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刊基本参数 ：CN２３ － １４６２／G４ 倡 １９８３ 倡 B 倡 A４ 倡 １３６ 倡 ZH 倡 P 倡 ￥ １０ ．００ 倡 １０００ 倡 ７２ 倡 ２０１４ － １２

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
（月刊 ）

目 　 录

２０１４年第 １２期（总第 １５４期）

○ 　文史哲研究 　 ○

枟子略枠版本考 周 　蓓（１）⋯⋯⋯⋯⋯⋯⋯⋯⋯⋯⋯⋯⋯⋯⋯⋯⋯⋯⋯⋯⋯⋯⋯⋯⋯⋯⋯⋯⋯⋯⋯⋯⋯⋯
托古以兴寄 交融而改造

——— 枟庄子枠中古帝王形象形成原因探析 雷雅静（３）⋯⋯⋯⋯⋯⋯⋯⋯⋯⋯⋯⋯⋯⋯⋯⋯⋯⋯⋯⋯⋯
对夏衍剧本创作的反思 陈月娥（５）⋯⋯⋯⋯⋯⋯⋯⋯⋯⋯⋯⋯⋯⋯⋯⋯⋯⋯⋯⋯⋯⋯⋯⋯⋯⋯⋯⋯⋯⋯
动机 、人格与自我实现 ——— 枟三个傻瓜枠的人本主义解读 吴 　芳（６）⋯⋯⋯⋯⋯⋯⋯⋯⋯⋯⋯⋯⋯⋯⋯⋯
论枟宠儿枠中“杀婴事件”的叙事判断 王莲莲（８）⋯⋯⋯⋯⋯⋯⋯⋯⋯⋯⋯⋯⋯⋯⋯⋯⋯⋯⋯⋯⋯⋯⋯⋯⋯
中国题材“寒山拾得”在日本近代文学中的表现 周婷婷（１０）⋯⋯⋯⋯⋯⋯⋯⋯⋯⋯⋯⋯⋯⋯⋯⋯⋯⋯⋯
创伤与疗伤

———运用创伤理论透视莫里森的小说枟爱枠 汤梦颖（１２）⋯⋯⋯⋯⋯⋯⋯⋯⋯⋯⋯⋯⋯⋯⋯⋯⋯⋯⋯
枟周易枠哲学观对道家太极拳的影响 何胜保（１５）⋯⋯⋯⋯⋯⋯⋯⋯⋯⋯⋯⋯⋯⋯⋯⋯⋯⋯⋯⋯⋯⋯⋯⋯

○ 　语言文字研究 　 ○

回族经堂语词义例释（三） 马辉芬（１６）⋯⋯⋯⋯⋯⋯⋯⋯⋯⋯⋯⋯⋯⋯⋯⋯⋯⋯⋯⋯⋯⋯⋯⋯⋯⋯⋯⋯
佛教汉语和现代汉语外来词翻译的对比研究 朱 　明（１７）⋯⋯⋯⋯⋯⋯⋯⋯⋯⋯⋯⋯⋯⋯⋯⋯⋯⋯⋯⋯
英汉 A and B结构的探究

———以枟红楼梦枠第 ４１回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为例 王英伟 　周慧慧（１９）⋯⋯⋯
系统功能语法视角下中国企业简介的语篇特点分析

———以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简介为例 唐 　瑶（２１）⋯⋯⋯⋯⋯⋯⋯⋯⋯⋯⋯⋯⋯⋯⋯⋯⋯⋯⋯⋯
解读乔姆斯基语言观 廖付彦（２３）⋯⋯⋯⋯⋯⋯⋯⋯⋯⋯⋯⋯⋯⋯⋯⋯⋯⋯⋯⋯⋯⋯⋯⋯⋯⋯⋯⋯⋯⋯
动词短语“真是”的语用分析 田素玲（２５）⋯⋯⋯⋯⋯⋯⋯⋯⋯⋯⋯⋯⋯⋯⋯⋯⋯⋯⋯⋯⋯⋯⋯⋯⋯⋯⋯
探讨科技英语翻译中的翻译美学取向问题 孙 　茜（２６）⋯⋯⋯⋯⋯⋯⋯⋯⋯⋯⋯⋯⋯⋯⋯⋯⋯⋯⋯⋯⋯
从认知角度看英汉习语中人体部位隐喻的相似性

———以“手”为例 郝 　玲（２７）⋯⋯⋯⋯⋯⋯⋯⋯⋯⋯⋯⋯⋯⋯⋯⋯⋯⋯⋯⋯⋯⋯⋯⋯⋯⋯⋯⋯⋯⋯

○ 　教育研究 　 ○

高校网络文化现状调查分析和建设意见 杨 　硕 　翁 　谦（２９）⋯⋯⋯⋯⋯⋯⋯⋯⋯⋯⋯⋯⋯⋯⋯⋯⋯⋯
高职少儿英语教育专业顶岗实习问题分析与对策研究 赵 　宇（３１）⋯⋯⋯⋯⋯⋯⋯⋯⋯⋯⋯⋯⋯⋯⋯⋯
商务英语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人才需求的对比研究

———以广西新建本科高校为例 王 　恒（３３）⋯⋯⋯⋯⋯⋯⋯⋯⋯⋯⋯⋯⋯⋯⋯⋯⋯⋯⋯⋯⋯⋯⋯⋯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模块化课程改革初探 王丽霞（３５）⋯⋯⋯⋯⋯⋯⋯⋯⋯⋯⋯⋯⋯⋯⋯⋯⋯⋯⋯⋯⋯⋯
新媒体背景下高校个性化职业指导体系的构建 马 　莉（３７）⋯⋯⋯⋯⋯⋯⋯⋯⋯⋯⋯⋯⋯⋯⋯⋯⋯⋯⋯
浅论中国的近代教育与“近代化” 陈昌铎（３９）⋯⋯⋯⋯⋯⋯⋯⋯⋯⋯⋯⋯⋯⋯⋯⋯⋯⋯⋯⋯⋯⋯⋯⋯⋯
教育信息化环境下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赵淑辉（４１）⋯⋯⋯⋯⋯⋯⋯⋯⋯⋯⋯⋯⋯⋯⋯⋯⋯⋯⋯
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毕业生就业选择分析

———以安徽工业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曹仪玲（４３）⋯⋯⋯⋯⋯⋯⋯⋯⋯⋯⋯⋯⋯⋯⋯⋯⋯⋯⋯⋯
基于职业生涯辅导师制度的高职英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实践

———以浙江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韩 　艳（４５）⋯⋯⋯⋯⋯⋯⋯⋯⋯⋯⋯⋯⋯⋯⋯⋯⋯⋯⋯⋯⋯⋯
关于男幼儿教师职业认同感的影响因素与提高策略的研究

——— 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彭 　健（４７）⋯⋯⋯⋯⋯⋯⋯⋯⋯⋯⋯⋯⋯⋯⋯⋯⋯⋯⋯⋯⋯⋯⋯⋯⋯⋯⋯
论学前教育阶段幼儿教师的指导功能 娄小韵（４９）⋯⋯⋯⋯⋯⋯⋯⋯⋯⋯⋯⋯⋯⋯⋯⋯⋯⋯⋯⋯⋯⋯⋯
内源式学分制高校教师校本培训的理论构想 付丽丽 　李 　静（５０）⋯⋯⋯⋯⋯⋯⋯⋯⋯⋯⋯⋯⋯⋯⋯⋯
科学构建高校科研管理工作的应对策略 吴 　燕（５１）⋯⋯⋯⋯⋯⋯⋯⋯⋯⋯⋯⋯⋯⋯⋯⋯⋯⋯⋯⋯⋯⋯
推进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政策的几点思考 刘亚贤（５３）⋯⋯⋯⋯⋯⋯⋯⋯⋯⋯⋯⋯⋯⋯⋯⋯⋯⋯⋯⋯⋯⋯
文化视野下的高校德育建设 王志峰 　葛 　丹（５５）⋯⋯⋯⋯⋯⋯⋯⋯⋯⋯⋯⋯⋯⋯⋯⋯⋯⋯⋯⋯⋯⋯⋯
浅析校园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发展模式 孙中秀（５６）⋯⋯⋯⋯⋯⋯⋯⋯⋯⋯⋯⋯⋯⋯⋯⋯⋯⋯
英语专业学生创造力倾向与专业课成绩相关性分析 李 　虹（５７）⋯⋯⋯⋯⋯⋯⋯⋯⋯⋯⋯⋯⋯⋯⋯⋯⋯
大学生责任意识培养研究综述 邓 　婷 　王燕晓（５９）⋯⋯⋯⋯⋯⋯⋯⋯⋯⋯⋯⋯⋯⋯⋯⋯⋯⋯⋯⋯⋯⋯
通过美育提高理工科学生的健全人格 方玉晨 　陈元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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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校教学研究 　 ○

论钱穆人文教育思想在高职语文教学中的应用 赵燕玲（６２）⋯⋯⋯⋯⋯⋯⋯⋯⋯⋯⋯⋯⋯⋯⋯⋯⋯⋯⋯
关于 Matlab在线性代数学习中应用的探讨 石小军 　朱风云（６４）⋯⋯⋯⋯⋯⋯⋯⋯⋯⋯⋯⋯⋯⋯⋯⋯
论导数在函数中的应用 范 　梅（６６）⋯⋯⋯⋯⋯⋯⋯⋯⋯⋯⋯⋯⋯⋯⋯⋯⋯⋯⋯⋯⋯⋯⋯⋯⋯⋯⋯⋯⋯
提高高职院校高等数学教堂有效性研究 于荣娟 　陈红红（６８）⋯⋯⋯⋯⋯⋯⋯⋯⋯⋯⋯⋯⋯⋯⋯⋯⋯⋯
ESP理论框架下的学前教育专业英语课堂教学改革 廖春玫（７０）⋯⋯⋯⋯⋯⋯⋯⋯⋯⋯⋯⋯⋯⋯⋯⋯⋯
翻译工作坊教学模式下学习者语料库的建设与应用 王小兵 　曾丽馨 　贾 　慧（７２）⋯⋯⋯⋯⋯⋯⋯⋯⋯
民族院校藏族学生英语口语学习的障碍及对策研究 崔月玲（７４）⋯⋯⋯⋯⋯⋯⋯⋯⋯⋯⋯⋯⋯⋯⋯⋯⋯
发散性思维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教学策略探讨 詹 　星（７６）⋯⋯⋯⋯⋯⋯⋯⋯⋯⋯⋯⋯⋯⋯⋯⋯⋯⋯⋯⋯
阅读教学模式在英语专业阅读课中的应用 周 　密（７７）⋯⋯⋯⋯⋯⋯⋯⋯⋯⋯⋯⋯⋯⋯⋯⋯⋯⋯⋯⋯⋯
大学英语翻译中整句翻译的探析 吴 　珂（７９）⋯⋯⋯⋯⋯⋯⋯⋯⋯⋯⋯⋯⋯⋯⋯⋯⋯⋯⋯⋯⋯⋯⋯⋯⋯
枟新世纪大学英语综合教程枠探讨 陈振娇（８０）⋯⋯⋯⋯⋯⋯⋯⋯⋯⋯⋯⋯⋯⋯⋯⋯⋯⋯⋯⋯⋯⋯⋯⋯⋯
语块理论在商务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 谢 　李（８２）⋯⋯⋯⋯⋯⋯⋯⋯⋯⋯⋯⋯⋯⋯⋯⋯⋯⋯⋯⋯⋯⋯
行为主义理论视阈下高职商务英语课程开发研究 向俊峰（８４）⋯⋯⋯⋯⋯⋯⋯⋯⋯⋯⋯⋯⋯⋯⋯⋯⋯⋯
高职商务英语口语教学需求调查研究 钟阳惠（８６）⋯⋯⋯⋯⋯⋯⋯⋯⋯⋯⋯⋯⋯⋯⋯⋯⋯⋯⋯⋯⋯⋯⋯
高校商务英语写作教学的困境与应对方法 谭晓春（８８）⋯⋯⋯⋯⋯⋯⋯⋯⋯⋯⋯⋯⋯⋯⋯⋯⋯⋯⋯⋯⋯
口译训练法在大学英语听说教学中的应用 饶巧颖（９０）⋯⋯⋯⋯⋯⋯⋯⋯⋯⋯⋯⋯⋯⋯⋯⋯⋯⋯⋯⋯⋯
网上指导式自主学习应用于大学英语视听说学习的价值分析 申丽娟（９２）⋯⋯⋯⋯⋯⋯⋯⋯⋯⋯⋯⋯⋯
高校学生英语学习焦虑应对策略研究 黄丽娜（９４）⋯⋯⋯⋯⋯⋯⋯⋯⋯⋯⋯⋯⋯⋯⋯⋯⋯⋯⋯⋯⋯⋯⋯
高校政治教学中学生主体性的培养 赵越峰（９６）⋯⋯⋯⋯⋯⋯⋯⋯⋯⋯⋯⋯⋯⋯⋯⋯⋯⋯⋯⋯⋯⋯⋯⋯
浅议研究性学习在高校体育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王爱民（９８）⋯⋯⋯⋯⋯⋯⋯⋯⋯⋯⋯⋯⋯⋯⋯⋯⋯⋯⋯
电子电路实验教学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杨 　莎（１００）⋯⋯⋯⋯⋯⋯⋯⋯⋯⋯⋯⋯⋯⋯⋯⋯⋯⋯⋯⋯⋯⋯⋯
浅析“现代学徒制”在高职教育教学中的应用 徐 　渠（１０２）⋯⋯⋯⋯⋯⋯⋯⋯⋯⋯⋯⋯⋯⋯⋯⋯⋯⋯⋯⋯
以能力为本位 、过程为核心的高职专业课考核模式探讨

———以秘书实务课程为例 谢 　艳 　任贵华（１０４）⋯⋯⋯⋯⋯⋯⋯⋯⋯⋯⋯⋯⋯⋯⋯⋯⋯⋯⋯⋯⋯⋯

○ 　中小学教学研究 　 ○

支架式教学在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一个小学英语教学片段引发的思考 杜文彬 　马勇军（１０６）⋯⋯⋯⋯⋯⋯⋯⋯⋯⋯⋯⋯⋯⋯⋯⋯

基于建构理论的小学英语单词情境教学模式设计 勾郁清（１０８）⋯⋯⋯⋯⋯⋯⋯⋯⋯⋯⋯⋯⋯⋯⋯⋯⋯⋯

○ 　社会学与心理学研究 　 ○

鄂温克萨满仪式艺术研究 杜宝罗日瓦（１１０）⋯⋯⋯⋯⋯⋯⋯⋯⋯⋯⋯⋯⋯⋯⋯⋯⋯⋯⋯⋯⋯⋯⋯⋯⋯⋯
乡镇政府由社会管理走向社会治理的体制性困境分析 刘春春（１１２）⋯⋯⋯⋯⋯⋯⋯⋯⋯⋯⋯⋯⋯⋯⋯⋯
中西方同性恋观的跨文化比较研究 金丽珍（１１４）⋯⋯⋯⋯⋯⋯⋯⋯⋯⋯⋯⋯⋯⋯⋯⋯⋯⋯⋯⋯⋯⋯⋯⋯
新闻报道正能量传播研究 钱明芳（１１６）⋯⋯⋯⋯⋯⋯⋯⋯⋯⋯⋯⋯⋯⋯⋯⋯⋯⋯⋯⋯⋯⋯⋯⋯⋯⋯⋯⋯

○ 　艺术体育研究 　 ○

刍议声乐在影视艺术中的美学价值 梅 　洁（１１８）⋯⋯⋯⋯⋯⋯⋯⋯⋯⋯⋯⋯⋯⋯⋯⋯⋯⋯⋯⋯⋯⋯⋯⋯
管窥张朝钢琴作品枟在那遥远的地方枠“虚实相生”的审美意境 陈志强（１２０）⋯⋯⋯⋯⋯⋯⋯⋯⋯⋯⋯⋯⋯
论汉画像祥瑞图案的艺术特征 王 　倩（１２２）⋯⋯⋯⋯⋯⋯⋯⋯⋯⋯⋯⋯⋯⋯⋯⋯⋯⋯⋯⋯⋯⋯⋯⋯⋯⋯

○ 　信息技术研究 　 ○

M A T LAB程序对分块矩阵在矩阵乘法中算法的实现 樊馨蔓 　梅 　玉（１２４）⋯⋯⋯⋯⋯⋯⋯⋯⋯⋯⋯⋯

○ 　法律与经济研究 　 ○

建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劳动合同立法演变及历史启示 韩业斌（１２６）⋯⋯⋯⋯⋯⋯⋯⋯⋯⋯⋯⋯⋯⋯⋯⋯⋯
借力电子商务平台 打造福建省产业集群 钟新玉 　张赠富 　葛幼康（１２８）⋯⋯⋯⋯⋯⋯⋯⋯⋯⋯⋯⋯⋯

○ 　图书馆与档案建设 　 ○

图书馆管理思想与模式的变革 娜日苏（１３０）⋯⋯⋯⋯⋯⋯⋯⋯⋯⋯⋯⋯⋯⋯⋯⋯⋯⋯⋯⋯⋯⋯⋯⋯⋯⋯

○ 　新课改经验交流 　 ○

以考试评价改革引领课堂教学回归本源
———对 ２０１４年牡丹江市初中毕业学业考试的思考 郭世杰（１３２）⋯⋯⋯⋯⋯⋯⋯⋯⋯⋯⋯⋯⋯⋯⋯

二〇一四年牡丹江市初中毕业学业考试质量评价报告 姜忠虎 　迟文秀 　邢迪 　李润华（１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