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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驯化教育是一种“制器性”教 育，是 一 种 抽 掉 生 命 本 性 而 使 人 工 具 化、规 格 化 和 标 准 化 的 权 力 技

术，一般运用身体规训、权威说教、标签强化等教育形式。生成教育是一种“生长性”教育，是一种回归 生 命 本

质，使人的主体性、自然性与可能性得以弘扬的教育技术，它崇尚发现个性、尊重自由、点燃激情等教 育 形 式。

这两种教育的本质差别，在于其秉承的人性观、知识观与教学观的截然不同。训化教育使小豆豆成了问题 孩

子，而生长性教育又让她成为优秀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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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边的小豆豆》一书，是曾任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亲善大使的黑柳彻子的一部自传体小
说。主人公小豆豆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来到
巴学园。在巴学园里，小豆豆得到校长小林宗
作的热情接待，受到新奇、自由、友好的教育，度
过了几年美好的小学时光，形成了关爱他人的
善良品质，也爱上了巴学园。笔者从《窗边的小
豆豆》中，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教育。

一、小豆豆为何成了一个问题孩子：驯化

教育分析

驯化教育是一种使人顺从的“制器性”教育，一

种把人的生命本性抽象掉而使其工具化的教育，一

种对人进行规格化和标准化的权力技术。根据福柯

的理解，现代学校作为一个规训场所，学校生活的三

大要素：活动、时间和空间无不存在对学生的控制与

规训［１］。总体而言，驯化教育以教育者为中 心 展 开

教育活动，强调身体规训、纪律规范与行为强化。小

豆豆就读的第一所学校就是驯化教育，它秉承如下

教育理念：

１．身体规训。驯化教育认为通过行使制度化和

规训化的“身体管理”就可以创造出新型的、服从的、

训练有素的个体。驯化教育要达到对儿童的种种身

体控制，以约束学生的行为举止。如对于上课坐姿、

体态与举止等身体的要求，使学生变成听话的“好学

生”。福柯认为，身体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生产力而受

到权力和支配关系的干预，只有当它既是一种生产

的身体又是一种被征服的身体的时候，这种身体才

成为一种有力的力量［２］（Ｐ２５）。在这种教育下，学生的

灵性、自主和创造得不到奖赏甚至不予鼓励，渐渐地

塑造了学生的奴性人格。

　　 小豆豆在第一所学校就读时，总是在上课
时到窗户边等宣传艺人经过，并跟他们搭话。

会突发异想地因看到正在做巢的燕子而问它



们：“你在做什么呢？”老师当时的感受是这样
的———燕子正在教室的屋檐下做窝呢，她是在
和燕子说话！我也不是不懂孩子们的心思，我
并不觉得和燕子说话有什么可笑。可是，我觉
得上课的时候，还是不要那么大声地问燕子“你
在做什么”为好［３］（Ｐ６）。
在这一所学校里，教师把课堂环境对学生身体

的监视、控制和学生行为变化间的关系看作一种简

单的函数关系。在这种关系下，教师处于监督者或

独裁者的地位，是教育过程绝对的支配者，儿童的身

体是被监控的，不能随便说话，不能交头接耳，不能

按照内心所想来行为。身体规训的最终目的是为了

提高身体的认知度和感受度，使行为更具规范性，而
体罚带有明显的暴力倾向［４］。然而，我们注意到，课
堂环境及老师对小豆豆身体的控制与监视，并未达

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产生了严重和恶劣的后果。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教育，等同于体罚。

２．权威 说 教。行 为 主 义 是 纪 律 约 束 的 理 论 基

础，它认为教师完全可以按照预期的目标，通过教学

指令使学生发生相应的应答反应，通过纠正或强化

应答反应形成学生的所谓正确行为。这些目标和指

令，往往要借助反复说教才能以实现。在驯化教育

中，儿童在课堂上应该保持安静，专心听讲，一旦有

其他行为动作，则视为破坏纪律。

　　“上课的时候，她把书桌的盖子开了关，关
了开，足有上百次！我对她说‘没有事的时候，
不要总是把书桌开开关关的……’”小豆豆第一
天放学回来就兴奋地向妈妈报告：“哎，学校就
是了不起！家里桌子的抽屉，是这个样子往外
拉。可是学校的桌子，却是把盖子往上提，就像
垃圾箱的盖子那样，不过要滑稽。桌子里装得
下好多东西，棒极了！”于是，小豆豆每天就在那
里把学校的书桌盖子开开关关［３］（Ｐ５）。
课堂纪律似乎并没有对小豆豆发生作用。在科

学化课堂管理中，纪律仅仅成为控制身体常规性行

为的工具，学生行为成为被矫正、被规训、被改造的

对象。值得注意的是，权威与说教在维护了学校秩

序正常化的同时，不是造成学生人格的病态，就是造

成学生大量的伪道德行为，根本没法把这些纪律渗

透到学生的心灵中［５］。从某种意义上说，身 体 的 不

健全和心灵 的 缺 陷，都 是 权 威 与 说 教 的 必 然 结 果。
所以，卢梭说，在动物中，人是最不宜于过群居的生

活［６］（Ｐ４８）。因为，权威 与 说 教 无 法 深 入 学 生 的 生 命，
无法实现灵魂与肉体的完美结合，其效果必然适得

其反。

３．标签强化。条件反射理论认为，强化 指 伴 随

于条件刺激物之后的无条件刺激的呈现，也指伴随

于行为之后且有助于该行为重复出现的概率增加的

事件。“贴标签”是驯化教育中的重要强化手段。老

师会根据学生的考试成绩、平时表现与学习习惯以

及自己的主观判断等，对学生进行分类并给其贴上

“好学生”和“坏学生”的标签。在小说后记中，作者

提到小豆豆退学的那所学校的一位女老师的回忆：

　　彻子当时是隔壁班的学生。上课时，我有
时候有事去办公室，就让学生们上自习，我来到
走廊里的时候，几乎每天都看到她站在那里。
而且，当我走过时，彻子总是要叫住我，问：“老
师，我被罚站了，为什么呢？”“我做错什么坏事
了吗？”“老师讨厌宣传艺人吗？”她这样问，我实
在很难回答。所以到后来，我即使有事要去办
公室，也要先开门看一看，如果彻子站在那里，
我就不去了［３］（Ｐ１０）。
“您家的小姑娘在这里上学的话，整个班级的学

生都 会 受 到 干 扰。请 您 把 她 送 到 别 的 学 校 去 好

吗？”［３］（Ｐ４）在第一 所 学 校 中，老 师 对 小 豆 豆 妈 妈 说。
这实际上是给小豆豆贴上了“坏学生”的标签。小豆

豆因为是“坏学生”经常被罚站、威吓，这实际上是对

她的“错误 行 为”的 惩 罚。英 国 社 会 学 家 里 斯 特（Ｒ
ｃ．Ｒｉｓ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发表的《标签理论对理解

学校教育过程的贡献》一书中，科学全面地分析了教

师贴标签与学生学业成绩的关系，其结论是教师对

学生的评价、期望等“标签”与学生的表现密切相关，
教师给学生贴上什么样的标签，学生将来就很有可

能成为什么样的人。学生会因为如父母的职业与地

位，自己的长相、衣着、性格等，被教师贴上有利或不

利的标签，那些被贴上不利标签的学生，在日常教育

及以后的生活中很可能处于弱势。
现行的学校教育中，广泛存在着驯化 教 育。在

这种教育中，不利发展处境的学生，处于被贬损、被

忽视、被压抑的地位。他们由于没有得到应有的关

注、补偿与机会，其独特性得不到欣赏、鼓励和展现，
直接导致他们的自信受伤害，尊严被侵犯，个性受压

抑，难以获取人生快乐与学业进步。和小豆豆一样，
大多数孩子的天性是自在的、原始的、天赋的、独特

的。但是，在驯化教育里，这些自然的特质，都成了

不正常的举动，是无法容忍的“坏学生”的举动。小

豆豆因此成了无法包容的“问题孩子”。于是，她被

退学了。小豆豆的妈妈对小豆豆隐瞒了“被退学”的

·９６·



真相，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要换一所“不错的新学

校”———巴学园，小豆豆的真正健康的校园生活也由

此开始。

二、小豆豆为何成了一个优秀孩子：生成

教育分析

生成教育，是以追求生命的存在、敞开、生 长 与

完善为价值取向的教育，其目的在于使每个生命的

内部灵性、潜在力量与可能性得到充分、自由地发挥

与发展。“宇 宙 是 生 成 的，生 成 是 宇 宙 最 本 质 的 特

征。有 了 生 成 的 能 力，才 有 无 数 新 事 物 的 产

生”［７］（Ｐ１４６）。教育 即 生 成。雅 斯 贝 尔 斯 说：“所 谓 教

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并通

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

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８］（Ｐ３）小豆豆就读

的第二所学校，所践行的即是这样一种生成教育。

１．发现个性。通过倾听与观察，走进学 生 的 内

心世界，了解学生特长、优势、关系、历史与局限等生

命属性，是生成教育的出发点。教育应该尊重大自

然赋予孩子的一切力量，但不能滥用。教育者的价

值就在于能把孩子的这种“本真”与“善性”发掘出来

并保持下去，使学生成为他自己。在小豆豆就读的

第二所学校即巴学园里，小林校长曾这样说道：

　　“无论哪个孩子，当他出世的时候，都具有
优良的品质。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
很多影响，有来自周围环境的影响，也有来自成
年人的影响，这些优良的品质可能会受到损害。
所以，我们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并
让他们发扬光大，把孩子们培养成富有个性
的人。”［３］（Ｐ４７）

小林校长秉承了“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坚持

“儿童是一个好学生”的信念，因为，孩子的本真即是

他的“优良的品质”。教师的首要任务便是发现孩子

的本真，帮助孩子播撒智慧的种子，为他提供源源不

断的露水和肥沃的土壤，使这些“品质”成为他发展

的根基，并伴随他一生的成长与发展。每个孩子的

个性都有优点和缺点，当教育者发现的优点多于缺

点时，他就成了“优生”，当教育者发现的缺点多于优

点时，他便成了“差生”。一位合格的教师，他的词典

里是不会有“差生”二字的［９］（Ｐ５９）。真 正 的 教 育 是 促

进生命自觉生成的方式，是一种使人顿悟的艺术。

２．尊重自由。自由在马克思那里，是灵 魂 与 肉

体的完美契合，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它拓展认知，生
成智慧，完善人本身。人们在束缚和禁锢下，在无求

知欲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的。人的求知欲一旦

从束缚下解放出来，人的心灵一旦在自由的天空中

飞翔，创造就会发生。所以，真正的教育在于让人获

得真正的自由。尊重自由，在根本上都是对人的尊

重；对人的尊重若离开了对知识、创造与自由的尊重

也就是一句 空 话 了［１０］。所 以，克 里 希 那 穆 提 说，教

育就是解放心灵。

　　在巴学园里，孩子们从来没有被教导“排成
一列规规矩矩地走路”，或者是“在电车上要安
静”、“不许乱扔果皮纸屑”之类的话。但是，在
日常生活中，孩子们不知不觉地就知道了很多：
比如，欺负比自己小的、弱的人是可耻的事；看
到乱糟糟的地方，要主动打扫；尽量不要妨碍别
人……等等，这些观念已经深深地植根在孩子
们心里。就在几个月前，小豆豆在课堂上，还站
在窗边和宣传艺人说话，使得整个班的同学都
没办法上课。但自从小豆豆来到巴学园的第一
天起，她就开始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学习，
真是不可思议［３］（Ｐ９１）。
小林宗作校长不对孩子们作任何规定，孩子们

却自觉形成规矩，课堂井然有序，这是对自由尊重的

结果。教育家陶行知提出“六个解放”，即解放儿童

的眼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

童的嘴、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空间。要让儿

童能够自由地对大自然进行观察、思考，要培养儿童

手脑并用，要 使 孩 子 得 到 言 论 自 由，尤 其 是 问 的 自

由，要解放小孩 子 的 空 间，让 他 们 去 接 触 大 自 然 中

的花草，树木，日月，星辰以及社会中之三教九流，
并由此自由地 对 宇 宙 发 问，与 万 物 为 友，要 解 放 儿

童的时间，改变他们日夜准备赶考的现状。所以，回
归自由，关注孩子的需要，愿望、思想和尊严，是巴学

园重要的教育理念。

３．点燃激情。点燃激情是一种蕴含激 励、激 发

和鼓励的教育，是一种爱的教育。点燃激情超越当

下的教育情境，而不局限于课本上静止的文本资料，
具有动态性、开放性与灵活性。它抓住学生需要和

感兴趣的事物，通过赞扬、鼓励、友善的动作、话语与

神情，让儿童在赏识中获得“我能行”的自信。生成

教育不是教师自演自说、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固定

场所，而 是 一 个 充 满 鼓 励、关 怀、平 等 的 对 话 场 所。
点燃激情，使学生自己能够敞开心灵，自我教育，成

为学习的主人。在巴学园，校长经常感叹：

　　 “过分依赖文字和语言的现代教育，恐怕
会使孩子们用心去感受自然、倾听神灵之声、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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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灵感的能力渐渐衰退吧？‘绿蛙落古池，寂寂
闻水声’……看到青蛙跳到池水中的，肯定不止
松尾芭蕉一人。看到沸腾的水顶起铁盖壶、苹
果落地的，也不止瓦特和牛顿。世界上最可怕
的事情，莫过于有眼睛却发现不了美，有耳朵却
不会欣赏音乐，有心灵却无法理解什么是真。
不会感到，也不会充满激情。”［３］（Ｐ９９）

所以，小林校长从不将知识的教授局限于课堂，
而是尽可能地让孩子们自己去发现和探索。知识的

传授固然重要，但是，在小林校长那里，更重要的是

激励。他对小豆豆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真是

个好孩子！”正是这句宝贵的话语，使小豆豆拥有了

“我是一个好孩子”的自信，守信自己生命的善良与

本真。巴学园存在于二战期间，美日交火，由于美国

是日本的敌国，当时所有学校都取消了英语课。然

而在巴学园，校长充分地尊重孩子学习的权利，为了

他们学好英语，他让在美国出生、英语很好的宫崎君

教孩子们英语，当日本政府在宣布“美国人是鬼”的

时候，巴学 园 的 孩 子 在 齐 声 地 念 着：“‘美 丽 的’，是

‘ｂｅａｕｔｉｆｕｌ’！”小豆 豆 在 这 种 环 境 中 也 纯 洁 美 丽，成

了一个人见人爱的好学生。
鲁迅曾经说过：“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

后，也做 不 了 人。”［１１］（Ｐ３５）在 已 经 坚 持 了“儿 童 也 是

人”这种观点以后，我们还应有“儿童他毕竟还是儿

童”这样的观点。儿童是未成熟的人，我们要给他特

殊的关注，应以孩子的视角去观察孩子。成长是需

要激情、需要鼓励的，当孩子受到挫折时，最需要的

是成人的鼓励，一个小小的鼓励会重新燃起他心中

的火焰，他也不必担心因为失败而失去爱。但是，要
防止孩子对鼓励形成依赖，我们在激励儿童的同时，
要鼓励孩子学会自我激励，孩子学会了自我激励，就
不会对成人那么依赖了。

三、两种教育的本质差别在哪里：关于人

性、知识与教学的不同理解

如果我们从人性观、知识观与教学观等方面进

一步追 问，就 会 发 现 驯 化 教 育 与 生 成 教 育 的 本 质

差别。

１．人性观的区别。驯化教育视人性非 善 即 恶，
即人性要么善要么恶；人是抽象的、普遍的，而非具

体的、特殊的。生成教育视人是自我、历史、变化的

生命体；人被“看作一个流动的过程，而不是一成不

变的抽象物”，“人性的历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
而不是一块坚硬不化的顽石；人性是人类潜能的无

限 发 展 的 趋 势，而 非 若 干 固 定 特 征 的 简 单 汇

集”［１２］（Ｐ６１）。也就是说，人主要是个体天赋的一种潜

质和倾向，是在实践生活中不断生成、丰富和发展的

生 命。所 以，孟 子 说，人 生 来 就 有 仁 义 礼 智 的“善

端”。通过教育，“人皆可以为尧舜”。
现实教育生活中，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受驯

化教育人性论的影响，他们认为人性非善即恶。那

些一旦被老师看成“坏学生”的人，多数情况下会被

边缘化，得不到老师和同学甚至亲人应有的尊重和

关心。小豆豆在第一所学校就读时，因为影响课堂

教学秩序，被老师列入“差学生”的行列，当她因看到

燕子做窝而好奇与燕子对话时，老师无法理解她这

种特有的心理，当她画出的国旗与其他同学不同时，
她的行为也没有得到老师的理解。她的好动、好奇、
恶作剧等“违规”行为，屡屡受到体罚或变相体罚；她
的天真和浪 漫 被 扼 杀，最 终 必 然 走 向 边 缘、压 抑 与

恐惧。
与此相反，生成教育善于发现生命所蕴含的各

种可能性，创造条件帮助学生沿着自身生命冲动的

倾向，不断获 得 发 展 与 提 升，最 终 不 断 超 越 自 我 局

限，成就人性的完满。巴学园没有根据学生的表现

划出“优次”等第，当学生做了某些令人头疼的事情

时，小林校长绝不会把学生的父母请到学校来，而是

在校长先生和学生之间解决［３］（Ｐ１８１）。经过校长先生

一次又一次的鼓励，小豆豆不断进步。有一次，小豆

豆的钱包不小心掉厕所里了，为了把钱包掏上来，小
豆豆借了长把舀子把粪便全部掏出来，仍然没有看

到钱包，但是，她 对 自 己 干 了 这 么 多 活 儿 感 到 很 满

意，“实际上，在小豆豆的满足之中，还有一点是因为

‘校长先生对我做的事没有生气，很信任我，把我当

作一位很有人格的人 来 尊 重’”［３］（Ｐ５６）。而 小 豆 豆 这

种行为，如果出现在她所就读的第一所学校，老师很

可能会说“在 干 什 么 蠢 事 呢”或 者“太 危 险 了，快 停

下”。但是，校长只说一句“弄完以后，要把这些全部

放回去的”。这样的过程会使学生感受到做人的尊

严，并获得内心的愉悦，体验到深刻的人生幸福。可

惜的是，第一所学校的老师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只
是一次又一次地批评她，甚至体罚她。

２．知识观的区别。在驯化教育中，科学 知 识 是

客观的、绝对的、中立的、普遍的；它不会随着个人意

识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以及性别、种族、境遇等

的改变而改变。驯化教育以掌握知识为目标，这种

目标是预设的、可量化的。在这里，“教师成为驾驶

员（通常驾驶的是别人的车），学生最多是旅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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糟的是成为被 驱 动 的 物 体”［１３］（Ｐ７９）。教 育 者 或 许 懂

很多学科和事实，但是如果没有友爱的品质，向学生

传 达 这 些 东 西 的 过 程 就 成 了 他 们 之 间 的 斗

争［１４］（Ｐ２０７），因此，导致唯书唯上、服从权威 与 死 记 硬

背的教学模式。而在生成教育中，知识是经验的、文
化的、价值的与个体的，任何知识都存在于一定的自

我经验、价值体系与文化因素之中。知识的意义不

仅由个体自身的陈述来表达，更由个体所处的整个

意义系统来表达。知识只有在具体的环境之中才是

有用的，知识具有个体性、历史性与境域性的属性。
驯化教育无法看到知识的境遇性与建构性。在

之前的学校就读时，豆豆站在窗边看到燕子在屋檐

下做窝，对此很是好奇，于是不停地跟燕子打招呼。
老师对此很不满，他没有想到要在当时的情境下告

诉学生们燕子妈妈为何要做窝，是如何做窝的。其

实，生活小事、社会事件、政治新闻等均是知识资源，
课堂中的偶发事件，甚至许多意想不到的情景，如学

生的错误与荒谬、疑问与困惑，灵感与顿悟、情感与

态度等均具有同样的教育价值。然而，驯化教育对

此并没有引起重视，而是将教学形式固定在课堂和

教室里，教师成了权威者、指令者的角色。
在第二所学校里，教学形式是开放、自 然、互 动

与动态的。知识的海洋是无边无际的，学习往往在

生活的不经意间进行的，这需要教师的观察、倾听与

欣赏。

　　 大约走了十分钟，女老师停下了脚步，指
着黄色的油菜花，问：“这是油菜花。油菜为什
么要开花呢，大家知道吗？”

接着，老师讲起了雌蕊和雄蕊的知识。小
学生们都蹲到了路上，观察油菜花。老师告诉
大家，蝴蝶也在帮助花儿开放。确实，蝴蝶们一
幅忙忙碌碌的样子，真像是在给花朵帮忙呢。

然后，老师又向前走去。小学生们结束了
观察，站起身来。不知是谁说了一句：“雄蕊和
雌蕊不一样吧？”小豆豆心想，“大概不一样吧”，
但也不太确定。不过，雌蕊和雄蕊是很重要的，
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明白了［３］（Ｐ４４）。
这与第一所学校有很大不同。教学目标从知识

授受走向培养学生的主动学习，教学过程贯穿于生

活过程而不是局限于课堂之中，知识发展是一个生

命的自然成长过程，是动态生成而非事先预设的。

３．教学观的区别。驯化教育的教学目标是预设

的，教学内容是既成的，教学过程是程序的。生成教

育的教学目标是生成的，教学内容是生活的，教学过

程是自然的。教学注重自主参与、自然情景和动态

生成；注重缄默的或不言而喻的知识而非用语言呈

现反对命题知识；评价者要成为评价情景中一分子

而非与评价情 景 保 持 一 定 距 离［１５］（Ｐ１６２－１６３）。与 传 统

的强迫纪律不同，现代课堂管理强调要实行人文化

的管理，使课堂管理方式呈现出人文特性和无痕境

界［１６］。学生的主体 性、特 殊 性、互 动 性 与 关 系 性 质

等，是教学的关注对象，教学是一个生活的过程。
第一所学校都是按照课表按部就班地上课。可

是在巴学园，每天早上老师会把当天要上的所有的

课，和每一节课所要学习的所有问题点，满满地写在

黑板上，然后让学生从自己喜欢的那门课开始学习。
于是，小学生们有的在学语文，有的在算算术，喜欢

物理的学生点起了酒精灯，把烧瓶烧得“咕嘟咕嘟”
冒泡……这样，学生的兴趣、需要与冲动等生命形式

得到了充分尊重。小林校长为小学生们建了一个电

车教室，孩子们可以自由选择想读的书，而不受“几

年级的学生该读哪些”的约束。并且，在阅览室里，
这里传来朗读的声音、问别人不认识的字该怎么读

的声音、互相换书看的声音、笑声，等等，此起彼伏。
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如果觉得‘旁边太吵了，我没法

学习，那就很麻烦了。要练习无论周围怎么嘈杂，都
能够立刻集中精力。”［３］（Ｐ１５９）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

们的老师经常教育我们，在阅览室看书要安静，默读

也只能在心里读，从而直接导致很多人对阅读环境

异常挑剔，无法在嘈杂的环境中看书。

４．生成教育是驯化教育的反思与超越。它在一

与多、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主体与对象之间寻

找一种新的平衡。它的教学目标是由教师与学生在

实际的教学活动情境中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协商而

动态生成的；它通过建构学生多样化的主体活动，促
进学生主体性的充分发展。正如帕克·帕尔默说：
“师徒是人类古老的共舞舞伴，长辈以他们的经验增

强晚辈的能量，年轻人以他们新的生机充实、激发年

长者，在他们的接触和交流中重新编织人类社会的

结构。”［１７］（Ｐ２６）小林 校 长 重 视 多 种 因 素 的 交 互 作 用，
注重对学生进行鼓励，强调师生间的交流。这种生

成教育实际上是把简化原则下的那些互相排斥的观

念连接起来，把一些以前不曾重视的现象与概念作

为研究重心，如无序、偶然、随机、组织、系统、混沌、
复杂等，它使我们使改变了单一的静态的二元的线

性的思维方法，而走向非线性的联系的多元的整合

的思维［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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