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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学校论丛》主要内容包括：个人学业规划的制定《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学校论
丛》职业人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个别化自主学习探微、德阳市社区教育建设及金
融支持研究、浅议网络时代对电大教师素质的要求、引导激发“内需”校培自培并重《四川广播电视
大学学校论丛》基于元认知理论的电大教师素质培养、远程教育在学习型企业构建中的优势支撑与战
略营销、论课程资源的模块化与结构化整合、浅谈网络化图书馆信息服务、阿坝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
育研究《四川广播电视大学学校论丛》“校政合作”培训探索与实践、关于网络化考试改革的几点思
考、浅论忧患意识下市级电大的发展、关于电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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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新农村建设研究·四川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之新型农民研究·现代远程教育研究·个人学业规划
的制定——职业人教育不容忽视的问题现代远程开放教育个别化自主学习探微德阳市社区教育建设及
金融支持研究浅议网络时代对电大教师素质的要求引导激发“内需”校培自培并重——基于元认知理
论的电大教师素质培养远程教育在学习型企业构建中的优势支撑与战略营销论课程资源的模块化与结
构化整合浅谈网络化图书馆信息服务阿坝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教育研究——“校政合作”培训探索与实
践关于网络化考试改革的几点思考浅论忧患意识下市级电大的发展关于电大学科建设的几点思考·教
学研究·《现代教育技术基础》课程教学改革与创新探索电大基于远程网络环境下的研究型教学模式
初探试论化学教学与辩证唯物主义教育的有机结合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体系改革的思考与实践浅议职业
教育中生物学的教学改革基于智能化实验教学系统方案的研究电大法学教学中的案例模式探索激活语
文课堂优化教学过程现代远程教育中英语面授辅导课现状分析“英特尔R未来教育”理念在《艺术赏
析概要》课中的运用公共英语教学补差策略应用教育技术优化语文教学《计算机网络》课程教学创新
的初步探索网络学习环境下的交互性探究谈谈高职英语口语教学中的交际环境会计模拟实作教学的探
索与实践浅谈如何搞好中专数学教研之“说课”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目标的几点思考·思想政治教育研
究·以人为本，努力做好高职高专学校差生的转化工作主题实践活动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中的
作用分析新形势下班主任应具备的个人素质以人为本——浅谈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文学语言研究·戎
州山谷祠及其文化意义关于迭字诗试析艺术灵感中国英语变体分析语言与性别——男女性在语言使用
上的比较网络语言的特点及对青少年语言运用的影响和规范鉴赏文学作品彰显人文情怀·经济研究·
浅议资产评估中资产的概念清单计价模式下如何确定企业定额人、机、料价格⋯⋯·法律研究··行
算机和网络技术研究··共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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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笔者认为对中学语文课的“定位”应是“中学阶段的一门基础工具课”。
　　近期有些人士提出，语文课不能忽视人文性的教育，语文课中应该同时教学生如何做人，提高学
生的人格修养。
笔者认为，这些意见是对的，是好的，应该引起重视。
但是，有些人士由此拔高，把中学语文课定性为“人文性质课”“文学教育课”“文学教育初级阶段
的课”“学做人的课”“人格修养课”等，对此笔者就不敢苟同了。
语文课的“基础工具性”是根据中学语文课的学科特点和学生在校学习阶段的位置而确定的“本质属
性”，因此，研讨语文课的若干问题都应以此为首要前提，对于进行人文教育、文学教育、教学生如
何做人、提高人格修养，乃至进行审美教育、情感教育等，都应在“打好语文基础工具”这个基本前
提下，不应喧宾夺主。
把“人文性”“文学教育性”“学做人”“人格修养”等过于拔高，以至与“基础工具性”对立起来
，甚至以此否定中学语文学科的本质属性一“基础工具性”，这就否定了国家教委颁布的教学大纲对
语文课的要求。
　　语文课究竟应该教什么，学什么，或者究竟应该重点教什么，学什么？
1992年国家教委颁布的“九年义务教育初中语文教学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
文字，使他们具有基本的阅读、写作、听话、说话的能力，养成学习语文的良好习惯。
在教学过程中，开拓学生的视野，发展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培养社会主义思想品质和爱国主义精神
”。
笔者人对这段文字的理解是，前三句话“语言文字”问题、“语文能力”问题、“语文学习惯”问题
应作为初中语文教学的“首要的目的任务”，或称“基本的目的任务”，在“教学过程中”之后的那
几句话是在完成上述“首要目的任务”或“基本目的任务”的同时应注意的若干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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