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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政 治

邓小平理想观是我们宝贲的精神财宙⋯·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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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辩证关系⋯⋯⋯⋯∵⋯⋯⋯⋯⋯⋯⋯⋯⋯⋯⋯⋯⋯⋯

理性人生哲学的宏伟大厦

丁~论亚里斯多德《尼可马科伦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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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证思考⋯⋯⋯⋯⋯⋯⋯⋯⋯⋯¨⋯⋯⋯⋯⋯⋯⋯···⋯⋯⋯⋯⋯ 田承春 (3·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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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
崇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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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中郎的
“
性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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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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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基础教育的相关法规及其启示⋯⋯⋯¨⋯⋯⋯⋯⋯⋯⋯⋯⋯⋯⋯ 潘后杰 李江源 (1· 56)

试论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的特点⋯⋯⋯⋯⋯⋯⋯⋯⋯⋯⋯⋯⋯⋯⋯⋯⋯⋯⋯⋯ 姜荥耀(1·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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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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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法制刍议⋯⋯⋯⋯⋯⋯⋯⋯⋯⋯⋯⋯⋯Ⅱ⋯?o· Ⅱ·⋯⋯⋯⋯⋯⋯⋯⋯⋯⋯¨张玉堂(3· 83)

美国教学督导的历史发展及其作用之演变⋯⋯⋯⋯⋯⋯⋯⋯⋯···⋯⋯⋯⋯⋯Ⅱ 曾德琪 (3· 89)

教学本质的对比研究`·
···r⋯ ¨●●

'⋯
...· ●●̈ ⋯⋯¨⋯●●·̈ ⋯⋯⋯⋯⋯⋯∴●⋯⋯⋯ 严成志(续 ·38)

当代太学生思想浔:德发展的主流及特点⋯¨¨··。⋯⋯⋯⋯⋯¨⋯⋯⋯⋯⋯⋯⋯ 梁针裒〈4· 砝6)

构建高校德育系统王程刍议⋯⋯¨⋯¨⋯⋯⋯¨⋯⋯⋯⋯¨⋯⋯⋯⋯⋯⋯⋯⋯ 王 诚 (准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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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王宗联 (4· 94)

′ ¨   ∷   ¨ˉ    历 史 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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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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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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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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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妊从媵

”
考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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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火葬何以蔚然成风⋯⋯⋯⋯⋯⋯⋯¨⋯⋯¨⋯⋯⋯⋯⋯⋯∶·⋯⋯。张邦炜

抗日战争与毛泽东国际战略的构思 ·⋯⋯⋯⋯⋯⋯⋯⋯⋯⋯⋯⋯···̈ 邓淑华

论秦汉移民及其特点 ·⋯⋯⋯⋯⋯⋯⋯⋯⋯⋯⋯⋯⋯⋯⋯⋯⋯⋯⋯⋯⋯⋯⋯⋯

宋孝王及其《关东风俗传》⋯⋯··|· j· ⋯⋯⋯⋯⋯⋯⋯⋯⋯⋯⋯⋯⋯⋯⋯⋯⋯⋯·

论胡林翼的经世改良思想及其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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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华明 (吐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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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 蜀 论 丛

熊文灿籍贯考述 ⋯⋯⋯⋯⋯⋯⋯⋯⋯⋯⋯⋯⋯⋯⋯⋯⋯⋯⋯⋯⋯⋯⋯⋯⋯⋯·赵永康(1· 130)

陈子昂的形而上之思与诗 ·⋯⋯⋯⋯⋯⋯⋯⋯⋯⋯⋯⋯⋯⋯⋯⋯⋯⋯⋯⋯⋯¨ 刘朝谦(2· 108)

吴虞论管仲和韩非 ·⋯⋯⋯⋯⋯⋯⋯⋯⋯⋯⋯⋯⋯⋯⋯⋯⋯⋯⋯⋯⋯⋯⋯⋯⋯邓昱盈 (3· 120)

略论薛涛咏物诗的托物仲意 ⋯⋯⋯⋯⋯⋯⋯⋯⋯⋯⋯⋯⋯⋯⋯⋯⋯⋯⋯⋯⋯·张洁云(4· 120)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01期

陈子。昂《蓟丘览古》丬丿亍论 ·⋯⋯⋯⋯⋯⋯⋯⋯⋯⋯⋯⋯⋯⋯⋯⋯⋯¨⋯¨∵⋯¨ 陈德长(4· 125)

学位论文摘登

制约清末公司制度的非经济因素 ◆⋯⋯⋯¨⋯⋯⋯⋯··◆⋯⋯⋯⋯⋯⋯⋯●
?· ∵∵ 李 玉(3· 1?0)

试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观 ⋯⋯⋯⋯⋯¨⋯⋯¨¨∵⋯⋯⋯⋯⋯⋯⋯·肖延高(在 ?13Q)

∶   ∷            研究生论坛

论民曰初年的国教运动 Ⅱ̈ ⋯⋯⋯⋯⋯⋯⋯⋯⋯⋯⋯?· ●∵
⋯⋯∵⋯⋯⋯⋯¨·

判 萍(l· 133)

从《乐记》之
“
乐

”
的变迁看中国人美意识的发展 ·⋯⋯⋯⋯⋯⋯⋯⋯⋯⋯⋯∵¨余 虹(1?14D

人的本质新解 ·⋯¨⋯¨⋯⋯⋯⋯⋯⋯⋯⋯⋯⋯⋯⋯⋯∵∵⋯⋯⋯⋯⋯⋯⋯¨潘尔春(2?11ω

论徐沼的抗倭诗 ·⋯⋯⋯⋯⋯⋯⋯⋯⋯⋯⋯⋯⋯⋯⋯⋯∵¨·
?· ¨∵⋯⋯⋯⋯¨尹向东(2· 12】 )

论 1928— 1936年巾田农民离乡问题⋯⋯⋯⋯⋯⋯⋯⋯⋯,ρ ·⋯⋯⋯⋯⋯⋯⋯⋯ 张书廷(2· 126)

从轮船招商局看中田近代股份制的兴起 ··
:· ∵⋯⋯⋯⋯··?· ?·

⋯⋯⋯⋯⋯⋯⋯⋯李春梅(3· 132)

中学文科教学研究

阅渎教学规徘试析 ⋯⋯⋯⋯⋯⋯⋯⋯⋯⋯⋯、··⋯⋯⋯⋯⋯⋯⋯⋯⋯⋯⋯⋯⋯·

课堂教学语言特征和功能新论

初中语文古文
“
古字通假

”
辨析

试论高≡语文的后期复习教学

学术动态及书讯

四川省高等学校学报研究会文科分会汶川工作会议纪耍 :?·
·

P·
·⋯⋯⋯⋯⋯⋯⋯⋯⋯⋯

四川师范大学统战理论研究会召开笫四届理季会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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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J叨刊首次好稿评选揭晓,我刊三文获奖⋯⋯⋯⋯⋯⋯
?·
·⋯⋯⋯⋯¨⋯⋯⋯

?·
·⋯⋯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通报 ·⋯⋯⋯⋯⋯⋯⋯⋯¨⋯⋯⋯⋯⋯⋯⋯⋯⋯⋯⋯⋯

田家炳先生捐资助学记略

李大明《汉楚i衤 学史》J刂 版

全田高师系统文科学报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大召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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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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