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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师范专业认证和课程思政的背景下，如何合理地构建课程体系、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的开设、进而适

应现阶段教师行业的需求，这是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课程改革中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广西民族师

范学院数学专业课程体系构建为例，研究专业基础核心课程《数学分析》的课程改革，并期望能够为学

科基础核心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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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eacher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nd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how to 
reasonably build a curriculum system, set the opening of the curriculum scientifically and rea-
sonably, and then meet the needs of the teacher industry at this stage. This is important question 
for the reform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cation mathematics major.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athematical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of Guangxi Minzu Normal Uni-
versity. It studies the curriculum reform of Mathematical Analysis in the core course of research 
majors, and hopes that it can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basic core 
curriculum of the 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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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暂行)》文件，接着在全国进行

启动师范类专业认证[1]，认证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2]。2020 年，国家教育部

发布《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文件中提出全面推动学科思政教育，发挥每门课程的育人作

用[3]。要求高校教师以立德树人为任务、为国育人为目标，要全员全程全方位开展课程思政[4]。 
专业认证的概念先于课程思政，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其成功经验可为课程思政提供借鉴。

专业认证标准是课程思政建设的依据与指南，课程思政的目的在于体现教育理念中的知识传授和能力培

养，同时注重价值引领[5]。课程思政的“价值引领”和专业认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有相通之处，

它们均着眼于学生的个人成长和发展[5]。师范专业认证坚持“产出导向”，以师范生发展成效为导向反

向设计课程体系与教学环节，故专业认证标准为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指明了方向。师范专业认证坚持“持

续改进”，通过“以评促教”“以评促改”“以评促建”为了全面保障师范类人才培养质量，达到标准

要求，形成“评价–改进–反馈”的闭环，课程思政作为其评估项目之一。通过课程的设置、结构、内

容与实施等方面的专业认证结果，这些结果有利于课程思政教学不断改革创新，为课程思政建设提供改

进思路。在专业认证背景下，探索专业课程思政的建设理念与路径，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的素质培养。 
根据专业认证的结果，把这些结果用于持续改进课程教学改进之中，从注重教师的“教”转变到关

心学生的“学”。设置科学合理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呈现、课程教学方法多样化、课程评价多样化等，

课程教学通过课程思政教育，有效的发挥专业课程对未来数学教师品格的塑造作用，把毕业生培养成“四

有”好老师，这是专业认证相关毕业要求达成的具体体现。这两者在理念、内容等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

性，围绕专业认证对专业思政体系进行整体性设计，有利于促进专业课程思政的深入开展，也有利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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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专业认证相关毕业要求，两者相辅相成[6]。将专业认证与课程思政进行有机融合，把学生发展放在第

一位，将学生的学术学习能力与思想道德水平相互结合，培育学生成多方面发展的全面人才[7]。 

2. 数学与应用数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社会重要性 

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进行应用性和职业实践能力的教育，加强综合素质的培养，重在构建理论教

学课程体系[8]。① 培养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增加就业率。课程体系以市场和就业为导向，

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重新定位，以次为根据，对数学与应用数学的课程体系进行改革，科学合理地构建

课程体系，为师范院校达到既定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提供保障。新课程标准与教学改革要求给数学教师

提出了新的挑战，不仅要求学习与掌握必备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更要注重在思想品德与人文素养方面

的培养。研究该课程体系，可以保证毕业生掌握从事初等教育工作必备的专业基础知识，将毕业生培养

成更加符合人才市场需求的应用型人才，提高就业率。② 专业发展的需求。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依托学

校“师范性、民族性、边疆性”的办特色，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扎实的数学专业知识，较强

的教育教学实践能力，具有创新精神和团队意识，能够在中学从事数学教学和管理工作的数学教师。所

以学习本专业的学生需要具备较强的逻辑思维意识及能力，对现代数学基础知识的了解程度较高。为了

适应现代数学基础教育的目标，需要对该课程体系进行改革。③ 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时代发展，

人们在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和利用的方式发生巨大变化，数学与其他学科的发展，相互之间在内容、

概念以及方法上发生交叉和融合，要适应时代需求，故需要对数学课程设置进行重组、整合，建立符合

现代化的课程体系。④ 适应信息化发展的需求。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数学学科能有效的

推动信息化的发展，因此将数学理论知识和信息技术的结合具有重要意义，这门学科除了培养学生的思

维能力，更是其他学科发展的重要工具。数学学科已经由幕后转变到了幕前。为了更好地把信息技术和

数学学科融合，需要进行该课程体系的研究，进行课程体系改革工作。 
在双重背景下，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应该如何合理地构建数学类专业的课程体系、科学合理地设置

课程、进而适应现阶段教师行业的需求，这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结合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数

学与应用数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探讨数学类专业的课程改革。 

3. 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构建 

由数学类(师范)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定位与要求，符合国家教育方针要求、地方教育改革、教师

队伍建设的战略需求，以及对用人单位、大学毕业生和骨干教师等方面的调研情况，有针对性的设置合

理的专业课程，数学类(师范)专业课程设置注重基础性、科学性和实践性，坚持将师德教育有机渗透到课

堂教育中。课程设置根据德智体美劳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要求，设置比例恰当的课程，保证学生和谐、全

面发展；根据学生不同阶段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学科知识的内在逻辑，以及时代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人才的

要求，课程门类由基础到专业技能逐渐递进。 

3.1. 课程设置 

数学类 2021 年版人才培养方案中，课程体系总体框架：通识教育课程、学科专业课程、教师教育课

程、独立实践课程四大模块，总学分 166。通识教育课程有必修的通识课程、创新创业课程和公共选修

课，共 46 学分，占 27.7%。学科专业课程有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方向选修课程和学科专

业教育课程，共 83 学分，占 50%。教师教育课程共 19 学分(且选修课程为 5 学分)，占 11.5%。独立实践

课程 18 学分，占 10.8%。教育实践共计 20 周(包含教育见习、实习、研习)。 
课程体系设置具有“基础性和个性化兼顾，学科专业能力与教育教学能力并重、学科专业素养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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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科学素养有机融合、实验能力与创新能力有机融合”的特点。本专业标准学制 4 年，修业年限 4~6 年。

根据 2021 年版人才培养，学生毕业需修满 166 学分。课程的学时/学分规定：理论课程 16 学时计 1 学分，

其中，通识教育课程 14 学时 1 学分；实践课程 32 学时计 1 学分；毕业论文计 3 学分；教育见习计 1 学

分；教育实习(含研习)计 4 学分；第二课堂 4 学分，按照学校关于第二课堂的管理制度审定。 

3.2. 课程结构 

课程结构采用“通识课程 + 专业课程(包含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专业选修课程) + 教师教

育课程 + 独立实践课程”的有机融合。通识教育课程中的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10% [9]，专业课程学分不低于总学分的 50%，课程结构的设置满足教师教育课程标准要求的学分条件。

其中，通识教育课程必修 38 学分，公共选修课程 8 学分。人文社会与科学素养课程 29 学分，为培养复

合型专业人才奠定了基础。学科专业课程中融合了通识教育，例如设置了几何画板与动态数学、中小学

教学名师论坛等课程，将数学专业知识和计算机、人文社会等方面的通识教育知识融合在一起。 
在课程体系设置中，中数学课程与课程论、中数学课程标准与课程分析、中数学课程设计、中数学

课程检测与评估等课程，能够使学科专业教育和教师教育全面融合。同时，实践教学模块中的教学实习、

教学实践(包括教育研习)等，实现学科专业教育与教师教育的有机融合。 
在 2021 版人才培养方案中，总学分 166。理论课程 126.5 学分，实践课程 39.5 学分，独立实践课程

18 学分。必修课程 127 学分，且培养中学数学教师核心素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都是必修课程。为了

进一步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求，开设了选修课程共计 39 学分(含通识选修课)。课程结构遵循相关文件

的要求，形成了人文素养、科学素养、学科素质与教；师教育素质和谐发展的课程体系。 

3.3. 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注重基础性、科学性、实践性，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师德教育有机渗透到课堂教育中

[10]。选用先进课程，汲取教育教学前沿知识，导入课堂改革与教学研究的新研究成果、全国优质高中教

育课程案例，并根据师范生学习情况及时更新、丰富课程内容[11]。 
课程内容基础性主要体现在课程内容包含了基本理论、基本方法，能够支撑学生教学和育人能力养

成，使学生终身受用。依据相关文件，和数学专业的实际情况，课程内容具有基础性、科学性和实践性。

科学性主要包含课程内容系统性、逻辑性和递进性，以此培养学生扎实的知识基础。实践性主要体现理

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与中学数学的教学相结合，有利于学生教学能力、以及育人实践能力的培养。本

专业学科专业的课程内容围绕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学科的核心概念展开，在数学学科背景下，重视学生

的学习活动，与社会实践、生活实际、中学数学教学等相结合。 
根据《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12]、《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

导纲要》、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学校结合实际，制定了《广西民族师范学院的思政方案》，方案提出将

进一步挖掘完善各种学科思想政治内容，发挥各种学科的思想政治教学作用[13]。指导老师把思想理论教

学特别是德育研究纳入各项学科课堂，实现教学门门有思政，老师人人有育人。学校还鼓励老师参与教

师参加专题培训，并积极申报课程思政项目，提高专业教师课程思政育人水平。 
数学与应用数学(师范)专业教研室要求在制定教学大纲时，课程目标都应包含师德教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等价值目标，从而从根本上保障了理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14]。例如在

《数学分析》课程中，课程内容介绍中国古代数学家刘徽的割圆术和祖冲之对圆周率的贡献，不仅激发

学生们的学习兴趣，而且可以坚定学生们的文化自信。通过介绍陈省身、华罗庚等中国数学家事迹，增

强民族自豪感，激励学生刻苦学习、开拓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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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课程实施 

结合师范专业认证要求，本专业对 2021 版课程教学大纲进行了修订。组织教师学习师范专业认证标

准中有关大纲修订的规定，参考其他院校的教学大纲修订情况，进一步指导教师对课程的教学材料修订，

依据毕业要求的主要指标点，科学合理地设置课程目标，修订教学大纲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都要

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2]，确保高效完成课程目标。同时积极推进课程考核内

容、教学方式与评价的改革与实践，积极加强过程性评价。其中过程性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课堂考勤、

提问与讨论、随堂测试、课后作业、期中考试、调研报告等，使课程考核内容、方式与评分标准的考核

情况，证明课程目标的有效达成。课程教学大纲修订主要表现：① 课程目标：重新修订了课程目标，增

加了课程思政教学目标，并与毕业要求指标点建立关系表格；② 课程内容：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

要跟课程目标支撑关系矩阵对应；③ 考核内容：增加考核内容与课程目标的对应关系表；④ 考核评价：

增加课程目标的考核评价和考核评价环节，尤其是过程性考核评价。 
以专业核心课程《数学分析》为例，课程负责人在学院和教研室的指导下，以“学科素养、教学能

力、学会反思”的能力目标为出发点。数学分析课程目标为：“① 课程目标 1：掌握数学分析中的基本

概念和理论[15]，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运用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实

际问题，养成良好独立思考的习惯，为进一步学习其他数学课程和数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② 课程目

标 2：掌握数学分析的基本论证方法[16]，学会用分析语言将复杂问题转化为简单问题，能拥有严谨的数

学语言表达能力，感受数学的深刻性、简洁性、直观性，培养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考能力、理解总结

能力等[15]，培养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科学素养，具备一定的科学研究能力[17]。③ 课程目标 3：通过本

课程的学习，熟练掌握数学分析的常用计算方法，获得熟练、精确的极限、微分、积分等的运算能力，

有利于提高学生的演算能力。④ 课程目标 4：学生通过了解数学相关历史背景的发展，了解到数学分析

课程的科学、文化和应用的价值[18]，有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自信心学好数学课程，能够从分析学

的角度形成良好的反思意识、交流合作意识，通过培养学生的反省意识，进而培养自主学习的能力。”

共 4 个具体课程目标。基于课程目标，合理设置了课程内容对应的教学方法，制定了课堂表现、课堂考

勤、课后作业、上课笔记和期中测验共 5 种考核方式，每种考核方式均制定了详细的评分标准。期末笔

试采取了分目标命题。通过对专业 2019 级开展课程的课程目标达成度进行评估，分析该课程各个课程目

标的实现程度，进一步表明该课程修订的教学大纲的内容，保证课程目标的达成，从而达成支撑毕业要

求的指标点。 

3.5. 课程评价 

定期评价课程体系的合理性和课程目标的达成度，并能够根据评价结果进行修订。为规范课程体系

合理性评价，基于《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师范类专业本科人才培养质量达成度评价管理办法(试行)》，制定

了《数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实施办法(试行)》，主要内容如下：1) 评价对象：数

理与电子信息工程学院各师范专业的课程体系。2) 评价周期：评价周期一般为 4 年，或与学校新一轮培

养方案同步。3) 评价机构和人员：学院成立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小组，分管教学副院长人组长，各教研

室主任任副组长，成员包括教师代表和同行专家。本专业在课程体系评价和修订的过程中，通过问卷调

查、访谈等方式获取用人单位、师范毕业生等利益相关方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学校及专业改进课程考核评价的措施方法：根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关于加

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精神，学校及时制定了改进课程考核评价的相关

制度。2021 年 4 月，学校下发了《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关于加强课程教学方法和考核方法改革的实施意见》，

对课程考核评价提出了要求。主要对各类课程的考核方式、考试命题、评分标准、成绩构成提出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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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要求坚持能力导向，加大过程考核成绩在课程成绩中的比重，并给出了过程考核成绩占比的范围

和不同类型课程的考核评价模板供教师参考使用，同时强调要保留过程性考核的原始材料。专业严格贯

彻学校课程考核评价的改革意见，要求专业教师根据课程特点，灵活分配平时成绩和期末成绩的比例，

鼓励通过多种过程性考核评价学生学习的过程。 

4. 数学分析课程改革的理论依据 

数学分析课程的理论基础性较强，内容较难，在专业认证之前，主要采用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为主。

这与“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师范专业认证理念不一致[19]。教学内容按照顺序依次讲解，

课程教学方法单一，课程考核评价方式是将平时成绩与期中、期末考试相结合，考核评价方式不够完善，

信息技术运用比例偏低。重理论轻应用，理论与实践脱节，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严重不匹配。为了适应

时代发展，应该如何进行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 
周波等人通过专业认证的结果对数学分析课程，从课程目标的设计、适配的毕业要求、教学大纲的

修订、教学模式的变化和教学效果的评价五个方面进行实施了教学改革[20]；李浏兰、刘志刚阐述了数学

专业师范专业认证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对应的解决策略，根据社会需求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进行课堂教

学和实践教学改革[19]；廖春燕等以产出为导向，重构“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模式，提出了重构教学内容，

设计多样化教学活动，融合专业知识与育人元素的策略[21]；李雅湘等从传统教学与现代教育技术的融合、

考核形式等方面，探讨了“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革[22]；张石梅、龙见仁在数学分析教学过程中从概念

讲授、定理证明、课后习题及作业安排等几个方面进行课程思政教育渗透的研究[23]；王长佳分析数学分

析课程思政教学实现的难点，在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评价体系方面，提出案例教学、问题导向教学和

社会实践的方法，融合课程知识与思政元素[24]；杨闯等人在课程思政背景下，对数学分析课程评价体系

现状进行分析，建立多维度、动态的数学分析课程评价体系[25]。在双重背景下，进行数学分析课程的教

学改革，这是一个需要长期实践的工作，通过分析上述文献的研究结果，下面根据自身的教学实际情况，

提出了一些课程改革的建议。 

5. 在双重背景下数学分析课程改革的路径与建议 

数学分析是数学专业中的基础核心课程，它是中学数学教师资格证专业课的必考科目，且是数学类

硕士研究生初试专业科目中的必考科目。在双重背景下，结合自身实际，如何进行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改

革，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5.1. 改变单一的授课方式，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 

在双重背景下，关于知识的传授，不仅要求理论知识传授，更要求思想品德、人文素养方面的培养

[26]。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依赖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所占的比重还较大，向新型教学模式“教师为辅，学生

为主”的转变，还存在较大的困难，因此研究如何进行角色的转变具有及其重要的意义。为了坚持“学

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理念[2]。教师树立“以学生发展能力提升为中心”的理念，从讲授为

主的单一的教学模式转变，使用促进学生实践能力、创新精神培养的多样化的新型教学模式，进而提高

课堂教学的实践性、应用性[27]。积极探索具有学科专业特色和课程特色的教学方法，如:启发式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问题导向教学法、竞争性教学法等等，或采用上述方法的部分组合，逐步形成一套教与学

互动的教学方法体系。 

5.2. 教学增加课程思政元素融入，发挥课程育人作用 

受专业认证和课程思政背景的影响，目前专业核心课程能进行少部分的课程思政融入，但因为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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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重视，或教师的知识面广度的影响，造成思政元素融入不够多，能进行课程思政的融入，但是融入

的不够自然。这需要任课教师深入研究专业课程，深挖数学分析课程的思政元素，不断实践和反思，这

需要长期进行的一项工作。教师需要通过相关课程的课程思政培训、教学比赛、以老带新等的活动，进

而加强教师自身的政治素质，增加知识面。教师在做好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扮演者一个重要的角色，

高远的理想追求、深沉的家国情怀、宽广的国际视野、严格的自律意识、坚定的是非观念[28]，是教师应

具备的关键品质。通过组织教职工观看党相关理论的教育片、举行学习经验分享交流会、参加相关培训、

利用板报知识竞赛等加大宣传力度，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素养。 
教师不断深入研究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根据学科特点，分为几个方面进行引入课程思政元素。

① 数学文化方面。比如极限和级数引入庄周的《庄子·天下篇》、斐波那契数列、刘徽的“割圆术”、

反常积分的第二宇宙速度以及其他相关定理定义的由来和发展等，可以引入我国的一些相关历史，可

以进一步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豪感[29]。② 实际应用方面。例如定积分、二

重积分、自由落体运动、计算流速等的实际应用，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理论来源于实际，增强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同时介绍一些我国有名的建筑、数学方面的成就，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自信心，意

识到科技强国，增强民族自豪感。③ 国外数学家的事迹。例如狄利克雷、黎曼、柯西、罗尔、拉格朗

日、魏尔斯特拉斯、莱布尼茨、欧拉等的数学家，学习他们刻苦专研数学的精神，积极乐观的生活态

度。④ 还可以结合社会热点。计算反常积分第二宇宙速度跟航空航天技术结合、定积分跟医学方面的

应用联系“生命的守护神”吴天一的事迹等，培养学生关注时事，关注热点，通过课程教学不仅达到

传授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同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除了列举出来的这些，还有很多的思政元素需要

教师的深入挖掘。 

5.3. 教学与项目、竞赛相结合，达到项目驱动、以赛促学的目的 

改革课程教学，建设教、训、研、赛、学五元体系“理论知识–课程实践–项目驱动–以赛促学–

能力提升”教研融合机制[30]。 
课程实践的教学方法是通过安排学生进行一对一辅导学习基础薄弱的同学，达到加深知识点的理解，

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也可以进行课后拓展环节，小组合作的模式进行“教师发布问题–讨论问题–解

决问题–分享讨论过程”。项目驱动的教学方法是教师把科研项目跟本课程进行结合，通过学生自主

学习的方式完成项目[30]。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是通过教师资格证的考试、信息化大赛、计算机微课

比赛、数学竞赛、数学建模竞赛等的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知识理解能力、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自主

学习能力。 
在双重背景下，课程教学建设“教、训、研、赛、学”一体化教研融合培养构架(见图 1)。将项目和

竞赛融入数学分析课程教学中，鼓励学生积极参与项目和竞赛，结合课程教学由单一的知识传授向新型

教学模式的转变，提高教学的成效。 

5.4. 课程考核实施多维度评价机制 

关于课程的考核方式方面，经过专业认证之后，平时成绩由课堂出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等考核

环节，增加了课堂练习、期中测试、课后问卷反馈等考核环节。今后还可以继续增加课前测试、章节测

试、课堂笔记检查等过程性考核。改革课程的考核和评价机制，形成“教学–评价–反馈–改进”的教

学闭环[31]。 
关于今后平时成绩的持续改进设置了如下考核项目的表格(见表 1)，在之后的教学过程当中，可以继

续通过这些项目进行了解学生知识的掌握情况，继续改进课堂教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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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Mathematical analysis curriculum teaching, training, research, competition, and learning integration mechanism 
for teaching and research 
图 1. 数学分析课程教、训、研、赛、学五元体系教研融合机制 

 
Table 1. Mathematical analysis course assessment evaluation  
表 1. 数学分析课程考核评价 

考核项目 分数比例 考核内容 

课前检查 5% 用学习通等布置课前预习任务，考查学生的预习 

课堂出勤 5% 由学生课堂出勤进行考核 

课堂表现 10% 在课堂上学生解答问题的表现、课堂练习完成情况 

章节小测 10% 每一章设置少量考核题目考核学生对某一章知识的学习情况 

期中测试 20% 考核期中阶段学科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课后作业 20% 重点巩固本节的知识点，学生完成的情况 

课后问卷 10% 一节课结束后，设置课后问卷调查，了解学生知识点的掌握情况 

课外拓展 10% 小组合作、布置课外任务 

课堂笔记 10% 每一章教学结束之后，检查学生的课堂笔记记录情况 

6. 结语 

在师范专业认证标准和课程思政的背景下，为了更好地适应现阶段的行业需求，更好地培养人才，

需要研究数学类专业课程体系，因为课程体系规定了培养目标的实施，可以确定培养怎么样的学生，如

何培养学生，学生通过怎样的学习，将获得怎样的知识结构。合理地课程体系关系到人才培养目标是否

实现，进而研究课程体系构建具有重要意义。而数学分析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程，它对学生后续课程的

学习，培养正确的人生观，具有重要的作用，研究它的教学改革，可以更好地进行思政元素的融入，进

而达到课堂教学不仅能传授专业理论知识，也能发挥育人作用。 

基金项目 

广西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22JGB377)；广西民族师范学院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

号：JGYB202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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