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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这是大学生的必备书，也是大中学校教育改革、素质教育的参考资料。
书中提出元能力、高级学习素质、学习公理、教师主导与学生自主相结合
等等新概念与教育教学观。全书突出自主学习、创造性学习、科学学习与学
习品格，并建构起逻辑关系清晰的学科体系：“基本概念与学习公理学习观－
动机目标论－结构论－方法论－控制论”。观点新颖，内容丰富而精要，信息量很
大，具有强烈时代背景，密切联系学生实际。
此书可作成才学习指导、学习素质教育课程（或讲座）的教材，也可供学
生、有志自学成才者自修之用，供研究生、大中学生家长参考。
普及“学生学习学”知识，是几乎不增加教育投资而能广泛地直接地提高
学生质量的有效途径，故此书也可供大中学校进行教育改革时参考。
书稿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审组召集人、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
会长、著名高等教育理论家潘懋元教授评审，获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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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自主学习观得到确认
9.2 大学生应真正成为成才学习的主人
9.3 “教学并重原则”必须坚持
9.4 “自主学习”的发展及其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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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1世纪人才培养基本规格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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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是这本吗？2001年年底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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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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