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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的建设是中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抓手，是反映职业教育类型特点一个重要的标志。

中等职业教育的教材建设面临着未体现类型教育特色、内容陈旧，更新过慢、教材内容与岗位不匹配等

困境。目前，活页式、工作手册式、融媒体等新形态教材是职业教育教材的发展趋势。从新形态教材内

涵与应然特征的基础上出发，提出了类型教育视域下中等职业教育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的构建途径：打

造教材开发研究团队；基于专业标准与行业标准开发教材内容；打造数字化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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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form textbook based on the competence standard is the key to second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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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symbol to reflec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
tion types. The construction of textbook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ed with some dif-
ficulties, such as not reflec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ype education, outdated contents, slow up-
dating, mismatch between teaching materials and posts, and so on. At present, new forms of text-
book such as loose-leaf type, work manual type and blending media ar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ing materials. On the basi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hould-be characte-
ristics of the new form of textbook, this paper combs the ways to construct the new form of sec-
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etence-based textbooks under the field of type education: to 
build a research tea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to develop the content of teach-
ing materials based on professional standards and industry standards; to create a digital resourc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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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等职业教育具有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实现职业基础教育，是我国发展高质量职业教育的关键一环。

中等职业教育是支持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是促进新时期教育公平的重要手段。总而言之，中等职业教

育是最基本的职业教育类型。一方面需要研究开发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人才培养方案，开发基础的中等

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另一方面需要对中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与教学进行改革，《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

中明确提出：“建议编写大量与学校和企业合作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使用活页式教材和工作手册式教

材，并开发信息资源”，凸显了类型教育背景下职业院校教材编写的新趋势[1]。最终，中等职业教育将

会给职业教育的“三教改革”进行实证。教材是教师开展教学活动与学生学习的重要媒质，是执行人才

培养方案的关键部分。因此，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的质量优劣直接影响到职业教育的根基。本文通过对中

等职业教育教材目前存在的困境进行分析整理，站在能力本位角度，探讨中职的新形态教材建设。期望

对中等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提供一些有益思考。 

2. 类型教育视域下中等职业教育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存在的困境 

近几年，职业教育在“三教改革”背景下不断的发展进步着，其中教材作为课程教学的载体的重要

性并未得到体现，教材的发展明显落后于教学的升级换代。中等职业教育在我国发展较早，教材研究成

果丰硕。但是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受到研究者们关注较少，通过调查发现，目前中等职业教育教材主要有

以下困境：教材设计未体现类型教育特色；教材内容陈旧，更新过慢；教材内容与职业岗位不匹配等。 

2.1. 教材设计未体现类型教育特色 

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2]，其主要的特征为基础性与职业性。与普通高

中所强调的知识与文化的学习不同，中等职业教育在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体现在基础的知识文化与基础技

能的学习，最为主要的是基础性与职业性的融合。因此，中等职业教育的教材应该在满足专业的基础理

论知识方面的同时，还应满足职业岗位与工作过程的基础技能要求。目前适合于中等职业教育教材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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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了体现职业教育的特色，大多数中职院校教材仍沿用学科本位的课程教材模式，重视学科知识的

逻辑结构[3]，如一些专业课程的教材成篇的理论概述；专业公共课与普通教育内容相差不大，并且对专

业帮助不大。另外，部分院校也有直接用高职教材作为中职的课本。总之，教材的内容上偏向理论，对

于实践部分较少，特别是与实际工作岗位相脱离，没有体现出职业特征，更体现不出类型教育特色，不

利于对基础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2.2. 教材内容与职业岗位不匹配 

目前对于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的编写是高校的教师所负责，中职院校的一线教师参与编写较少，再加

上企业的参与度较低。编写者不了解学生的真实学习情况，教材内容超出了中职学生的实际水平。并且

对于专业目前需要的工作岗位知识的联系不够紧密与深入，因此，缺乏对工作岗位的相关要点的掌握，

再加上目前行业技术的更新升级，对于相关的知识需要随之更新换代，所以目前教材在编写过程中不能

及时跟上工作岗位对知识、技术的新要求。一方面，对于教材的选用制度不规范导致了教材内容与职业

岗位不相关，教材质量低下。另一方面，教材的管理工作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够完善，这也是教材内容

与职业岗位不匹配出现的原因之一。最后是因为校企合作力度弱，企业参与不够所导致学校对于教材的

编写比较被动。 

2.3. 教材内容陈旧，更新过慢 

目前教材还是以传统的纸质教材为主，但是纸质教材的缺点是更新的周期较长，教材内容陈旧，并

不能跟上行业发展、技术更新的速度。核心技术发展的成果不能更新到课本中，企业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在教材当中得不到及时更新，最终导致学生工作时所学与实际工作脱节，无法适应工作岗位的需求，这

将会导致学生毕业即失业。如文秘专业礼仪课程中的电子通信礼仪这一内容，通过查阅相关书籍发现电

子通信礼仪中并没有微信等新型社交软件的礼仪规范。以往的教材中提到的是传统通信礼仪，并没有与

职业岗位匹配且进行与时俱进。 

3. 中等职业教育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建设内涵 

新形态教材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包括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融媒体教材等[4]。新形态可分

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形态，一般认为内在形态指的是教材内容的表现形式，有教材内容的依据、选择及组

织逻辑等；外表的形态一般指的是教材的存在形式[5]。首先活页式教材最大的特点是“活页”，以活页

的方式将教材装订出版，但是活页式教材并不是简单的装订发生变化，而是指使用者可以更加便利地对

其进行二次开发，比如教师可以根据所教课程对应的工作岗位的需求、教学目标、学生情况等，对具体

的教材进行调整，从而在不同院校、不同专业、不同实训条件下都能满足不同的教学要求。另外学生也

可以更好地利用教材，将自己的笔记与学习反思添加到教材中，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6]。其次是

工作手册式教材是指一种在“做中学”为特征的职业院校的教学材料，该教材可以满足学生在工作岗位

的学习需要，并且能够清晰明了的提供工作现场的指导信息，拉近了产业与职教的距离，可以及时的根

据行业变化更新修订教材内容[7]。最后融媒体教材包括了纸质教材、配套的指导书、文字课程与各类数

字资源，以及支持教与学的服务等数字化平台、后台大数据等[8]。该教材符合现在学生学习心理，提供

了一种全新的学习体验，还能丰富知识的呈现形式。 

4. 类型教育视域下中等职业教育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的应然特征 

教材的问题一直是国家重点关注的领域，教材一方面是体现国家精神的物质媒介，又是课程教学的

重要载体。在职业教育领域也是如此，还应当体现出职业性，以及体现今年职教法所提到的类型教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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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的基础，新形态教材的目标应当是基于能力本位，培养生产与服务一线的

高素质人才；还是一种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活动；其内容应当源于职业岗位的专业内容。 

4.1. 目标是培养生产与服务一线的高素质人才 

中等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面向生产、服务和技术管理等一线的高素养人才，面向服务、技术的专业领

域，能够将简单的工作场景的操作技能掌握，具备基础的职业能力与职业素养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

对于中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课程应当加强与工作岗位相关的最新技术基础理论知识与基础技能知识的更新，

体现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与职业性，专业课应该以工作情境下的项目为主要载体，以技能实践为抓

手，体现中等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 

4.2. 是基于工作过程的职业活动 

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基本根据的关键是中等职业教育的课程基准，也是当下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过程的依据。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的建设者需要根据专业课程基准深入地分析、讨论和融通专业的核心素

养，根据此拟定相应的教学目标，确定教材编写的具体框架和内容的横向和纵向维度，进而组织教材内

容。另外在教材的整体方向应当遵循“服务于职教发展，彰显类型教育特色”的基本原则，在内容上，

应当根据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再结合工作过程，以实际工作任务为导向，既要考虑中职学生的实际发展

水平与其生活与经历的案例，又要顾及大国工匠、职业活动、职业素养、职业礼仪等与其未来职业情境

相关的典型活动。 

4.3. 内容源于职业岗位的专业内容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岗位不断诞生，大部分岗位将面临着调整与更新，产业的更新迭代必然

要求中等职业教育课程与教材也随之更新。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对接目前行业的快速发展，根据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为基础，编写出一批校企合作开发的教材与数字化资源。在教材内容上，中等职业教育教材需

要与企业紧密合作，通过与合作的企业获取最新的、最真实的实训经验，将教材的知识与工作的岗位有

效连接起来，编写出真实体现校企合作“双元”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 

5. 类型教育视域下中等职业教育能力本位新形态教材建设路径 

5.1. 打造教材开发研究团队 

中职学校目前有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和就业教育两大任务[9]，中等职业教育目前较为突出的特征是

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也是中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选择的坚定道路。新形态的教材需要融合当下产业

和企业的新的科学技术，以职业岗位为导向，保证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专业性和实效性。为了确保

以上的特征在企业专家的深度参加下得到执行，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的开发应该建立在由企业实训专任职

工、专业培训教师和教育专家组成的开发科研队伍。首先，来自企业的实训专任职工的工作内容应该聚

焦到重点指导工作场所的典型工作流程、任务和相关专业能力的发展，对典型工作场景、典型技能流程、

岗位职责、典型问题及其解决策略等培训组织要素和方法材料进行归纳和提炼，编写项目案例；其次，

一线职业课程的教师要在教育专家的指导下，通过实际教学的方式，依据教学目标修改和组建教材内容，

开发工作场景和专业技能。只有通过深度参与和互补合作，才能构建中等职业教育的新教材形式。为了

适应生产技术的更新换代，中等职业学校新形态的教材也应该得到及时的改换和增订，目的是确保新形

态教材的实效性，实现新型教材内容的动态改善。因此，建立相关的产教融合和与企业定期合作的机制

是非常必要的，例如经常举办一些产业科学技术的讨论会，及时学习最新产业的发展动态；组织之间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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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研究小组，讨论研究项目案例，为需要及时更新的教材提供经典和新兴的案例，保证中等职业教育教

材建设的品质。此外，中等职业院校可以成立教科书管理机构，做好教科书的后续管理，制定教科书管

理制度，然后定期进行监督和审查，保证教科书建设的质量。 

5.2. 基于专业标准开发教材内容 

专业标准是开发教材内容的根本准则，虽然目前国家还未有各专业的课程标准，但各院校有各自的

专业课程标准，并且核心部分一致。新形态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的建设需要加强对实践类和实操类等技

能型的有关课程的关注度。而对于公共基础课程，不仅要达到基本要求，加强中等职业课程的重视程度，

充分体现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职业性特点。同时，要强化中等职业教育实践课程的动手能力性，更

好地体现中等职业教育在“基础职业教育”定位下，基础与职业充分结合的优势。专业课程是中等职业

教育的核心课程之一，是能够通过获取专业知识直接满足实践和工作需要的课程类型[10]。中等职业教育

课程标准是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内容的标准指南，是教材建设的基本准则[11]。在构建新形态教材的过程中，

需要用分析典型工作任务的方法来分析职业能力，将其选择和归纳为按照职业发展从低到高排序的典型

工作任务、各专业典型工作任务的代表性工作任务，最后明确其工作流程、工作方法、工作标准和职业

能力要求等要素，形成最终的职业能力清单[12]。通过高质量的工作任务的升级关系，按照合理分工进行

“教、学、做”合一的设计，形成以专业能力清单为教材内容最小组织单位的教材框架结构。新形态的

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在设计内容时，不应局限于某一专业的职业能力，而应具有普遍的专业性和实践性，

同时应注重提高基层工作任务的通用性和易理解性。并能扩展同类工作的能力，从而体现新形态教材建

设的基础性和先进性，在教材建设中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标准，创新新形态教材体系建设。 

5.3. 打造数字化资源库 

当前，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课堂教学中也频繁使用视频、动画和音频等数字多媒体的资源。

考虑到这一点，创建多媒体和多格式的数字学习资源可以满足学习者个性化、丰富化和学科的探究需要，

激发他们的兴趣，增加他们使用学习材料的时间。新形态的教材结合数字资源进行开发时，教学效果是

关注的重点，如何达到最合适的程度，保障该教材的内容与数字资源相适应。例如，视频、图像和动画

形式的资源适合展示基础知识的关键点、典型的工作任务和其他更抽象的概念，而数字模拟则适合复杂

操作过程的操作模拟，虚拟现实等技术可以加强关键点和复杂点。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增强执行关键和复

杂任务的体验，并且可以有效解决实训时间不足和空间有限的问题。 
构建数字资源的方式多种多样，专业技能教学资源一般通过微课和 AR 技术构建。微课是当今构建

数字资源的主要方式之一。它们的特点是目标明确，短小精悍，主题突出，可以浓缩为某个知识点，便

于传播；此外，知识点表现出零碎的特点，有利于学生利用课后时间进行碎片化高效学习。在微课教学

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有针对性地对相关知识进行讲解与示范，学习者可以自主学习，有效地传递和提高

学习者的知识技能和概念。此外，微课将纸张转化为数字图像，这丰富了材料的表现形式，并通过视频

动画解决方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 AR 增强现实技术，将难以通过现实世界的亲身体验获得的

物理信息加入教科书中，并将原来纸质书无法承载的音频、视频、3D 图形和动画内容融入到教科书中，

增强读者的阅读体验。特别是在当今的工程教学内容中涉及大量的图像，学生的空间想象力会影响对图

像的正确理解，借用 AR 技术可以实现三维视图，不需要在头脑中进行三维空间转换，可以减少晦涩的

技术表达，为学生的学习带来极大的便利，提高学习兴趣，激发学习热情[13]。 
总之，为了呈现出新时代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和专业性，新形态的中等职业教育教材应当承担起

崇尚技能的根本任务。中等职业教育的新形态教材开发和建设当前处在一个优势地位，国家对中等职业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2103


李霞，黄秋燕 
 

 

DOI: 10.12677/ae.2023.132103 633 教育进展 
 

教育的积极改革，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不断认可，但是中等职业教育新形态的教材的建设面临着巨大

的挑战，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因此，探索中等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通过厘清

中等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应然特征等基本内容，中等职业教育新形态教材的建设应当打造优秀的教材

开发研发团队；开发基于国家和院校专业标准的教材内容；打造丰富精简的数字化资源库，充分发挥优

秀教材在中等职业教育中应用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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