结果遥 为提高数据的参考价值袁专业课成绩

通过学校教学系统调取数据袁计算专业课和课程设计

的平均值分别代替专业课渊一冤和专业课渊二冤的实际

成绩遥

渊四冤剖析考研初试成绩的影响因素

从影响考生报考决策与考研结果的因素分析袁可

分为学习状态尧学习能力尧家庭情况的个人因素曰教学

资源尧专业满意度尧课程成绩的成绩因素曰报考院校差

异尧学习氛围尧生源地的环境因素袁且个人因素尧成绩

因素尧环境因素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较为复杂遥 设

置的变量越多袁预测准确度越高袁数据采集尧数据清

洗尧模型建立等难度也会相应增加袁同时也会降低模

型的执行效率遥 本着增加模型的适用范围袁合理降低

复杂性袁本研究选择的安徽建筑大学校 2012-2021届

五年制建筑学专业尧城乡规划专业尧四年制风景园林

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在校成绩和考研初试成绩作为样

本数据袁通过对样本数据集的变量得出多个模型输出

结果袁考研成绩变量的预测结果最终选择概率值最高

的分类数据遥

三尧算法对比分析实验

在对比实验中袁采用李楠等[6]提出的 Logistic回归

分类算法和张凯等[7]提出的 SVM支持向量机算法以

及王西平[2]提出的 KNN算法袁作为此次实验的三种对

比方法袁寻找对应变化规律袁从而得出预测结果遥

渊一冤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

李楠等[6]提出的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模型的构

建是用于描述分类响应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遥

根据李楠等的观点袁研究将历史考研初试成绩尧学生

本科阶段历史成绩与考研初试成绩之间的变量关系遥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模型流程图如图 1所示袁 定义

模型中的响应变量为 Y袁并取值 0和 1两种结果遥

图 1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模型流程图

Fig.1 Logistic regression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model flowchart

渊二冤SVM支持向量机算法

张凯等[7]提出的 SVM支持向量机算法,根据 VC维

理论和结构风险最小化原理尧解决非线性尧小样本尧高

纬度和局部最小点等问题遥根据张凯等的观点袁选择内

积核作为考研初试成绩预测模型的核函数袁 并采用网

络搜索算法对基于內积核的 SVM模型超参数寻优遥

渊三冤传统 KNN算法

王西平 [2]提出的 KNN 算法分为三部分院特征提

取袁搜索最近邻居袁产生预测结果遥 根据王西平的观

点袁选取专业课平均成绩尧英语成绩尧实践课程成绩尧

学历作用值大小四个维度作为硕士研究生初试成绩

预测研究中是主要影响因素遥 并对样本特征进行权重

分析袁运用加权的方法改进传统 KNN算法袁提高预测

的准确性遥

分别将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尧SVM支持向量机

算法尧 传统 KNN算法三种预测方法导入到相同的实

验环境中袁并利用相同的建筑学尧城乡规划尧风景园林

三个专业 2012-2021届毕业生样本数据集作为初始

样本数据袁十届毕业生中筛选确定的研究对象共 2022

人袁 保证三种预测方法实时调用的是同一样本数据袁

进行训练建模袁通过对比实验袁设置考研初试成绩变

量的实际预测数据遥

四尧预测结果对比分析

根据安徽建筑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建筑学尧城乡

规划尧风景园林三个专业 2012-2021届毕业生样本数

据集作为初始样本数据袁三种预测方法考研初试成绩

预测对比结果如表 3所示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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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可以看出袁在同样的样本数据中袁运用李

楠等[6]提出的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袁得出的平均预测

误差约为 0.524袁运用张凯等 [7]提出的 SVM支持向量

机算法袁得出的平均预测误差约为 0.600袁运用王西平[2]

提出的 KNN算法袁 得出的平均预测误差约为 0.660袁

从平均预测误差看袁Logistic 回归分类算法的预测方

法准确性更适合遥 建筑学尧城乡规划尧风景园林三个专

业均为设计类专业袁参加其研究生考试的学生不参加

传统科目高数的考试袁替代高数的是要求手绘表达能

力较强的科目专业课渊二冤袁需要从考研学生本科阶段

历史成绩数据筛选出课程设计类成绩作为参考遥

根据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袁 综合所有对考研初

试成绩影响因素袁 去除与研究无明显关联的字段属

性袁得出对应的变量遥 根据对考研初试成绩影响由大

到小排序为专业课成绩尧课程设计成绩尧平均学分绩

点尧四六级加权成绩遥 专业课成绩与考研初试专业课

渊一冤尧课程设计成绩与考研初试专业课渊二冤有直接效

应关系袁平均学分绩点与考研初试四门课成绩既有直

接效应又有间接效应袁四六级加权成绩对考研初试英

语成绩有间接关系遥 同时发现课程设计成绩三种预测

方法的预测误差较高袁经过分析袁专业课成绩与课程

设计成绩高度相关袁两个变量同时进入模型会产生干

扰遥 提醒我们在研究问题中袁需要将定量分析与定性

分析相结合袁才能得出相对准确的结论遥

五尧结语

伴随着就业形势严峻袁硕士研究生考试人数也年

年递增袁野内卷化冶现象极其严重袁考研难度只增不减遥

研究生考试包含复习尧备考尧报名尧初试尧复试尧调剂尧

录取等一系列程序袁而考研初试成绩是决定本科毕业

生能否取得硕士研究生学位的第一道门槛[10]袁考研初

试成绩变量的预测可以帮助考生树立信心尧 调整战

略尧帮助决策袁从而达到提高通过研究生考试成功率

的目的遥通过对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尧SVM支持向量

机算法尧KNN算法三种算法的对比实验袁 从实验结果

看袁 针对考研科目没有高数科目的建筑设计类专业袁

Logistic回归分类算法对考研初试成绩变量预测的准

确度最高遥 对参加考研的同学建议院提升专业素养袁专

业课成绩尧课程设计成绩对考研成绩影响最大袁要特

别注重加强学习遥 注重公共课程袁政治和英语则是要

注意学习态度袁态度好坏直接影响考研初试的这两门

最终成绩遥 稳定备考心态袁心态决定学习效果袁考研是

个漫长又乏味的过程袁明确目标尧把握节奏尧养成习

惯尧相信自己袁坚持下去遥

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尧发展科技尧服务社会的重

要职责和使命袁硕士研究生升学率是衡量人才培养质

量的重要指标[11]袁而考研工作是一项关乎养成教育的

复杂系统工程袁 需要不断加强考研指导方法研究袁总

结完善考研指导体系[12]袁为提升高校数据化学生管理

工作水平的智能化和科学化做出一定的贡献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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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心理学课程是教师资格考试的重要内容袁根

据 2013年 8月出台的 叶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办

法曳申请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学生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

渊国考冤袁并从 2015年全面正式实施[1]遥 改革后的教师

资格考试强调对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教育教学实

践能力的考查[2]袁并且将不再有师范生和非师范生的

区别袁打破了师范专业的学生毕业可以直接申请教师

资格证的现状遥 以往对于野普通心理学冶的教学几乎统

一采用了传统的教学模式袁即教师通过课堂讲授法解

释和传递教材内容袁 学生认真倾听教师讲授的内容袁

并结合自己对教材内容的阅读与理解来学习袁通过卷

面测试来完成教学的评价[3]遥 因此野普通心理学冶教学

中运用传统教学方法经常会出现教学与教资考试要

求衔接不紧密尧教学中重理论轻实践尧教学方法单一尧

评价标准单一等问题[4]遥 近年来也有学者对心理学课

程进行了一些改革袁有学者研究了人本主义理论对学

前心理学课程改革的启示[5]袁还有学者通过分析教育

心理学改革的现状提出课程改革的理论路径[6]袁但集

中在学前教育和心理学专业袁很少见到师范专业野普

通心理学冶的教学改革实践研究遥 因此基于以上野普通

心理学冶的教学改革背景和现状分析袁在教资国考背

景下袁对师范专业野普通心理学冶进行线上+线下混合

式模式教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遥

一尧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渊一冤 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理念及特征

人本主义主张以学生为中心袁使学生能结合自己

的需要尧兴趣等进行有意义学习袁从而达到自我潜能

的实现遥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生是在情境中进行

协作学习袁主动对知识进行建构袁认为知识是一种解

释和假设袁知识不是固定不变的遥 随着多媒体和网络

时代的迅猛发展袁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与

教学理论被广泛应用袁而混合式教学模式正是以人本

主义和建构主义为基础开展的教学模式遥

混合式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袁多种教学理论

为指导袁 将教学环节以及教学策略各方面进行混合袁

从而实现预定教学目标的一种教学框架[7]遥 本次普通

心理学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通过建设网络教学资源

库袁搭建超星学习通平台袁结合教师资格证考试大纲袁

运用课前演讲尧随堂实验尧小组讨论尧案例分析等教法

剖析野普通心理学冶知识重难点袁同时采用多维平台和

多元评价方式袁真正实现学生自主学习袁协作学习袁使

学生建构自身的知识体系袁提高学生心理学实践能力

和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率遥 具体来说普通心理学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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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教学模式的特征如下院

1.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基于教资国考背景开展

教资国考背景下开展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袁首

先结合教资考试大纲对教材内容进行重构袁把教资考

试大纲中的重点内容结合学生平时学习的难点问题袁

选择教学内容进行微课录制尧搜集资料等建设网络教

学资源库袁同时为了顺应当前对教资知识实践能力的

应用袁 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实验法和案例分析法袁强

化学生运用心理学知识的能力袁让学生学会在不同情

境中运用心理学知识袁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心

理学实践能力袁解决教学与教师资格考试衔接不紧密

和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遥

2.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是教学要素的全面融合

在本次混合式教学实践中袁 混合的不仅仅是技

术尧形式或理念袁还包括教学设计尧教学方法等袁是教

学在各方面的融合遥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尧教学条

件尧教学内容尧教学对象等各方面的情况进行教学策

略的灵活调整袁将讲授尧案例分析尧实验尧学习共同体

等学习策略根据学生的具体学习情况袁进行交叉融合

式地运用袁 探索出以学生为中心最有效的学习方式袁

帮助学生在情境中主动建构知识遥

3.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运用多维平台和多元评

价方式进行学习评价

多维平台包括线上平台和线下平台袁课内平台和

课外平台的结合遥 线上平台包括超星学习通平台学生

签到情况尧课程资料学习情况尧学习共同体任务完成

情况尧互动讨论交流情况尧章节测试情况和往年真题

考试情况袁线下平台包括学生课堂参与度尧学习态度尧

问题解决能力尧自主学习能力等遥 多元评价方式包括

教师评价尧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袁过程性评价和总结

性评价相结合袁过程性评价包括学生互动讨论交流情

况尧学生课堂参与度尧学习态度尧问题解决能力尧自主

学习能力袁总结性评价包括章节测试情况尧章节框架

图的绘制情况袁往年真题测试情况等遥

渊二冤 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在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指导下袁从教

师资格国考背景出发袁通过访谈学生与心理学专职教

师袁结合查阅心理学教学改革相关文献袁了解目前心

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难点和痛点袁学生学习主要存在的

问题及目前心理学教学改革的现状遥 通过访谈和查阅

资料的结果确定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内容袁实践过程中

主要从教法尧学法尧评价方式尧网络教学资源库建设等

方面进行野普通心理学冶教学改革研究袁探究创新教

法尧学法尧评价方式尧研究建设网络教学资源库袁结合

现代化信息技术袁提高野普通心理学冶课堂教学效率和

学生学习主动性尧积极性袁提高教师资格证考试通过

率和运用心理学的实践能力渊见图 1冤遥

图 1 混合式教学模式的构建

Fig.1 Construction of mixe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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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施

渊一冤前期准备

1. 对心理学课程改革的文献进行计量学分析

以中国知网为搜索平台袁用主题词野心理学课程

改革冶对 2010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间的

文献进行检索分析袁 了解目前心理学课程改革的现

状袁研究发现目前心理学课程改革研究集中在师范类

专业的普通心理学课程袁并且单纯的理论阐述性文献

较多[8]遥 教师资格证国考普通心理学课程的改革实践

研究较为缺乏遥

2. 对师生进行访谈袁了解心理学教学的现状及相

应的建议

在实施混合式教学模式前袁编写访谈提纲袁对心

理学教师和学生进行访谈袁并对访谈的结果进行整理

和分析发现袁普通心理学教学中普遍存在重知识识记

轻实践运用尧教学以理论讲授法为主尧对学生的评价

主要以课堂表现和考试成绩为主等袁大部分老师和学

生提出了教学中要灵活采用多种方法袁多举例强化知

识的理解和运用等建议遥

3. 录制心理学教学微课

通过分析教资考试大纲的重要知识点及访谈得

到的心理学教学中学生学习的难点袁以胡雯等主编的

野心理学冶教材作为基础袁按照心理现象的结构分别分

成认知过程尧情感过程尧意志过程尧个性心理等部分录

制微课袁每个微课 5-8分钟袁主要针对教资考试大纲

的知识点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

集中讲解袁共录制 39个微课小视频遥

4. 建设网络资源库袁搭建超星学习通平台

根据研究需要建设以下网络资源库院根据学校课

程教学计划和教材内容袁撰写野普通心理学冶课程教学

大纲曰 在江西省教育厅网站下载教师资格考试大纲

渊小学冤曰课程开始前撰写野普通心理学冶教学周历表曰

运用 WPS思维导图功能绘制每个章节的课程框架曰

根据野普通心理学冶教材制作教学 PPT曰在教研网或者

其他网站上寻找教学相关视频曰在专业的教师资格备

考网站如 233网校搜集往年教师资格考试真题曰针对

野普通心理学冶教材内容和教资考试大纲命题渊主观和客

观题冤作为单元测试曰使用心云天地实验平台的野普通心

理学冶的实验素材渊感觉阈限实验尧双耳分听实验等冤遥

渊二冤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课堂实践过程

混合式教学模式具体的实践过程主要包括三个

阶段院课前渊线上+线下冤尧课中渊线下冤尧课后渊线上+线

下冤三部分袁由此形成完整的教学过程袁三个教学阶段

紧密联系袁相互影响渊见图 2冤袁下面以野注意的品质冶这

节课作为案例进行说明遥

图 2 混合式教学模式课堂实践流程

Fig. 2 Classroom practice process of mixed teach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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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前渊线上资源发布与学习冤

教师在超星学习通发布上课通知及学生的线上

学习任务袁 并说明本课教学计划目标与评分细则等遥

例如袁上课通知里面说明上课时按照学习共同体来布

置座位等课堂要求曰通过学习通平台任务点的功能设

置学生课前的线上学习任务袁具体包含本课的 PPT尧2

个 5分钟左右时长的意志品质微课尧案例野毛主席爱

读书冶尧回答讨论问题等遥 教学目标包含理解和掌握注

意稳定性尧注意范围尧注意转移尧注意分配的概念及引

发的条件渊知识目标冤曰学会运用影响注意品质的因素

提高注意稳定性尧扩大注意范围尧主动进行注意转移尧

强化注意分配能力渊技能目标冤曰深刻认识到注意这一

心理现象对个体活动的影响袁时刻重视和锻炼自己的

注意品质渊态度目标冤遥 评分细则包含线上渊40%冤和线

下渊60%冤两部分袁线上包含课后作业尧签到尧课程音视

频及 PPT尧学习共同体任务尧章节学习次数尧讨论尧考

试袁线下包含课前提问渊正确 1分/次尧错误-1分/次冤尧

课堂活动参与渊2分/次冤尧课堂听课状态渊合格 1分/次尧

不合格-1分/次冤遥 教师上传的线上资源总共包括院发

布注意品质的教学 PPT尧思考案例尧双耳分听实验计

划及参与实验报名通知尧注意品质的内容框架尧课后

测试尧注意品质的讨论题等遥

学生课前主要完成线下注意品质内容的教材学

习尧线上教师布置的任务点和制作好收音器等实验工

具遥 线上主要任务包含院 自学意志品质的教学 PPT

渊PPT中有重难点说明冤曰带着重难点的问题观看 2个

5分钟左右时长的意志品质微课曰阅读案例野毛主席爱

读书冶并思考问题院野毛主席一生特别爱读书袁他如何

能做到在繁华的马路旁尧昏暗的路灯下看书袁甚至躲

在厕所里看书钥 冶曰回答讨论问题院野你觉得可以从哪些

方面来评价一个人的注意力水平袁为什么钥 冶曰报名野双

耳分听实验冶 的同学在网络搜集 3分钟左右的故事袁

并通过练习熟练地讲述该故事遥

2. 课中渊线下课堂教学与互动冤

教师结合上节课所学的重点内容用 2 分钟左右

提问袁例如野上课时听到教室窗外的歌声属于哪一种

注意类型钥 冶等袁并请学生回答遥 运用野双耳分听冶实验

导入注意品质的内容院首先邀请已经在线上报名的两

组同学分别先后进行野双耳分听冶实验袁三人一组袁其

中一人左右耳同时听故事袁其他两人分别在前一人的

左右耳讲述自己已经准备好的故事袁故事结束后分别

复述自己左右耳听到的故事内容袁由此提问听故事的

两个同学双耳分听的时候感受如何钥 是如何分别对左

右耳的两个故事进行加工的钥 由此引出本课的内容遥

根据教师资格考试大纲对本课的重难点进行讲授袁讲

授过程中以学习共同体为单位袁以课前线上和线下预

习内容为基础袁分别让三个学习共同体同学分别针对

注意稳定性尧注意范围尧注意转移和注意分配的概念

及引发的条件进行充分讨论袁并在每个学习共同体中

选取一个同学作为代表发言袁阐述自己所在共同体讨

论的结果袁并提出自己在预习过程中出现的不理解的

问题袁例如学生提出了两个预习时的问题院野注意的转

移与注意的分散如何区分钥 冶和野注意起伏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钥 冶遥教师针对学生讨论的结果和预习存在的问

题袁进行回答补充和完善袁并总结本节课所学内容袁同

时布置学习共同体课后在学习通平台上的任务遥

学生回答教师有关上节课重点内容的提问袁并向

教师提出预习时遇到的问题遥 报名参与野双耳分听实

验冶的同学积极参与课堂实验袁并分享自己在实验中

的体会袁思考老师提出的问题袁深刻理解在双耳同时

听故事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分配的参与袁进入到本课

的学习遥 同时学生分别参与学习共同体讨论课堂内容

并发言袁分享学习共同体成员对课程内容的思考与学

习袁最后仔细聆听教师对本课的讲授和总结袁并做好

课堂笔记遥

3. 课后渊线上线下巩固提升冤

教师在线上与学生进行讨论互动袁并评价学生的

讨论内容曰上传并发布线上课后练习曰评价学生完成

的章节框架图遥 对本节课的教学进行课堂总结袁撰写

反思日记遥 最后记录好每节课学生的线上和线下各项

表现袁课程结束后根据设定好的评分细则计算学生的

课程得分遥

课后学生主要完成的任务有院学生针对自己整节

课内容的学习袁在讨论区发表自己的主题讨论曰每个

学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练习曰学生以学习共同体为

单位绘制章节框架图袁上传到学习通平台袁学生之间

进行自评和互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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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尧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模式的实践

效果

在实践研究阶段袁随机选取了 4个班级渊2个实验

班袁2个对比班冤进行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袁

其中实验班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袁对比班采

用传统的讲授教学模式袁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以

超星学习通作为线上平台袁 通过课前教师线上资源发

布袁 学生完成线下教材预习和线上教师布置的任务点

等袁课中教师与学生线下课堂或课外教与学的互动袁课

后教师线上师生互动并对学生线上与线下的学习表现

进行评价袁 学生完成教师布置的课后练习与学习共同

体任务袁有机结合两种教学组织形式袁形成的完整课程

教学过程袁促进学生循序渐进地进行深度学习遥

在对 4个班进行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结束前后袁

分别对实验班和对比班的学生进行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前后测试和教师资格证真题测试袁统计分析发现实

验班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升比对比班的自主学习

能力提升更多遥 同时发现无论是小学教育专业还是数

学教育专业袁其实验班的教师资格证真题测试成绩整

体上远远高于对比班的真题测试成绩袁并且通过差异

性检验发现均存在显著性差异渊p<0.001冤袁具体见表 1

和表 2遥

表 1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前后测对比

Tab.1 Comparison of students' self-directed learning ability

表 2 学生教师资格真题考试成绩对比

Tab.2 Comparison of students' teacher qualification test results

四尧结语

现代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线上教学提供了无限可

能袁 因此可以预见混合式教学是未来课程教学发展的

趋势袁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学模式逐渐会成为主流[9]遥

教资国考背景下师范专业野普通心理学冶混合式教学

模式的实践研究是在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的指导下袁将国家和社会对于未来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的要求融入到野普通心理学冶的教学中袁充分利用线上

丰富的教学资源和开放式的教学环境袁结合线下多样

化的教学手段和课堂组织形式袁同时在多维平台和多

元评价方式相结合的创新评价模式下对学生的心理

学课程学习进行评价袁最后通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测

试和教资国考真题测试验证了该教学模式的合理性

和科学性遥 但在实践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

问题袁例如有些心理学实验需要在实验室使用专门的

仪器进行袁但实际教学过程中很难满足条件袁导致学

生对该心理现象体验不深刻曰使用案例分析法进行教

学时对案例的选择还可以加入课程思政的元素袁多选

择一些红色故事尧传统文化等主题案例使学生在学习

心理学的同时提升思政素养遥 以上这些方面是未来在

野普通心理学冶 混合式教学模式实践过程中还需要完

善的地方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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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袁现代教育加速了自身改革的

步伐袁野互联网+教育冶 孕育而生遥 其中袁 以 MOOC

渊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中文音译为 野慕课冶冤为

代表的新型教育教学形态尤为突出袁因其不受时空限

制尧规模化尧开放化尧碎片化等特点袁近年来发展势头

十分迅猛遥 2015年 4月,教育部发布叶关于加强高等学

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曳渊下文为叶意

见曳冤给 MOOC在课程建设与服务发展上指明方向遥 [1]

2013-2019年袁中国 MOOC建设达到 12500 门袁学习

者超过 2 亿人次袁 其中 6500 万人次学习者获得

MOOC相应学分遥 [2]2019年发布的 叶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曳中指出要加快信息化尧数字化对教育的变革袁创

新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遥 [3]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教育摆在

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袁 不断深化教育领域改革工作袁

持续提升教育质量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历史性成就遥 [4]

MOOC不论是从载体上袁还是模式上袁都对以往教育

造成了重大影响甚至颠覆性的改变袁因此将MOOC发

展融入高校教学管理体系中具有现实意义袁同时也为提

升教育事业的社会影响力提供了创新之路遥

一尧MOOC背景下高校教学管理的影响

教学管理改革是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理念的改

革袁是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袁是高

校转型升级的前提保障袁是高校走向内涵式发展的关

键步骤遥 现行教学管理的诟病是习惯按照原有的经验

做法袁呈现出程式化尧机械化的运行模式袁缺乏改革和

创新的劲头遥 我们应当清醒地意识到袁教学管理改革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袁它是经过一系列的蜕变,由多方面

因素共同作用的遥

借助 MOOC的发展契机袁如何将其融入高校的教

学管理之中袁是此次教学管理改革的重点遥改革过程中

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的理念是基本动力袁 实施过程中

必须深化高校管理体制机制的改革遥 在MOOC的影响

下袁高校教学管理工作发生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转变遥

渊一冤教学目标管理从面对面授课向沉浸式教学

转变

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知识传播方式以教师讲授

为主袁对学习者开展面对面授课遥 而利用 MOOC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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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沉浸式教学袁学习过程不受时间尧空间的限制袁教师

充分利用 MOOC平台将视频尧音频尧图片尧文字资料等

资源整合成一个全面的综合学习环境袁 采用视频播

放尧教师讲解尧考试等形式袁让学习者通过观看这些资

料进行自主学习袁 在遇到不理解的地方可以通过

MOOC平台的交流功能向教师提出疑问尧 寻求讲解袁

或者学习伙伴间互帮互助袁确保学习者在能够及时尧准

确尧有效地解决问题的同时形成学习社会互动性袁这更

有利于强化学习者的学习能力和领会水平袁 进一步加

强和巩固对学习内容的理解袁从而完成学习能力提升遥

渊二冤教学过程管理从被动式接受向主动式学习

转变

以往的实地课堂授课模式由教师根据规定的教

学大纲袁按照既定的教学进度给学习者实地授课遥 教

师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袁教师在教室渊或课堂冤进行授

课袁课后进行答疑已成为长久以来普遍存在的教学模

式遥 MOOC学习则以学习者为中心袁学习者在网络平

台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尧时间和方式袁教师在线上或

线下帮助学习者答疑解惑袁过程中教师只是学习者的

辅导者遥 这种学习方式一方面维护了学习者的个性特

征袁拓展了自主学习的能力袁另一方面也教会他们正

确的学习观和生活观遥

渊三冤教学质量评价从结果性评价向全面性评价

转变

以往教学模式下袁教学质量评价是以学习者期中

和期末成绩为主的结果性评价袁 考核方式比较单一袁

缺乏一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遥 而 MOOC模式下袁教学

质量评价既包含教师对学习者学习内容的考核评价袁

又包含学习者自评及学习伙伴间互评袁从而实现了多

角度评学考核袁打破了以往野重结果轻过程冶的局限

性遥 MOOC教学模式下袁 教学质量评价更加科学尧全

面尧细化袁教学质量评价实现了从野重结果冶的评价向

野重过程冶的全面评价转变遥 [5]

二尧MOOC在高校教学管理改革中呈现的

问题

渊一冤以往教学管理理念带来阻力

一方面袁教师受固有教学习惯影响遥 在以往的课

堂中袁以教师为主体袁野面对面冶开展实地授课袁知识传

播方式以教师讲授为主袁教师原有的教学习惯能够熟

练驾驭在这种模式下授课遥 在 MOOC平台上袁学习者

成为学习的主体袁教师不再直接面对学习者袁而是由

学习者通过观看教师在平台上发布的视频课程来获

得知识袁 教师则转变成学习者自主获取知识的指导

者遥 MOOC教学方式最大优势是能够保证学习者不受

时空的限制自主安排学习袁教学进度上也能保证教学

任务基本完成袁教学质量上同时还兼顾考虑了学习者

整体学习和个体学习的差异遥 这种教学模式要求教师

必须打破固有教学习惯的桎梏袁 将教学重心迁移至研

究教学内容改进视频课程袁 以及在学习者碎片化学习

过程中总结其学习规律袁 帮助学习者最大限度地达到

预期学习成效遥

另一方面袁部分教学管理人员对现代化教学管理

方式的效果认识不到位遥 信息化技术发展到今天袁许

多高校已经实现了教学软件系统管理化袁绝大多数教

学管理人员都意识到信息技术的便利遥 但仍有部分资

历较深的管理人员袁因其在工作中拥有丰富的实践经

验袁教学管理成果丰硕袁容易犯下经验主义的错误袁对

新型管理方式带有抵触情绪袁 使得管理效果大打折

扣袁特别是能否实现 MOOC与日常教学管理活动无缝

对接仍是困扰教学管理人员的问题遥

MOOC对网络技术的系统支持尧兼容能力尧速度

水平袁对高校教师的备课水平尧教学能力尧资源投入袁

对学习者学习的主动程度尧参与程度袁对教学管理工

作的科学性尧开放性尧人文性等都较以往教学模式有

了更高的要求遥 因此袁作为教学管理工作者袁如何充分

发挥 MOOC自身优势袁 利用行之有效的教学管理手

段袁改变以往的野面对面冶式的教学模式袁实现以往课

堂教学到 MOOC模式的平稳过渡袁对高校的教学管理

提出了挑战遥

渊二冤教学管理制度不完善

一是 MOOC选课指导制度不完善遥 对于 MOOC

而言袁不管是高校尧教师还是学习者都还属于新鲜事

物遥 各高校明确的选课指导制度还未建立袁高校尧教师

都还在摸索当中遥 由于缺乏选课管理制度袁教学管理

人员也无法执行与监管袁使 MOOC选课流于形式遥 面

对多样化的 MOOC课程袁缺乏指导制度袁很多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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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迷茫袁并未思考哪些 MOOC课程对自己的发展有

利遥 有些高校虽然开设了 MOOC袁但是却完全依靠学

习者的兴趣袁甚至出现同类型的课程多次学习袁出现

野刷课冶野凑学分冶的现象袁对其整个知识体系的构建没

有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遥 所谓野无规矩不成方圆冶袁细

化 MOOC选课管理制度袁使学习者学习引导机制有章

可循势在必行遥

二是 MOOC教学评价制度还不完善遥 首先袁对于

学习者而言 MOOC主要依靠过程性评价来检查其学

习效果袁但部分课程评价可能会因时而变袁甚至有的

过程性评价由教师和学习伙伴共同参与袁带有主观性

无法真实有效反映学习结果遥 其次袁学习者在结果性

评价的考核过程中难以进行有效监控袁如果学习者有

准备地进行作弊袁远程监控存在的盲区就会影响结果

性评价的公正可信程度遥 最后袁对于 MOOC的课程质

量而言袁行业内还没有形成一个行之有效的教学质量

评定标准袁甚至有些课程视频因拍摄经费尧耗费大量

人力物力等原因袁 导致上线后就没有进一步更新袁对

其课程教学质量评价有待考究遥

三是 MOOC学籍认定机制还不完善遥一个完善的

机制袁必须拥有一整套完整尧科学尧行之有效尧公平公

正的程序和标准袁并且能够在长期的运转过程中得到

大多数参与者的认可,进而获得国家权威机构的认证袁

真正成为一套全国乃至世界同行认同的机制遥 目前袁

我国有少数初步建立了 MOOC认证机制的高校袁正在

探索制定符合自身情况的 MOOC认证标准袁但是大多

止步于学分换学分的境界袁 不能充分尧 准确地体现

MOOC与以往教学的区别与内在联系袁与高校内一般

的课程学分并没有区别袁 只初步实现了选课自由而

已遥而且袁这种高校自己认可的 MOOC学历证书袁并不

能在社会上尧市场上得到广泛认可袁甚至被部分企业尧

单位视为假文凭尧 假证书袁 更不要说作为考评依据遥

MOOC学分和转换制度的推广袁在当下社会仍然任重

道远遥 那么袁在这种环境下袁高校要实行教学管理改

革尧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率袁就必须注重 MOOC模

式下的教学管理革新袁提出一种能够得到广泛认可的

MOOC学籍管理机制遥

渊三冤教学管理创新能力不足

教学与科研一直以来是高校的两大职能袁二者在

本质上是相互统一尧相互促进的遥 光有科研没有教学袁

科研成果就无法转换为人才培养的资源和动力曰光有

教学没有科研袁总体教育水平就得不到提高遥 因此袁应

当将教学和科研摆在相同的位置来看袁给予同样的重

视和支持遥 然而袁在高校中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

管理导向袁根源在两个方面院

一方面袁过于重视高校的社会影响力遥 高校的社

会影响力越大袁越能获得重视袁如生源质量尧师资水

平尧科研经费尧社会关注度等遥 相较于教学水平的提

升袁高校在科研方面的水平提升能够更快尧更容易地

获得社会影响力袁 这也是被大众普遍认可的无形规

则遥 因此袁很多高校更加侧重于在科研方面投入人力尧

物力和财力袁导致不少高校教师也将精力和时间放在

科研上袁课堂授课积极性不高袁对提高教学水平缺乏

兴趣遥

另一方面袁高校考评体系的方向性影响遥 从我国

高校的教师管理体系的历史演进过程中袁有关部门对

高校考核评价时袁科研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重遥 有关部

门制定了许多以科研成果为主导的考核评价条例袁特

别是职称评定制度袁无形中成为引导教师倾向性的风

向标袁虽然教学工作也有相应的评测得分袁但是科研

方面的得分与科研课题拨款的吸引力明显大于前者袁

无形之中影响着高校领导和教师们将更多的资源投

入到科研中去袁不愿意花更多的精力去探索创新教学

管理方式遥 而以往模式成长起来的教师袁在成长过程

中更注重科研能力的锻炼袁 教师对其也能够驾轻就

熟遥 MOOC这种信息化教学模式对于教师而言是一种

新生事物袁那么就需要教师重新开始学习袁构建新的

指导框架袁将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袁相对于科研袁

收效甚微袁 同时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袁 导致教师对

MOOC这类信息化教学模式的主动性尧积极性不高遥

教师在课堂教学管理中袁总是希望能应用规范和

统一的程序来提高教学管理的效率袁从而提升教学质

量遥 教师除了有重科研轻教学的心态外袁对新事物容

易产生畏难情绪遥 随着时代的发展袁教师应用在课堂

上的教学管理手段越来越多元化袁教师需要与时俱进

创新教学管理的手段袁寻求最适合高校师生的教学管

理方式遥 高校教学管理者不要墨守成规袁要勇于突破尧

勇于创新遥 而在 MOOC的实践应用中袁教师的创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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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与动力不足袁造成 MOOC平台的使用不尽人意遥

三尧MOOC背景下的高校教学管理改革的

主要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院野当今世界袁科技进步日新月

异袁互联网尧云计算尧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

着人类的思维尧生产尧生活尧学习方式袁深刻展示了世

界发展的前景遥 冶 [6]信息技术的更新迭代袁使得高校在

线教育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袁 为了更好地融合

MOOC模式袁高校教学管理也将面临改革遥

(一)从理念上改革教学管理模式

教学管理理念是高校教学管理工作创新发展的

航标袁是确保教学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遥 作

为高校的管理层和决策制定者袁必须树立先进的管理

理念袁充分认识到 MOOC先进的教育模式与以往模式

之间的差异遥高校要引导 MOOC工作者渊包括教师尧学

习者尧管理人员尧运维人员等等冤树立先进的尧符合

MOOC模式的管理理念遥

一方面袁高校应当加强教学管理方面的信息化建

设袁确保 MOOC教学平台和内容紧密跟上当前乃至未

来的教育发展趋势袁 紧贴互联网技术和应用领域方

向遥 理念要先进袁不仅仅是高校校长要理解现代化教

育教学的理念袁而且在高校的中层管理干部中更要有

与时俱进的教学管理理念袁充分利用各种信息化工具

辅助教学遥 MOOC课程资源具有一定优势袁MOOC平

台在数据统计方面能够更加准确和高效袁在教学质量

监控上能够更加直观反馈教学遥

另一方面袁树立野以生为本冶的教学理念遥 学习者

在 MOOC的学习过程中时间空间不受限制袁可以利用

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充分学习袁遇到问题也能够随时随

地提出疑问袁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袁MOOC理想模式实

现了野以生为本冶的教育理念袁其特别强调人性化管

理袁满足学习者的实际需求袁也要求教学管理人员能

够及时做好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沟通协调袁让选课指

导尧在线答疑尧课后反馈等环节中的各个角色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遥 同时袁MOOC的到来对以往的教学模式

带来了冲击袁但是并不意味着 MOOC能够完全代替以

往的课堂教学袁且 MOOC本身在野面对面冶互动尧及时

解惑答疑方面也存在许多先天不足袁只能作为以往课

堂的补充遥 以往的课堂教学在创新思维尧创新能力尧批

判思维尧团队合作精神和意识尧人文素养等方面具有

MOOC不可相比的优势遥 高校的教学管理工作应当紧

跟 MOOC发展的大势袁积极探索将在线教学尧线上线

下混合学习等富有网络特色的教学模式融入到课堂

教学和培训中去遥

渊二冤从制度上改革 MOOC课程标准

高校要完善规范相关教学管理制度遥 众所周知袁

教学管理工作的正常运转必须以规范完善的制度为

保障遥 高校应当积极活用野制度冶这把尺袁明确 MOOC

建设的标准与渠道等袁以引导尧约束尧规范 MOOC平台

和相应的课程建设工作遥 比如袁教育部出台的叶意见曳

等政策文件袁就为 MOOC纳入高校教学管理提供了制

度上的支持袁各高校可以出台相应的符合自身条件的

MOOC建设与运行制度遥

一是重视在线课程的统筹管理遥 各级教育部门应

做好顶层设计成立专门的 MOOC管理组织和平台认

定机构,对在线课程的建设尧使用以及成绩认定等情况

实行统筹管理遥首先袁建设高校本土品牌 MOOC遥高校

在专门组织的领导下袁结合自身办学优势袁建设富有

本校特色的优质 MOOC遥 如商科型的高校可以建设财

经类的 MOOC课程,信息技术型的高校可以建设计算

机类实用性比较强的 MOOC课程袁外语型的高校可以

建设语言类的MOOC课程遥其次袁适当引进优质MOOC遥

专门的 MOOC管理机构袁应该引导各高校选择适合其

人才培养目标相吻合的优质 MOOC课程袁并对学习者

学习后考核结果实行统一的管理袁考核合格予以认定

等遥最后袁推进校企合作模式遥参照国外的教学管理的

经验袁 他们在建设 MOOC过程中借助企业的力量袁在

平台建设上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袁高校教师提供教学内

容共同完成 MOOC课程建设遥

二是创新学籍管理方式遥 我国高校现行的学籍管

理方式袁绝大多数是采用学分制遥 在 MOOC学籍管理

中提倡所谓的野学分银行冶,为了满足学习者学习发展

的需要袁以不同来源的学分认定尧换算并以统一的标

准来综合计量的一种新型学籍管理制度遥 从本质上来

说袁野学分银行冶 与真实银行的储蓄业务十分相似袁将

学分作为一般货币实施管理袁通过学分对不同类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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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课程进行量化描述遥 这种学籍管理模式非常直

观袁不仅让学习者能够突破学习时间尤其是全日制教

育制度的桎梏袁还能摒弃繁琐的审批程序袁轻松学习

不同专业的课程遥 在完成学习后袁野学分银行冶制度允

许学习者把通过各类渠道尧方式获得的学习成果以统

一的标准转换为学分袁实现学分认证标准的统一和学

分跨渠道积累的可能性遥 然而从欧美高校的经验中可

以看出在高校层面上想要真正能实现 野学分银行冶的

学籍管理模式袁首先需要教师尧学习者尧管理人员能够

无障碍地使用平台进行交流遥 其次在课程上有一个普

遍认可的课程质量标准遥因为在 MOOC平台上发布的

课程较多质量参不齐袁所以在野学分银行冶的认定中需

要制订一个能够被大家认可的标准袁用来对课程进行

监控袁以保证学习者学习到的课程质量袁避免学习者

在一定程度上浪费时间和精力遥 最后袁课程学习成效

得到一定范围内的高校认可遥 在课程教学质量得到肯

定的同时袁学习者学习后通过一定的途径袁比如课程

的考试袁成绩合格获得相应的学分袁这样使学习者将

学习成效与学分进行挂钩袁高校认可其中的学分并能

够跟校内课程学分同步计入学分银行中遥 MOOC平台

与野学分银行冶的紧密结合袁是终身学习理念发展的必

然需要遥

三是建立良好的教学质量评价形式遥 融入 MOOC

的高校教学管理通过学习者学习过程评价尧学习者学

习效果评价尧学习者学习满意度等形式建立了良好的

教学反馈遥 对学习者的学习过程评价袁MOOC教育模

式相比于线下教育模式其优势是可以更直观地跟踪

到学习者学习任务完成情况遥 教师通过后台数据监测

学情袁及时发现问题袁应用平台野通知冶功能及时提醒袁

野打回冶功能及时纠错袁野预警冶功能及时督促袁有效调

动了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遥 对学习者的学习效果评价

不仅可以依靠线下组织考试袁而且可以依靠线上的测

验和数据任务点观测等遥 通过 MOOC平台袁既可以实

现远程野一对一冶的辅导袁也可以实现讨论主题的野一

对多冶和野多对多冶的交流袁还能发动班集体的力量最

大程度地督促学习者参加到课程学习中来袁调动了学

习者学习参与度遥 同时袁对学习者学习满意度调查有

助教师教学反思袁从而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效

果遥 在以往课堂教师的教学反思可能因为 野时过境

迁冶袁 造成反思缺乏依据陷于闭门造车尧 无的放矢袁

MOOC教学则无论野教冶还是野学冶袁皆为野传道留声袁授

业留痕冶袁教师可以对上传平台的课程视频尧课件尧互

动问题进行反复斟酌袁对学习者评价尧意见和建议进

行梳理袁通过数据分析发现教学的短板袁从促进教学

的提升遥

渊三冤从机制上改革师资队伍建设

一方面袁改革教师职称评聘标准遥 凭借 MOOC发

展契机袁MOOC课程质量的好坏对提升高校社会影响

力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袁 让教师从多方面重视课程质

量袁改革现行的师资队伍建设机制袁从职称评审的风

向标着手袁提升教师的各方面能力袁建立教学与科研

相结合的评审机制袁为提升高校的内涵式发展打下牢

固基础遥 在明确教师自身岗位职责与义务的前提下袁

对那些把多数时间尧 精力用于钻研教学工作的教师袁

不强制要求其定期产出科研成果曰对擅长且将主要注

意力放在科研方面的教师袁 则要求其合理安排时间尧

精力反哺教学袁不至于偏科严重遥 借助 MOOC教学平

台积极提高个人的专业素养和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

教师袁高校可以鼓励其以教学管理者和专职任课讲师

的身份袁积极参与到 MOOC课程的建设中去遥 这种个

人特色鲜明尧 紧密结合实际的教师岗位工作考评机

制袁充分考虑了高校教师工作的间断性尧复杂性和创

造性袁给予其较大的自主空间遥 目前袁清华大学尧北京

大学尧浙江大学等多所国内高校已经开始了教师人事

制度的改革探索袁将教学岗位划分为教学岗尧科研岗尧

教学科研岗尧教学管理岗等等遥 [7]这种举措明确了教师

岗位区别袁有利于职称评价标准的规范化尧合理化袁有

利于教育资源的科学配置袁有利于鼓励教师提升教学

技能与质量袁有利于推进 MOOC教学改革遥

另一方面袁进一步增加信息化能力培养在教师素

质培养过程中的比重遥 要从思想观念上尧业务能力上尧

发展眼光上全面推动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的升级换代袁

营造教育数字化的良好高校氛围遥 通过培训使教师能

够有效地利用数字工具获取尧管理和评价教育数字信

息和资源袁能够及时地发现尧分析并解决教育教学问

题袁从而深入推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教

学改革创新袁不断提升高校教学的效率和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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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野推进教育数字化袁建设全

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尧学习型大国遥 冶[8]以 MOOC

为代表的新型教育教学形态袁打破了教育在物理区域

上的限制之窗袁 打通了未来教育行业发展的光明大

道袁高校教育教学的模式也在探索中逐步从线下教学

向线上教学及野线上+线下冶混合式至融合式转变袁为

高校教学管理创造了高效化尧现代化和数字化的管理

环境遥因此袁将 MOOC融入到高校的教学管理体系中袁

对高校内涵式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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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OOC

ZHOU Ting

渊School of Marxism, 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12冤

Abstract: The new form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presented by MOOC have emerged in 野Internet+education冶. The rapid develop鄄

ment of MOOC has imposed a series of effects on the previous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teaching objective

management has changed from face-to-face teaching to immersion teach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management has changed from passive

acceptance to active learning, and the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has changed from outcome evaluation to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problems of MOOC i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t ha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reform

of teaching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on how to reform the teaching management mode conceptually, reform the MOOC cur鄄

riculum standards systematically and reform the teaching staff construction mechan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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