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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精品教材的

共 同特征与建设重点

基于 首届 国 家优秀教材奖的 情况分析

曾天 山 ， 荀 莉 ， 刘 义 国

（教 ：會都规业狻米薮曹 中心研愈鮮 ， 北急
＇

ｌ ｏｏｉｇｐ

摘要 ：教材是民族成长 的精神食粮 ， 是学校教育教学 的 基本依 ＾备 ， 是教育 高质

量发展的 重要基础 ， 教材属 于 国 家事权。 分析首届全 国优秀教材 （职继教育类 ） 获

奖情况发现＃ 高 职 学段 占优 ， 再版教材 占 多 数 ｆ 主要集 中 在 第二 、 第 三产 业 ， 共 同

特点是产 品质量优 、 师 生滹意度高 、 使用 效果好 ； 而 落选教材则 各有其不足 。 为贯

彻全 国 职业教育大会精神 ， 落实 取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 》 ， 要在 系 缘谋划 、 立德

树人 、 以质 图 强 、
加强 管理上下功夫 ， 编好 、 出好 、 选好 、 用好教材 ， 用 心打造培

根铸魂 、 启 智增慧 的精品教材 ， 推进职业教育
ｗ

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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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育人成效 ＃ 促进现代职业教育 高 质 董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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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基本情况

（

一

） 奖项设置情况

全国教材建设奖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粟指示精神和中央文件赛求 ， 服务国家教材建设

的重大制虔设计 。 该奖项 由 国家教材委员 会设

置 ， 教育部组织评选 ， 每 ４ 年谇选一次。 这个奖

充分体现了党尹央国务院对教材工作的 高度重

视 ， 为建设裔质量教材体 系提供了 重要抓手和

保緣 。

２０ ２０ 芊 ， 教育部启动貧■全嵐教材建设奖

评选工作 ， 分设优秀教材 、 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三个奖项 。 其
■

：中 ， 优秀教材拟评 出不超过 １ ０ ００

项 ， 包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 （ 筒称
“

职继教育

类ｆ ） 不超过 ４０ ０ 项 高敎类不起过 ４ ００ 项 ； 先

进集体 １ ０ ０ 个 ， 先进个人 ２００名 〃 奖项设蹙体现

了机构 、 人才与成果并重 ， 屬示了普职教育地位

（二 ） 职继教育类评选结果

优秀教材申报范围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匿内初

版 、 修订或熏印 ， 正在使用的 中职 、 高职以及继

续教育的擊历教育教材 》 包括纸质教材 、 数字敎

材警 式 ９

职继教會类优赛教材在省及行业指导委员会

课题项 目 ： Ｈ康社会稱＿幾藏育学一般谦麵
“

类型教 ：

＊

曹裡野下职业教育麵寧数材？观聲 （谓Ａ２ ３ＰＳ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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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
“

行指委
”

） 推荐基础上 （军队系统单独

评审 ） ， 经过国家层面 网络评审和现场会议评审

两个阶段 ， 评选出拟奖励优秀教材 ４ ０ ０ 项 （军队

１ ６ 项 ） ， 其 中特等奖 ３ 项 （职教 ２ 项 ， 继教 １

项 ） ，

一等奖 ８ ０ 项 （职教 ６ ３ 项 ， 继教 １ ４ 项 ， 军

队 ３ 项 ） ，
二等奖 ３ １ ７ 项 （职教 ２ ４ ９ 项 ， 继教 ５ ５

项 ， 军队 １ ３ 项 ） 。

除军队系统外 ， 共有 １ ０ ４ ７ 项职继教育类教

材 （职教 ９ ０ ３ 项 ， 继教 １ ４ ４ 项 ） 进入 国家评审阶

段 ， 有 ３ ８ ４ 项教材获奖 ， 获奖 比例为 ３ ６ ．７ ％ 。

１ ． 学段分布 ： 职教类教材以高职学段为主

从教材 申报和获奖情况 （见表 １ ） 来看 ， 高

职阶段教材 占 比最高 ， 达 ６ ０％ 以上 。 在 网评阶

段 ， 中职 、 高职 、 继教三类教材数 比例分别 为

２ ５ ．１％ 、 ６ １ ．１ ％ 、
１ ３ ． ８％ ； 在现场会议评审 阶

段 ， 中职 、 高职 、 继教三类教材数 比例分别 为

２ ５ ．３ ％ 、
６ ０ ．８％ 、

１ ５ ．３ ％ ， 高职 占 比均最高 。 从

获奖教材看 ， 高职 占 比 ６ ２ ． ０％ ， 比例最高 （如

表 １ ） 。

表 １全 国优秀教材 （职继教育类 ） 申报和获奖数

类型 网评教材 会评教材 获奖教材

统计项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中 职 ２ ６ ３ ２ ５ ． １％ １ ６ ５ ２ ５ ． ３％ ７ ６ １ ９ ． ８％

尚 职 ６ ４ ０ ６ １ ． １％ ３ ９ ７ ６ ０ ． ８％ ２ ３ ８ ６ ２ ． ０％

继教 １ ４ ４ １ ３ ． ８％ １ ０ ０ １ ５ ． ３％ ７ ０ １ ８ ． ２％

合计 １ ０ ４ ７ １ ０ ０ ． ０％ ６ ５ ３ １ ０ ０ ． ０％ ３ ８ ４ １ ０ ０ ． ０％

２ ． 区域分布和获奖率 ： 东部地区 明显高于

西部地区

从分布区域来看 ， 各省 （ 自 治 区 、 直辖市 ）

基于当地办学规模和教材数量测算的限额进行 申

报 ， 拟奖励教材覆盖 了 北京 、 天津 、 内 蒙古等

２ ７ 个省份 ， 西藏 、 青海 、 宁夏 、 新疆等 ４ 个省

份未获奖 。 共有农业 、 机械 、 信息化 、 交通运

输 、 石油和化工 、 电商 、 旅游等 ３ ４ 个行指委推

荐教材进入拟获奖教材名单 。

从获奖教材数来看 ， 获奖最多 的前 １ ０ 位省

份分别是江苏 、 北京 、 广东 、 浙江 、 山 东 、 湖

北 、 四川 、 辽宁 、 湖南 、 河北 ， 共计 ２ ６ ８ 项 ， 占

总奖项的 ６ ９ ．８％ ， 其中 ７ 个位于东部 ，
２ 个位于

中部 、
１ 个位于西部 。 总体上看 ， 东部地区 由 于

？３ ４？

办学规模和 出版教材数量相对较多 ， 其教材推荐

数和获奖数相对高于中西部地区 。

从获奖率 （获奖数／推荐数 ） 来看 ， 获奖 比

例最高的前 １ ０ 位省份分别是北京 、 江苏 、 浙江 、

山东 、 四川 、 吉林 、 广东 、 广西 、 湖北 、 上海 ，

获奖 比例在 ３ ５ ．７ ％ ５ ８ ． ０％ 区 间 ； 从 区域看 ，

东部获奖率远高于 中西部 （如表 ２
、 表 ３ 、 图 ２

所示 ） 。

表 ２ 各省份推荐教材与获奖教材数量

推荐省 （ 区 、 市 ） 实 际推荐数 获奖数 获奖率

北 京 市 ６ ９ ４ ０ ５ ８ ． ０％

天 津 市 ２ ６ ７ ２ ６ ．９ ％

河北省 ４ ８ １ ６ ３ ３ ． ３ ％

山 西 省 ２ ２ ７ ３ １ ． ８％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１ １ ２ １ ８ ． ２％

辽 宁省 ４ ９ １ ７ ３ ４ ． ７ ％

吉林省 ２ ３ ９ ３ ９ ．１ ％

黑龙 江省 ２ ３ ８ ３ ４ ． ８％

上海 市 ２ ８ １ ０ ３ ５ ． ７ ％

江 苏 省 ８ ７ ４ ９ ５ ６ ． ３ ％

浙 江省 ５ ６ ３ １ ５ ５ ． ４％

安徽省 ３ ３ １ ０ ３ ０ ． ３ ％

福建省 ２ ０ ５ ２ ５ ． ０％

江 西 省 ３ ０ ７ ２ ３ ． ３ ％

山 东 省 ６ ５ ３ １ ４ ７ ． ７ ％

河 南 省 ６ ０ １ ２ ２ ０ ． ０％

湖 北省 ４ ９ １ ８ ３ ６ ． ７ ％

湖 南 省 ５ １ １ ６ ３ １ ． ４％

广 东 省 ８ ３ ３ ２ ３ ８ ．６ ％

广 西壮族 自 治 区 ２ ７ １ ０ ３ ７ ． ０％

海 南 省 ７ ２ ２ ８ ．６ ％

四 川 省 ４ ５ １ ８ ４ ０ ． ０％

贵 州 省 １ ７ １ ５ ．９％

云 南 省 １ ８ １ ５ ．６％

西藏 自 治 区 ３ ０ ０ ． ０％

重庆市 ３ ５ １ ２ ３ ４ ． ３ ％

陕西 省 ３ ３ ９ ２ ７ ． ３ ％

甘肃省 １ ７ ４ ２ ３ ．５ ％

青海省 １ ０ ０ ． ０％



续表

推荐省 （ 区 、 市 ） 实 际推荐数 获奖数 获奖率

宁夏回族 自 治 区 ３ ０ ０ ． ０％

新疆维吾 尔 自 治 区 ８ ０ ０ ． ０％

合计 １ ０ ４７ ３ ８ ４ ｍ －７ ％

表 ３ 东 中西不 同地区教材 申报和获奖数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 区

推荐数 ５ ６ ５ ３ ０ ２ １ ８０

获奖数 ２ ５ ０ ８ ９ ４ ５

魏奖率 ４ ４， 學 ２Ｓ ．５ ％ Ｓ ５ ． ０＿

３ ． 领域分布 ＊ 获奖教材主要集中在第二和

第三产业

从获奖教材所属课．程领域来看 ｓ８ ９ ，
１％的职

继教育类教材为专业课教材 ， 其中 以专业核心课

教材最多 ， 古 比 ５ ５ ． ７喊 ； 其次是专业塞础课 ，

占 比 从教材类良＿看 ， 纸廣教材 ３ ８２

顼 ， 数宇敎材 ２ 项 。 领域分布情况如图 １ 所示 。

图 １ 获奖教材对应课程性质分布

从所属的学科和专业领域来看 ， 公共课教材

（ Ｓ ．０％ ：】 主驀擧中在谮文 、 数學％ 外爵、 体育．

学科 ； 专 业 课 教 材 主綦 集 中 在 财 ｇ 商 贸

（ １ ３ ＊ ３ ％ ） 、 裝 备 制 造 （ １ ５ ． ０％ ）
、 电 子 信息

（ １ ２ ． ４％ ） 、 交 通 运 输 （ ８ ． ９Ｋ ） ， 医 荮卫 生

（ ６ ． ７ ％ ） 、 教育体育 （５ ．７ ％ ） 等专业领域 ． 以第

二
、 第三产业为主 （如恩 ２ 所示 ） 。 这与职敦各

专业大类办学规模分市情况基本
一致 ， 符合人才

培养规模大 、 教材用量大获奖 比例相对要离的

实情 ＊

从继敎类莸奖教材的专业颔域来秦 公權

教材 （ １ ０ ．
０％） 主要龛半在思政 、 英ｉ吾 、 计＃机

等学科 ； 专业类教材主要集中在工学 （ ２ ４ ． ３ Ｋ ） 、

管理学 （
２之 紗０ 、 医学 （ １ ７ ． １％ ） 等领域 （如

图 ３ 所示 ） ？ 其中 ＊ 多数为职教专科蘑次便用教

２ ／ ５％

２３ ． ３％＿

［
＿

１ １ ４ ． ８％

］

ｉ
＿

＿＿

＿

＿＿

４ ． ｝ｍ

量 ｉｔ重 Ｏ ． ｉ ％
０ ＿

： ％
Ｏ ． ｆ ％

第 １版 第 ２版 第 ３版 第 ４版 第 ５版 第 ６版 第 ７版 第 ８版

图 ２ 职业教育获奖教材专业领域分布

材 ， 主襄集 中在 财经商贸 、 裝备制造 、 医畜卫

生 、 电子信息 、 交通运输专业领域 。

图 ３ 继续教育获奖教材专业领域分布

４ 教材版次分
■

布 專版教材ｆｔ多数

总体看 ， 获奖教材 中初版教材 占 比 ２ ７ ． ３％ ，

其余 從． ：？涔均为再版 （如團 ４ 所示 ） 。 其中 ， 第 ２

版、 第 ３ 版 、 第 ４ 版教材 占 比 ６６ ．４％ ， 反映了这

些教材在教參实践中应用效果 良好 、 使用年限长

的特点 ！
《 第 ６ 版 、 第 ７ 版、 箄 ｇ 版教 材 占 比为

１ ． ６％ ， 为管理学基础 （第 ６ 版 ） 、 刑事诉讼法

（第 ６ 版） 、 新编统计細 （第 ７ 版 ） 、 内科学 （第

８ 版） 、 民法 （第 ８ 版 ） 等必修的专最基础课或核

心课 ， 体现了相关专业稳定发展 、 课程重要以及

敎材興 賴《

５ ． 作者华位分布 ： 以职业院校为主

从获奖教材主編 、 ｍ主編
．

所在单位类塑来

看 ， ７ １ ．？Ｋ来 自职业院校 ，
１ ７ － ５％来 自太氣 其

余分别来 自研究机构 、 企业 〔含医院） 、 教育＿局 、

出驅社等机梅 Ｃ如图 § 斑示

？８５？



６
：
． 出版单位分布 ： 国家级出版社为主

从获奖教材的 出版单位分布来看 ， 共涉及

６２
；

家出版单位 ， 依次是离等教胄出版社 、 人民

卫生 出版社 、 机械工业 出版社 、 大连理工 出 版

社 、 电子ｍ出版社 、 国象开放大參出版社 ， 苫

比分别为３ ６ ％ 、
７％ 、

５
＇

％ 、
４城 、 ３％（如

＿ ６ 所示） ８它们 出 版此类教材时间长 、 数

量多和质量
：

高直接相关 。

□ 高等教育 出版社

□ 人民卫生 出職社

０ 机械工旅 出版社

回 大连理工 大学 出版社

回 电子 工业 出版社

图 ６ 国 内主要编者所在单位类型分布

二
、 获奖教材的共 同特点

为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材建设
“
一

４４Ｓ

持 ， 五个体现
”

要＃ １ ］

， 落实中央关于教材建设

的重要精神 ， 反映新时代职业教育高
１

爾量发展价

値导 向 ， 教材评选童凉关注思想政治导 向 、 编写

爾念 、 ＿翁结构 、 编排形式 、 出概质 创請美

破以 及应用成效等方面情况 。 获奖教材在政治

性 、 思想性 、 科学性 、 专业性、 实践性 、 适用

性 、 创新性等方面表现獒出 ．

， 体现了职继教育特

点 ■

， 是具有改革创新特色的精品敦材 ， 能够在属

１寒霄菌树立録杆 ， 对职继教寶类拿材建奠产生纖

要引领和示范作用 。

（
一

） 整持正确 的政治 方 句 和价值导 向 ， 注

重立德树人

获奖教材能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

导向 ，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Ｉｆ ， 体现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 能根据不同学段 、 不同专业 （学科 ）

特点 ， 立足学生认知特点湘教言规律 ， 落实思政

？３ ６？

课裎和课程思政， 注戴德技并修 ， 贴近学生思

想 、 学习和生活
＇

实际 ， 既包含系统的理论知识 ，

又人情人理地魏应现实问题 ， 具有说服力 、 感召

力 ， 体现了 教材ｎ特党 的领导核心地位的 阵地

作用 。

如 ｃ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１ 融人
“

课程思

政
”

元素 ＊ 在接车、 修车、 交本中珞养学生的服

务意识 、 安全意识 、 工匠精神 。 《 外贸单证操作

（第五版 ） 》 嚴持立德树人 ， 编写团 队深人挖掘

教材 内容蕴含的贸易强 国 的担当意银 、 精盤求精

的工Ｅ精神 、 诚实守債的职业 品 Ｈ等思政元素 ？

，

将其融人真实具体的制单任务 ， 实现职业能力和

职业素养相融合 。 《机械零件数控车削加工 》 融

Ａ士匠精神培育繫素及精益化管理理念 ， 从文明

礼仪 、 安全防护 、 操作规范等细节着手 ，
±杳养季

生的职业摹养 ｅ

（二 ） 服务 国 家战略站位 高 ， 体现时代要求

获奖教材基本裏盖了职继教育所设的专业大

类及主流学科领域 ， 覆盖第一 、 第二 、 第三产

业 ， 许多教材能对接现代农业 、 先进制造业 、 现

代服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 融人离端化 、 数字

化 、 智能化 、 绿色化发展理念 ， 主动服务产业链

优化升级发属蕾求 ， 及时吸纳新技术 、 新标准 、

新工艺 、 新场最和新模式 ， 充分体现了教材的时

代性 ， 创新性和有效性 ｓ

如＜（循环 流 化床 锅 炉设备 及 运行 ￡第 四

版） 》 聚焦
Ａ
煤炭高效清洁利爾

”

新技求拿命领

域 ， 契合
“

绿水奪 山就是金山银山
”

的新发展理

念 ， 对未来＿现碳达峰 、 碳 中和具有现实意义 。

《工程材料及其成棄工艺 》 服务
４；

产业基础翕级

化 ， 产业链现代化
”

， 追踪材料及成形前沿技术 ，

将新技术
＂

热成型产品虚拟仿寞
＾
等融入教材及

信息化教拿资源 ， 教学案锄开发与传统产业数字

化转型升级同步 。 《传感器技术及皮用 》 关注各

类新材料伶感器和传感器在
－

智能＋产业
”

中的

应用 、

， 强化了传感器选用和安装工艺规范 ， 体现

了 电子信息 产业 的新技术 、 新工艺和新规范 。

《 ＰＬＣ 虛用与实践 （三菱 ） ｜ 跟踪工业控制技术

前带 ， 内容与时俱进 ， 及 时反映新知识 ：、 新技

术 、 新工艺和新规范 ， 将企业寞卖任务按照难易

裎度转化为基础实践与综合实践项 目 。



（三 ） 教材种类丰 富 多 样 ， 满足 多 样化 需 求

获奖教材既有培养学生基本科学文化知识和

核心素养的公共基础课教材 ， 也有关注学生基础

专业能力培养的专业基础课教材 ， 还有指 向核心

专业能力培养的专业核心课教材 。 教材形式既有

纸质教材 ， 也有数字教材 ， 还有工作手册式或活

页式新形态教材 ， 更有丰富的数字化资源 ， 有效

适应教育信息化和信息化教学要求 。 职教类教材

覆盖中专 、 大专 、 本科不同层次 ， 继教类教材覆

盖普通本科 、 高职专科 、 高职本科 ， 适应了不同

层次 、 不 同类型 、 不同专业的教学需要 。

如 《语文 （基础模块 ） （第 四版 ） 》 通过
“

语

文素养
”

和
“

人文精神
”

双线结构 ， 引导学生在

积极的言语实践 中加深感悟 、 形成素养 ， 实现语

文课程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
一

； 且强调创设学科

认知 、 个人生活 、 社会生活 、 职业生活情境 ， 引

导学生开展积极的言语实践活动 ， 在用语文的过

程 中学语文 ， 有效提升学生语言文字运用能力 ；

还坚持以文化人 、 以文育人 ，

“

三大文化
”

的课

文 占 比达到八成以上 ， 在表达与交流 、 语文综合

实践活动等内容 中将
“

三大文化
”

教育 自然融入

其中 。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 》 面 向汽车机电

维修工 岗位 ， 对接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专业标

准 ， 将汽车运用 与维修 １ ＋ Ｘ 职业技能等级标

准 、 英国工业学会 ＩＭ Ｉ 汽车技术 国 际标准融入

教材 ， 按照汽车维修工作过程打造
“

工作手册

式＋活页式
”

教材 。 《 ＰＬＣ 技术及应用 》 数字教

材以丰富的数字资源立体呈现知识点与技能点 的

关键 内容 ， 助学课程中 的重难点 ， 并借 由平台功

能使线上线下教学有机融通 ， 推进 ＳＰＯＣ 混合

教学模式 ， 满足个性化教学 、 弹性教学 、 分层教

学需要 ， 通过
“

终端＋平台
”

的信息化手段构建

智能网络学习环境 ， 动态采集各类学习数据并在

有效分析后及时反馈 ， 提高了教学策略调整的实

时性 、 灵活性和针对性 ， 使得抓重点 、 破疑难 、

分层次在课堂中得以实施 。

（ 四 ） 体现类型教育特 色 ， 凸 显 实践性

获奖教材类型特点 明显 ， 开发理念先进 ， 开

发方法科学 ， 注重将知识 、 能力 和正确价值观的

培养有机结合 ， 强化学生职业素养养成和专业技

术技能积累 。 在结构安排上 ， 打破了学科体系设

计思路 ， 基于任务导 向 、 能力本位的课程开发模

式 ， 注重以真实生产项 目 、 典型工作任务 、 案例

等为载体组织 内容 ， 配套数字化资源 ， 能适应翻

转课堂 、 混合式教学 、 理实一体教学等新型教学

模式 ， 支持项 目学习 、 案例学习 、 模块化学习等

不同学习方式要求 ， 有效满足学生实践能力培养

要求 ， 在教材建设理论或改革实践的某些方面有

较大突破 ， 对深化
“

三教
”

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如特等奖 《机械工程材料及成形工艺 》 以

“

常用 、 实用
”

为基本原则 ， 紧扣
“

机器制造过

程
”

逻辑主线 ， 按模块选取教材内容 ， 体现了按

机器生产流程实施综合性教学的思路 ， 突出 了培

养实践应用能力 的教学 目 标 。 《工程材料及其成

形工艺 》 以机器零件制造全生命周期为逻辑主

线 ， 提出
“

三选一线
”

的教学理念 ， 按
“

选材

料 、 选毛坯 、 选热处理
”

的工艺流程组织教学 内

容 ， 注重培养符合产业端一线 岗位需求的专业能

力和职业素养 。 《 ＧＮＳＳ 定位测量 （第三版 ） 》

采用
“

项 目导 向
”

形式进行编写 ， 每个单元对应
一个具体工作任务 ， 遵循高职学生认知规律 ， 注

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 推进教学做一体化 ， 凸显

教材的系统性 、 逻辑性 、 先进性和职业性 。 《 高

速铁路隧道工程施工技术 》 注重
“

适应需要 、 调

整 内容 、 加强实践 、 培养能力
”

， 根据隧道工程

实际施工流程和 岗位能力需求组织课程 内容 ， 采

用项 目化教学设计思路 ， 以真实隧道施工任务为

基础 ， 每项学习任务与隧道施工任务对应 ， 由典

型案例引入相关理论知识 ， 通过技能训练引 出施

工工艺流程 、 施工控制要点 、 施工注意事项等 内

容 ， 理实结合 、 产教融合 ， 同时融入职业素养教

育和价值观引 导 ， 全方位提升学生综合职业能

力 ， 适应高铁行业发展要求 。

（五 ） 内 容先进适用 ， 编排 易教利 学

获奖教材内容科学合理 、 框架清晰 ， 先进开

放 、 针对性强 。 多数教材为再版教材 ， 公共基础

课程教材体现学科特点 ， 反映相关学科发展的新

成果 ； 专业课程教材强调实践性 ， 反映产业发展

最新进展 ， 并以数字资源等多种形式 ， 将产业发

展的新知识 、 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方法纳入教材

内容 ， 反映主要 岗位群及典型工作任务的职业能

力要求 ， 有利于培养学生综合职业能力 。 在内容

编排上 ， 注意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技术技能

？３ ７ ？



人才成长规律 ， 借鉴 国际先进理论 ， 体现教学改

革新理念 ， 各章节逻辑清晰 、 关联性强 ， 教学梯

度设计合理 、 循序渐进 ； 在版式设计上 ， 符合学

生认知特点 ， 教材 图文并茂 ， 配套资源丰 富易

得 、 形式多样 ， 能适应相应学段 、 不同学生的学

习特点 ， 支持线上线下多种教学方式 ， 有效激发

学生学习兴趣和创新潜能 ， 体现了教材开放灵活

和易教利学的适用性 。

如 《工程材料及其成形工艺 》 追踪材料及成

形前沿技术 ， 将
“

热成型产品虚拟仿真
”

等新技

术融入教材及信息化教学资源 ， 教学案例与传统

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同步 。 通过教材二维码展示

了１ ３ ５ 个案例 ， 适应学生的个性化 、 线上线下等

多样化学习需求 。 《ＧＮＳＳ 定位测量 （第三版 ） 》

配套 ９ ８ ０ 个教学文本 、 教学动画 、 教学视频等信

息化教学资源 ， 并建有课程思 政教学案例库 １

个 、 习题库 １ 个 、 双语教学素材库 １ 个 、 专创融

合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 课程 １ 个以及技能实训

指导书 １ 本 ， 教材适应
“

互联网 ＋职业教育
”

发

展需求 ， 满足智慧职教的需要 。 《工程地质与土

力学 （第三版 ） 》 配套资源丰富 ， 纸质教材与数

字资源结合 ， 通过二维码植入视频案例 、 在线答

题 、 知识重点难点解析等 ， 方便学生随时随地学

习 和拓展学习 。 《生物医学 》 坚持
“

三基 、 五性 、

三特定
”

原则 ， 强调生物化学的基本概念 、 原理

与技术 ， 并增加反映学科进展的新内容 、 新的研

究方法与应用 ， 也渗透了基于问题的学习 和基于

案例的学习理念 。 各部分内容框架层次清晰 ， 融

会贯通 ， 满足 了培养学生知识体系 、 实践能力 、

人文精神及 自 主学 习 能力 的需要 。 《物流成本管

理 》 体例 比较新颖 ， 结构合理 ， 按照知识 目 标 、

能力 目标 、 课前思考 、 情景导入 、 知识学习 、 实

例演示 、 技能训练 、 同步测试 、 挑战 自我的框架

进行设计 ， 适应学生多样化和 自 主学习需求 ； 内

容编排重视知识教学和技能训练前的情境铺垫和

导入 ， 把知识和技能放进企业实境中 ， 反映了企

业真实工作过程 ， 通过从知识到技能的梳理 ， 来

教授学生如何认识并控制物流成本 ， 拓展了 以往

的物流基础运营课程 内涵 ， 有利于培养学生实际

岗位技能 。

（六 ） 实践应 用 效果显著 ， 示 范作 用 强

获奖教材整体质量处于本专业 （学科 ） 领域

？３ ８？

国 内先进水平 ， 大多数是 国家规划教材 、 教育部

精品课程配套教材 、 技能大赛配套教材 ， 曾获得

多项省级及 国家级教科研成果奖 。 所有教材都经

过了两年及以上的教育教学实践检验 （部分教材

多版次累计使用年限最多的达 ２ ０ 年 ） ， 在相关领

域院校 中有较大影响 ， 发行量大面广 ， 能根据行

业企业发展需要及时更新 ， 在教育教学实践 中反

映 良好 ， 显著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质和技能水平 ，

在教材建设理论与实践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或突

破 ， 对提高本专业或学科教学水平发挥了重要示

范作用 。

如特等 奖 《单片机应用 技术 （ Ｃ 语言 版 ）

（第 ４ 版 ） 》 前后 ３ ８ 次印刷 ， 累计发行 ３ １ ．７ ６ 万

册 ， 先后被 １ 〇 〇 多所学校 １ ２ ０ ０ 多次选作单片机

专业教学用 书 。
２ ０ １ ５ 年起 ， 作为 电 子信息工程

技术专业 国家教学资源库的示范课配套教材 ， 在

全国 １ ４ ０ 余所学校推广 ； 作为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

课单片机应用技术配套教材 ， 与爱课程 、 中 国大

学 ＭＯＯＣ 和智慧职教平台上的单片机应用技术

课程均可配套使用 。 教材在全国大范围使用 ， 取

得了 明显的示范和引领效果 ， 促进了高职院校单

片机课程教学改革不断推进 。 《建筑识图与构造

（第三版 ） 》 实践时间长 ， 认可度高 ， 累计发行

４ ４ 万余册 ， 被相关部 门 和机构 以及有相关专业

的高职院校广泛采用 ， 社会影响力大 。

（七 ） 编 写 团 队 多 元跨界 ， 发挥各方优势

获奖教材基本为合编教材 （ ９ ６ ％ ） ， 尤其是

专业类教材 ， 已形成产教协同开发的机制 ， 形成

了行业 、 企业 、 院校以及研究机构专家组成的高

水平专业化教材编写队伍 。 获奖教材通过多校合

编或校企联合编写 ， 整合行业企业 、 职业院校 、

普通高校 、 研究机构的资源力量 ， 发挥不同方面

专家在政策法规 、 教学理论 、 专业能力 、 教学能

力 以及实践经验等方面优势 ， 反映院校教学实

际 ， 体现 国家教育教学标准体系有关要求 ， 对接

主流生产技术 ， 及时融入行业发展新要求和职业

岗位新变化 ， 适应性强 。

《气压与液压传动控制技术 （第 ５ 版 ） 》 三

位主编既有教师也有技师 ， 都是学科骨干 、 大赛

裁判和金牌教练 ， 编写 团 队有深厚的专业功底 、

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很强的实践能力 ； 实训项 目在

德国 ＦＥＳＴＯ 公司专家指导下确定 ， 全部取材于



工业实际应用 ， 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 。

（八 ） 品牌 出版社经验丰 富 ， 出版质量有保障

获奖教材多来 自部委主办 、 行业主办或大学

主办的出版社 ， 如高等教育出版社 、 电子工业出

版社 、 机械工业出版社 、 大连理工出版社等 。 这

些出版社制度健全 ， 有严格规范的教材编写 、 审

查和推广发行制度 ， 教材编写 、 审校 、 审核 、 出

版 、 发行等各环节管理规范 ； 基本形成了政策研

读 、 选题调研 、 规范编写 、 审读试用 、 推广发

行 、 适时修订等编审用机制 ， 通过组建经验丰

富 、 专业能力强的编审 团 队 ， 确保教材从内容到

形式都达到合格教材的要求 ， 多措并举保障教材

的科学性 、 专业性 、 适用性和有效性 。

三 、 落选教材的主要 问题

在参评教材 中 ， 有 ６ ６ ３ 项 （ ６ ３ ．３ ％ ） 落选 ，

除名额限制 ， 这些教材在思想政治性 、 内容针对

性 、 教学适用性 、 资源丰富性 、 结构编排等方面

存在一些问题 ， 或有创新性不足 、 使用成效不显

著等短板 。

（

■

） 政治 方 向和价值观导 向有偏差

个别教材观点没有全面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立

场 、 观点和方法 ， 对重大历史事实的看法没有做

到实事求是 。 如某学科教材简单地将学科等 同于

西方学 ， 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学科知识进

行评析 ， 容易误导学生 ， 且在每章篇首置以西方

学者的头像 ， 引述其一段话作为全章的引言 ， 有

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 。

（
二 ） 职业教育类型化特点不 明 显

少数教材学科化倾向 明显 ， 对职教类型化特

色把握不够 ， 不注重以学生为 中心编写教材 。 有

的教材虽采用了项 目化课程模式 ， 但内容仍然相

对传统 ， 文字表述过多 ， 职教特色不鲜明 。 有的

教材采用传统知识体系构建教材内容 ， 与实际工

作关联度不大 ， 没有体现
“

以学生为 中心
” “

做

中学 、 做中教
”

等职教理念 ， 不符合理实一体教

学要求 。

（三 ） 教材 内容较为 陈 旧 ， 内容修订更新不及时

教材没有选用行业企业当前主流技术 ， 反映

企业的新知识 、 新技术 、 新工艺和新规范不足 ，

先进性 、 时代性欠缺 。 教材知识 内容和工作任务

陈 旧 ， 内容中未体现出新技术 、 新工艺 。

（ 四 ） 教材 配套资 源 不 够 丰 富 ， 形 式 单
一

，

难 以适应 多 种信息化教学方式

部分教材还缺少必要的数字资源 ， 或数字资

源特色不明显 ， 与职业 岗位融合不紧密 ， 能力培

养 目标不清晰 。 有 的 只是简单将纸质教材 电 子

化 ， 缺少反馈交互等功能 ， 对泛在化 、 个性化学

习支撑不够 。 有 的教材 出 版后 ，

一直未做修订 ，

数字资源形式几乎为单一的录屏 ， 教学形式不够

形象生动 。

（五 ） 教材编 写 团 队结构单
一

有少数教材为职业院校 自 编或个人著述 ， 没

有吸收不同领域专家参与教材编写 。 有的教材没

有相关企业技能骨干和技术能手参与 ， 导致教材

及其配套资源与真实企业岗位脱节 。

（六 ） 教材发行量 小 ， 使用 面 窄

有的教材使用 １ ２ 年但发行量只有 １ ０ ０ ０ 册 ，

用量少 ， 影响力小 ； 对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技术

技能水平作用不强 ， 实践应用效果欠佳 ， 示范性

不足 。

四 、 把握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为进一步做好职继教育教材建设 ， 应系统分

析教材奖评选工作的相关信息 ， 总结在编写 、 使

用 、 修订和推广 中的成功经验 ， 宣传推广优秀教

材建设经验 ， 梳理未获奖教材存在 的差距与 问

题 ， 有针对性地加以改进 ， 要细化落实 《职业院

校教材管理办法 》 （以下简称
“

办法
”

） ， 研制继

续教育教材建设的相关政策 ， 在系统谋划上下功

夫 、 在立德树人上下功夫 、 在 以 质 图 强上下功

夫 ， 抓好教材编写 、 审核和选用等关键环节 ， 深

化职业教育
“

三教
”

改革 ， 推进职继教育融通发

展 ， 以提升教材质量促进职继教育高质量发展 。

（

一

） 提升规 范性 ： 强 化 管理 ， 健全教材编

审 用机制

一是健全教材编写机制 。 把住出版资质和编写

人员入 口关 。 落实 《办法 》 对编写单位的要求 ， 落

实单位编写制 ， 引导相关领域有代表性的学校 、 教

科研机构 、 企业 、 出版机构等组织编写教材 。 编写

单位应优化教材编写团队 ， 积极吸纳院士 、 资深教

授 、

一线骨干教师 、 工程师 、 技师和能工巧匠 、 大

国工匠等参与教材编写 ， 建立教材编写专家信息

库 ， 组建科学合理的教材编写工作团队 。

［
２
］

？３ ９ ？



二是完善教材审核机制 。 凡编必审 ， 把好教

材审核关 口 。 加强教材思想政治审查 ， 教材出版

部门应成立专 门政治把关机构 ， 依托工作队伍和

专家队伍 ， 进行专题 自查 ， 对教材编写人员 和教

材内容进行政治把关 。 推动教材分级分类审核制

度 ， 各级规划教材 由相应教育行政部门组织有关

机构审核 ， 其他教材 由委托熟悉职业教育和产业

人才需求的专业机构或专家团 队进行审核认定 。

严格教材专业性审核标准 ， 依据课程标准 、 专业

教学标准 、 顶 岗实习标准等 国家标准要求 ， 在教

材的思想性 、 科学性 、 适宜性等方面全面把关 。

三是完善教材选用服务机制 。 加快推进教材

选用单位组建教材选用委员会 ， 优选骨干专业教

师 、 行业企业专家 、 教科研人员 、 教学管理人员

等各类人员 ， 统筹负责教材的选用工作 。 落实教

材选用备案制度 ， 按要求及时在主管教育行政部

门对选用教材进行备案 。 用好教材信息化管理系

统 ， 及时编制年度全国职教教学用书 目 录 ， 联合

出版社发行平台 ， 为各地职教用书提供依据和服

务支持 ， 确保优质教材进课堂 。

（
二 ） 提升专业性 ： 优化过程 ， 提高教材编 写

质量

一是严把 内容关 。 为解决教材存在的政治方

向和价值导 向不当 、 科学性不足 、 更新不及时 、

形式不灵活等问题 ， 编写单位应落实 《办法 》 中

编写要求 ， 加强政策解读 ， 将坚持正确导 向 、 系

统推进 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

材定为教材建设工作的首要标准和前提条件 ， 并

深入开展教材选题调查研究 ， 适应课程 目标和教

学要求 ， 优化教材结构和形式 ， 科学合理编写教

材内容 ， 确保教材的科学性 、 适用性和先进性 。

二是严把试用关 。 凡编必试 ， 逐步完善规划

教材试教试用制度 ， 教材编写 中应多方征求意

见 ， 特别是
一线师生和企业意见 ； 编写完成后 ，

应送一线任课教师和行业企业专业人员 进行审

读 、 试用 ， 根据审读意见和试用情况修改完善教

材 ， 提高教材的针对性 、 专业性和有效性 。

三是严把修订关 。 职业 院校教材投入使用

后 ， 应根据经济社会和产业升级新要求及时进行

修订 ，

一般按学制周期修订 。 教材出版单位和编

者 ， 应根据
“

三年大修订 、 每年小修订
”

的
一般

要求 ，

［
３
］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适时修订 ， 充分

？４ ０？

反映产业发展最新进展 ， 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

场需求 ， 及时吸收 比较成熟 的新技术 、 新工艺 、

新规范等 ， 提升教材的先进性 、 开放性 、 灵活性 。

（三 ） 增 强适应性 ：

以 评促建 ， 构建 高 质量

教材体 系

一是适应发展需求 ， 分级分类推动教材建

设 。 国家规划教材重点 围绕职业院校公共基础课

必修课程 、 量大面广的专业核心课程 ； 省级规划

教材主要聚焦地方主导和特色产业 ， 将区域产业

需求及时反映到专业课教材中 。 加强优秀教材建

设引导 ， 明确优秀教材建设要求和评价指标 ， 指

导教材编写和 出版工作 ， 更新教材编写理念 ， 优

化教材 内容与形式 ， 紧跟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转

型变化 ， 有效服务 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对人

才培养需要 ， 建设一批思想理论和 内容方法等方

面先进适用 、 育人成效显著的教材 。

二是适应行业需求 ， 开发专业特色鲜明 的教

材 。 服务 国家发展战略 ， 适应 国家产业布局优化

和结构调整需要 ， 加快建设服务先进制造业 、 人

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专业课教材 ； 针对小众教材没

有编写者愿意编写 ， 没有 出 版社愿意 出 版等 问

题 ， 围绕现代农业 、 现代服务业等行业的急需紧

缺领域和艰苦行业领域 ， 设立教材建设专项 ， 加

强此类专业教材 的建设 。

［ ４ ］

适应 １
＋ 
Ｘ 证书制度

试点工作需要 ， 将职业技能等级标准有关内容要

求有机融入教材 ， 推进书证融通 、 课证融通 。

三是适应信息化教学方式变革 ， 加快融媒体

教材建设 。 突 出职业教育类型特征 ， 根据学生认

知特点和多样化学习需要 ， 遵循技术技能人才成

长规律 ， 强化实践能力培养 ， 加强虚拟仿真类教

学软件资源开发 ， 推动配套资源 和数字教材建

设 ， 将教材编写与课程开发结合起来 ， 建设一批

编排方式科学 、 配套资源丰富 、 呈现形式灵活 、 信

息技术应用适宜的新教材 ， 推动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升级和数字化酿 ， 提升信息化教学水平 。

［ ５ ］

（ 四 ） 促进发展性 ： 科研 引 领 ， 助推
“

三教
”

改革

一是加强教材研究 。 职教教研机构应发挥专

业优势 ， 深入开展职继教育教材建设的理论和实

践研究 ， 加强基于职业教育教学规律 、 适应学生

认知特点 、 重在技能培养的职教教材研究 。 深入

推进教研工作 ， 与教材建设和选用使用相结合 ，



加强有关专业教学标准 、 课程标准 、 顶岗实习标

准等 国家标准 的研究和落实 ； 加强专业课程改

革 、 教学资源开发 、 教学方式方法创新等研究 。

加强对教师的培训和宣讲 ， 定期组织开展教材研

究成果交流 ， 推动研究成果及时应用与转化 。

二是提升出版单位整体实力 。 推进完善出版

社的教材研编审修机制 ， 基本形成政策研读 、 选

题调研 、 规范编写 、 审读试用 、 推广发行 、 适时

修订等编审用机制 ， 通过组建经验丰富 、 专业能

力强的编审 团 队 ， 确保从内容到形式都达到合格

教材的要求 ， 多方面 、 多环节保障教材的科学性 、

专业性 、 适用性和有效性 ， 提升教材出版质量 。

三是推进专业教学深度改革 。 以优秀教材建

设为抓手 ， 深化
“

三教
”

改革 ， 进一步推动职业

院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 转变教学理念 ， 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 ， 优化专业设置 ， 强化课程建

设 ， 改进教学模式 ， 推进实践育人 ， 整体推动专

业教学领域深层次 、 系统性改革 ， 激发职业 院

校 、 行业企业和职业教育教育研究机构等各参与

主体的活力 ， 加快形成教材理论探索和教学实践

创新紧密结合的新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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