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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２０世纪后期以来，人才的国际化竞争和教育的人本化理念

将教师因素推向了国家教育发展的实践与研究前沿。在国内教育

改革与发展中，“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的教育理念凸显了外语教育

研究领域中的两个趋势：一是教育语言学的兴起，二是教育叙事

研究的发展，这就使得一线外语教师作为这两大趋势的主体日益

成为体现外语教育现状与特征的话语人和风向标。教育改革的深

化、前沿理论的推广无不通过这一真正的实践群体产生效应。
事实上，我国本土外语教师作为非本族语教师只是努力平衡

于母语与外语、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角色与现代角色、西方

理论与本土语境的职业人，其信念因素和职业阶段显著影响着他

们在这些艰难平衡中的教学行为。在提升教师素质的探索中，教
师信念研究在外语教育界逐步受到重视。当教师信念被作为教师

课堂行为的主要杠杆时，教师信念与教学风格的错位现象亦受到

了普遍关注。大量国内外研究表明，教师职能的体现并非从理论

到实践、从提倡到实施的直线过渡，而是随教师主体对教育环境

的认知适应而变化的。本研究认同的前提是：教师信念体系包含

着隐性与显性、动态与静态以及对外部环境与职业阶段的同化、适
应、平衡的多元因素。因此，中国本土外语教师发展研究亟待超越

基于本族语环境的西方二语教学理论束缚，倾听本土一线教师的

叙事心声，从教师的真实信念体系入手来寻找符合本土教育文化

特征和适应当前社会现状的教师职业发展模式与对策。
语言教师与教育实践就如同语言与文化一般互相交融。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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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我国本土教育机制中形成了特有的政学相通、群体道德、身
份意识等文化取向，并会在各职业阶段呈现出不同的信念因素特

征，直接影响到教学状态与效果。随着外语教育研究的范式从课

程转向教师、从重法转向重人、从被动式培训走向主动式发展，教
师职业角色自主权也在增长，这真正体现在一线教师的信念体系

而非权威学者的理论著述上，印证于反映环境的教学风格而非千

人一面的教学原理中。著者作为生长于中国外语教师之家、成长

于本土校园文化、研修于二语理论发达国家、工作于一线教师群体

的普通研究者，期待以此研究融入当前外语教育研究本土化人本

化的时代潮流，力图揭开教师角色的表面理论程式去探究教师群

体作为普通人在一线语境中心灵深处的主体意识，着重剖析教育

文化、职业周期和自我意识对本土外语教师群体的作用与影响。
由于水平所限，本书的疏漏与局限在所难免，恳祈广大同行与

读者不吝指正。

严　明

２０１２年　上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摘　　要　００１　　　　

摘　　要

在应用语言学乃至教育学的相关领域中，由于一线外语教师

日益成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最直接执行者，外语教师理念及其

发展过程在教师研究中逐渐成为热门课题。尽管近十年来对国内

外语教师尤其是基础教育阶段的外语教师的关注与培训正不断加

强，并有所成效，然而对职前教师知识认知的关注远多于在职教师

的信念构建；研究静态的信条原理仍然多于动态的信念决定因素。
目前，从职业阶段视角探索在职外语教师信念决定因素的研究尚

少有前人之成果可见。本书以社会建构主义为主要理论框架，循
如下前提进行：１．非本族语的本土学校外语教师在英语作为外语

的中国仍然是校本教学领域的主要资源。２．本土外语教师作为

非本族语者是具有反思能力的特殊学习者群体。３．表层的教师

信念格局在不同程度上取决于受社会文化和职业现实影响的深层

决定因素。４．外语教师的总体心理随不同的职业阶段和教学环

境呈现不同的特征，一些西方教师发展理论在国内的普遍性也是

如此。
为聚焦当前本土外语教师的信念决定因素，本研究提出了如

下几个研究问题：第一，现有外语教师信念体系诸方面在本土外

语教师群体中的布局以及对他们的教学风格影响如何？第二，出
信念体系外，影响教师教学风格的还有哪些方面？第三，

犎狌犫犲狉犿犪狀职业周期模式在这些中国教师群体信念中所反映的普

遍性如何？第四，在不同职业阶段，教师的主要信念决定因素是什

么？第五，本土高中的社会教学环境在教师教学风格中起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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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第六，非本族语者的外语教师能力在其信念理据中起什么

作用？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定性访谈与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

法。问卷调查目的在于发现不同职业阶段高中教师信念方面的

总体分布情况，以便进一步比较。为此，本研究设计和分发的教

师信念问卷由背景简况、业务现状、理论观念及教学实践四部分

组成。来自上海不同区域的２８２名高中教师参与了这次问卷调

查。教师访谈与个案定性研究是为了进一步研究国内高中教师

在不同职业期的信念决定因素。３９名高中教师配合参与了半开

放式问卷与访谈，８１名教师参与了信念决定因素专项问卷调查，

４名来自不同学校不同职业阶段的骨干教师参加了由课堂观察、
问卷、访谈和自述形式组成的个案研究。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和

启示可如下所述：
首先，外语教师群体的职业阶段确实影响他们的信念构成，这

种相关性是较明显的正值，但不如职业阶段理论模式所述之显著

和规律，其五阶段的普遍性在本土教师群体中并不具有明显代表

性，因为这些中国的高中外语教师在第二职业阶段起就趋向当地

普遍信念体系和教学风格。除第一阶段的教师受信念体系影响程

度较明显外，各职业阶段的高中外语教师的总体信念体系呈趋同

性倾向。这种现象可以诠释为：通常在进入第二职业阶段后，外
语教师们对这些信念决定因素的理解开始变得趋同。犎狌犫犲狉犿犪狀
五阶段模式中各职业阶段典型特征如教学实验、自发、引退等特征

在这个群体中并不显著。相反，该高中教师群体呈现出一个带着

信念体系去发现、跟着决定因素来适应和随着反思而回归的三阶

段特征。
其次，被试外语教师的教学行为与口述信念之间的落差在统

计意义上较为明显，现有外语教师信念体系的效性不能认为很高。
来自个案研究和访谈的教师信息似乎更支持如下两方面的解释：
第一，表层的外语教师信念体系不足以解释这一群体的教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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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体系不只是一个层面，应分为表现为理论认知的外显信念和

决策实践的内隐信念。第二，信念体系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受制于

教学环境和认知发展。国内高中英语教学是高度受教育环境机制

影响的活动，一线教师的一般信念体系并不能顺利塑造其教学风

格。根据教师访谈的信息及相关专家归纳，真正将普遍的概念性

信念体系通过适应教学环境乃至社会教育机制重构成具体信念

的，是教师自身的能力推断和决策力量。
此外，本研究还揭示了一个现象的本质：即信念决定因素差

异很大，外语教师信念决定因素的影响力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与教

学环境的关联性和教师的自我认知。通过犛犘犛犛软件对整合外语

教师信念体系的因子分析，有两个主要因子十分突显：即教师概

念的理论信念（语言观，教学观和职业观）和教学环境的实践信念

（评价机制，课程信念，自我能力，学生情况）。群体访谈和个案研

究所反应的主要决定因素按权重排列如下：课程信念；评价机制；
自我能力；教学环境；自尊信念；个人风格；有效方法；教室情境；学
生情况；教学计划；学习信念；教学信念；优秀教师信念；英语语言

观；职业信念；教学理论原则。该教师群体信念决定因素的影响力

总体取决于教学可行性，而不是理论正确性。
由于研究对象范围与研究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的局限性是

显而易见的，但它的发现可为非本族语外语教师发展领域带来一

定的理论与实践启迪。本研究首次力图尝试在非本族语群体中通

过信念决定因素探究本土外语教师认知现状，将视线从体系转向

决定性，从概念转向情境，从构成转向适应，为揭示国内外语教学

生涯中教师信念的本质和影响力提供了更多的社会建构主义依

据。教师信念与职业阶段研究通过比较知识与学习的本质，教学

方法和教师意识、教师态度与教师能力的区别及不同职业阶段的

影响力，拓展了外语教育个体差异研究外延，因其在外语教师教育

发展中的新视角而受到国内外研究者的认同。总之，本书的立场

在于强调将基于西方理论的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引进国内在职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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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项目的同时，应当在详尽了解一线教师的真实信念及教学实

践的社会环境的基础上，深入解析学习中的教师心理和教师能力，
同时，还应将特定教学体制中教师的动态适应过程充分考虑在内。
最后，本书作者在探讨了外语教育研究的发展趋势、本土外语教师

的困境之后提出：后现代主义教育理念的本土化与教育语言学的

方法论可能成为当前外语教师发展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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狆狉犲狊狌狆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狅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犪狋犻狅狀：１．犖犖犛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犾狅犮犪犾狊犮犺狅狅犾狊犪狉犲狊狋犻犾犾狋犺犲犿犪犻狀犻犿狆狅狉狋犪狀狋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狅犳
狊犮犺狅狅犾犾犻狀犽犲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狊犲狉狏犻犮犲犻狀犆犺犻狀犪狑犺犲狉犲犈狀犵犾犻狊犺犻狊狋犪狌犵犺狋
犪狊犪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２．犔狅犮犪犾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狊
犖犖犛犪狉犲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狊狆犲犮犻犪犾犾犲犪狉狀犲狉狊狑犻狋犺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狏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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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犜犺犲狊狌狆犲狉犳犻犮犻犪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犻狊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犱犫狔
犱犲犲狆犲狉犳犪犮狋狅狉狊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狏犪犾犻犱犻狋狔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犫狔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
犮狌犾狋狌狉犪犾犮犪狉犲犲狉狉犲犪犾犻狋狔；４．犜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狆狊狔犮犺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狅犳
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犺犪狀犵犲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狊狋犪犵犲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犲狓狋狊，狊狅犱狅犲狊狋犺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狋狔狅犳狊狅犿犲
狑犲狊狋犲狉狀狋犺犲狅狉犻犲狊犪犫狅狌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犜狅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狋犺犲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狋犺犲犮狌狉狉犲狀狋犾狅犮犪犾
犉犔 犜犲犪犮犺犲狉狊，狋犺犲 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 犳狅狉犿狌犾犪狋犲犱 狋犺犲 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狊：１．犠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犿犪狆狅犳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
狊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犻狋狊犻犿狆犪犮狋狅狀狋犺犲犻狉犉犔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狊？２．犠犺犪狋犪狉犲
狋犺犲狅狋犺犲狉犪狊狆犲犮狋狊犪狆犪狉狋犳狉狅犿狋犺犲狊狔狊狋犲犿狋犺犪狋犪犾狊狅犪犳犳犲犮狋狋犺犲犻狉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狊？３．犠犺犪狋犻狊狋犺犲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狋狔狅犳犎狌犫犲狉犿犪狀狊
犿狅犱犲犾狉犲犳犾犲犮狋犲犱犻狀犾狅犮犪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狊？４．犠犺犪狋犪狉犲狋犺犲犿犪犻狀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犻狀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狊
（犘犛）？５．犠犺犪狋狉狅犾犲犻狊狋犺犲犾狅犮犪犾狊犮犺狅狅犾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犲狓狋狆犾犪狔犻狀犵
犻狀狋犺犲犻狉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狊？６．犠犺犪狋狉狅犾犲犻狊狋犺犲犖犖犛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
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狆犾犪狔犻狀犵犻狀狋犺犲犻狉犫犲犾犻犲犳狉犲犪狊狅狀犻狀犵？

犜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犻狊犮狅犿狆狅狊犲犱狅犳犪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狊狌狉狏犲狔犪狀犱
犪犳犲狑狇狌犪犾犻狋犪狋犻狏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犻犲狊．犜犺犲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
狊狌狉狏犲狔犪犻犿狊犪狋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犻狀犵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犿犪狆狅犳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
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狊犻狀狏犪狉犻狅狌狊犪狊狆犲犮狋狊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狊
犳狅狉犳狌狉狋犺犲狉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犜狅狋犺犻狊犲狀犱，犪犳狅狌狉狆犪狉狋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
狑犺犻犮犺犮狅狀狊犻狊狋狊狅犳狋犺犲犫犪犮犽犵狉狅狌狀犱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狊犺犪狊犫犲犲狀
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犪狀犱狋狑狅犺狌狀犱狉犲犱犪狀犱犲犻犵犺狋狔狋狑狅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狊
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犱犻狊狋狉犻犮狋狊犻狀犛犺犪狀犵犺犪犻犺犪狏犲狉犲狊狆狅狀犱犲犱狋狅狋犺犲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犜犺犲狇狌犪犾犻狋犪狋犻狏犲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犻犲狊犪狉犲
犱犲狊犻犵狀犲犱狋狅犳狌狉狋犺犲狉犻狀狏犲狊狋犻犵犪狋犲狋犺犲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犆犺犻狀犲狊犲犉犔
狋犲犪犮犺犲狉 犫犲犾犻犲犳狊 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 狊狋犪犵犲狊 狋犺狉狅狌犵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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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犿犿狌狀犻犮犪狋犻狅狀．犜犺犻狉狋狔狀犻狀犲犻狀狊犲狉狏犻犮犲犺犻犵犺
狊犮犺狅狅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狊犲犿犻狅狆犲狀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
狑犻狋犺狋犺犲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犲犻犵犺狋狔狅狀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犺犪狏犲犪狀狊狑犲狉犲犱狋犺犲
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狅狉犻犲狀狋犲犱 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犪狀犱犳狅狌狉 犿犪狊狋犲狉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犳狉狅犿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狊犮犺狅狅犾狊犺犪狏犲犫犲犲狀狊犲犾犲犮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犮犪狊犲
狊狋狌犱犻犲狊狑犺犻犮犺犻狀狏狅犾狏犲犱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狅犫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狊，狇狌犲狊狋犻狅狀狀犪犻狉犲狊，

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狊犲犾犳狉犲狆狅狉狋狊．犜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犺犪狊狔犻犲犾犱犲犱狊狅犿犲
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犪狀犱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犪狊狆狉犲狊犲狀狋犲犱犫犲犾狅狑：

犘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狊狅犳狋犺犲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狅犪犳犳犲犮狋狋犺犲犻狉犫犲犾犻犲犳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狋犺犲狏犪狉犻犪犫犾犲狊犪狉犲狆狅狊犻狋犻狏犲犾狔犮狅狉狉犲犾犪狋犲犱，犫狌狋
狀狅狋狋犺犪狋狉犲犵狌犾犪狉犾狔犪狀犱狅犫狏犻狅狌狊犾狔犪狊犱犲狊犮狉犻犫犲犱犻狀犎狌犫犲狉犿犪狀狊
犿狅犱犲犾．犐狋 犪狆狆犲犪狉狊 狋犺犪狋 狋犺犲 犳犻狏犲 狆犺犪狊犲 犿狅犱犲犾 犻狊 狀狅狋
狉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犪狋犻狏犲狑犺犲狀犪狆狆犾犻犲犱狋狅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狊狅犳犾狅犮犪犾狊犮犺狅狅犾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狑犺狅狋犲狀犱狋狅犪狊狊犻犿犻犾犪狋犲犻狀狋狅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狊狔狊狋犲犿犪狀犱狊狋狔犾犲
犻狀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狓狋犲狏犲狉狊犻狀犮犲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犈狓犮犲狆狋
犳狅狉犫犲犻狀犵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犫狔狋犺犲犻狉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狋狅犪犫犻狋犵狉犲犪狋犲狉犲狓狋犲狀狋
犻狀狋犺犲犳犻狉狊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狋犺犲狊犲犾狅犮犪犾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狀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狊狊犺犪狉犲狊狅犿狌犮犺犻狀狋犺犲犻狉犵犲狀犲狉犪犾
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狊狋犺犪狋狋犺犲狑犲狊狋犲狉狀犘犛犳犲犪狋狌狉犲狊犪狉犲狀狅狋犪狆狆犪狉犲狀狋犻狀
狋犲狉犿狊狅犳狌狀犻狏犲狉狊犪犾犻狋狔．犜犺犲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犮狅狌犾犱犫犲狋犺犪狋：

狋犺犲狌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狑犲犻犵犺狋狅犳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犪狀犱
犪狊狆犲犮狋狊狌狊狌犪犾犾狔犫犲犮狅犿犲犮狅犿狆犪狉犪狋犻狏犲犾狔犪犾犻犽犲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狊犮犺狅狅犾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犳狋犲狉狋犺犲狊犲犮狅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犛狅犿犲狋狔狆犻犮犪犾犘犛
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犻狀 犎狌犫犲狉犿犪狀狊 犳犻狏犲狊狋犪犵犲 犿狅犱犲犾 狊狌犮犺 犪狊：

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狋犻狅狀，狊狆狅狀狋犪狀犲狅狌狊犪狀犱犱犻狊犲狀犵犪犵犲犿犲狀狋狊狋犪犵犲狊犪狉犲狀狅狋

狆狉狅狀狅狌狀犮犲犱犻狀狋犺犲犱狌犲狆犲狉犻狅犱犪犿狅狀犵狋犺犲狊犲犵狉狅狌狆狊．犃狋犺狉犲犲
狊狋犪犵犲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犲犿犲狉犵犲犱犳狉狅犿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
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犻狊犮狅狏犲狉狔狑犻狋犺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
犪狀犱狉犲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狑犻狋犺狉犲犳犾犲犮狋犻狅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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犜犺犲犵犪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狆狉犪犮狋犻犮犲犫犲犺犪狏犻狅狉狊犪狀犱狉犲狆狅狉狋犲犱犫犲犾犻犲犳狊狅犳
狋犺犲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狋犻狀犵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狊狊狋犪狋犻狊狋犻犮犪犾犾狔狅犫狏犻狅狌狊，犪狀犱狋犺犲
狏犪犾犻犱犻狋狔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犜犅犛）犮犪狀狀狅狋
犫犲犮狅狀狊犻犱犲狉犲犱犺犻犵犺．犜犺犲狆狅狊狊犻犫犾犲犲狓狆犾犪狀犪狋犻狅狀狊狌狆狆狅狉狋犲犱犿狅狉犲犫狔
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犻犲狊犪狀犱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狑犻狋犺狋犺犲狊犲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犻狊狋狑狅犳狅犾犱犲犱狊狅
犳犪狉：犉犻狉狊狋，狋犺犲狊狌狆犲狉犳犻犮犻犪犾狊犲狋狅犳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犻狊狀狅狋
狊狌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狋狅犲狓狆犾犪犻狀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狊狅犳狋犺犻狊犵狉狅狌狆，

狋犺犲狉犲犿犻犵犺狋犫犲犿狅狉犲狋犺犪狀狅狀犲犾犲狏犲犾狅犳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狑犺犻犮犺
犮狅狀狊犻狊狋狊狅犳狋狑狅 狆犪狉狋狊：狋犺犲 狅狏犲狉狋犫犲犾犻犲犳狊犳狉狅犿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
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狏犲狉狋犫犲犾犻犲犳狊犳狉狅犿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犱犲犮犻狊犻狅狀狊．犛犲犮狅狀犱，

狋犺犲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犻狊犫狔狀犪狋狌狉犲犱狔狀犪犿犻犮犪狀犱犪犾狑犪狔狊犿犲犱犻犪狋犲犱犫狔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犲狓狋犪狀犱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犠犺犻犾犲犺犻犵犺狊犮犺狅狅犾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犻狀犆犺犻狀犪犻狊犪犺犻犵犺犾狔狊犻狋狌犪狋犲犱犪犮狋犻狏犻狋狔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犱犫狔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 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狋犺犲 犵犲狀犲狉犪犾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 狅犳狋犺犲
犳狅狉犲犳狉狅狀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犱狅犲狊狀狅狋犾犲犪犱狊犿狅狅狋犺犾狔狋狅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狊狋狔犾犲．
犜犺犲狉狅犫狌狊狋狀犲狊狊狅犳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犮狅犿狆犲狋犲狀犮犲狉犲犪狊狅狀犻狀犵犪狀犱犱犲犮犻狊犻狅狀
狋犺犪狋狉犲狊犺犪狆犲犱狋犺犲犵犲狀犲狉犪犾犮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犻狀狋狅狋犺犲
犮狅狀犮狉犲狋犲狅狀犲犻狊犻狋狊犲犾犳犳狅狉犿犲犱狋犺狉狅狌犵犺犪狆狉狅犮犲狊狊狅犳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犫狔
狋犺犲犻狉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犪犾犮狅狀狋犲狓狋犪狀犱犲狏犲狀，犻狀犪狑犻犱犲狉狉犪狀犵犲：狋犺犲狊狅犮犻犪犾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犪犮犮狅狉犱犻狀犵狋狅狋犺犲狊狌犫犼犲犮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狀犱
犲狓狆犲狉狋狊犻狀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

犜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狌犱狔犪犾狊狅狉犲狏犲犪犾狊狋犺犲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犪狆犺犲狀狅犿犲狀狅狀
狋犺犪狋狋犺犲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犱犻犳犳犲狉犵狉犲犪狋犾狔；狋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
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犻狊狉犲犾犪狋犻狏犲犾狔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犲犱犫狔犻狋狊
犻狀犮狉犲犪狊犻狀犵犮犾狅狊犲狀犲狊狊狋狅狋犺犲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犲狓狋犪狀犱狊犲犾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
犜狑狅犿犪犻狀犳犪犮狋狅狉狊犪狆狆犲犪狉狋狅犫犲狊犻犵狀犻犳犻犮犪狀狋狋犺狉狅狌犵犺狋犺犲犛犘犛犛
犳犪犮狋狅狉犪狀犪犾狔狊犻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犿狅犱犻犳犻犲犱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狊狔狊狋犲犿：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狋犲犪犮犺犲狉 犮狅狀犮犲狆狋狊 （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
犈狀犵犾犻狊犺，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犪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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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犮狅狀狋犲狓狋狊 （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犾 狊狔狊狋犲犿，

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狊犲犾狏犲狊， 犪狀犱 狊狋狌犱犲狀狋狊）． 犜犺犲 犿犪犻狀 犫犲犾犻犲犳
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狉犲犳犾犲犮狋犲犱犻狀狋犺犲犵狉狅狌狆犻狀狋犲狉狏犻犲狑狊犪狀犱犮犪狊犲狊狋狌犱犻犲狊
犺犪狏犲犲犿犲狉犵犲犱犻狀 狑犲犻犵犺狋狅狉犱犲狉狑犻狋犺狋犺犲犳狅犾犾狅狑犻狀犵犲犾犲犿犲狀狋狊
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 犮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 狋犺犲
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狔狊狋犲犿；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狊犲犾犳犪犫犻犾犻狋狔；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犮狅狀狋犲狓狋；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狊犲犾犳犲狊狋犲犲犿；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
狋犺犲狆犲狉狊狅狀犪犾狊狋狔犾犲狊；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 犿犲狋犺狅犱；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犮犾犪狊狊狉狅狅犿狊犻狋狌犪狋犻狅狀；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狊狋狌犱犲狀狋狊；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狆犾犪狀狊；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犵狅狅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犈狀犵犾犻狊犺；

犫犲犾犻犲犳狊犪犫狅狌狋 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狀犱 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犫狅狌狋狋犺犲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狆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犜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犺犲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狅犳狋犺犲

狆犪狉狋犻犮犻狆犪狀狋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犪狉犲犫犲狋狋犲狉犫犪狊犲犱狅狀犪狀犱犪犳犳犲犮狋犲犱犫狔狋犺犲
狋犲犪犮犺犻狀犵犳犲犪狊犻犫犻犾犻狋狔狉犪狋犺犲狉狋犺犪狀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犪犮犮狌狉犪犮狔．

犜犺狅狌犵犺狋犺犲狉犲犪狉犲犾犻犿犻狋犪狋犻狅狀狊狋狅狋犺犲犫狅狅犽犱狌犲狋狅狋犺犲犾犻犿犻狋狅犳
犪犫犻犾犻狋狔，狋犺犲犳犻狀犱犻狀犵狊狅犳狋犺犲狆狉犲狊犲狀狋狊狋狌犱狔 犿犪狔犫狉犻狀犵狊狅犿犲
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犪狀犱狆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犳犻犲犾犱狅犳犖犖犛犉犔
狋犲犪犮犺犲狉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犜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狊狋狉犻狏犲狊狋狅 犿犪犽犲犪狀犻狀犻狋犻犪犾
犪狋狋犲犿狆狋狋狅犲狓狆犾狅狉犲狋犺犲犖犖犛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犮狅犵狀犻狋犻狅狀狋犺狉狅狌犵犺犾狅犮犪犾
狊犮犺狅狅犾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犅狔狊犺犻犳狋犻狀犵狋犺犲犪狋狋犲狀狋犻狅狀
犳狉狅犿狊狔狊狋犲犿狋狅犱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狀狋狊，犳狉狅犿犮狅狀犮犲狆狋狋狅犮狅狀狋犲狓狋，犳狉狅犿
狅狉犵犪狀犻狕犪狋犻狅狀狋狅犪犱犪狆狋犪狋犻狅狀，犻狋狆狉狅狏犻犱犲狊犿狅狉犲犻狀狊犻犵犺狋狅犳狊狅犮犻犪犾
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狏犻狊犿犻狀狋狅狋犺犲狀犪狋狌狉犲犪狀犱犻犿狆犪犮狋狅犳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犫犲犾犻犲犳狊
犻狀犉犔狋犲犪犮犺犲狉狊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狆犪狋犺犻狀犆犺犻狀犪．犅狔犮狅狀狋狉犪狊狋犻狀犵狋犺犲
狀犪狋狌狉犲狅犳犽狀狅狑犾犲犱犵犲犪狀犱犾犲犪狉狀犻狀犵，狋犺犲犻狀犳犾狌犲狀犮犲狅犳狋犲犪犮犺犻狀犵
犿犲狋犺狅犱狊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犿犲狀狋犪犾犻狋狔，狋犲犪犮犺犲狉犪狋狋犻狋狌犱犲犪狀犱狋犲犪犮犺犲狉
犪犫犻犾犻狋狔犪狀犱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狊狋犪犵犲狊，狋犺犻狊狊狋狌犱狔狅犳犉犔犫犲犾犻犲犳狊
犪狀犱狆狉狅犳犲狊狊犻狅狀犪犾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狑犻犱犲狀狊狋犺犲犲狓狋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犻狀犱犻狏犻犱狌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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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犮犲狊狋狌犱狔犻狀犳狅狉犲犻犵狀犾犪狀犵狌犪犵犲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犻狋犺犪狊犫犲犲狀
狑犪狉犿犾狔犪狆狆狉狅狏犲犱犫狔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犪狀犱犳狅狉犲犻犵狀狉犲狊犲犪狉犮犺犲狉狊犳狅狉
狊犺犲犱犱犻狀犵 狊狅犿犲 犾犻犵犺狋 狅狀 狋犺犲 犉犔 狋犲犪犮犺犲狉 犲犱狌犮犪狋犻狅狀 犪狀犱
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犜狅狊狌犿 狌狆，狋犺犲犻犿狆犾犻犮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狋犺犲狉犲狊犲犪狉犮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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