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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职业教育作为一种类型教育,迎来重大改革机遇期的大背景下,阐述了职业教育创新型教材

编写改革的的三个必要性,并在笔者多年工作实践的基础上,分析了“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首届国家教材奖获奖教材的特征,总结出创新型教材的内涵及特征,提出了实现创新型教材编写应主要

围绕“选题立意”“编写模式”“编写内容”“编写队伍”“呈现形式”五个维度展开。最后提出了在编

写创新型教材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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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 type of education, has ushered in a period of 

major reform opportunities, this paper expounds the three necessities of the reform of innov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ased on the author's years of work practice, analy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tional planning textbook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13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first National 

Textbook Award-winning textbooks, summed up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ve textbooks, 

and proposed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innovative textbooks should mainly focus on five dimensions：" topic 

selection", "writing mode" ，"writing content", "writing team" and "presentation form". Lastly, some problems 

should be paid attention to when compiling innovative teaching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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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

础工程,职业教育是实现教育强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根

基。随着产业经济的不断发展,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

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也在不断增强。 

1 新职教背景 

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将职业教育

作为一种类型教育,标志着职业教育改革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期。2021年4月在京召开的全国职教大会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

2021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

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2 创新型教材建设的必要性 

正在是这种职教背景下,教材的编写也迎来了重大改革,传

统教材的编写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方

向,无法满足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2017年6月国家教材委成立,标志着国家对教材工作的重视

上升到国家层面,也体现了当前教材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019年1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建设一大批

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新型活页式、工作

手册式教材并配套信息化资源。”的要求。2020年10月《国家教

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中提

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鼓励扎根中国大

地、立足中国实践、总结中国经验、彰显中国特色,思想理论和

观点方法等具有原创性、育人成效显著的教材；鼓励紧跟国际

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伐,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鼓励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内容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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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学效果好的教材。2021年12月教育部印发的《“十四

五”职业教育规划教材建设实施方案》中提出规划教材应遵

循教材建设规律和职业教育教学规律、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

律,紧扣产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满足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变化,

依据职业教育国家教学标准体系,对接职业标准和岗位(群)能

力要求。[1] 

国家一系列关于教材建设的工作指导加快了职业教育教材

改革的步伐。总体看来,教材改革的必要性有三点： 

2.1教材建设是国家事权 

一个国家实施什么课程,使用什么教材,反映并决定了国

家想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和能够培养什么样的人,直接关系到

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巩固和发展,关系“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从治

国理政高度来看,建设什么样的教材和教材体系,实质上是国

家意志的体现,是国家事权,应该把教材的编写放到整个大的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发展、职教发展的整体当中来思考

教材建设的问题。 

2.2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转型期,新一代信息技

术与传统产业不断融合创新,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层出不穷。

职业教育为实现五个“对接”,必须及时调整教学内容、教材内

容以及教材呈现形式,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体现

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特征。 

2.3新时代学生的变化 

当前,职业教育面向的对象都是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孩子。

信息化时代,学生获取信息方便快捷,更容易接受多元化的讲授

方式,学习更强调独立自主性,学习方式更具个性化。传统填鸭

式的教材无法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不符合教育规律与学生成

长规律。 

在当前正迎来职业教育大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为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为满足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需

求,迫切需要对传统教材进行改革,构建一大批符合新时代要求

的创新型教材。 

3 创新型教材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 

2020年11月教育部公布了3973种“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

规划教材,2021年国家教材委奖励了400种职业教育“全国教材

建设奖优秀奖”,这些都是国家在逐步开展职业教育教材改革的

风向标。笔者通过综合分析以上一些国家级获奖教材的评奖条

件、评奖原则,以及获奖教材的特色,并结合多年教材策划、市

场工作经验,总结出创新型教材是指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

值导向,遵循职业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具有职业教育

类型特征,编写模式创新,内容选择对接产业发展,编写队伍多

元化等特征的教材。 

3.1选题立意——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体现立德

树人 

教材的选题立意首先要明确教材是面向什么层次？什么专

业？学生具有什么基础？教材是为培养什么岗位的人才而编？

该岗位对知识、技能、素养都有哪些要求？明确了以上问题后,

还要考虑教材的政治思想性和改革导向性。 

2021年7月国家教材委印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进课程教材指南》,要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进课程教材须做到不同学段全过程贯通”,“课程思政”入教材

从原来的可选项,变成了必选项。在国家立项的国家规划教材以

及国家教材奖获奖教材中,大都充分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不同程度地渗透工匠精神、劳模精神和劳动精神,

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把思

想政治教育与技术技能教育有机融合。所以,选题立意定位准

确、体现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是编写创新型教材的根

本。[2] 

3.2编写模式 ——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编写模式应体现产教融合,反映工作逻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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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载体选择适当,内容编排合理,与项目教

学、情景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方式相配套。 

职业教育常见的编写模式有工作过程系统化式、项目式、

案例(情景)式和理实一体化式。 

(1)工作过程系统化编写模式。工作过程指在企业里为完成

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教

材编写按照工作过程的六步骤,即资讯、决策、计划、实施、检

查、评估。此种编写模式源起于德国的双元制教学体系,引入中

国后,本土化改造需要整个专业进行改革,单一某一门课程无法

完成改革,因此适用于整个专业改革的教材编写。 

(2)项目式编写模式。项目就是一件完整具体的事情,这件

事情可理解为一件产品的设计与制作、一个故障的排除、一项

服务的提供等。重点关注学生能做什么,而不是知道什么。这种

编写模式是比较适合我们现阶段的职教教学方式,目前大部分

专业课教材也都是采用项目式编写方式。 

(3)案例(情景)式编写模式。这种编写模式是适用于服务

类、场景类的专业课程教材。教材由案例、情景引入,以团体和

小组讨论、角色扮演多种方式增进学员之间的交流、学习者的

主动思考。 

(4)理实一体化式编写模式。即满足理论实践一体化的教学

模式,将某门课程的理论教学、实践教学融于一体。主线还是学

科体系,实践、实训服务于理论教学。 

3.3编写内容——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时代要求 

教材内容应体现产教融合,主动服务技术和产业链优化升

级发展需求,按照岗位需求、最新课程标准选择教学内容,选择

的内容应涵盖企业典型工作任务,实践问题、理论知识、操作技

能与社会生活、实际生产相关联,反应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应本着必需和够用的原则,对接岗位标准、对接课程标准、对接

大赛标准、对接考证标准。充分体现教材的时代性、创新性和

有效性。[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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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编写队伍——政治过硬、多元开发、专业性强 

近几年,国家对教材的编写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是编

写队伍要政治过硬,编写人员要政治立场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四个自信”,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

观,编写人员均需要所在单位党组织开具审核意见；二是要体现

产教融合、多元开发的特色,吸纳行业企业人员深度参与教材编

写,《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教材编写团队应具有

合理的人员结构,包含相关学科专业领域专家、教科研人员、一

线教师、行业企业人员和能工巧匠等,从首届国家教材奖职业教

育类获奖教材编写单位的数据中可知,由两种以上不同单位

性质完成的教材59项,其中由学校+企业完成的35项,学校+科

研机构完成的18项,学校+出版社完成的2项；三是要体现专业

性,教材主编应在本专业领域有深入研究、较高的造诣,在相

关教材或教学方面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熟悉相关行业发展

前沿知识与技术,有丰富的教材编写经验,一般应具有高级专业

技术职务。 

3.5呈现形式——设计新颖、可读性强、载体丰富 

教材的呈现形式应适应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

学模式改革与方法的创新要求,内容呈现载体或装帧设计形式

新颖,新技术应用合理、先进、有创意,专业课程教材注重体现

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等新形式。 

版式设计上符合学生认知特点,图、文、表编排合理,有助

于提升阅读体验和促进教学方式方法改革。能适应不同学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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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注意的问题 

4.1落实《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办法》 

2020年1月颁布的《职业教育教材管理办法》,加强了对教

材的规划、编写、审定、出版、发行、选用、评价等多环节的

管理力度,在此之后的新编教材要严格落实以上各种要求,尤其

是“凡编必审”的要求。 

4.2思政进教材切忌生搬硬套 

国家教材委提出课程思政全面进课程以来,部分编者对课

程思政进课程、进教材理解的不到位,生搬硬套,强行加入一些

与教材内容无关的思政内容,非常生硬和牵强。真正的课程思政

应如盐入水,润物细无声,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创新精神、求实精神、奉献精神等。 

4.3编写模式切忌“挂羊头卖狗肉” 

个别编者不顾学科特点、不顾课程特点,非要使用新型编写

模式,否定传统学科模式,甚至出现体育课都有项目式的例子。

其实各种模式各有所长,不同地域、不同专业、不同课程,可能

适用不同的模式。应该根据不同的专业特点,选择以项目、任务、

案例等载体中的一种为主要结构形式,不拘泥于专业间向某一

方向趋同。[5] 

4.4出版教材要选择在制度健全,具有规范教材编写、审查、

发行制度等管理规范的大型出版社 

一般大型出版社编辑专业素质过硬,管理规范,能最大程度

保障教材的科学性、专业性、适用性和有效性。 

4.5教材出版后及时更新修订 

职业教育与产业高度融合,产业发展迅速,专业发展遵循差

额发展,教材内容应该反映当前主流技术,反映企业的新知识,

新技术,一般要求职业教育教材3年修订一次。 

5 结语 

总体来说,编写教材的工作是一项难度高、功底雄厚,知识

储备量大的人员来胜任,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改进,需要不断挖掘

新方法新思路进行创新改革,唯有如此,才能使教材真正成为民

族文化遗产的综合载体,使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传播、继

承、创新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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