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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理科自然科学类课程思政改革的共性问题——思政元素相对匮乏，本文首先阐述了《概率论与数理

统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经验；再着力于从思政元素挖掘角度探讨课程思政可行方式。通过聚焦理论知

识、生活哲理、时事引申、学用关联和开辟境界等角度，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内容中蕴含

的思政元素进行深度、投射、动态、全程和全面挖掘。并以单知识点为例进行了案例实践说明，实现了

广度和深度的双维度融合。从选题范畴上拓展了专业数学课程思政通途，为专业理学课程知识体系教学

与思政育人的浸润式融合提供可实现思路和案例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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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solve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the lac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at it is cur-
rently common in the teaching of natural science courses. This article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prac-
tical experi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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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al Statistics”; then it focuses on exploring feasible ways to explore ideological and po-
litical elements in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Through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life philosophy, current events extension, learning 
and application relevance, and opening up the realm,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
tained in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robability theory an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re explored in 
depth, projection, dynamic, whole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ly. And a case study was conducted 
using a single knowledge point as an example to demonstrate the dual dimension fusion of breadth 
and depth, expanding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ath of professional mathematics courses from 
the scope of topic selection, providing feasible ideas and case references for the infiltr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system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professional 
science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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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通过 2016 年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座谈会提出的“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

效应”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可以说明课程思政是科学理论学科与人文社会学科之间的桥梁，为进一

步实现课程思政建设，要加强课堂教学的建设管理，充分挖掘和运用各学科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要坚持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原则，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1]。 
自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方式提出来后，全国各高校陆续开展了教学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

长期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下，理科类教师在思想认知上有一定的误区，认为理科类课程与思想哲社类课

程处于对立面，导致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处于两条平行线上的现象并未明显改变。又由于理科类专业大

学生的思维特点是“讲道理”，对社会问题相对缺乏敏感或关注，导致他们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水

平和理解能力往往又低于人文社会科学专业学生[2]。所以目前理工科类学科的课程思政改革效果并不佳，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只有更充分、更合理和更全面地挖掘理科类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才能让理科类

教师改变传统观念，才能达到课程思政育人效果，才能实现理科类课程思政改革。因此，理科类课程思

政元素的发掘是开展课程思政改革的前提，如何发掘理科类课程的思政元素成为了当前的首要问题。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针对高校理工科类专业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公共数学类基础课程，是研究随

机现象的统计规律的一门科学。因该课程与其它学科专业领域联系密切，且广泛应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工业生产管理和科技研发等，使得其蕴含大量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政元素。因此，挖掘该课程的思

政元素具有典型性、实用性和可推广性。 
本文尝试从聚焦理论知识、生活哲理、时事引申、学用关联和开辟思政境界这五个维度对《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中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对应性地以课程体系中的中心极限定理、贝叶斯公式、估计量选

择、假设检验和连续随机变量函数分布这五个具体理论知识点进行案例实践，通过课前介绍、知识点拓

展、课后应用和专题教学等方式将思政元素与理论知识顺理成章地融合在一起。让学生在课堂上掌握理

论知识，拥有实际运用知识能力，又切身体会课程背后的思政精神，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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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授知识和道德育人一体化教学改革。案例式演绎课程思政育人挖掘方式的可行性，并说明其可以作为

其他理科类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参考模式。 

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学生们掌握随机数学和统计类课程的前提，也是培养学生理学思维能力、

应用能力和建模能力的一个有效工具[3]。同时也与许多理工科类课程联系密切，所以绝大多数高校将该

课程作为通用型数学应用基础课程。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也是西南交通大学大面积本科数学类公共数学基础课程，过去十年间，以作

者为负责人的该课程教学团队平均每年教授本科学生约 6000 人，涵盖了土木、机械、电气、信息、计算

机、材料、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几乎所有的理工类专业，还包括了管理学、经济学、心理学

等交叉综合类专业。教学团队由 3 名教授，9 名副教授和 8 名讲师组成本课程建设的骨干团队。课程团

队 20 名教师中 95%具有博士学位，13 人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有多名教师分别在机械、土木、运输、管

理、力学等学科有学习经历，这对于各专业公共基础课建设是十分有利的。近五年来，团队青年教师有

14 人次在校级、省级、教育部组织的各类讲课竞赛中获奖。课程团队开展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综合创新能

力培养的教学设计、推进了多元化科研型高素质人才“内功”培养型的教学模式，教学效果良好，学生

反馈评价高。 
近年来，承担《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学团队在进行课程教学的同时，积极探索课

程思政挖掘和理论研究，先后完成了：2019 年西南交通大学新时代“大思政”育人工作项目

(DSZ2019-ZLTS-19)：课程思政理念下《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践、2018 年度西南交

通大学本科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一般项目(1804139)：“掌握知识、磨炼能力、自适应学习”三位一体随

机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探践——基于问题与科研项目驱动视角、西南交通大学 2020 年度研究生“研究类”

教育改革项目(YJG4-2020-Y035)：《数理统计与多元统计》思政化教学研究与实践探索、四川省教育厅

2018~202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改革项目(JG2018-143)：MOOC 背景下学生在公共数学课程中

的学习行为研究及对策分析等教改课题的研究。团队教师在开展思政理念教学模式探索课程建设中发挥

各自的作用；包括优化课程讲授内容，修订教材，完善教学设计，加强教学管理，梳理该课程中蕴含的

思政教育元素与思政教育功能，并实施融入于课堂教学各环节，实现思政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的有机统

一目标。 
在课程团队近 4 年的课程思政改革研究和实践过程中，发现数学类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方式是综合

育人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经过团队开展的探索、交流、论证、授课实施、学生接受度反馈等多环节闭

环教研活动提炼总结，结合《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的课程特点，给出以下课程思政元素挖掘方式的可行

性建议：(1) 对于课程中涉及的纯数学理论知识点，衍生拓展至辩证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某些观点和内

容进行验证；(2) 对于课程中涉及概率事件计算的知识点，可以通过聚焦生活哲理，融汇生活中的实际事

例，增加学生的感知接受度；(3) 对于课程中涉及的目标驱动的统计建模知识点，可以聚焦当下焦点时事，

以培养高能、多元、综合高素质人才或党和国家推动的多目标高质量发展的决策为思政性对偶式引导；

(4) 对于课程中涉及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方法两者综合类的知识点，可以采用理论联系实践挖掘方式，使

得学生更加容易理解掌握理论方法，并于应用性实践中体验和转化课程相关理论。(5) 对于课程中涉及给

定约束条件下求解数学形式的可行解类的知识点，可以考虑从开辟思政境界，以学生的能力培养、专业

素养、制度自信、特色之路等价值观为导向，开拓“约束条件”的思政元素育人方位。下节以教学案例

式演绎上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教学实践研究总结的思政元素挖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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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方式案例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各种文化思想潮流的涌入，人们的思想日益多元化[4]。为了加

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核心竞争力，必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并渗透到

教育的各个环节和层面。马克思主义人的本质理论和教育思想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理论依据[5]。高校

作为思政教育的主要阵地，在将思政教育融入各个课程中时，要求各教师思想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

为指导，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6]。才能深度挖掘出专业课程中的思政元素

并引用，让学生在知识学习过程中，“润物细无声”式吸收思政教育，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而目

前理工科类课程思政元素挖掘工作并不能达到深度和广度的双要求，而《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涵

盖的大量思政元素也还未挖掘。主讲教师要善于结合学科文化特点，因势利导，提炼升华，实现把理工

类科学课程学习过程巧妙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和目的[7]。本文从聚焦知识点、时事、教学过程和课堂

思政的多角度探讨如何挖掘该课程的思政元素，从而为实现自然科学传授与思政育人一体化的教改目标。 

3.1. 聚焦理论知识，深度挖掘 

思政元素的挖掘要聚焦某个具体的知识点(如定理、引理和定义等)，从知识点内部结构开始层层剖析，

深度挖掘出其蕴含的思政元素。教师非常熟练地掌握课程书本中的每个知识点，溯源到每个知识点的发

现，根据内部结构中各字母或关键字词代表的含义，映射到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事件中，则可以从中挖掘

出可利用的思政元素，并在恰当地时候植入到知识点授教过程中，实现课程思政。 
如，在讲解中心极限定理的时候，知道是为了研究在许多彼此不相干的随机因素共同作用下，各个

随机因素对分布函数影响又很小的随机现象的统计规律，以及在什么条件下，独立随机变量和

1
n

n iiY X
=

= ∑ 的分布函数会收敛于正态分布。林德伯格–莱维中心极限定理：设{ }nX 是独立同分布的随

机变量序列，且 ( ) ( ) 2, 0i iE X Var Xµ σ= = > 存在，若记 

1 2 n
n

X X X n
Y

n
µ

σ
∗ + + + −
=



 

则对任意实数 y，有 

( ) ( )
2

21lim
2

t
y

nn
p Y y y e dtφ

π

−∗

−∞→∞
≤ = = ∫  

其中，
( )
( )

= n n
n

n

Y E Y
Y

Var Y
∗ −

为对 nY 进行标准化运算后得到的分布[8]。 

根据中心极限定理可知，只要假设{ }nX 满足独立、同分布和方差存在，不管其原分布是什么，只要

n 充分大，随机变量{ }nX 的分布就逼近正态分布。将该理论知识点映射到学习、工作和实际生活中，通

过中心极限定理说明如何才能使得学习成绩好或达到工作、生活目标。将每一分努力作为 n 中的因子，

每天多一分努力使得 n 逐渐增大，当努力积累到一定程度，量变引起质变，就能逼近成功。这可以告诫

学生，想要取得成功与自身所处的外在环境并无太大关系，关键还是自身的努力和付出，从而激发学生

的勤奋学习，努力工作的热情。 

3.2. 聚焦生活哲理，投射挖掘 

从现实生活或是学生熟知的示例中取材，融合概率统计的知识体系理论方法，投射到人才品质教育

中，更加容易触动学生，且印象深刻。 
教师在讲授古典概率理论——贝叶斯(Bayes)公式的知识点时，可以伊索寓言中人人熟知的“狼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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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引例：“孩子与狼”故事讲的是一个小孩每天到山上放羊，山里有狼出没，第一天，他在山上喊道“狼

来了！狼来了！”，山下的村民闻声便去打狼，可到山上，发现狼没有来；第二天仍是如此；第三天，

狼真的来了，可无论小孩怎么喊叫，也没有人来救他，因为前两次他进行了两次说谎事件，人们便不再

相信他。结合正在讲授的贝叶斯公式来与学生互动探讨：小孩的可信程度是如何下降的？ 
教师可以板书讲解：首先记事件 A 为“小孩说谎”，事件 B 为“小孩可信”，设村民过去对小孩的

印象为 ( ) ( )0.8, 0.2P B P B= = 。 
再设可信的孩子说谎的概率为 0.1，不可信的孩子说谎的概率为 0.5，即 ( ) ( )| 0.1, | 0.5P A B P A B= = 。 
第一次村民上山打狼，发现狼没有来，村民对小孩的可信程度改变为 

( ) ( ) ( )
( ) ( ) ( ) ( )

|
| 0.444

| |
P B P A B

P B A
P B P A B P B P A B

= =
+

。 

这表明村民受到一次欺骗后，对这个小孩的可信程度从 0.8 降为 0.444，所以有 

( ) ( )=0.444, 0.556P B P B = 。 

第二次撒谎后，村民对他可信程度的改变为 

( ) ( ) ( )
( ) ( ) ( ) ( )

| 0.444 0.1| =0.138
0.444 0.1+0.556 0.5| |

P B P A B
P B A

P B P A B P B P A B
×

= =
× ×+

。 

这表明经过两次小孩撒谎欺骗村民事件发生后，村民对小孩的可信程度已经从 0.8 下降到了 0.138。
如此低概率的诚信度是导致“狼真的来了”时小孩呼救失效的原因。本题案例中的小孩用生命为代价诠

释了诚信的重要性，从贝叶斯公式的计算中可以看到，随着谎言事件次数的增加，村民对小孩信任程度

的逐次递减。 
教师进一步思政育人拓展至当下学生们比较关心的社会性现象中。对比当今社会的大学生买房政策

问题。在很多城市的购房政策中，有如下要求：大学毕业生第一次买房所需费用，可贷款 80%，首付 20%，

并且贷款利率可以折扣。购买第二套房产的购房要求：70%首付，30%贷款，但房贷利率非但没有折扣，

还增加额外诚信性利率。购置三房时，则政策不允许贷款。因为根据贝叶斯公式计算原理，此时有充分

的炒房之嫌。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并坚持调控政策不放松

的住房制度。你保持诚信，国家政策就会尽力帮助你，但你如果利用国家政策来做不诚信的事情，那是

万万不可能的。大学生买房政策的案例，其实也闪烁着贝叶斯公式智慧的光芒。 
教师最后做如下总结：(1) 诚信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做人的基本准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重要基础。(2) 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对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中就包含诚信二字，可见诚信

的重要性。 

3.3. 聚焦时事，动态挖掘 

思政元素的挖掘需要紧随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走向，聚焦社会现有矛盾和最新事件，不断挖掘思政

元素，实时更新思政资源。教师应该具备较强的探索和创新能力，用专业课程的目光去看待最新社会问

题，并不断地筛选、提取和升华其中蕴含的思政元素。将社会事件转化为专业课程问题，引入至课程教

学中，让学生了解时事的同时，又运用了辩证思政思想看待时事，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等精神，最

终实现课程思政。 
如，在讲解估计量的评选标准时，知道对于同一参数，用不同的估计法可能得到不同的点估计量；

甚至有时使用同一种方法，也有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点估计量。而在实际问题中，通常对于不同的点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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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只会从中选择一个作为参数的估计。无偏性、有效性和相合性就是判断估计量优良性的三个常用标准，

但在估计量评选的标准中，有效性必须以满足无偏性为前提，再对多个无偏估计进行有效性的比较，否

则定义将没有意义[8]。 
(1) 均方误差： ( )1 2

ˆ ˆ , , , nX X Xθ θ=  是未知参数 θ的估计量，均方误差记为 ( )ˆMSE θ ， 

( ) ( ) ( )( ) ( )( )( ) ( ) ( )( )2 22ˆ ˆ ˆ ˆ ˆ ˆ ˆMSE E E E E D E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θ  = − = − + − = + −     
，从整体角度衡量 θ̂ 得误 

差大小，其取值越小，就表示该估计量越好。 
(2) 无偏性：若 θ的参数空间为Θ，则对任意的 0θ ∈Θ，有 ( )ˆE θ θ= ，即 ( )ˆ 0E θ θ− = ，则称 θ是 θ

的无偏估计，否则为有偏估计。 
(3) 有效性：有效性就是用无偏估计的方差大小作为度量无偏估计优劣的标准，设 1 2

ˆ ˆθ θ， 是 θ的两个

无偏估计，如果对任意的θ ∈Θ，有 ( ) ( )1 2
ˆ ˆVAR VARθ θ≤ ，且至少有一个θ ∈Θ使得上述不等号严格成立，

则称 1̂θ 比 2̂θ 有效。 
改革开放 40 年以来，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奋力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群众与党中央奋斗目标一致，团结上进恰恰是估计量无偏性、方差小(有效性)
优良性的体现。这说明不管方差如何小，但没有先满足无偏性，该估计量也不是积极的。所以估计量的

评选标准无偏性是以有效性为前提的，无偏性比有效性更为重要。 
以“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无偏性准则为前提，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让大家

更加忠于党、忠于人民，从而提高忠诚度，减小方差。让新青年一代更加团结一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奋斗。 

3.4. 聚焦理论–实践关联，学用挖掘 

思政元素的挖掘要贯穿整个教学设计的全过程，实现全程铸魂育人[9]。《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

的教学内容包含理论和实践教学环节。教师在讲解新的理论知识环节如随机变量及其分布，大数定律与

中心极限定理和假设检验等理论知识点时，还需要培养学生的自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理论实践能力，

使学生能通过系统化的教学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并灵活运用。另外，在此过程中教师应该将整个教学过程

中含有的思政元素潜移默化地渗入学生的心中，从而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成为新时代有为青年。 
如，在讲解假设检验内容时，首先要明白假设检验的逻辑原理和其采用的“概率论反证法”判断准

则，熟知统计检验步骤，最后实践操作，对提出的问题做出统计判断。可知，统计假设检验问题是指：

当总体分布函数已知，而其中部分参数未知时或当总体分布函数完全未知时，对总体参数、总体某些分

布特征或总体分布做出统计假设，以及如何验证这些统计假设合理性的问题。其判断准则原理：“小概

率事件在一次试验中几乎不可能发生”，如果任做一次试验此事件就发生，则有理由怀疑该事件的发生

不是小概率的。知识内容包括有提出统计假设、选择检验统计量、选择显著性水平α ，确定样本容量 n 、

确定拒绝域和做出统计判断五个步骤[8]。 
在理论实践过程中，可以引入例题：从甲地发送一个信号到乙地，设乙地接收到的信号值是一个服

从正态分布 ( )2,0.2N µ 的随机变量，其中 µ 为甲地发送的真实信号值。现甲地重复发送同一信号五次，

乙地接收的信号值为 8.05、8.15、8.2、8.1、8.25。取显著性水平 0.05α = 。设接收方有理由猜测甲地发

送的信号值为 8，问能否接受这猜测。 

解决上述问题首先要建立假设：设 0 1: 8 , : 8H Hµ µ= ≠ ；再选择检验统计量：
xU

n
µ

σ
−

= ，根据 5n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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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5x = ， 0.2σ = ，得到 1.68U = ；得到拒绝域 { } { }
2

1.96W U U Uα= ≥ = ≥ ；又因为 1.68U = ，没有落

在拒绝域 W 中，所以不能拒绝原假设。 
提出疑问：如果显著性水平为 0.01α = ，结果又如何？ 

当 0.01α = ，拒绝域 { } { }
2

1.645W U U Uα= ≥ = ≥ ，此时根据样本计算得出的检验统计量值为

1.68U = 在拒绝域内，则拒绝原假设。 
通过上述例题可知，假设检验问题方法可以去检验一些实际问题，并得到推论。但在显著性水平α 取

不同值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则说明统计推断的结论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成立的，也可能有错。 
贯穿假设检验课堂教学的全过程，带领学生从理论知识到实践的掌握，让学生明白对于学习要善于

思考，循序渐进。面对问题不能一蹴而就，要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周围事物，不盲目跟随。也要用发展的

眼光、联系的眼光，长远地看待问题。 

3.5. 开辟思政境界，纵横挖掘 

一个完整的课堂思政体系应该包含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思想升华和精神交汇，思政元素的挖掘须

涉及课堂的各个“环节面”，从而落实最新教育理念，实现当代教育价值。教师应该从教学内容、问题

解决和案例分析等多个面去探索和挖掘思政元素，寻出适宜的思政交融点，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

交融。深化“价值塑造、知识养成、实践能力”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形成系统集成、

协同高效的育人格局[10]。 
如，在讲解连续随机变量函数分布时，可知，若 ( )y g x= 是定义在直线上的一个函数， X 是一个随

机变量，那么 ( )Y g X= 是 X 的函数，也是一个随机变量，那么该函数的分布是怎样的？引入书中定理：

设 X 是连续随机变量，其密度函数为 ( )Xf x ， ( )Y g X= 是另一个随机变量，若 ( )y g x= 严格单调，其反

函数 ( )h y 有连续导函数，则 ( )Y g X= 的密度函数为 

( ) ( ) ( )' , ;

0 ,
X

Y

f h y h y a y b
f y

 < <   = 
 其他

 

其中 ( ) ( ){ }min ,a g g= −∞ +∞ ， ( ) ( ){ }max ,b g g= −∞ +∞ 。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该定理，给予学生自我思考时间，让学生尝试推导出该定理的由来，最后给出标

准证明。由定理可以看出要想求出 ( )Y g X= 的密度函数，只有在 X 的密度函数 ( )Xf x 已知，且 ( )y g x=

严格单调和其反函数 ( )h y 有连续导函数的条件下，才能根据公式算出Y 的密度函数，最后计算出相关概

率和特征函数。 
将该理论知识映射到现今的社会问题中，将大学生自主创业现象作为教学案例，X 的密度函数 ( )Xf x

为国家针对大学生自主创业给予的优惠政策，函数 ( )y g x= 严格单调及其反函数 ( )h y 有连续导函数的条

件就是大学生具备的能力，有了这两个条件就可以算出 ( )Y g X= 的密度函数。 
通过上述课堂思政启示学生无论是自主创业还是做其他的事情，成功的关键都在于自身，只有自己

有能力，才能抓住机遇成功。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需要随时随刻请全力以赴，用努力扎实累积。利用

课堂思政，从各个“面”启示学生，面对学习需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面对问题要敢于验证，面对社

会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观念，面对自身内在素质的培养需要不断汲取和学习楷模精神。 

4. 结语 

课程思政是新时代教学改革新趋向，是一项庞大的系统性工程，同时也是育才和育人相互统一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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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专业课程与思政元素的结合不是单一的数学加法，而是强烈的化学反应。本文从聚焦理论知识、生

活哲理、时事、教学过程和课堂思政角度对《概率论与数理统计》课程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进行挖掘。以

中心极限定理为例，深度挖掘出激励学生的思政元素；以贝叶斯公式为例，投射挖掘诚信品质的思政落

点；以估计量评选准则为例进行动态挖掘，更新出让学生更团结一致的思政元素；以假设检验为例进行

全程挖掘，全程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连续随机变量函数分布为例聚焦课堂思政，从

各个面引导学生走上成功道路。 
本文从多个角度探索出挖掘专业课思政元素的方法，并以一些知识点为例进行了实践，实现了更广

度和更深度的融合。从理论上解决了专业课程思政元素挖掘的困难，为今后专业自然科学类课程与思政

内涵的融合提供了通途，让学生在接受专业课程的同时，又受到正确思想潮流的熏陶，实现课程思政改

革。同时，也增强了教师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决心和信心，从而加快课程思政的建设推进，切实

塑造新时代有为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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