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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英语课外自学文库》首批编辑出版的各辑图书都是依据在世界各地流传广泛而深受欢迎的英语文学
作品缩写而成(以后还要出版各类英文版知识性读物)，是长期在非英语国家从事英语教育的英国专家S
．E．Paces特意为中国学生精心打造的。
 这样的简写读本实际上也非常适合中国的初学英语的成年人。
有些内容只要掌握上千词汇甚至几百词汇就能阅读，同时，语法结构也简单化。
更为可取的是，每册图书都配有一张动画光盘，既可以像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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