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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8年的盛夏，我们为广大师生奉上这套语码转换式双语教学系列教材。
　　语码转换式双语教学以不影响学科授课进度为前提，根据学生实际、专业特点、学年变化及社会
需求等，随教学适时适量地渗透英语专业语汇、语句或语段，“润物细无声”般地扩大学生专业语汇
，提高学生专业英语能力。
这一模式适于所有学生，适于各学年，适于除英语外的各门学科课程，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
　　为保证语码转换式双语教学有计划、系统、高效而科学地持续性运作，减少教学的随意性和盲目
性，方便师生的教与学，也使语码转换式双语教学的检查和考核工作有据可依，我们编写了这套语码
转换式双语教学系列教材。
　　本套教材的全部内容一律采用汉英双语编写。
　　教材按专业组册，涵盖所有主干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力求较为全面地反映各学科领域的知识体
系。
　　依据当代语言学关于词汇场的理论，把同一知识体系中具有关联语义特征的内容编排在一起。
课程内容编写以中文版教材章节为单位，以中文版教材章节为序，每门课以一本中文教材为蓝本，兼
顾其他同类教材内容。
　　教材以渗透基本常用专业词汇尤其是短语为重点，注意了体现学科发展的新词、新语。
同时考虑课程需求及专业特点，不同课程在不同程度上灵活地渗透了各章节的重要概念、定义，章节
内容概述或体现章节内容主旨的语句及语段。
各册教材还编写了体现各自专业特点的渗透内容，如：例题及解题方法，课程试卷，课程的发生、发
展及前沿概述，公式，图示，实验原理，合同文本，案例分析，法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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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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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The antecedents of Western politics can also trace their roots back even earlier than Plato andAristotle
，particularly in the works of Homer，Hesiod Thucydides.Xenophon，and Euripides.Later.Plato analysed
political systems，abstracted their analysis from more literary-oriented andhistory-oriented studies and applied an
approach we would understand as closer to philosophy.Similarly.Aristotle built upon Plato’S analysis to include
historical empirical evidence in his analysis.　　政治学的前身甚至能追溯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年
代，尤其是在希罗多德、荷马、赫西奥德、修昔底德和欧里庇得斯等人的著作里。
后来柏拉图开始分析政治制度，将他们原本以文学和历史为方向的研究分析抽取出来，应用至我们目
前所称的哲学上。
同样地.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分析上又建立了以历史经验为根据的研究。
　　Aristotle addressed the city in his work titled Politics.Aristotle’S conception of the city is veryorganic，and
h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irst to conceive of the city in this manner.Aristotleconsidered the city to be a natural
community.Moreover，he considered the city to be prior to thefamily which in turn is prior to the individual，i.e.
，last in the order of becoming，but first in theorder of being.He is also famous for his statement that“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Aristotle conceived of politics as being rather like an organism than like a machine
，and as a collectionof parts that can not exist without the others.　　亚里士多德在其标题为《政治学》的著
作中致力于城邦的研究。
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概念是非常有组织的，他被认为是以这种方式构想城邦的第一人。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是天然共同体。
此外，他认为城邦应当先于家族.而家族又先于个人，就是说在生成次序中最后，而在存在次序中最先
。
他还著称于他的论述“人本质上是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把政治构想为更像生物而非机器的存在，是离开其他部分就不能存在的多个部分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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