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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于 2022 年 7 月启动并完成了“全国中小

学教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旨在从学校、教师和学生的视角，关注基础教育

阶段信息化在学校、课堂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应用情况，尤其是信息化设备、平台、

资源的获取和使用，以及遇到的问题和挑战。本报告基于学生问卷，分析中小学

生在学校和在家学习过程中信息化设备、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学生反馈的需求，

以及疫情期间学生在线上课的情况。 

 
*
 课题组成员：魏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黄珍，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

所科研助理；季楚煊，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博士生；陈恩茹，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

究所科研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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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抽样设计和样本分布 

本次调查抽样设计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根据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

（CIEFR-HS）的抽样区县，在全国范围内抽取除港澳台地区、西藏、新疆外的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 355 个县（含区、县级市）；第二阶段，从 355 个

区县中随机抽取 8 所小学、4 所初中；第三阶段，从随机抽取的学校中对四年级

学生和初二学生进行整群抽样，对应年级所有任课老师完成教师问卷、校长（或

管理者）完成学校问卷。另外补充抽样西藏的 6 个县（含市、地区、自治州）和

新疆的 8 个县（含市、地区、自治州）。 

对学生问卷进行清理之后，保留四年级和初二的学生，共保留有效样本 69

万，其中四年级学生 37.3 万，初二学生 31.8 万；公办学校学生 61.6 万，占 90.6%，

民办学校学生 6.4万，占 9.4%。从城乡分布来看，城区学校学生 40.2万，占 59.1%；

镇区学校学生 21.8 万，占 32%；乡村学校学生 6 万，占 8.9%。从区域分布上看，

东部学校学生 30.4 万，占 44%；东北部学校学生 8.2 万，占 11.9%；中部学校学

生 12.9 万，占 18.6%；西部学校学生 17.6 万，占 25.5%。从城镇内部来看，一线

城市（包括农村）学生 5.8 万，占 8.5%；二线城市（包括农村）学生 22.6 万，

占 33.2%；其他城市学生 17.8 万，占 26.1%；其他农村学校学生 21.9 万，占 32.2%。

1 

表 1 学生样本在不同区域的分布 

 样本总量 占比 

公、民办 
公办 616092 90.61% 

民办 63843 9.39% 

城乡 

城区（主城区和城乡结合区） 401881 59.11% 

镇区 217820 32.04% 

乡村 60234 8.86% 

地区 

东部 303542 43.96% 

东北 82276 11.92% 

中部 128651 18.63% 
 西部 175998 25.49% 

城市类型 

一线城市（包括农村） 58038 8.54% 

二线城市（包括农村） 225857 33.22% 

其他城市 177314 26.08% 

 其他农村 218726 32.16% 

 
1 由于部分学校的城乡和公、民办信息缺失，因此分城乡、公民办和城市类型维度的学校样本量会略小于

总样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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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的信息化学习 

1. 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情况 

根据信息化硬件设备的使用场景，本调查将学生在校能够使用的硬件设备分

为以下三类：教室内的硬件终端（如电子白板、触控一体机、投影、台式机等）、

专用计算机教室的电脑、学校提供给学生使用的电脑终端（包括台式机、笔记本、

平板电脑）。 

从图 1 可以看出，整体上，教室的硬件终端使用率最高，“几乎每天”使用

的学生占比为 47%，而“几乎不用”的占 22%。而另一方面，学生使用的电脑和

专用计算机教室的电脑的使用频率明显低于教室终端，每天都使用的学生占比仅

为 6%和 8%，另有 51%和 25%的学生“几乎不用”。其中，专用计算机教室的电

脑主要是中低频率使用（一个月几次或一周几次）。 

 

图 1 学生使用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情况 

2. 课堂学习活动的信息化应用情况 

根据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信息化应用情况将其分为以下 8 类，分析学生在不

同的学习活动中使用信息技术的频率。根据图 2，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课堂活

动中，学生参与频率最高的是看电子书或课本、在线做练习题，几乎每天都参与

的分别达到 24%和 17%；而几乎没有此类活动的学生占比也相对较低，分别是

33%和 41%。在课堂活动中看微课和短视频、上网查资料的参与频率次之，尽管

高频参与率并不高，分别是 9%和 8%，但中低频率（一星期几次和一个月几次）

相对较高，分别是 59%和 52%。参与频率相对较低的是登录在线学习平台、使用

多媒体工具、看直播课和使用计算机做小组作业，几乎没有相应活动的占比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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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58%、48%和 58%。除了看直播课之外，其余的都需要学生终端电脑才能

够实现。根据图 1，超过 50%的学生几乎没有机会使用学生终端电脑，因此，需

要依托个人终端才能够完成的课堂活动也受到了限制。 

 

图 2 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信息化应用情况 

3. 学生使用最多的平台、资源和应用 

本次调查也详细询问了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最多的学习平台、学习应用软件。

同样，根据提供者的性质，将可以提取提供者信息的学习平台、学习应用软件分

为政府提供、企业提供和学校提供三类。 

根据表 3，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学习应用软件提供者主

要是企业，其次是政府。分城乡来看，越是城镇地区，其使用企业提供的比例越

高，城区、镇区和乡村学校的学生使用的比例分别为 79%、75%和 71%。分地区

来看，东北部地区使用企业平台、软件的占比最高，为 81%，东部、西部和中部

分别为 78%、78%和 72%。 

表 3 学生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学习应用软件 

 政府 企业 学校 

城乡 

城区 16% 79% 5% 

镇区 16% 75% 10% 

乡村 21% 71% 9% 

地区 

东部 16% 78% 6% 

东北 12% 81% 7% 

中部 21% 72% 7% 

西部 14% 78%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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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是依据学生提及的频次加权得到的词频图。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企业

提供的学习平台和数字资源中，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学习应

用软件最主要有几大类：作业练习类、语言学习、学习辅导类、信息技术类、音

视频平台/网络社群，通用软件作为班级管理、沟通交流应用在学生中的使用也

较为普遍。其中，学生提及人次最多的前 20 类占 75%，主要是作业练习类、语

言学习类、学科辅导类，此外钉钉作为班级管理在学生中的使用也较为普遍。城

乡学校的学生在使用的类型上没有明显的差异。城区学校学生使用的学习平台、

资源和应用更加多元和分散，而乡镇学校学生的集中度更高，例如作业帮占到了

近 25%，而在城镇学生中占总量的 15%。 

 

图 3 学生在学习中使用最多的在线学习平台、数字资源词频图 

对比来看，教师的使用更加集中在各类学科的数字教材、课件、教案、试卷、

试题等备课、出题、组卷资源，而学生除了作业练习之外，更多使用语言类学习

以及在线的学科辅导。学生的学习活动与教师的教学活动有重合的地方（例如作

业类），同时也有很多不是学校组织和教师主导的、结构化的学习活动，而是由

算法辅助的、学生自主的学习活动，以及在线的课后辅导。 

4. 学生反馈的需求 

除了学生信息化设备和软件、资源的使用情况，本次调查还询问了学生对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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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信息化硬件设备和软件资源的使用感受和需求。表 3 为同意的学生占比。实际

上，大量的学生在学校使用基本的信息技术设备（例如个人电脑终端）的机会极

其受限，同时由于学校计算机设备运行和网络的稳定性，即使有机会使用，也非

常受到限制。而学生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使用，以及信息素养的培养，均须依托

于能够获得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机会。 

表 4 学生反馈的学校信息化设备和软件资源的使用感受 

 

在学校我想

要更多的机

会使用计算

机等信息技

术设备 

学校现在的

计算机等设

备运行不稳

定，容易出故

障 

学校现在的

计算机等设

备不能上网，

或者网速太

慢，不好用 

学校现有的

数字化学习

资源（例如在

线学习平台、

学习应用软

件）不能满足

我的需求 

学校提供了

以上条件，但

是我不太会

用 

平均 69% 37% 39% 33% 39% 

公、民

办 

公办 69% 37% 39% 33% 40% 

民办 68% 34% 36% 31% 34% 

城乡 

城区 69% 34% 37% 31% 36% 

镇区 68% 40% 41% 35% 43% 

乡村 68% 40% 42% 35% 44% 

城市类

型 

一线城市 70% 33% 35% 30% 32% 

二线城市 68% 35% 37% 31% 36% 

其他城市 70% 36% 38% 33% 40% 

地区 

东部 69% 33% 36% 30% 36% 

东北 66% 37% 40% 36% 42% 

中部 70% 39% 41% 35% 43% 

西部 69% 40% 41% 35% 42% 

四、疫情期间学生在线上课的情况 

本次调查还询问了 2022 年春季学期在线上课的情况，主要发现包括：（1）

2022 年春季学期，参与调查学生所在的学校安排上网课的占到 73%。学生目前

上网课的设备主要是移动端，占比接近 90%，其中超过 50%的学生主要用手机上

网课。家庭收入越低，用手机上网课的占比越高，家庭年收入在 5 万以下时，70%

的学生用手机上课。（2）平均有 11%的学生在学校安排上网课的时候缺过课，而

且缺课的比例与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非常相关，家庭收入越

低，缺课比例越高。（3）有 50%左右的学生因为网络问题缺课，30%左右的学生

因为设备问题缺课。更多的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因为网络原因和设备问题而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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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更多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缺课的原因是不想上课，或者因为身体原因。 

1. 基本情况 

根据表 5，2022 年春季学期，参与调查学生所在的学校安排上网课的占到

73%，其中城区学校安排上网课的占 78%，东北部地区和一线城市更高达 95%和

97%。 

表 5 2022 年春季学期学校是否安排上网课  

 安排上网课的学校占比 

平均 73% 

公、民办 
公办 72% 

民办 73% 

城乡 

城区 78% 

镇区 63% 

乡村 71% 

城市类型 

一线城市 97% 

二线城市 74% 

其他城市 74% 

地区 

东部 80% 

东北 95% 

中部 67% 

西部 52% 

 

2. 在线上课的设备条件 

根据表 6，学生目前上网课的设备主要是移动端，占比接近 90%，其中超过

50%的学生主要用手机上网课，而用台式电脑上网课的仅占 10%。城乡之间移动

设备存在巨大差异，城区只有 39%的学生用手机，而镇区和乡村的学生则有 73%

和 77%用手机上课。城市内部，可以看到一线城市的学生主要用笔记本电脑和平

板电脑移动端上课，而三线及以下城市仍旧主要用手机上课。分地区来看，中西

部地区超过 60%的学生主要用手机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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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最主要用来上网课的设备 

  手机 台式电脑 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 其他 

平均 52% 10% 13% 23% 2% 

公、民办 
公办 52% 9% 13% 24% 2% 

民办 48% 11% 17% 22% 2% 

城乡 

城区 39% 11% 18% 30% 2% 

镇区 73% 7% 6% 12% 3% 

乡村 77% 5% 5% 11% 2% 

城市类型 

一线城市 22% 12% 24% 40% 2% 

二线城市 43% 10% 17% 28% 2% 

其他城市 50% 11% 13% 24% 2% 

地区 

东部 43% 11% 16% 28% 1% 

东北 52% 9% 12% 26% 1% 

中部 61% 8% 9% 19% 3% 

西部 66% 7% 9% 14% 3% 

 

根据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分类，学生上网课的主要设备区别就更加明显了。

图 4 和图 5 分别根据家庭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分组，来看不同组的学生上

网课的主要设备。当收入在 1 万元以下时，72%的学生用手机上课。随着收入的

上升，用手机的比例逐渐下降，而用电脑终端的比例逐渐上升。当收入在 20 万

元以上，用台式电脑、笔记本或平板电脑的占比达到 79%。 

 

图 4 家庭收入水平和上网课的主要设备 

类似地，父亲受教育水平为小学的，用手机上网课的学生占比为 83%；而父

亲是大学及以上的，只有 18%的学生用手机上课，而用电脑终端的比例为 80%。

可见，尽管学生在学校的信息技术使用体验较为接近，但在家庭环境中，不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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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背景的学生信息技术使用的条件存在非常大的差异，而网课则放大了这一方面

的差异。 

 

图 5 父亲受教育水平和上网课的主要设备 

3. 缺课情况和原因 

根据表 7，平均有 11%的学生在学校安排上网课的时候缺过课，而且缺课的

比例与家庭收入水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非常相关。从家庭收入来看，收

入在 1 万元以下家庭的学生有 16%缺过课，随着收入提升，缺课的比例减少。父

亲没上过学或小学的学生，缺过课的占比分别为 27%和 18%，而父亲学历为大学

及以上的学生缺过课的占比为 7%。从父亲职业来看，父亲没有工作和从事农林

牧渔工作的学生缺课占比分别为 16%和 14%。 

表 7 2022 年春季学期网课缺课情况 

 缺课比例 

平均 11% 

家庭收入 

1万以下 16% 

1～5 万 13% 

5～10 万 10% 

10～20万 8% 

20万以上 8% 

父亲受教育年限 

没上过学 27% 

小学 18% 

初中 13% 

高中 9% 

大学及以上（如硕士博士） 7% 

父亲职业 
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9% 

专业技术人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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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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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4

3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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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9% 

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 11%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14%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11% 

没有工作 16% 

 

根据表 8，由于网络原因缺课的学生最多，占缺课学生的 47%～49%。其次

是由于设备问题，占 28%～30%。另有 16%～20%的学生仅是因为不想上课而缺

课，12%～15%是由于身体原因而缺课。 

表 8 网课缺课的主要原因  
网络原因 设备问题 身体原因 不想上课 其他 

四年级 47% 28% 12% 16% 32% 

初二 49% 30% 15% 20% 32% 

 

图 6 和图 7 分别根据家庭收入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分组，来看不同组的学

生上网课缺课的原因。可以看到，除了“其他原因”没有明显的随收入和父亲受

教育程度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另外几种原因则均有一定的趋势。其中，更多的低

收入家庭的学生因为网络原因和设备问题而缺课，而更多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缺课

的原因是不想上课或者身体原因。家庭收入在 5 万元以下的有超过 50%因为网

络原因缺课，30%左右因为设备问题缺课。考虑到低收入家庭学生缺课本就比较

多，可见很多学生是因为客观的网络和设备条件所限而无法上网课。 

 

图 6 家庭收入水平和网课缺课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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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父亲受教育程度和网课缺课原因 

五、小结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投入和建设，以及得益于社会整体的信息技术发展的影响，

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校之间的差

异也已大幅缩小。从学生信息化应用情况来看： 

第一，从学生在学校的信息化硬件设备使用机会来看，学生使用频率最高的

是教室的硬件终端，接近 50%的学生几乎每天使用。而另一方面，学生使用电脑

和专用计算机教室电脑的频率明显低于教室终端，在校期间几乎没有使用过学生

电脑终端和专用计算机室电脑的学生分别占 50%和 25%。除了学校的信息化设

施设备之外，我国中小学生家庭存在着比较大的数字鸿沟。首先，我国中小学生

家庭整体的信息化设备，主要终端的配备率不高。其次，不同收入的家庭差距极

大，低收入家庭不仅电脑的拥有率极低，而且网络条件也无法跟上在线学习的需

求。 

第二，从学生在课堂学习中的信息化应用情况来看，由于 50%的学生几乎没

有机会使用学生终端电脑，因此，需要依托个人终端才能够完成的课堂活动也受

到了限制。在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课堂活动中，学生参与频率最高的是看电子书

或课本、在线做练习题，参与频率最低的是使用多媒体工具和使用计算机做小组

作业。从学生的反馈中也能看出，学生在学校使用基本的信息技术设备的机会极

其受限，同时由于学校计算机设备运行和网络的稳定性，即使有机会使用，也非

0%

10%

20%

30%

40%

50%

60%

70%

网络原因 设备问题 身体原因 不想上课 其他

没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及以上(如



12 

 

 

常受到限制。而学生对数字化学习资源的使用，以及信息素养的培养，均须依托

于能够获得使用信息技术设备的机会。 

第三，目前我国中小学的信息化设施设备基本满足以教师为主导的教学教法

和整体学校日常学习、活动的组织安排。如果需要信息化环境满足以学生为中心、

个性化的学习，以及算法指导下的大规模在线学习和同伴互相引导下的在线学习，

目前学校的网络环境和学生个人终端的配备水平将面临新的挑战。另一方面，数

字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主要应用（数字化学习资料取代传统的学

习资料、依托网络的家校沟通、自适应的学习和测评、在线课程），学生和教师

都有使用。相对于学校和教师组织的学习活动，学生个人和家庭更多使用作业测

试、语言学习和在线辅导，有更多的学生使用企业开发的资源。 

第四，本次调查还询问了 2022 年春季学期在线上课的情况。参与调查的学

生的学校安排上网课的占到 73%。学生目前上网课的设备主要是移动端，占比接

近 90%，其中超过 50%的学生主要用手机上网课。家庭收入越低，用手机上网课

的占比越高。平均有 11%的学生在学校安排上网课的时候缺过课，其中有 50%左

右的学生因为网络问题缺课，30%左右的学生因为设备问题缺课。低收入家庭的

学生因为网络原因和设备问题缺课的比例高于高收入家庭。 

六、总结和讨论 

教育信息化从被提出之日起，就存在着多重目标。在《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2011—2020 年）》中，教育信息化的目标包括“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

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促进教育公平

和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广泛共享、提高教育质量和建设学习型社会、推动教育理念

变革和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目前学校教育信息化是以公平为主要

目标，其次是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效率的提升，以及教与学的创新变革。 

首先，从公平目标来看，教育信息化主要是为了缩小区域、城乡和学校之间

在基础设施、硬件设备方面的差距，实现教育资源配置的均衡化。从目前的情况

来看，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普及阶段，城乡学校之

间的差异缩小。城镇学校基本完成基础设施和学习环境建设，课堂教学中的信息

技术基础应用开始常态化，有些地区做出了进一步的创新探索。通过农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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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以及“三通两平台”建设的推进，

农村学校的信息化基础设施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目前大部分农村学校，尤其是

贫困偏远地区的农村学校还处于基础环境搭建和教师信息技术培训的起步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学校的信息化设施设备之外，我国中小学生家庭存在着比较

大的数字鸿沟，中小学生家庭整体电脑拥有和使用率不高。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

里，学生使用电脑等个人终端的机会和频率都不高，且不同收入的家庭差距极大。

低收入家庭不仅电脑的拥有率极低，而且网络条件也无法满足在线学习的需求。 

其次，从效率和质量的目标来看，教育信息化是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教学效率，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提高整体教育质量。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在师生信息化应用方面：（1）以学校和教师为中心、围绕着课堂教

学的信息技术基础应用开始常态化，教师教学的日常应用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通

用办公和通讯软件、数字化教学资源大幅提高了教师备课、授课和家校沟通效率，

而教师在练、测、评环节的信息技术的使用频率则较低。（2）各级政府提供的教

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在学校的普及率较高，尤其是国家级和省级平台，更加倾向

于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起到托底的作用。（3）学校的信息化管理系统的配备

率较高，但专业人员支持不足。（4）数字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主

要应用（数字化学习资料取代传统的学习资料、依托网络的家校沟通、自适应的

学习和测评、在线课程）师生都有使用，学生和教师各有侧重（教师的使用更加

集中在各类学科的数字教材/课件/教案/试卷等资源，学生更多使用作业测试、语

言学习和在线辅导），有更多的学生使用企业开发的资源。 

再次，从创新和变革的目标来看，教育信息化是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

化，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革，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人才。从目前的情况来

看，首先，作为教学和课堂展示性的信息化应用已经接近优化的程度。在目前的

使用方式下，仍旧存在推进的空间，如使用智慧校园等学生、班级和学情管理工

具，但是很难突破信息化作为提升行政管理效率和课堂教学效率的工具用途。其

次，在合作学习、自主学习、创新素养培育等方面，需要利用信息技术承载更为

复杂的信息，并对这些信息进行即时的采集、传递、分析与处理，这需要教师投

入更多的精力去实践与探索，而教师更倾向于采用自己所熟悉的传统教学手段来

实现。这就导致在日常教学方法层面上，课堂教学方法其实并没有借助“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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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产生更多的改变。再次，如果要产生质的改变，也需要将信息技术应用拓展到

学生，使得学生在课上和课下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信息设备和数字资源。目前东

部发达地区学校已经开始做出各种课堂教学和课程设计改革的尝试，而中西部农

村地区离这样的尝试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除了经费投入之外，也需要学校在教

学方法、课程设计、学校管理和家长教师观念方面的改变。 

综合考虑目前的条件，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教学活动还无法马上实现普遍的、

以学生为中心和基于学生个人学习终端的信息化应用模式。以学校活动和教师课

堂教学为主，以学校和家庭的学生个人终端为辅的信息化应用模式在一段时间内

仍将是义务教育阶段主要的教育信息化应用模式。在这个前提条件下，需要如下

努力以实现教育信息化的三个目标： 

1. 保证网络环境和设施设备的运维和更新，以支持大规模的数字化在线学

习。信息化硬件设备的日常运维、网络环境的支持以及设备更新换代的需求，使

得信息化的投入需求会持续存在。为了教师和学生能够更加充分地使用数字化资

源、促进信息化和教学深度融合，须保证各级各类学校网络的全面覆盖，提升班

级出口带宽，推进无线校园建设，满足大平台多种功能并行的需求。 

2. 促进教育信息化投入和建设从硬件向软件转变，从学校管理向个体学习

转变。促使教育信息化投入从大规模建设各类专门教室和硬件设备，转向对包括

信息技术支持服务、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养、数字资源建设在内的软件投入。促

使信息化投入和建设的焦点从围绕学校管理和整体运维向师生个体学习转变。 

3. 缩小学生家庭的数字鸿沟。增加学生在学校接触计算机等信息设备的机

会，鼓励具备条件的学校配备学生终端，创新课程和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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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3-2 期（总第 229 期） 

全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应用情况调查报告（二）：教师信息化应用 

摘要：本部分报告基于学校和教师问卷，分析中小学教师在学校教学过程中信息化设备、

数字资源的使用情况，主要发现是：（1）我国中小学阶段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已经达到了

普及阶段。（2）国家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具备较高的普及率和使用率的同时，更加倾向于

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省级平台更加偏向于农村和落后地区，而市、区级平台的普及和使

用则受到地方政府投入和努力程度的影响。（3）目前通用软件资源和学习类的软件资源在教

师中的普及率非常高。学习管理系统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提供者则既有各级政府提供，也有

企业提供，而学习应用软件以企业提供为主。（4）在教学环节中，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和使用

率最高的是备课和教学的环节，而普及率和使用频率较低的是练、测、评的环节。（5）教师

认为目前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网络环境和硬件设施设备稳定性和可用性，其次是日常的专业支

持、能力提升培训以及软件和资源的充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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