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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从当前职业教育教材面临的问题、什么是新型活页式教材、新型活页式教材开发实践及新型活页式教材与其

他创新理念的融合四个方面阐述了新型活页式教材如何助力职业教育教材高质量发展。

Abstract: This paper expounds how to contribute new biopsy textbooks to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from four aspects: the problems facing current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what is new textbooks,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and the integration of new biopsy textbooks and other innovative id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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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职业教育领域进入发展黄金期，机遇与挑战并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做出重要批示，强调职业

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中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

地位。加快培养国家发展急需的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可以说

职业教育迎来了欣欣向荣的新时代。职业教育教材的高质量

发展刻不容缓。

2 当前职业教育教材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由于对教材出版缺乏严格管理与控制，教材质

量下降。当前，职业教育教材面临的问题有：

①产业跟随度低、多为本科教材的“复制粘贴版”或“压

缩饼干版”，缺乏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②内容陈旧老化，不能及时反映当前技术、规范。2019

年 4 月孙春兰副总理在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

上的讲话中就曾直言“教材建设的重点是解决陈旧老化的

问题”。

③教材以教师为中心，有的教材甚至成了教案的汇聚，

教学过程设计和教学评价纳入教材中，包揽教学资源的功

能，定位不清，学生使用极为不便。

④对于理实一体化课程，目前的教材，多数仅是形式上

的综合，没有将专业理论与专业实践之间的界限完全打破，

没有将教材的内容按照职业活动的要求编排。项目实施过程

和理论知识学习、思维素质培养并未有机融合。

职业教育不同于本科教育，其目标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

和技术技能人才，具有职业性强、产业属性突出的特色。随

着三教（教师、教材、教法）改革的深入，教材作为重要的

教学工具，应当体现以学生为学习过程的引导者的教学思

路，从内容的顶层设计出发，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

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研用结合为途径，以职业能力培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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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位，实现理论教学与技术实训的有机融合。

3 什么是新型活页式教材

3.1 活页式教材的提出

2019 年 2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职教 20 条），《方案》首次指出，建设一大批校企“双元”

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倡导使用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

式教材并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

2019 年 5 月，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农

业农村部和退役军人部联合印发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

方案》，并提到开发适用于不同生源类型的新型活页式、工

作手册式等教材。

可见，从政策层面而言，新型活页式教材将是未来职业

教育教材的一个发展趋势。

3.2 活页式教材特点

表面上看，活页式教材是将教材以单独成篇的散页方式进

行装订。实则不然。如果仅仅是装帧形式上的变更，仅从便携

性和成本上就说不通了。活页式教材深层次来讲是新的教学理

念的承载者，那就是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学习过程为脉络，

强调技术技能的锻炼及与岗位的契合。如徐国庆教授指出的“通

过工作任务和职业能力分析能够形成系统化的职业能力清单，

并以各条职业能力为核心构建学习单元实现教材活页化”。有

别于传统学科教材，具有以下三个显著特点。

3.2.1 灵活的形式便于内容的及时动态更新

随着 1+X 证书制度的开展，活页式教材便于及时将新

工艺、新规范充实进教材，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证书“书

证融通”，提高产业跟随度，突出职业教育特色；及时把课

程的重难点、新热点以及学生的兴趣点与疑惑点融入教材，

内容的优化与迭代克服了教材内容陈旧老化的问题。

3.2.2 模块化设计，或称基于任务驱动

在内容组织上，以模块（或称项目、任务）为基本单元，

各模块彼此独立，以职业能力为核心拓展相关知识点、技能

点与考核点，但结构上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样的组织设

计既保证了课程体系的完整，便于使用者对模块的选取，也

便于学生携带。

3.2.3 可以针对使用者进行个性化设置

对内容的编排进行选择性调整。随着扩招 100 万的推进，

职业教育学生将由应届大中专学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职

业人士构成，人员构成复杂，学习需求不一，而个性化的选

择内容则强化了以学生为主体的理念。

4 新型活页式教材开发创新实践
2019 年笔者策划开发了《电气控制技术实训 第 2 版》

活页式教材，该教材从产业实际出发，以企业常用电气控制

电路的设计、安装与调试为实训任务，共设计了 22 个实训

任务。各任务相互独立，但难度由浅入深。每个实训任务以

实训内容为中心，从实训目标→实训内容→实训指导→技能

训练与成绩评定等环节展开，体现完整的学习过程。同时融

入教学动画与教学视频等信息化资源，帮助学生掌握元器件

结构与检测等难点内容，提高教学效率。最终以活页式呈现。

通过该教材，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职业院校对于创新理念

的认可，也收集、反思了现有教材的不足，为后续持续开发

创新教材积累了经验。笔者认为，开发活页式教材时，应注

意以下几点：

4.1 活页式并非职业教育教材创新的“万金油”，

不可万物皆活页

其中最应注意的是课程性质，一般来讲职业教育课程分

为基础理论课程（如电工基础）、技能实践课程（如电工技

能实训）以及介于两者的理实一体化课程（如电气控制与

PLC）。活页式比较适合后两种课程性质，这是因为理论课

程一般不会在短期内大量更新理论且知识点繁多，不适合开

发活页式。

4.2 活页式切忌流于形式，应在内容设计上精心打磨

教材的背后是课程，只有充分了解课程的目标、知识体

系，才能去谈内容的组织形式，如如何设计教学模块、每个

模块的知识点与技能点如何设置、如何通过内容的动态更新

不断提高教材质量等等。对于职业教育教材，常见的教材编

写模式有传统章节式、模块（单元）式、项目任务式、工作

手册式等，活页式显然更适用于后两种编写模式。对于每个

工作任务，则可结合课程标准，以任务目标、任务导入（或

案例导入）、任务准备、知识储备、任务实施、任务评价与

反思、总结提高的思路来进行开发。

5 新型活页式教材与其他创新理念的融合
教材多样化是世界各国教材发展的主流，没有教材多样

化，就不可能有真正高质量的教材。新型活页式教材并非“屡

试不爽”，也应有机融合其他创新理念，如信息化、课程思政、

校企双元合作、1+X 理念等，实现“1+1>2”的效果。

5.1 与信息化的融合

近年来，随着 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技术的发展，科技赋能出版的步伐不断加快，“互联网+”

出版已成为当前增长迅猛、市场广阔、潜力巨大的战略性新

业态。

笔者认为，活页式与信息化的融合应从内容呈现、营

销推广两方面下功夫。在内容呈现上，应从普通纸质教材 +

免费教学课件向立体化教材、数字化课程转变，如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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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链接教学视频与动画、虚拟现实仿真；建立在线学习课

程，通过小故事、练习题、知识点与技能点讲解等教学资源，

更好助力学习过程的记录与追踪。在营销推广上，应从传统

的地面推广向私域流量搭建、线上直播与研讨的形式转变，

精准营销，定向维护，拓展销售新增量，实现互联网 + 出

版的融合效果。

5.2 与“课程思政”的融合

2017 年，教育部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

程实施纲要》，提出大力推动以“课程思政”为目标的课堂

教学改革，优化课程设置，修订专业教材，在全国推广“课

程思政”。2020 年 5 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思政内容涵

义极广，形式也应该丰富多样，如拓展阅读、影像资料、动

画视频、时事新闻等，活页式教材的动态更新属性也有利于

思政内容的更新。

6 结语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基本途径，是教学的基本参照，

是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高质量的教材是高质量教学的基本

保证，职业教育教材的质量和水平代表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

发展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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