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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场域下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感知素养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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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审美感知是审美心理形成的重要开端。为有效培育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感知素养，依据学前儿童音乐审美感

知的特征，教师可营造游戏性强的审美情绪场，焕发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期待；创设唯美视听环境的审美物理场，引发

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共鸣；构建具有联觉效应的审美心理场，丰富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体验；建设浸润式的审美

文化场，培育儿童认同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审美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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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ivating Children’s Quality of Aesthetic Sense towards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by Building Multiple Aesthetic Fields

CHENG Ying
(Fujian Preschool Education College,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Aesthetic sense is the important beginning of the forming of aesthetic psychology. To effectively
cultivate children’s quality of aesthetic sense towards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ldren’s musical aesthetic sense, teachers shall create an emotional aesthetic field with fun games so as to
arouse preschool children’s aesthetic expectation for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create a physical aesthetic
field with artistic audio and visual environment so as to help children to resonate with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construct a psychological aesthetic field with synesthesia effect so as to enrich children’s aesthetic
experience of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and build an immersed cultural aesthetic field to cultivate
children’s aesthetic mind of identifying with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culture.
Key words: aesthetic sense, aesthetic quality, the outstanding Chinese music, aesthetic field

美育是审美教育，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不

仅能提升人的审美素养，而且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

情感、趣味、气质、胸襟，激励人的精神，温润人的心灵
［1］。当前，早期音乐启蒙教育正在实现从知识技能教

育向音乐美育的全面转型，而学前儿童音乐美育的关

键在于音乐教育能有效激发儿童的审美情趣，培育幼

儿的审美素养，建构其审美心理。学前阶段是审美心

理发生的敏感期，幼儿审美心理结构正处于初步萌芽

与建构时期，对美好事物特征开始产生审美感兴与审

美体验，并有初步的审美偏好和选择美好事物的审美

标准。这是儿童最初审美心理结构的雏形，此阶段进

行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早期熏陶，不仅能潜移默化地

萌发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亲切感与认同感，还

能丰富儿童的审美经验，陶冶审美素养与审美情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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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蕴含着富有生命活力的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甘泉真

正滋养幼儿。

审美心理主要包括审美感知、审美想象与理解

以及审美情感等要素，这些要素是帮助个体形成审

美经验、完善审美心理结构的动力系统中不可或缺

的主要内容［2］52 。审美素养的培育过程是复杂的，包

含着感觉、知觉、思维、情感等系列多样化统一的精神

活动［3］16 。学前儿童音乐审美素养的培育需要经历

“观察—欣赏—体验—发现—想象—理解—表现—创

造”这一由外至内、再由内至外的外在感受、内化沉淀

及外化表达等系列审美心理历程，而审美感知则是这

一审美历程中最重要的开端。

一、学前儿童音乐审美感知的基本特征

从审美心理学角度分析，审美感知是审美感觉与

审美知觉的的统称。审美感觉是对审美事物个别属

性的反应，是进入审美经验的门户，也是整个审美心

理结构所依靠的基础［4］50 。审美知觉指各种审美感觉

的审美综合和协调活动。在具体的审美实践活动中，

审美感觉和知觉是紧密相连互成整体的。审美感知

指对音乐艺术听觉特性、表现形式、表现要素、表现手

段及独特美感的体验、感悟、理解与把握［5］。儿童的

音乐审美感知素养主要是在对声音的基本要素，如音

高、节奏、力度、音色的听辨力和对音乐元素的综合感

受中产生与发展的。一般来说，儿童对上述声音要素

很少进行单一的感知，更多是对声音与音乐的这些审

美形式要素进行整体性的感知。生活经验与审美经

验直接影响儿童对声音与音乐的整体感知，这意味着

儿童的审美感知素养不仅依靠单纯的音乐听觉训练，

而且要通过全面审美经验的积累而获得，也包括丰富

生活感受的积淀。一般而言，学前儿童音乐审美感知

呈现出如下基本特征。

（一）学前儿童对悦耳的声音具有天然的审美选

择性

儿童很早就对倾听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对动听的

乐音具有天然的吸引力。音乐中如有乐器模拟滴滴

答答的雨水声、哗哗的流水声、动物的鸣叫声以及各

种有趣好听的音效，幼儿就会专心致志地倾听、情不

自禁地联想。

（二）学前儿童对音乐的情感态度与欣赏习惯影

响审美感知

学前儿童的兴趣与情绪十分感性与直接，他们的

联觉反应与情绪状态间的关联性特别强，儿童对音

乐的审美感知需要注意、情感与能力等的积极参与，

“听音乐”的耳朵与心灵才能有效培育。实践证明，

活泼有趣的游戏情境与教师积极正向的情绪感染是

焕发儿童音乐审美注意与期待的有效方式，而良好

的审美感知习惯与技能是儿童审美感知持续坚持的

长效保障。

（三）学前儿童对音乐的审美感知具有整体性，但

也格外关注某些独特的音乐元素

学前儿童带着原始性的整体心智系统，以一种整

体感知的方式建构与外界的联系，并实现自我与外界

的联合［6］。因此，学前儿童在倾听音乐、观赏表演时，

常常是把音乐作品作为整体进行反应，感受音乐与表

演的整体情绪特征与内容。当然，他们也对音高、音

色、音质、旋律线条、服装等特别强烈的音乐元素或者

经常重复的某些要素特别关注。如，在倾听中国民乐

《春节序曲》时儿童对其中由锣鼓钹演奏发出的强音

感知非常深刻，在倾听中国古典民乐《春江花月夜》时

对其中多次重复的表现江面碧波荡漾的流水声格外

关注。

（四）学前儿童早期的生活经验以及听觉审美经

验影响其对声音与音乐的感知

儿童在对声音与音乐进行感知时，总是依据自己

个体的生活与审美经验进行理解与判断。如，听到

《春节序曲》时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在节日里快乐

生活与游戏的情景，体验到过节时的开心情绪；欣赏《金

蛇狂舞》音乐时，有在生活中、电视里看过舞狮舞龙表演

的儿童，能够从音乐中感知出来的内容要比缺乏相关

经验的儿童丰富生动得多。

（五）学前儿童对音乐的审美感知需要借助于身

体以及其他多种感知觉通道

音乐审美感知活动是由多种心理活动交织而成

的，一种感觉常常会激活与之相关的多种感觉，并引

发系列联想及想象活动，从而建构其审美经验。研究

发现，在学前儿童音乐审美经验的建构过程中，不能

仅仅是听觉，还需要借助于听觉—视觉、听觉—动觉

等联觉反应，其中听觉—动觉的联觉反应占有重要地

位［7］。因此，对音乐的审美感知不仅是心灵、情感的

意向性建构过程，还需要借助于身体借助于视、听、动

联觉效应进行建构。联觉描述了一种感觉模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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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同步引发的另一种模式中自动体验的感觉，如视

觉、听觉、触觉、味觉等。由一种感觉引发另一种感觉

是不由自主的、自动化的，同感觉之间的对应关系也

是基本稳定的。因此，在以听觉感知为主的基础上，

教师可以引导儿童借助真实可感的视觉、动觉、语言

觉等多种感知觉通道，增强审美感受，丰富审美体验。

二、场域及学前儿童音乐审美场域

“场”最早源于物理学领域，是一个以时空为变数

的物理量，具体可以分为标量场、矢量场和张量场

等。因此，在物理学上，场域指某种力量所覆盖的空

间范围。

受物理磁场的启发，勒温、布迪厄、阿恩海姆等学

者相继将场域引入心理学、社会学与美学领域，创造

性地拓展了场域理论。其中，勒温趋向于将场域看做

一种从心理学出发的研究方法，提出场域是“特定时

间，决定个体行为与心理活动的所有事实，是一个个

体的主观因素、客观环境及被主观化了的客观环境构

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系统”［8］。为此，他主要提

出了心理场、行为场的概念。布迪厄则从更加宏观的

视角看待场域，他认为，场域不仅是事物存在的空间，

还是一种有力量、有生气的关系系统［9］，他认为社会

空间中存在多种多样的场域，如教育场域、美学场域、

文化场域等多种场域。借鉴上述理论，本文所指的场

域，既包含物理学意义上的场域空间，也包含人的心

理、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多种多样的社会空间。

在美学领域，格式塔心理学着重探讨了“场”的美

学价值。作为格式塔心理学的代表人物，阿恩海姆主

要从视觉艺术的角度，诠释了审美场的性质以及审美

场效应产生的机制。他认为，审美场的构成源于审美

对象给予审美者一种牵引或诱导，而这种牵引诱导的

前提在于物理——生理——心理之间存在着某种同

型的对应关系，即物理上的力会在生理上引起类似的

感觉，进而在心理上引起某种相应的反应［10］。

音乐是一门听觉的艺术，主要依靠声音的高低、

长短、强弱、音色等基本特性，通过旋律、节奏、力度、

速度、音色、结构形式等表现手段，描述外部世界，表

达思想情感。在学前儿童中华优秀音乐审美活动中，

充满着多种多样力的要素，如物理之力、生理之力、心

理之力、行为之力、文化之力，等等。只有基于学前儿

童音乐审美感知的特点，合理建构支持儿童感受体验

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情绪场、物理场、文化场与心理

场等多元审美场域，巧妙将各种力有机作用于儿童的

审美活动之中，各种场域的审美力才能共在共融并相

互创生，积极诱导学前儿童进入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

审美之中。

三、构建多元审美场域，培养学前儿童对

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感知素养

借鉴上述理论，基于学前儿童音乐审美感知的特

点，教师应积极建构儿童体验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多

元场域，增强自内而外的张力与活力，培养学前儿童

对中华优秀音乐及其文化的审美感知素养。

（一）营造游戏性的审美情绪场，引导儿童对中

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期待

审美情绪场是一种能给儿童带来情绪感染与情

感呼唤，进而产生动机与需要的环境因素。学前儿童

的学习具有很强的情绪性，他们对中华优秀音乐审美

感知的启动需要审美兴趣、注意力与期待的积极参

与。尽管喜爱音乐是儿童的天赋本能，但如果缺乏有

趣的情境与教师富有感情的诱导，儿童继承的“原始

遗产”也难以显现与正常发展。因此，教师要理解儿

童的兴趣点，选择他们感兴趣的音乐作品、故事情境

以及动画片角色与情节等主题作为线索，用有趣的

“游戏外衣”引发他们的审美注意与期待，诱导其进入

有趣的音乐之旅。例如，教师发现儿童对经典电影

《西游记》的故事与音乐特别兴趣，对电影的主题音

乐、孙悟空腾云驾雾、大闹水晶宫中的配曲印象深

刻，孩子们一听到其中的音乐片段，就会情不自禁地

随乐而动，把自己想象成孙大圣，挥舞着金箍棒腾云

驾雾，降妖捉怪。基于幼儿的兴趣，教师设计了“大

圣归来”的游戏主题，把幼儿装扮成孙大圣，听着脍

炙人口的《西游记》主题曲入场。随后，教师出示了

一张唐僧被绑在礁石上的图片，引导幼儿联想唐僧

被妖怪抓走的情境，强烈激发了幼儿寻找妖怪洞穴、

营救师傅的强烈愿望。教师用一句“到底妖怪把师

傅关在哪里呢？我们该怎样去救出师傅呢？请小朋

友认真听音乐，音乐会告诉大家。”的引导语，一下子

就把幼儿的注意力吸引到倾听音乐的活动之中，幼儿

满心期待地认真倾听音乐，仔细感受音乐中的细节变

化，并通过交流讨论发现音乐所表现的场景意象，最

后用孙大圣七十二变的本领，变出相应的海底生物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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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游去营救师傅，并随音乐与妖怪搏斗开启了有趣

的音乐审美之旅。

教师要善于运用情感的魅力，创设与音乐相适宜

的情感环境与心理氛围，增强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审

美牵引力。同时，教师还要帮助幼儿唤起以往的审美

经验，搭起先行经验与教育目标之间的桥梁，让幼儿

尽早进入对审美突破点的注意与期望状态［11］。如，

为了帮助大班儿童更深入感受中国经典民乐《春节序

曲》的音乐情绪及其所描绘的中国传统春节的节日文

化，音乐活动前，教师采取了系列活动了解并引导孩

子们的先行经验：请孩子们与家长共同采集了幼儿在

春节时与爸爸妈妈共同张贴春联、放焰火、包饺子、拜

年等珍贵照片，贴在班级的照片墙上；组织了“春节故

事”的谈话活动，让孩子们轮流上台讲述自己春节中

遇到的有趣故事；组织绘画活动“快乐春节”，让孩子

们用各种美术形式，记录自己在春节里看到、听到、吃

到的内容，等等。孩子们除了讲述自己家里过春节的

各种情形外，还十分关注自己在社区里看到的春节踩

街活动的内容。有了这些先行经验，孩子们一听到

《春节序曲》时，就感到十分亲切与期待。同时，在欣

赏《春节序曲》过程中，教师把孩子们提供的各种照片

与美术作品等，以《春节序曲》为音乐背景，加上教师

的配音，制作成微电影《快乐的春节》。教师的配音既

与音乐相辅相成，又饱含着浓厚的情感与喜悦的情

绪，有效唤起儿童春节时的愉快体验与生活经验，成

功地激发他们对欣赏音乐的审美期待，对音乐中其乐

融融的中国年味文化元素的感知也更为深刻，对于音

乐中需要孩子们细微感受的审美突破点，孩子们也能

水到渠成地细致感知与自我发现。

（二）创设唯美视听环境的审美物理场，引发儿

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共鸣

审美物理场指给儿童带来艺术美感的场域。音

乐之“美”主要包括音乐美、动作美、环境美、氛围美

等，美好的音乐视听环境取决于音乐作品本身、乐器

和音响质量以及教师示范表现等多种因素，蕴含着各

种物理之力。教师应尽量以多种方式呈现音乐，构建

符合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物理场，使得音乐的上述审

美要素变得更加感性、更富有吸引力，所产生的引力

场能有效吸引幼儿主动充分地倾听与体验，全方位感

知中华优秀音乐之美，促使音乐产生审美物理场，最

直接、最迅速地作用于幼儿的心灵，与幼儿的情感发

生共振，牵引出生理、心理以及文化之力，引发儿童对

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共鸣。

首先，精心选择或营造与所欣赏的中华音乐审美

意蕴紧密关联的空间环境，引导幼儿在与环境积极互

动中，直观感受音乐背后蕴含的中华文化。有时，选

择给幼儿欣赏什么样的中华音乐需要应时应景，如在

春节临近时，幼儿园以及班级活动室里处处张灯结

彩，悬挂的红灯笼、张贴的红春联、剪纸等物品，能把

幼儿带进充满“中国红”的喜气洋洋的节日氛围之中，

这时欣赏《春节序曲》就特别适宜，幼儿的情绪容易与

音乐产生审美共振，更能体会音乐的快乐意境。同

时，教师要努力创设能帮助幼儿感知生活中丰富多彩

的音乐元素及细微区别的生活环境。幼儿特别喜欢

各种有趣的音响音效，幼儿园里的饲养角里经常饲养

着小鸟、青蛙等，如果教师能有目的地引导幼儿倾听

与感知各种鸟儿、青蛙等鸣叫时音高、音色与节奏的

区别，则能有效积累幼儿相关的音乐经验，培养审美

感知的敏锐性。

其次，将中华优秀音乐以最美的方式呈现给孩

子，引发儿童的审美共鸣。教师需充分考虑细节，如

播放的音质、音量等都要与音乐的情绪相吻合，让幼

儿能瞬间被吸引，产生审美感动。此外，教师的表演、

体态、声音等也要富有美感，创设的教学情境要有利

于渲染音乐的氛围，带给儿童整体的美感。当教师身

穿淡雅飘逸的浅绿色衣裙，优雅地弹奏着古琴，用优

美的声音演唱由中国古诗词《春夜喜雨》改编的歌曲

时，幼儿容易被音乐清新优雅之美所打动。而在欣赏

《春节序曲》时，教师的服饰应尽可能地喜气红艳，引

导与表演时的语言也要热情活泼，随乐表演放鞭炮、

踩高跷等动作时要开心轻快。

再次，营造“峡谷”式的教育环境，引发幼儿产生

自主的审美共鸣。中华优秀音乐中蕴含的美感及其

深厚的文化内涵，需要儿童通过反复倾听体验来自主

感受与领悟。幼儿要获得与音乐的审美共鸣，需要对

音乐形成自己独特而不是一致统一的审美体验与认

识。因此，教师要努力营造“峡谷”式的教育环境［12］，

以开放式的问题引导幼儿积极倾听音乐，主动与音乐

对话，自主感悟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力量与文化内

涵，使得幼儿对中华优秀音乐的感知体验与表现，能

够沿着教师指导性的价值体系与幼儿自主的感知行

为体系的峡谷中，以最小的能量耗费流向既定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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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从而切实达到实现自我、体验快乐的目标。在大

班《春夜喜雨》的歌唱活动中，某教师通过播放图文并

茂的诗词朗诵、意境优美的配乐插图以及4次不同形

式的范唱，通过“你来听听看这首歌说了些什么？”“你

觉得这首歌曲美在哪里？”等指导性引导语，引导幼儿

通过认真倾听，自主感受中国古诗词说唱歌曲的意境

与韵味，自主思考、自主探究发现歌曲的节奏及词曲

结合的规律，并用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对音乐以及春

雨的感受。在这些过程中，教师始终尊重儿童，对于

每个儿童独特的体验与表达，教师都是饱含热情地予

以肯定与鼓励，可以有效激发幼儿参与倾听、交流与

表现的愿望与积极性。

需要指出的是，从物理学的角度，物体产生共振

必须有一定的频率，两个频率相近的音叉靠近时才会

产生共鸣。因此，教师在创设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物

理场时，一定要注意其力度与频率要靠近幼儿对音乐

的审美感受频率，才能有效引发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

的审美共鸣。

（三）构建具有联觉效应的审美教育场，丰富儿

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体验

音乐是一种抽象、非语义的音响艺术，学前儿童

要真正感受体验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内涵之美，需要

有机融合听觉、视觉、运动觉、语言觉等多种感知觉通

道，构建整体融合、多通道参与且具有联觉效应的审

美教育场，将中华优秀音乐与身体动作、视觉形象、语

言材料等进行有机同构，实现相互间力的沟通与渗

透，全方位、多层面地感受与体验中华优秀音乐的审

美特点与内在意蕴。

身体动作指的是符合所选音乐的性质，并能基本

反映音乐的节奏、结构、旋律、内容与思想感情的身体

节奏动作、舞蹈动作以及夸张滑稽的动作等。这些动

作不宜太难，应是大多数幼儿能自然表现的。此外，

动作不必追求过于具体与统一，应有助于幼儿独立选

择与自主表现。如，在欣赏《春节序曲》时，教师可引

导幼儿随音乐自主表现自己熟悉并感兴趣的拜年、放

鞭炮、走高跷及舞狮舞龙等动作；在让幼儿边听着铿

锵有力的劳动号子，边凿石头、挖土快以及有节奏地

传递“土块”的搬运游戏中，帮助幼儿直观体验中国古

代寓言故事中愚公及其子孙们的艰苦卓绝的劳动、坚

持不懈的毅力以及积极乐观的精神。音乐中乐音运

动的情绪变化明显反映在儿童的身体动作中，使得儿

童的身体动作真正参与在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过程

中。

视觉材料主要指能形象反映音乐的内容、节奏特

点与结构等的可视材料，可以是图片、幻灯、录像、多

媒体课件等。这些视觉材料在线条、构图、造型、色

彩、氛围等方面需与音乐的情绪、内容相吻合，其画面

变化的力度与节奏应与音乐变化的力度与节奏相辅

相成，有助于幼儿感受、理解中华优秀音乐的意境与

形象，达到艺术沟通的效果。此外，教师应注意适度

留白，不能过于具体以免限制幼儿的思维，要留给幼

儿更多遐想的空间。如，在欣赏《春江花月夜》时，教

师通过随乐唯美的水墨视频、现场随乐沙画、配乐朗

诵等方式，勾勒出由春、江、花、月、夜等景色构成的江

潮连海、月共潮生的良辰美景，让幼儿在唯美的视觉、

听觉、语言觉等共同构建的联觉效应中，直观体验音

乐所呈现的旖旎风光与静谧美好的氛围，享受中国古

典音乐如诗如画、清新淡雅的意境美。

语言材料主要指那些与中华优秀音乐意境相贴

切的故事、诗歌、散文以及富有诗意的对话等内容。

由于语言具有较强的指向性，辅以动作、视觉材料等

方式，可以有效丰富幼儿的审美体验，引领幼儿走进

中华音乐所呈现的世界之中。如，教师在引导幼儿倾

听《春夜喜雨》歌曲旋律、观看随乐制作的视频时，有

感情地随乐吟诵古诗《春夜喜雨》，并辅以手势动作表

现出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意境，有效地

丰富幼儿对于该诗词内在意蕴的感受。最后，教师引

导幼儿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编出“春雨滴答，桃花

红；春雨滴答，梨花白；春雨滴答，草儿绿；春雨滴答，

春来啦！”等诗歌，进一步强化了幼儿对于古诗词的体

验与理解。

（四）建设浸润式的审美文化场，培育儿童认同

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审美心灵

审美文化场不仅是一个充满中华优秀音乐的听

觉场域，还应是一个充盈着中华文化元素，让幼儿能

全身心浸润其中的文化场域；这个场域不仅弥漫在幼

儿园的教育空间里，还应进一步延伸至儿童的家庭与

社区空间，拓展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的审美感知广

度。一个听力正常的学前儿童，很小就对倾听表现出

浓厚的兴趣，儿童早期的音乐记忆会持续影响儿童一

生的审美爱好与情趣，一个襁褓中的婴孩听到熟悉的

声音如动物鸣叫声、妈妈的歌声以及好听的音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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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努力用视线寻找声源，并产生亲切感与愉悦感。要

让儿童对中华优秀音乐文化感到熟悉、亲切与认同，

需要建设浸润式的审美文化场，尽早在生活中进行中

华优秀音乐潜移默化的渗透式培育。

首先，充分利用幼儿园生活的各个环节，如在幼

儿来离园、用餐、吃点心、午睡前后、散步、阅读等环节

播放优美动听的中华优秀音乐，为儿童创设充满中华

优秀音乐的浸润式环境，让幼儿在无意识的倾听与感

受中，潜移默化地获得中华优秀音乐的熏陶与浸润。

其次，创设充满中华优秀音乐文化的艺术区角，

让儿童在愉悦的游戏中潜移默化地感受中华优秀音

乐及其文化的魅力。如，设置茶艺区，让儿童在古韵

悠悠、清新悦耳的中国古典音乐伴随下开展茶艺游

戏，感受中国茶文化的艺术美；设置水墨画区，让儿童

倾听绵长悠远、如诗如画的中国丝竹音乐，一边想象

音乐的意境一边玩水墨画；设置听赏区，如在音乐区、

音乐长廊中，布置笛子、葫芦丝、唢呐、古筝等一些常

见的民族乐器图片，幼儿自主点击下面的按钮，就可

以播放该乐器的简要介绍以及典型的演奏乐段，帮助

幼儿直观感受不同民乐音色、音高、音质的区别，体验

中华音乐的情绪风格与表现内容。

最后，家长在家里经常播放各种风格的中华优秀

音乐作品，并经常带领幼儿参观民俗博物馆、民间艺

术馆、茶艺馆、龙舟赛、踩街、舞狮子等各种传统民俗

文化活动等，或带领幼儿观看各种艺术活动，如民乐

演奏会、古诗词朗诵、民间童谣表演及拍胸舞、闽剧、

高甲戏等本土民间艺术与民俗活动，让幼儿感受丰富

多彩的中华文化气息，积淀文化内储，增强对中国优

秀艺术审美感知的广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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