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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专著，实际上是一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选集。
其中的论文主要是从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公开发表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中挑
选出来的，基本上代表了我那个时期的学术观点。
论文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
　　由于是论文选集，所以很难形成系统、完整、有机的理论体系。
专著不是按照论文公开发表的时间顺序编辑的，而是把同类研究论文编辑在一起成章的。
由于是论文选集，所以个别学术观点可能会在几篇论文中出现，这是当时论文撰写时的实际需要。
为了保持论文的原貌和学术观点的完整性，专著在编辑时没有对这种重复进行删改，而是按照论文发
表时的原貌编入，以便于读者了解我当时的学术思想。
　　之所以萌生把过去发表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编辑成书的想法，是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因为
论文保存过久很容易丢失，所以把它们编辑成书，就很容易保存。
事实上，也正是一些论文的丢失，而且又再也查不到，才促使我编辑《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的。
二是因为论文记载了我探索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历程，也折射出我耗费的心血和时光，所以，把它们编
辑成书，也算是对自己的奖赏。
　　由于个人的学识水平有限，再加上教育理论与实践的不断发展，所以，回眸审读，论文中难免有
不正确乃至谬误之处。
有的论文或许是幼稚的，有的论文或许是肤浅的，有的观点或许还没有揭示问题的真谛，等等。
因此，诚恳就教于教育理论界的同仁。
《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如果能够对读者有所启迪，或能够使读者有所感悟，将是我最大的欣慰和快
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内容概要

　　奉献给读者的这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专著，实际上是一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选集。
其中的论文主要是从我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公开发表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中挑
选出来的，基本上代表了我那个时期的学术观点。
论文也反映出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脉络。
　　由于是论文选集，所以很难形成系统、完整、有机的理论体系。
专著不是按照论文公开发表的时间顺序编辑的，而是把同类研究论文编辑在一起成章的。
由于是论文选集，所以个别学术观点可能会在几篇论文中出现，这是当时论文撰写时的实际需要。
为了保持论文的原貌和学术观点的完整性，专著在编辑时没有对这种重复进行删改，而是按照论文发
表时的原貌编入，以便于读者了解我当时的学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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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年志远，男，1956年生，吉林省东辽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企业理论和产权理论研究，已出版《人力资本产权与国有企业所有权安排》和《二元产权
经济学研究》2部专著，主编、合著著作4部；公开发表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论文100余篇；主持和参与
国家和省部级课题10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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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生能力培养研究一、论大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二、漫谈自学方法三、如何增强记忆能力四、
浅谈大学生如何科学使用大脑第二章 学生行为研究一、试析大学生的从众行为二、论大学生的分化及
控制三、大学生不良情绪的调控和消除四、大学生非正式群体探讨第三章 学生实践教育研究一、论产
学合作教育的双重性二、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思考三、试析高校劳动教育存在的几个问题四、高校必须
重视学生的心理卫生教育第四章 教师教学研究一、建立开放式办学模式研究二、试论学导式教学的心
理学基础三、试论教学方法与智能开发四、试谈统考的副作用与对策第五章 教师育人研究一、教师的
角色语言浅论二、试论教师的角色冲突三、刍议教师对学生的期待四、教师不良教学情绪刍议第六章 
教育激励研究一、论如何对大学生激励二、刍议对校办企业职工的有效激励三、试析教育激励的影响
因素第七章 教育评价研究一、试论我国教育情报工作评价二、关于建立高等工程教育评估制度的几点
建议三、试析影响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心理因素四、试析影响大学生评价教师教学质量的因素五、浅
析计算机及应用专业本科生培养质量评估指标体系第八章 学校管理研究一、校长负责制中校长应进入
的角色探讨二、试析影响教育改革的心理因素三、谈高校毕业生分配制度四、浅谈青年教师应具备的
基本素质五、专业技术人员流动的必然性与意义第九章 教育改革研究一、教育产业化若干问题的思考
二、从大连校办企业发展看我国校办企业发展趋势三、高校引入“市场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四、
我国高等教育横向联合的形式与内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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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加强学生个性心理品质培养。
从狭义上来说，个性心理品质主要是指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
在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过程中，个性心理品质的影响是很大的，它具有促进或阻碍作用。
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是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保证；不良的个性心理品质则只能阻碍、中断、削弱自学
活动的进行，最终导致自学能力培养的失败。
因此，必须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
这里所说的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主要是指动机、兴趣、情感、意志和性格等方面的积极因素。
　　动机是指推动人活动的内部动力。
自学动机则是推动学生自学的内动力，是自学活动的心理准备。
正确的自学动机应是把个人的抱负与实现祖国“四化”的大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在学习中能积极自学
，而这种自学的积极性又是经常的、一贯的。
要培养学生具有正确的自学动机，一是要加强对学生自学目的的教育，启发他们为实现“四化”自学
的自觉性。
二是要培养大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自学兴趣。
三是要充分利用学生已有的学习动机进行转移，使他们对自学产生要求和兴趣。
四是要运用奖励与惩罚机制来激发学生自学动机。
五是通过介绍自学成才的科学家史料来激励学生产生强烈的自学愿望，等等。
这些都为大学生艰苦的自学和进行复杂的抽象思维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兴趣是积极探索某种事物或进行某种活动的心理倾向。
自学兴趣则是自学得以顺利、稳定、持久进行的心理倾向。
皮亚杰认为：“兴趣是能量的调节者，它的加入便发动了储存在内心的力量，足以使工作具有兴趣，
因而使它看起来容易做而且能减少疲劳。
”兴趣又是“一个价值系统”，它与行动的目标相联系，能支配内在的力量，促成目标的实现。
可见，自学兴趣也是自学能力发展的重要条件。
因此，应培养大学生具有直接兴趣、间接兴趣、广泛兴趣和中心兴趣。
缺乏直接兴趣，会使自学成为枯燥乏味的负担；没有间接兴趣，又会使学生丧失自学的信心和毅力；
没有广泛兴趣，知识不可能渊博；没有中心兴趣，则可能样样不通也不精。
要培养大学生的自学兴趣首先要对学生进行自学目的的教育，使其能自觉地对自学产生兴趣。
其次，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培养学生自学的兴趣。
再次，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学习兴趣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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