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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
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
　　自学考试制度在我省实施十余年来，已先后开考了文、理、工、农、医、法、经济、教育等类四
十多个本、专科专业，全省共计二百余万人报名参加考试，已有近八万人取得毕业证书。
这项制度的实施，不仅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就和选拔了众多的合格人才，而且对鼓励自学成
才、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自学考试既是一种国家考试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形式，受到广大考生和社会各界
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自学考试是建立在个人自学基础上的教育形式。
而个人自学的基本条件是自学教材。
一本好的自学教材不仅可以使自学者&ldquo;无师自通&rdquo;，而且对于保证自学考试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
而对于自学者来说，除了要有一本高质量的自学教材外，还需要有一本与之配套的自学指导书，帮助
自学者系统地掌握教材的内容，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自学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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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是对自学者进行以学历为主的高等教育国家考试，是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国
家考试相结合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组成部分。
自学考试制度在我省实施十余年来，已先后开考了文、理、工、农、医、法、经济、教育等类四十多
个本、专科专业，全省共计二百余万人报名参加考试，已有近八万人取得毕业证书。
这项制度的实施，不仅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造就和选拔了众多的合格人才，而且对鼓励自学成
才、促进社会风气的好转、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自学考试既是一种国家考试制度，又是一种教育形式，受到广大考生和社会各界
的欢迎，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自学考试是建立在个人自学基础上的教育形式。
而个人自学的基本条件是自学教材。
一本好的自学教材不仅可以使自学者&ldquo;无师自通&rdquo;，而且对于保证自学考试质量具有重要
作用。
而对于自学者来说，除了要有一本高质量的自学教材外，还需要有一本与之配套的自学指导书，帮助
自学者系统地掌握教材的内容，达到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提高自学效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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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ldquo;雅&rdquo;是属于朝廷的正声，计有105篇，其中&ldquo;小雅&rdquo;74篇，&ldquo;大
雅&rdquo;31篇。
二雅大部分是贵族作品，也有一部分是民间歌谣。
&ldquo;颂&rdquo;是宗庙祭祀的乐歌，计40篇，即《周颂》31篇、《鲁颂》4篇和《商颂》5篇。
　　一、《颂》与《大雅》　　&ldquo;颂&rdquo;具有很浓厚的宗教气氛，所谓&ldquo;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rdquo;（《毛诗序》）。
它们用板滞的形式和典重的语言，歌颂祖先的功德。
其中一部分作品如《臣工》、《噫嘻》、《丰年》等是我们了解西周初年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重要
史料。
　　《雅》为什么会有大小之分，学者们争论很多。
一般认为，大小雅应该以音乐来区别它们。
《大雅》中最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当数其中的周部族史诗。
《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诗，它们与后世的叙事诗相当接近。
这些诗叙述了自周始祖后稷建国至武王灭商的全部历史。
从文学角度来说，有些片断写得较为生动，具有一定的感人力量。
《生民》中描写后稷母亲姜螈无意中踩踏了上帝的脚印，怀上了后稷。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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