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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间游戏是我国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积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它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断加工而形

成，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贴近儿童现实生活，也是儿童的一种存在方式、学习方式，能满

足不同层次儿童的要求，对儿童群体的发展、社会化的发展和提高民族认同感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

民间游戏也濒临失传的情况，分析民间游戏对儿童成长的价值，通过对民间游戏进行挖掘、梳理与开发，

并结合幼儿园课程需求进行有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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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lk games are part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our nation, accumulated rich cultural deposits, it 
is formed after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continuous processing, with strong local characte-
ristics and life atmosphere, close to children is a real life, but also a way of existence and learning 
for children,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levels. It has important value for the devel-
opment, socializ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children. At the same time, folk 
games are also on the verge of being lost. The value of folk games in children’s growth is analyzed, 
and effective integration is carried out through mining, combing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games, 
combined with the curriculum needs of kindergart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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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中指出，对幼儿进行教育，应与幼儿生活相结合，教育内容应贴近幼儿

真实生活，根据幼儿的兴趣和需要的来进行教育教学活动。这就要求我们教师要充分利用身边的教育资

源，将乡土材料与教学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教育。民间游戏是幼儿园课程建设循环利

用的重要资源，与幼儿生活息息相关，通过幼儿园课程体系与民间游戏有效结合，使幼儿园的课程更贴

近幼儿的现实生活经验，符合幼儿的认知规律，不仅能促进幼儿的深度学习和幼儿个性意识的发展，更

有利于培养幼儿爱家乡、爱本民族、爱祖国的情感。尤其，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文化一体化发展的背景

下，挖掘民间游戏中有益的教育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也是实现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幼儿更好的发展。 

2. 民间游戏 

李姗泽论述民间游戏在幼儿的课程资源中的价值和地位，民间游戏是们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

过不断加工而形成的，具有浓烈的地方特色和生活气息，能满足不同年龄、性别和不同性格的儿童的要

求，深受儿童喜爱[1]。吴宝姗在民间儿童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开发与利用中提到，民间儿童游戏是由民

间创编，并在民间代代相传的儿童喜闻乐见的活动[2]。徐玲芳从民间游戏的“缺场”和“在场”中，提

到民间游戏起源于生活，是人们在生产、劳动、生活中自发创造的极具娱乐特色的、易学、易会、易传

的活动[3]。马小雨则认为游戏作为儿童成长发展的必备要素，是儿童认识自我、体验世界、感知自然、

接触社会的初步实践活动。儿童民间游戏作为传统民间游戏之一，是在实践中经过检验、世代相传的人

类智慧、优良道德品质的精神载体[4]。 
民间游戏起源于人们的生产生活，蕴含着深厚的生活气息，通过民间创编，在活动中通过检验并不

断加工而形成，又经过世代的发展，使民间游戏变得生动有趣和通俗易懂；同时，民间游戏具有较强的

娱乐性、生活性、教育性、灵活性和趣味性等，能够满足不同儿童的年龄阶段和身心发展需要；在游戏

中有助于儿童锻炼身体、认识自我、提升心智、陶冶性情和感知自然等，并在接触社会的实践活动中提

升儿童的群体意识；民间游戏集中反映了社会语言、社会活动、仪式和民族文化等，蕴含着中华民族优

秀的文化智慧和道德品质，对儿童的社会化有着重要的教育价值，能有效促进儿童成长，是儿童喜闻乐

见的活动。 

3.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理论依据 

民间游戏作为我国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一个缩影，所以我们要重视

民间游戏，我们重视民间游戏的发展，也就是在重视民族传统优秀文化的发展，儿童是文化的继承者，

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文化的创新者，所以加强孩子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很有必要性。同时，

我们也在不断地关注本土文化和地方文化的资源发展，所以对于适合孩子发展的民间游戏也愈来愈得到

大家的重视。很多的民间游戏不断地进入幼儿园，为孩子的健康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也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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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从小就树立文化自信。 
《纲要》关于社会领域的教育目标要求提出：拓展幼儿了解社会生活环境的渠道，唤起热爱家乡和

祖国的感情。幼儿只有在对家乡有着充分认识，才能热爱自己家乡和热爱祖国。它需要教师在引导幼儿

认识周围环境或生活中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系，只有在认识的基础上，才能使教育与幼儿熟悉社会

生活融为一体。民间游戏作为幼儿园课程开发不可缺少的资源之一，它是幼儿耳濡目染的生活环境，它

贴近幼儿的生活，游戏化教育更易于幼儿接受和学习教育方式之一。同时，《纲要》也明确提出：“城

乡各类幼儿园应该充分利用本地各种教育资源，建构适合本地幼儿发展的课程。”[5]每个地域都拥有开

发本地课程的先天优质的条件，以地方文化资源为基础进行课程构建，可以利用丰富地方资源与素材，

可以有效地推动幼儿园对本地资源进行整合与选择，进行园本课程开发与实施，适应了幼儿园活动课程

本土化发展的需要，把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也是园本课程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 
我国幼儿教育思想始终面临如何应对外来思想影响，如何塑造有中国特色幼儿理念的过程。在全球

化背景下，幼教事业发展的趋势是以国际视野审视本国学前教育并在实践中进行探索。就其本质而言，

先进的幼儿教育理念可以借鉴，但绝不全盘移植，但必须在此基础上生长出符合本国幼儿教育的果实。

重视发挥幼儿的主观能动作用，注重启发幼儿独立思考，重视幼儿的探索式学习和亲身体验，为此，必

须在地方文化的探索和创新。结合本国具体文化环境，形成独特的教育文化，并在与当代国外幼教理念

的比较和对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扬弃并赋予幼儿教育新的内涵。这样，具有特色的幼儿教育才能重新焕发

出新的生命力。课程只是实现具有中国内涵的幼儿教育的手段，核心内容还是立足于原生文化土壤上。 

4.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的价值 

4.1. 民间游戏的社会性价值 

幼儿园课程汲取民间游戏的需求。根据不同地域的幼儿发展的实际需求。课程教育内容可以根据地

域不同，因地制宜。以民间游戏资源为基础，将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与幼儿家乡游戏活动进行结合，使

幼儿园开设的教育活动更有针对性，有利于幼儿个性发展，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对幼儿园教学的要求，

幼儿园本建设就更成为了发展重点，利用地方特色游戏资源，实现课程本土化，能促使幼儿园办出点，

促进园本课程积极发展。 
根据《纲要》，民间游戏课程开发与构建，使地方幼儿园教学内容贴近生活实际，亲近自然，符合

儿童的内在需要。学习和发掘富有的民间游戏资源，为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充实教

学内容，使儿童在特色家乡文化熏陶下，提高了生活，学习兴趣，引起儿童注意，同时让教学内容更接

近生活，教育效果也有着显著的提高，使教育活动开展更具动态性和实效性。 
根据不同地域的幼儿发展的实际需求。课程教育内容可以根据地域不同，因地制宜。以民间游戏资

源为基础，将幼儿园教育教学活动与幼儿家乡游戏文化进行结合，使幼儿园开设的教育活动更有针对性，

有利于幼儿个性发展，随着幼儿园课程改革对幼儿园教学的要求，幼儿园本建设就更成为了发展重点，

利用地方特色乡土资源，实现课程本土化，能促使幼儿园办出亮点，促进园本课程积极发展。 

4.2. 民间游戏对儿童有着成长价值 

4.2.1. 民间游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 
民间游戏是儿童双方都平等且自愿的基础上进行的群体性活动，它有一套运行规则，这也是它不同

现在其他游戏的地方。首先，游戏规则和玩法。民间游戏规则和玩法并不是由双方共同制订，每一个游

戏都有一套玩法和规则，由懂规则的一方向不懂规则的一方讲解，能接受就进行游戏。与此同时，规则

与玩法并不是是按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来制订的，而是民间游戏经过长期的发展，都是在游戏的双方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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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进行，儿童也能进行游戏，而且民间游戏的游戏规则和玩法都能让儿童接受并参与，自觉接受

自己在游戏中的地位。其次，遵守游戏规则和玩法。双方进行游戏，双方都会自觉遵守游戏规则和玩法。

如果有一方有意破坏规则和玩法，游戏就无法有效进行，也会导致游戏结束，对于儿童来说，在进行民

间游戏时，他们更注重游戏过程中的愉悦感和刺激感，没有人会想轻易地结束游戏活动，他们享受在游

戏中参与感。同时，民间游戏对儿童来说没有那么强的胜负欲，也就很少造成儿童在游戏中的挫败感，

在游戏中，每一个角色都能找到成就感，这也是儿童为什么愿意参与民间游戏。儿童在参与民间游戏的

过程中，不仅能亲近自然、走进自然，还能通过学习现实生活中生活经验，愉悦放松，这恰恰是民间游

戏的魅力所在，通过民间游戏，儿童能很快找到同伴，并建立友好的同伴关系，在熟悉的场域中，儿童

在潜移默化中找到本群体凝聚力和亲近感，对本群体、本民族有着深深的认同感。 

4.2.2. 民间游戏具有多种功能特性 
民间游戏具有多种特性，如：生活性、趣味性、随机性、地方性、娱乐性、适宜性和灵活性等。 
民间游戏具有生活性。每个地区的民间游戏都具有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色，由于每个地区有着自身突

出的特点，也导致了民间游戏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它来源于民间，来源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生产经验、公

序良俗的良好品质，而民间游戏在过程中还原儿童熟悉的生活场景，与儿童的生活紧密相连，使儿童了

解和接受生活规则，也是儿童日常教育的一部分，丰富儿童生活经验和知识。这一切都可以为其幼儿园

打着特色提供了课程资源，使幼儿园教育内容更加丰富有效。 
民间游戏具有丰富的趣味性。许多民间游戏内容具体生动，游戏形式也丰富多样，游戏过程也比较

轻松活泼。如《丢手绢》，这个游戏过程还配有轻快的儿歌，儿童边吟唱边游戏，十分有趣，儿童在游

戏中有着不一样的情感认知，有着等待和期盼能立即游戏的神情，也有在进行游戏的追逐动作，在游戏

中不仅丰富儿童的心理活动，而且还能强健儿童的体魄，儿童也能从游戏中体验到快乐。在游戏中，儿

童处于积极主动的状态，他们自由选择游戏，而且游戏材料极容易获得，有时一根毛线，也能玩出花，

就算没有材料，他们也可以玩《老鹰捉小鸡》，在没有丰富材料的情况下，利用有限的材料更能充分地

表现儿童在游戏中创造出无限玩法。因此，民间游戏是儿童发展创造力的源泉。在游戏中，儿童认识了

大自然中的花、鸟、鱼、虫、草木和大树等，在大自然中探索中，不仅培养他们的观察力，而且还增长

了他们的自然知识，儿童在游戏中焕发了童真，对大自然的运行规则有所敬畏。 
民间游戏具有随机性。只要儿童想玩，民间游戏的开展基本不受限制，儿童一个人也可以玩，三五

个人也可以玩，想玩时，不受时间和场地的影响。民间游戏本身也具有灵活性的特点，民间游戏的随机

性，也就是儿童能随时随地玩游戏，不受时间场地的控制，只要儿童想玩游戏时，有无材料都可以玩，

有无同伴也可以玩，民间游戏的玩具材料来源生活和自然，如：木棍、石子、泥巴、树叶、瓦砾等。如

一根木棍玩法，有的儿童会把它当马骑，有的会把它当作烧火的工具，还有点儿童会把当作其他游戏的

辅助工具，其实民间游戏所需材料十分简便易得，需要的材料也没有固定的形式。民间游戏的灵活强性

较强，儿童在游戏中能得到快乐，现代成型玩具单一玩法是固定的，由于它已成型，大大减少儿童利用

它创造其他玩法，也遏制了探索的欲望，儿童也极容易厌倦，这也是现代儿童频繁更换玩具的一个重要

原因。同时，这也是民间游戏为什么要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的最重要的原因。 

5.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5.1. 对民间游戏价值的淡化 

民间游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有时意识到民间游戏资源十分重要，但

由于对其挖掘程度不够，或者重视皮毛，导致对民间游戏资源认识不足，这需要唤醒幼儿教师意识到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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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游戏资源的丰富的教育资源，系统地接受民间游戏资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是继承民间游戏的最

好方式。幼儿园利用民间游戏资源的意识薄弱，许多幼儿教师都是一些年轻教师，生活经验和阅历相对

来说不够丰富，幼儿教师年纪较轻，而且对民间游戏资源的进行深入的了解和探究，所以在民间游戏资

源开发与建设有所不足。这部分群体主要是生活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全球化的认识较高，教师群体对民

间游戏的教育价值的认识普遍认为是小众文化，也缺乏对民间游戏资源的开发与整合，对民间游戏资源

的开发也流于形式，不能将民间游戏资源开发成为幼儿园系统课程，也是导致民间游戏资源难以整合到

幼儿园活动课程中的重要原因。民间游戏资源也是幼儿园课程多样化的重要资源，虽然有许多游戏课程

对其具有很强的冲击，但民间游戏资源蕴含的教育性和文化底蕴是幼儿课程不可忽视的力量，民间游戏

资源成为课程的来源也在逐渐受到重视。只有经常性的挖掘与分析探索民间游戏资源的意识，会发现民

间游戏资源更为有趣和精彩。只有教师对民族传统文化有着科学的认识，才能将民间游戏资源在幼儿园

的教学活动中焕发出勃勃生机。民间游戏资源应该受到正确合理的对待，把优秀的民间游戏传承下去。

这才是传承文化相符，才符合幼儿教育倡导的爱家乡理念，更符合幼儿个人自身发展的需要。 

5.2. 现代科技对民间游戏的冲击 

相比全国性的游戏而言，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作为小众游戏，电子网络游戏对其具有很强的冲击，占

据游戏的主要市场，由于对民间游戏的认知不足，民间游戏在这样的夹缝中很难受到重视。随着现代科

学技术的发展，城市化的进程加快，绿地减少和人的居住条件发生改变，邻里之间来往减少，虽然人们

的生活越来丰富多彩，相反，人们也越来越孤独，而电子产品成为他们游戏的主要娱乐工具，电子游戏

使人不同感官都参与体验，使人沉溺于虚拟世界，也改变了人们的休闲方式，原有的需要动脑思考和亲

身体验才能获得愉悦感，现在只需要用眼睛和耳朵就能获得，大脑不需要思考，也导致民间游戏的生存

空间更加减小。对于幼儿园来说，对民间游戏资源的开发利用意识认知薄弱，也缺乏整合系统课程资源

的能力，也是造成民间游戏难以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的重要原因。 

5.3. 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内在缺陷 

幼儿园游戏活动大部分是模仿现实生活场景，缺乏趣味性、娱乐性和教育性，虽是呈现儿童熟悉的

生活场景，毕竟是大人的生活场景，不是儿童的生活场景，把儿童当作大人来看待，其实没有什么教育

性，这也是大多数幼儿园开展的游戏活动大同小异的原因，主要还是流于形式，忽视教育内容不仅要符

合幼儿的现实生活，也不能忽视文化底蕴和教育意义，这也导致幼儿在幼儿园也很少体验到民间游戏带

来的愉悦感。民间游戏它不仅是游戏，而且还是一种文化，挖掘其教育性，结合幼儿发展的特点，是一

种很好的课程资源，对幼儿进行了教育，又让幼儿进一步进行游戏，有利于幼儿深度学习。在幼儿园随

处可以看见各种各样不同的游戏活动，但幼儿园对民间游戏的开展却很有限，老师偏重于区域的角色游

戏的开展，游戏的开展与着重于游戏开展的前期工作，从语言、社会、美术等方面去着手，主要还是以

教师为主导的口授方式，幼儿动手较少，所以本土游戏活动开展也相应较少，也就导致了本土游戏在幼

儿活动融入较弱。民间游戏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相对于幼儿园集体教学、户外活动和区

域活动等丰富的参考资料来说，民间游戏基本没有系统规范的参考资料，缺乏“现成”指导组织活动的

设计教学内容，因而在幼儿园也只能淡出幼儿生活。 
在游戏活动中，通常大部分教师都存在一种“惰性思维”，教师不想动脑去想新教学内容与教学方

法，并存在不想利用民间游戏的思想，教师习惯于将游戏资源集中于现有的园内教育资源和现成的教学

设计上，根据已有的流程进行教学和开展有效活动；幼儿园的玩具非常多，它的玩法也多，幼儿园的游

戏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室内的区域游戏。例如，益智区的拼图、操作区的管状玩具、美工区的胶泥和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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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建构区的积木、图书区的图书和娃娃家的各种玩具等。二是室外的户外游戏，主要是攀爬架、平衡

木、大型滑题、双杠和安吉玩具等。教师所开展的游戏活动的习惯已经形成，教师只需要按照游戏活动

的流程上进行，组织的教学活动都是现成，减少了教师许多工作量。因而导致民间游戏在幼儿园开展，

也没有意识到我们有大量的民间游戏资源的攫取。同时，教师也不想开展民间游戏。主要是民间游戏的

组织过程中具有不确定性和挑战性的因素，在游戏场域、活动时间、活动方式和开展流程上，都要打破

老师的惰性思维，教师也很难突破自己，同时，组织活动过程中，儿童缺少民间游戏经验，组织实施中

容易出现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也导致教师组织民间游戏中怕担责问题；如民间传统体育游戏在教室里很

多时候开展不开，它对场地要求还是很高，教室太过狭小，对于民间游戏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教师认为幼儿的安全最重要，也怕在民间游戏开展过程中出现风险，教师在问题责任方面得不到保障。

教师队伍的年轻化，年轻教师自己也不会玩民间游戏，也就导致幼儿也不会玩，如：连简单的老鹰捉小

鸡、躲猫猫和过家家等都不会玩；幼儿园开展民间游戏的情况，一般是为了响应传统的节日、国家要求

的传统文化传承之类的活动，比如说：传统纪念日，幼儿园就开展了有关节日单一的活动，也导致她们

缺乏组织民间游戏经验。 

6.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课程实施的方法策略 

6.1. 重构儿童教育的游戏理念 

在开发幼儿园课程的过程中，教师在教育活动中要重视教育观念的更新，才能使幼儿园本土化课程

同样能够持续实现革新。另外，在幼儿园实施的时候，还要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使其能够适应时代的

需要。按照素质教育对儿童的要求，要想有效地达到幼儿全面发展，在该课程开发应在真实生活中进行

实践探索，应注意循序渐进，适应幼儿成长要求，民间游戏课程开发还应注意阶段性，循序渐进地完成

特色课程的建设目标。教师在教学中应积极开展反馈活动，对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有所认识并及时加

以改进。 
提高民间游戏资源的敏感性需要借助教师的力量，通过不同形式的组织活动，如教育培训，文化知

识的传播等活动提高教师的意识和观念。在幼儿园园本教研中，教师可以通力合作梳理民间游戏资源脉

络，让民间游戏更好的融入在幼儿园课程中，同时，结合幼儿学习特点对民间游戏资源进行转化。既有

助于教师将本土化文化融入在课程中，也有助于教师的教育反思，提高教学效率。这就需要教师关注学

生的生活经验、幼儿园实际情况和幼儿兴趣等，使得幼儿能够从多方面获得经验，体验不同的教育资源

带来的文化盛宴，提高幼儿的认知水平，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6.2. 注重儿童民间文化的游戏价值 

民间游戏与儿童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发掘其教育资源，有效地利用它，能将生活和教学良好地融合，

其好处在于学习与幼儿本身生活相关的教育内容，丰富知识体系，拓展教学方式的途径，使得教学内容

不仅仅局限于幼儿园课程，还应获得游戏本身带给幼儿的情绪体验，使幼儿产生爱家乡爱祖国的情感。

基于此特性，最好通过主题活动来进行展开，主题活动具有系列性和主题明确的特点，通过“主题”来

展开，既清晰明了，又在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发现幼儿学习兴趣，生成新的教育活动。这一关注理所当然

地指向了孩子们在生活和成长中的利益和需求，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调动孩子们的参与积极

性与热情，根据幼儿原有的生活经验，进行相关教学活动。 

6.3. 凝聚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教育媒介 

民间游戏在现代科技的有效结合的教育媒介，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难题，但是民间游戏进入课堂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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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成为必然趋势。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民间游戏也逐渐电子产品所替代，也使儿童与生活脱离，民

间游戏也在失去生存的空间。因此，必须汲取传统游戏与科技产生的新兴游戏的教育性养分，使之有效

结合，使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得到有效落实，这样既能帮助儿童寻回童真，还给儿童一个快乐

童年，民间游戏也能与时俱进，儿童在游戏中的感受生活化乐趣。 

7. 结语 

民间游戏资源吸收了本地区文化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被人们广为流传。民间

传统游戏种类、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幼儿园应该积极寻找结合点，同时，将民间游戏融入到幼儿园教

学中，使其能贴近幼儿实际生活，并符合幼儿的发展需要和现代教育理念，这种转化要求在不断挖掘和

拓展民间传统游戏教育价值的基础上，民间游戏才能在幼儿园课程体系中进行充分的实践和创新。将民

间文化资源融入幼儿园课程是趋势也是发展道路，希望通过两者的结合，促进幼儿身心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姗泽. 学前教育应重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论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课程资源中的地位和作用[J]. 课程∙教

材∙教法, 2005(5): 31-35.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cjf.2005.05.008  

[2] 吴宝珊. 浅谈民间儿童游戏在幼儿园教育中的开发与运用[J]. 学前教育研究, 2004(Z1): 110-111. 

[3] 徐玲芳. 民间游戏“缺场”原因及“在场”策略[J]. 上海教育科研, 2011(10): 87-89.  
https://doi.org/10.16194/j.cnki.31-1059/g4.2011.10.015  

[4] 马小雨. 儿童民间游戏教育价值的逻辑建构与未来路向[J]. 当代教育科学, 2021(10): 37-42. 

[5] 教育部.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Z]. 2001.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6554
https://doi.org/10.19877/j.cnki.kcjcjf.2005.05.008
https://doi.org/10.16194/j.cnki.31-1059/g4.2011.10.015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中的实践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Practice of Folk Games in Kindergarten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民间游戏
	3.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的理论依据
	4.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体系的价值
	4.1. 民间游戏的社会性价值
	4.2. 民间游戏对儿童有着成长价值
	4.2.1. 民间游戏有利于儿童的社会化
	4.2.2. 民间游戏具有多种功能特性


	5. 民间游戏融入幼儿园课程存在的现状及问题
	5.1. 对民间游戏价值的淡化
	5.2. 现代科技对民间游戏的冲击
	5.3. 幼儿园游戏活动的内在缺陷

	6. 民间游戏在幼儿园课程实施的方法策略
	6.1. 重构儿童教育的游戏理念
	6.2. 注重儿童民间文化的游戏价值
	6.3. 凝聚传统与现代科技的教育媒介

	7.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