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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中文中文中文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科学师资培育是科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目前在科学教育的领域中，尚缺乏合适的

理论可以对科学教学和师资培育所涉及错综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做整体而有系统的描

述、解释，或是对政策和实务提供有效的指导。本文旨在整理晚近学者对于科学师资培

育的一些理论观点，以供实务工作和未来研究之参考。首先，综述 当代科教学者对科

学教育目标、科学教学、评量和师资培育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是以近数十年来有关 学

生对科学学习的相关研究为基础，进而形成科学教育的目标和科学教学、评量、 师资

培育 的原理。其次，分别从师资培育的目的与功能、教师应具备的条件和教师学习教

学的历程等三方面，简要评述当代学者的理论观点。最后，在结语中指出以往科技理性、

专业技能导向的师资培育方式的限制，并建议对于科学师资培育的实务和研究，宜综合

各个不同的理论观点，针对不同的目标、情境、人员和其它资源，合理的加以考虑。至

于未来研究的方向，则宜继续加强理论和实务之间的连结，例如，如何让教师们更能够

了解和科学教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而能在教学情境中善加运用；以及如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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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教学实务，引出更有利教学成效的研究问题，并导致教师教学

实务理论的建立。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 科学教育、科学师资培育、教师专业素质、教师学习教学 

 

前言前言前言前言  

面临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和科技信息社会的来临，近一、二十年来许多先进国家都在中

小学的学校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方面，持续规划与推动一些重大革新措施。以美国为

例，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96)出版国家科学教育标准之后，对于科学课程、教

学、评量乃至于师资培育方面，陆续展开一系列的研究与改进措施。针对科学师资培育，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2000) 在一份有关培育新世纪科学、数学和科技教师的研究报

告中，综合回顾相关文献并参酌时局变化和国家需求，对于科学、数学和科技师资培育，

提出下列六项指导原则： 

1. 改进师资培育和科学、数学和科技的教学应优先列为国家头等大事。  

2. 科学、数学和科技的师资培育必须成为一个长期职业生涯的过程。教

师智力的成长以及知识和技能的提升，是高质量教师专业发展计划所

应该达成，而且也是所有教师职业生涯中最基本的特征。  

3. 通过对教师的期望以及奖励和激励方式的改变，教学的专业在地位和

声誉上应该被提升到和其它专业相同的水平。  

4. 从个别和集体的层面，二年制及四年制的高等学校，必须对师资培育

的改进担负更大的责任。  

5. 为了面对这些议题，中小学和大学中的教职员、行政人员，决策者，

父母和私营机构，彼此之间集体而整合的努力，是极为必要的。  

6. 更多的科学家、数学家和工程师必须有足够的信息，以便积极参与在

地方和国家层级上，为当前和未来的教师提供适当的学科内容知识和

教学方法上所做的努力。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和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共同组成的一个委员

会，在 2009年六月间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名为 The Opportunity Equation: Transforming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for Citizenship and the Global Economy (Carnegie 

Corporation of New York and 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2009)。在该报告书中强烈主张

为了使美国人民能应付未来的需求，教育体系必须要大幅改变，例如，把中小学的教育

目标提升到所有学生皆有进入大学就读或顺利就业的能力、以数理教育为核心推动中小

学教育革新来培养学生 21 世纪的素养、强调重要核心数理概念重新订定课程标准。  

有关上述报告书中的一些建议，其实在先前即已积极规划或进行，例如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7) 的研究报告对于中小学自然学科教学的革新，有详细的讨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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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NSTA与 Partnership for 21st Century Skills于 2009年六月底发表对于在科学课程

中 如 何 融 入 21 世 纪 的 技 能 的 蓝 图

(http://science.nsta.org/nstaexpress/nstaexpress_2009_06_29.htm#1)。另外，NSTA 在 2009

年 八 月 初 也报 导欧 巴 马 政 府推 名为 Race to the Top 的 一 项 新的 计 划

(http://science.nsta.org/nstaexpress/nstaexpress_2009_08_03_legupdate.htm)，预计投入美金

43亿用以鼓励及奖赏各州针对下列四个“保证"的领域实施重大教育改革：标准和评量的

实施、提高教师的有效性和达成老师分布的公平性、提高数据的收集和使用、和支持必

须努力挣扎才能生存的学校。此项计划的经费补助是竞争性的，而且是以数理、科技和

工程等学科优先。  

以上以美国在科学教育和科学师资培育方面的新近的一些改革为例，可见科学师资培育

是科学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科学师资培育的问题不但涉及政策、理论、研究与实务

的层面，科学师资培育工作的进行与成效更受到组织、人员、制度、法令、经费、社会

需求等等诸多变量的影响。尤其是有关科学的教学，到底老师要教什么、怎么教、学生

怎么学、学习成果如何，以及老师如何学习教学、如何协助老师教得更好等等，这些问

题更是受到老师和学生的知识、能力、生活经验、动机、目的、态度、信念、情境等等

因素的影响。目前，在科学教育的领域中，尚缺乏一套完整的理论，可以对科学教学和

师资培育所涉及错综复杂的现象和问题，做整体而有系统的描述、解释，或是对政策和

实务提供处方性的指导。因此，要针对国情、社会需求和师生的特性等等因素，有系统

的探讨科学师资培育的重要议题，也就成为一项值得关切和回应的挑战。本文的旨趣之

所在，即是整理晚近学者对于科学师资培育的一些理论观点，以供实务工作和未来研究

之参考。 

科教学者对科学教育的理论观点科教学者对科学教育的理论观点科教学者对科学教育的理论观点科教学者对科学教育的理论观点 

近数十年来，科学教育的实务、研究和理论，深受科学史、科学哲学、认知心理学、教

育社会学、质的研究法、心理计量理论与技术以及网络信息科技的发展，而有长足的进

展。Bransford, Brown,与 Cocking编着的 How People Lear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这本专书中指出，有关学习的最新科学研究的特征之一，是强调经由理解而进行

学习 (learning with understanding)，也就是将焦点放在认知的过程。他们强调可以将人

视为目标导向的行为者(goal-directed agents)，自己会主动追求信息。学生进入正式教育

体系时，本身已经具备一些先前的知识、技能、信念和概念，学生注意环境的哪些方面，

如何组织和解读这些信息，都深受其影响。这也就影响他们记忆、推理、解决问题和求

取新知的能力(NRC, 2000)。该书也提及，近代学习理论的一项基本宗旨是，不同的学习

目标，需要不同的教学方法来配合；至于新的教育目标，则需要在学习机会上有所改变。

设计学习环境，则与在学习、转化和能力表现的过程中特别重要的一些议题有关。而这

些过程则深受学习环境是否以学生导向、知识导向、评量导向和社群导向的程度影响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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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环境：强调有效的教学是从学习者对学习情境所带

来的原有知识开始，这包括文化实践和信念，以及对于教材内容的知

识。  

2. 以知识为中心的环境：注重的是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需要容易提取和

加以适当运用的知识。  

3. 支持学习的评量：强调形成性的评量，提供机会让学生修正和改进他

们思考和理解的质量，以及评量必须和学习目标相互呼应。  

4. 以社群为中心的环境：强调学生在家、小区活动中心、和课外的俱乐

部的活动，都可对学生的学术成就产生重要的影响。 

以 “How People Learn”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0)这本书为基础，针对自然科学的

教与学，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5)特别指出下列三个原则： 

1. 学生对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运作有一些原先就有的体认、看法和构想，而他们是带着

这些来到教室的。教师在进行教学时，如果未能使用学生原先就知道的，则学生可能无

法掌握教师所教的新概念和信息，或是，学生可能为考试而学习，一旦在教室以外的情

境时，则又回到他们原有的想法。  

2. 学生探究能力的培养有赖：  

(1) 对于基本事实知识的充分了解。  

(2) 对于事实和想法的理解，是在一个概念架构的脉络中进行。  

(3) 以有利于撷取和应用的方式，来组织知识。  

3. 采用强调后设认知的教学方式，有助于帮助学生经由设定自己的学习目标而学会如何

控制自己的学习，并监测自己在达成目标上的进展。  

针对中小学科学教育的目标，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7)在 Taking Science to School: 

Learning and Teaching Science in Grades K-8的专书，指出以往的研究经常把精熟科学的

知能和表现(Proficiency in Science)视为由彼此独立的知识和能力组成，但其实理解科学

是多方面的。当今的研究显示，对某方面科学知能的获得，是与在其它方面的知能密切

相关(例如，一个人在熟悉的领域会有较好的推理能力)。因此，该书中强调当前中小学

比较宽广的科学学习目标，应包括下述彼此缠绕在一起的精熟科学的四股知能和表现：  

1. 知道、使用与诠释对自然界的科学的解释；  

2. 提出并且评鉴科学的证据和解释；  

3. 理解科学知识的本质和发展；  

4. 积极而有成效的参与科学实务(scientific practices，或译为科学实践)和对话方面

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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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7)的书中强调对幼儿园到八年级学生的科学教育，应该

建立在由过去 30 年在认知和发展心理学以及科学教育方面的研究，对孩童如何学习科

学所提供的新洞察力和新的体认之上。基于这些对学习的洞察力，我们需要在科学教育

的标准、课程、教学和评量方面做一些改变，让他们是环绕着精熟科学的四股知能和表

现组织而成，并且用逐渐增长的方式，让学生跨越幼儿园到八年级建立起科学核心概念

或想法。有关标准、课程、评量、教学和教师专业发展的构想、设计和实施，应该被当

作为一个彼此符合、相互一致的系统来进行。  

针对中小学学生科学认知与学习的评量的发展趋势，近年来亦有许多专书分别从评量的

角色与功能、评量的目的与类型、评量的原理和科学学习评量的研究等方面加以探讨。

从系统化的教育改革的角度而言，在国家科学教育标准(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1996)

描述的愿景中 ，指出评量是在科学教育系统上面的一个主要回馈机制。 例如，对学生

而言，评量的数据可提供关于他们达成教师和父母预期的回馈；对教师提供关于学生学

习情形的回馈；对整个学区提供教师和学程的有效性的回馈，而对决策者则提供政策运

作情形的回馈。回馈将刺激在政策上的变化并导致在科学教育系统的改变，引导教师专

业发展，并且鼓励学生改进他们对科学的理解。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在

Systems for State Science Assessment一书中报导，他们组成了一个科学学习成就测验设

计委员会，邀集许多知名专家学者一起研究，强调以系统的取向来进行有关评量方面的

设计、发展与实施。图 1所示为科学教育系统的示意图(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 

 

图图图图 1：：：：科学教育系统示意图科学教育系统示意图科学教育系统示意图科学教育系统示意图 (译自译自译自译自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2006) 

综合上述文献，晚近科学教育学者和学术团体，对于科学师资培育的目标，可以归纳为：

科学师资机构应提供教师发展知识、技能与教学方略(teaching approaches)的机会，使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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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为学生创造更佳的学习机会。这方面的重点包括：提供教师深入了解数理概念和教

学法的学习机会；加强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PCK)─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和困难，并且

具有能够在教材和教法上面加以因应的知识；以及增进教师在选取教材内容、设计与实

施课程、营造教室学习氛围方面的能力。 

当代学者对师资培育的理论观点当代学者对师资培育的理论观点当代学者对师资培育的理论观点当代学者对师资培育的理论观点 

(一)、 针对师资培育的目的与功能 

Doyle(1990)指出师资培育的目标与功能，常反映在职前老师应该如何培养的问题上，并

综合 Zeichner和 Joyce的分析，提出师资培育计划的五种派典：  

(1) 优秀的雇员：老师是一位执行者，能有效地处理学校的事务  

(2) 资浅的教授：老师要有丰富的学科知识。 

(3) 全方位的人：老师除了学科知识之外，关于人类发展、个人理解等也是师资培

育的核心。  

(4) 改革者：培育新老师主要是为了推动新的教育改革。  

(5) 有反省能力的专业人员：如进行研究般，培养老师具有对自己的教学透过观察、

收集资料、诠释、判断等反思能力。 

Feiman-Nemser(1990)综合相关文献，认为师资培育概念取向(Conceptual Orientations)，

亦即对于师资培育的目的和方法的一些基本观念，可以略分为下列五大类：  

1. 学术(Academic)：强调知识的传递，培养学生的理解  

2. 实务(Practical)：强调教学的技艺层面和教室的学习经验  

3. 技术(Technological)：利用有效教学研究的结果，培养精熟教学技能的教师  

4. 个人(Personal)：在师资培育过程强调教师乃是学生的观点  

5. 批判/社会(Critical/Social)：师资培育的目的在使老师能够改变社会；消除社会

不公正，在教室里倡导民主价值，培养学生以小组的方式来问题处理。  

(二)、针对教师应具备的专业素质 

Doyle(1990)的文章对这方面的议题有相当详尽的回顾与探讨。Doyle(1990)指出，如何确

保师资培育计划的质量和教师教学的有效性，是师资培育者经常关切的核心问题，而这

样的议题从早期关切教师专业地位的提升，到教学质量的管控，延伸到后续有关教师的

教学行为、教学表现和教学成效，同时也从早先比较关切教师的专业知识，延伸到包括

教师的信念、思考、反省和教师的教学实务以及学生的学习成果，兹将该文重点整理如

下。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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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技术与知识基础 

在 Doyle的文章中指出，早期对于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识与技能，倾向于一种所谓

技术理性的模式，藉由有关教学和师资培育的研究，对于教学的技术寻找有效性的实用

指标，好让行政主管能够控制学校教育的质量。能力本位师资培育(competence-based 

teacher education)所强调要培训教师一长串的专业知能，即是来自于 1970年代以降，许

多所谓的过程─成果研究(process-product research)的结果，这些多半是利用相关性研究

或是实验研究的方式，探讨在师资培育和教学过程中，究竟哪些变项会和预期的学习成

果有关或是具有因果关系。这种注重专业技术与知识基础(knowledge base)导向的 师资

培育，把早期教育专业化的议题聚焦在质量、有效性、地位与控制，强调教师教学技能

的直接训练和普遍化、通则化教学知识的传授。然而，这些技能和知识必须在相似情境

脉络与场合才能被使用。  

2. 个人实务知识 

Doyle(1990)指出，大致上从 1980 年开始，有越来越大的反对声浪在对抗上述这种控制

教师的技术理性的观点。其中，最强而有力的批判来自强调教师个人实务知识（personal 

practical knowledge）的观点，强调个人意义、洞悉力和创意在教学和师资培育方面，所

扮演的明显的角色，认为教师的教学实务主要是艺术、直觉、就地灵机一动创造出来的，

是深受其个人对教学工作的意义和重要性的独特的观感、体认或想法(conception )之影

响。这样的观点系与建构主义的主张相符，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教师在特定情境中是

利用过去的独特思想和情感的经验来建构意义和了解，建构观点强调直接经验和对于跟

随经验逐渐调整的知识架构的反省之重要性，教师的学习包括学术技能（academic skill），

学科内容（subject matter），教学法和课室处理等，都是在社会情境下主动建构而来的。  

Doyle(1990)认为极端地主张个人实务知识的论调并不可取，因为这样势会排除所有普遍

化、通则化的教学知识，并且去除了师资培育研究的角色。传统师资培育对教学知识和

技能的训练仍是必须的，因为这将提供有利基础去建造实际案例、模拟、行动研究和反

思。个人实务知识与专业技术导向和教学理论之间的整合，使得有越来越多的研究，针

对教学实务、内容知识、和实践知识(teaching practice，content knowledge, enactment 

knowledge)进行研究。这些研究的重要前提是，有效的教学需要一个特殊化知识结构，

以便链接课室行动系统和学科内容。教师应用这些知识结构，来诠释教学实际情况、确

认相关的信息来源、规划合适的策略、并且将这些策略在课室中付诸实施。这样的知识

是产出式的(generative)，让教师得以辨识未曾遇见的事件并创造对问题的新奇的解决方

式，这样的知识是基于特定事件，是极为特殊化和情境化，不再是像以前「提出高层次

问题」或「检测学生的理解」那样一般性的指标。实务知识需要是以事件来加以组织，

且深入详尽的描述，亦即是以教室经验的自然单元来叙述，并且是嵌在教室情境的一些

特殊细节之中。对教学绩效的问题转变成为在此情境下教师是否使用合适的知识，而不

再是某项实务表现根据外在准则是否有效。对于未来师资培育研究的方向，Doyle(1990)

http://www.ied.edu.hk/apfs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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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后续对于教师知识的研究应着重于综合情境脉络(context)和思考，期能明确显示一

些使我们能获得理解的规则和常规，目的在于了解在课室环境中意义是如何被建构出来

的。要进行这样的分析，必须拥有强而有力的语言同时描述事件和对事件的诠释。最后，

这类研究的目地不在于产生指标(indictor)，而是在产生有关教师的知识、行动以及在解

决教学难题时的判断所拥到的一些参考架构。 

Eryaman(2007)所作的分析和上述 Doyle(1990)的很接近，从知识论的观点，Eryaman 分

别用传统-技术 (traditional-technical)和反思 -诠释(reflective-interpretive)的取向来替代

Doyle 文中有关专业技术与知识基础、个人实务知识这两大类。除了检讨分析这方面理

论观点的一些缺点和限制之外，对于现有师资培育和教学的制度和作法，Eryaman认为

还可以朝更多从经济、美学、科技、认识论、政治、批判、历史、意识形态等多元的方

向来考虑，以加强培养教师的实务和批判智慧(practical and critical wisdom)。  

Korthagon (2004)基于长期从事数学师资培育研究，对于一位优秀的教师应该具有的素

质，所提出的一些理论观点，也可以作为一般教师和科学教师的参考。Korthagon 引述

相关的文献，认为一个人的改变涉及由外而内且彼比可能相互影响的许多不同的层次，

逐步从最外层的环境、行为、能力、信念、专业认同直到最内层的使命感。这些不同层

面也可以视为是检试教师教学的不同的视角，从不同视角来看，对于一位优秀的教师应

该具有的素质会有不同的答案。而针对不同层面的改变，其适用的专业发展的策略也会

有所不同。这样的观点显然涵盖范围比较周全，而事实上也是该研究团队在数学师资培

育方面长期以来努力的方向。 

针对教师学习教学的历程针对教师学习教学的历程针对教师学习教学的历程针对教师学习教学的历程 

Northfield (1998)引述 Farnham-Diggory 的说法，认为将新手造就成专家的有如下三种

模式：  

1. 行为模式：新手累积某些东西，变得更好，更快，得到更多，然后变成专家。  

2. 学徒模式：强调新任教师慢慢适应教育文化，因为所需的是内隐知识并且和情

境脉络(context)密切相依。  

3. 发展模式：将学习看成不断重塑个人信念。教学被看成不断寻找理解，如果对

学校经验是采取这种模式、隐喻或理论基础，那么似乎就有必要和其他贡献方

式(大学校园上课，在职讲习，同事互动)强烈连结。  

Northfield (1998)认为学徒模式和发展模式似乎更合适说明在职前教育和教师生涯中，学

校经验对于职前教师学习如何教学的贡献。在师资培育的各个阶段中，师资培育者应该

与中小学的教学保持更为紧密的连结，从职前教师学习如何教学的历程获得新的教育知

识，把发展学术研究与学校经验之间做更好的衔接。对于上述模式在科学师资培育上的

实际应用，可以参见 Koballa 和 Tippins (2001)的简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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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thagon, Kessel, and Koster, Lagewrwerf, & Wubbels (2001)和 Korthagon (2004)基于长

期从事数学师资培育研究，指出教师学习教学的成长历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完形经验

的形成(gestalt formation)、基模的形成(schematization)、和理论的建立 (theory building)，

这三者是循序发展，但是藉由反复的运用和演练，可以把高阶的理论转化成基模的形式

来运作，或是把基模转化成完形经验的形式来运作。此三阶段的特性简述如下： 

1. 完形经验的形成: 指在某一情境下，经由先前在类似情境下所得经验而引发的

在需求、想法、情感、价值、意义和行动倾向等方面的一个整体的意念、感受

或印象。一般而言，完形经验是在无意识和无特定意图的状态下运作。  

2. 基模的形成: 当教师为了想了解或解释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要那么样做，或

是试图和其他人的想法或意见相互比较时，教师是处于对自己的完形经验加以

检视和反省，这是所谓基模化的过程，由此获得的基模当应用在一个新的情境

时，将会比应用先前的完形经验，更有可能牵涉到有意识的行动。教师对教学

的基模会形成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体系。  

3. 理论的建立:教师教学基模的内容越丰富、结构越复杂时，会觉得有必要对基

模的结构提出解释，说明其中的逻辑，这时就牵涉到理论的建立。除非刻意寻

求理论的建立，否则通常教师在教学情境中运用完形经验或基模即已足够。  

近年，国外在师资培育方案和有关师资培育的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中小学跟大学，

甚至于科学家、数学家等，在数理教学方面要密切合作，建立一个所谓的专业学习社群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y)，甚或更制度化的形成所谓的专业发展学校(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school)，结合中小学教师跟大学教授，甚至于科学家数学家等，形成一个

学习社群，把职前老师、在职老师、硕博士班研究生，还有大学教授等，形成一个团队，

提供参与教师在实际教学情境中学习与成长的机会，并对相关历程加以观察、省思和研

究，对于从教师教学实务的探究朝向建立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典范的教学理论，而能更

有利教师学习、省思和成长，以及促进学生学习成效，详请参见 Vescio, Ross, and Adams 

(2008)。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师资培育的制度会受到教育、国防、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影响。政府在教育经费

的分配、制度的建立、投入的人力和其中资源等，均深深地影响师资培育的走向和成效。

当然师资培育的实务和研究也会随着一些教育的理论、教育思潮而变。  

科学师资培育也牵涉到课程、教材、学生、老师和教学情境等问题，例如，到底科学教

育的目标是要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还是培养国民具有适应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社会的

需求？而学生的学习可以从行为主义、皮亚杰认知发展心理学和建构主义(包括强调科

学探究、情境认知、语言、社会文化、多元文化、后现代、复杂系统) 等各种流派来探

讨，科学的教学不但强调科学知识、技能、态度和实务的统整，也希望学生对科学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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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有所体认，至于科学学习评量方面则要兼顾学生在认知、情意和技能等方面形成性和

总结性的学习成果。从这些方面来看，到底一位良好的科学教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知

能？要如何遴选何合适人选并予以适当的培育？而这方面的理论基础为何？这些都是

长久存在且必得面对的问题。 

传统的师资培育措施跨越比较长的时间，对于职前教育阶段，以及后面的专业成长

期间，种种师资培育措施的成效，到头来要从师生在实际教学情境的表现和成效来加以

评估。师资培育的措施，对后续教师教学表现和学生学习成果的影响，很难确立。此外，

学生有其不同的生活经验和知识背景，而学习成效包含认知、技能和情意等多方面的成

果。在老师方面，也有许多相关的因素会影响教学成效，除了师资培育过程中的学习机

会、学习过程和学习经验之外，教师特质(信念、期望、知识、技能、教学风格等)也是

重要的因素。在这样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我们不难想象相同的老师、相同的教材、教学

方式，对于不同的学生，在不同的学习成果上面很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对师资培育而

言，这又是一大挑战。 

以往科技理性、专业技能导向的师资培育方式，显然有其限制。对于科学师资培育

的实务和研究，宜综合考虑本文从各个不同层面整理出来的理论观点，针对不同的目标、

情境、人员和其它资源，做合理的因应。在科学教学和师资培育方面的研究，有一个重

大的挑战，就是如何经由研究来促进理论和实务之间的连结，包括：如何让职前和在职

教师更能够了解和科学教学相关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成果，而能在教学情境中善加运用；

以及如何从科学教师在教学情境中的教学实务，引出更有利教学成效的研究问题，并导

致教师教学实务理论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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