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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材是教师实施教学活动有效教学的依据，也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重要载体。以能力本位作为专

业课校本教材开发依据及核心理念，结合现代社会发展导向与专业课校本教材开发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分

析，从核心思想、团队组织、教材结构与内容的组织编写等多个方面提出专业课校本教材的设计思路与

建议。为开发出高质量专业课校本教材提供参考与借鉴，以此增强中职专业课教材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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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xtbooks are the basis for teachers to implement effectiv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also an impor-
tant carrier for students to learn knowledge and master skills. Taking competency-based as the 
basis and core concept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pecialized 
courses, combin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of modern society an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analysi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pecialized course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design ideas and suggestions of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pecialized courses from the aspects of core ideas, team organization, teaching mate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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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tent organization.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developing high-quality school-based teaching 
materials for specialized courses, so a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of specialized courses in sec-
ondary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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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我国大力鼓励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出台了诸多政策扶持职业教育，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

大会上强调了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即对职业院校培养学生能力的普适性及可迁移性也提出更高的标准，

对于我国中等职业教育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及在“三教”改革的大背景下，学者们也

对教材的关注度不断地提高，相关研究也层出不穷，校本教材的开发质量更是参差不齐。而现开发的专

业课教材是否能够满足职业发展的需要，是否有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又是否以学生能力为出发点成为

关键的突破点。因此，以能力为本位推动中职专业课校本教材朝更深层次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能力本

位也成为推动中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 

2. 能力本位专业课教材开发内涵 

2.1. 能力本位职业教育 

能力本位教育最早始于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培训转岗技术工人，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大力扶持下在职

业教育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活动中不断推广[1]。后受到全球关注并不断得到认可，我国也将这一理念引

用于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将其本土化改善，强调以“就业为导向，能力为本位”的职业教育理念。 
能力本位教育是相对于知识本位教育而言，相对其更具有情境性、实践性与创造性[2]。能力本位重

点强调能力的培养，在工作、生活以及社会情境中，个体所应具备的一种应然状态，能够采取专业化与

全方位的行动应对并处理事件，当劳动组织发生变化或者职业发生变更时，这种能力依然存在从而能重

新获得知识或者新的技能。我国学者姜大源先生提出职业教育里的素质教育就是追求生存和发展的能力

教育，将职业能力精辟的划分为“三能”，分别是专业能力、方法能力以及社会能力[3]，本研究所指的

能力也由此三能展开。专业能力指与职业直接相关的能力，也是基本生存的能力，例如专业知识、职业

技能等；方法能力指学会学习与学会工作的能力，也是基本的发展能力，例如分析综合、系统思维与迁

移等；社会能力指学会共处与学会做人的能力，也是基本的发展能力，例如社会责任感与社交技能等。

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不应该是被动的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岗位的需求，更重要的是掌握相应的能

力去主动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加入到经济社会发展，最大程度的去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对国家与社会

有用的人，这也是能力本位教育的重要意义。 

2.2. 能力本位专业教材开发 

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明显的定向性与滞后性，也正是因为这样基于能力本位开发专业教材，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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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力也愈发重要。而专业教材作为培养人的重要载体与资源，也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更应贯彻落

实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也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力本位专业教材开发与学科本位专业教

材二者并没有孰好孰坏一说，只是组织逻辑不同。学科本位强调按照学科知识的逻辑来组织教材内容，

注重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注重在一段时间内达到较高的内容密度。能力本位则强调以职业岗位为背

景，分析其职业能力来组织教材内容，按照职业能力的需求来培养学生，使其具备相应的职业能力，适

应行业岗位的发展，注重职业能力的完整性与直接性。传统的教育观认为学科本位是更高级的教育逻辑，

但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更注重能力的外显，直接作用于岗位，显然，学科本位也不尽然适合于职业教育

的发展。对于职业教育而言，专业教材的开发更适合能力本位按照行业企业领域要求来帮助学生培养能

力与思维方式，深深扎根于职业领域与岗位，通过多种方法来分析岗位需求的能力，以此作为组织专业

教材内容的重要基础，培养出真正能够适用于职业岗位需求的技能型人才。 

3. 能力本位中职校本教材开发必要性 

3.1. 现代职业教育改革的政策导向 

随着我国产业不断发展，经济不断增长，职业教育也在不断的适应与推动着经济政治的发展。在我

国大力推动向技能型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也出台了诸多教材建设的诸多政策与方案。2019 年初，国务

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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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0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专业教材开发，将新技术、新工艺、新

理念纳入职业学校教材，并可以通过活页式教材等多种方式进行动态更新”并从国家层面对教材质量提

出要求，宏观管理指导职业学校教材建设。而以能力为核心，面向行业、企业需求建设符合学生发展要

求的高质量教材势在必行。同时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专业建设、课程建设以及教材建设的规范性，教育部

颁布了国家层面的中职专业教学标准，涉及中职 14 个专业类的 95 个专业。部分地方也依据国家标准制

定了适合地方发展的专业课程标准，以广西自治区为例，公布确定“十四五”首批自治区职业教育规划

教材立项项目 184 项，其中涉及电子信息大类、土木建筑大类、财经商贸大类、旅游大类等等。学校层

面上，主要开发一些特色专业校本教材作为补充，如广西钦州民族工艺品制作专业就以其具有鲜明特色

的“坭兴陶”为核心开发满足区域发展的校本教材，教材内容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同时也可以用于当地

行业企业的员工培训手册，适应企业的区域性发展。 

3.2. 中职专业发展的需要 

新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再次夯实职业教育在教育

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着力配合得到迅猛发展，但作为育人载体的教材却存

在着明显滞后的特征。尤其专业课教材发展速度明显脱轨，不能够适应市场发展需要，教材方法落后、

理念落后、内容陈旧的问题屡见不鲜。目前我国中职专业课教材种类较多，但是高质量的教材相对较为

缺乏。通过文献的梳理与调查我们不难发现校本教材开发的几个典型问题。一是教材内容同质化严重[4]，
在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上为了简单高效将各种资料简单拼凑，形成最终的合集，而却真正的失去“校本”

的意味。二是教材与行业企业发展相脱节，教材类型特征不明显。作为职业教育的教材应该更凸显行业

企业特点，岗位特征，但从开发成果来看内容与传统的学科体系教材差异不大并且内容相对较为过时，

教材的先进性是相对的，滞后性是绝对的，这也就要求在教材形式或者教法上补充教材的先天性不足。

三是教材内容的选择缺乏针对性与适应性。目前中职学校所使用的教材大多是高职教材中截取的部分作

为教材内容，但中职与高职的培养目标差异就直接决定了教材内容的不适宜性。且中职学生的特殊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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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要求教材开发中建立不同的逻辑。四是教材内容缺乏吸引力，内容较为枯燥，内容选择与编排上缺

乏系统性的思维，重理论，轻实践或者是理论与实践分离不能达到培养学生的预期效果[5]。五是缺乏严

格的监管机制[6]，教材的质量没有监管部门把控外加目前教材的市场化越来越严重就会造成大量不合格

的教材流入教师与学生手中，因此加强监管机制的建设问题也是教材开发的重中之重。六是教材立体化

与信息化不够，不能够满足多样化发展的学生需求[7]。目前中职院校学生学习方式也较为单一，以纸质

化教材、辅导参考书为主要形式，学习的内容也较为落后，不能够满足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的变更，

中职院校开始建立数字化资源库，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学生发展及岗位需求，普遍存在形式单一、内容匮

乏及交互性较差的问题，还未形成系统化体系。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与倡导下，教材的类型形式也更加的丰富，活页式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的开发

络绎不绝。但是在这样的大趋势下，有诸多学者为赶上这波潮流而盲目开发教材，追求形式上的创新发

展，而忽略了其真正地意义与内涵。在整体结构与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上还是采用传统的学科知识体系，

只是在装订形式上追求创新和潮流，而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却很少渗透，优质的以能力为本位的专业课

校本教材更是凤毛麟角。 

3.3. 区域性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转型期，倡导技能型社会的转变与发展，而职业教育作为技能型社会发展的

中坚力量，在人才培养方式，产业专业发展方面更应承担起重要的责任。在总书记 2020 年 9 月 22 日重

要讲话中，第一次把职业教育与国家双循环战略联系起来，提出了从民生到经济的新逻辑：职业教育–

技能–就业–收入–内需力，要求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受地区

经济发展差异的影响，行业企业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差异性，这也就要求不同地区培养的职业教育人才

应该具有区域性特征，能够适应地区经济的发展。专业课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更直接体现出育人

标准与培养目标，专业课教材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更应秉承先进的生产理念，了解熟悉行业企业

的用人要求，对接现代科技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注重“校本课程”“校本教材”以及“校本实施”[8]，
真切的培养出优秀的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专业课校本教材的改革势在必行。 

4. 能力本位中职专业课校本教材开发可行性 

4.1. 应用前提：依托国家标准引领专业课校本教材开发 

针对专业教材建设中出现的问题，教育部出台《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以下

简称《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完善职业院校专业建设与修订工作，明确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材建设队伍、

构建高水平专门化课程教材研究平台、整合优化支撑教材编写的配套资源、实行教材使用全员周期培训、

提高教材建设经费保障水平，为落实重点任务提供了人、财、物的全方位保障。同时《规划》也明确描

绘未来蓝图，实现教材建设体制基本健全、教材体系基本完备、教材质量显著提升，提出要加快完成职

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制定和修订工作，强化教学标准与行业标准、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的对接，紧跟行

业企业发展步伐的要求，着重于学生能力培养，使培养学生能够快速适应职业岗位的发展[9]。国家教学

标准是基本教学文件，为教材编写提供了重要依据和遵循，同时也为中职专业课校本教材的开发提供有

力的保障。 

4.2. 应用基础：顺应区域专业教材规划差异性要求 

针对教材类型多、品种杂、差异大的实际情况，《规划》提出在国家规划教材的基础上，加强区域

教材规划，将区域内产业结构需求及时反映到专业课教材中去。这也就要求区域根据本地实际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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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规划调整教材，开发弥补薄弱领域的教材，鼓励高水平学校和专家编写教材，坚持“按需选用，为

我所用”，严格把关教材质量。同时，《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着重强调突出教材建设的重要地位，

提高教材建设的要求，在省级层面重点组织规划符合区域发展的专业课程教材，激发区域发展活力，突

出区域发展特色。通过教材建设突出区域发展特色，使职业教育培养人才能够真正满足企业发展的实际

需要，适应区域的差异性发展要求。 

4.3. 现实需要：符合专业课发展趋于跨界、融合需求 

职业教育积极推动产教融合，以“专业共建”打造产教深度融合命运共同体，推动专业升级发展，

提升专业实力。根据产业与企业发展需求，职业教育不断前瞻性地增设或合并专业，形成不同的课程模

块，鼓励跨界、融合的专业与课程建设。在这样专业发展的背景下，能力本位的教育主张在培养适应企

业所需技能的同时更关注与学生未来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会价值与终身发展，主

张跨界、融合的教育。同时，在三教改革的背景下，教材是改革的直接体现形式，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重要载体，其中深刻蕴含着“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根本性问题，

也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基于能力本位的教育理念开发专业课教材是符合社会发展以及专业发展的必

然要求，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高。 

5. 能力本位中职专业课校本教材开发的路径 

5.1. 坚持立德树人，三全育人的核心思想 

新时代，党中央立足于立德树人，明确提出“三全育人”的教育理念，要求将思政教育延伸至教材、

课堂等教育活动，打造全方位、立体化育人体系，为教育创新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支持。课程思政作为

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到：“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培育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传授

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培养技术技能，进行职业指导，全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如何将思想政治教

育融入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教材开发成为一个关键突破口。 
课程思政研究是践行“三全育人”的重要抓手，思想政治方向正确也是校本教材开发的重要基础[10]。

课程思政要求在目标确立上要预设性与生成性的统一，这也就要求校本教材开发团队在教材开发时要明

确课程传递思政内容与目标，体现思政精神的侧重点，在专业教材内容设计时合理加入思政元素，传递

思政思想。同时，要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考如何将爱国主义、职业精神、文化素养等无形融入

于专业课校本教材之中，而不是盲目、僵硬的灌输思政目标。最后，对于教师的思政素养也提出极大挑

战，要求教师教学实施过程中重视德育方法的使用，重视新的思政目标的生成与实现，真正的实现全员

育人、全程育人以及全方位育人的立体化育人体系。 

5.2. 组建多元开发团队，建设特色校本教材 

专业课校本教材开发对于专业性、职业性以及实用性等都有着较高要求，是一个团队的协作活动，

绝不是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闭门造车[11]。而是需要行业、企业专家、教材开发专家、高级技术技工人才、

专业骨干教师等多元主体参与，共商需求，相互协作，通过各种途径优化教材内容与结构，全过程深度

参与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同主体在教材开发中的作用与侧重点也各不相同。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大背

景下，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行业、企业专家能清楚掌握行业

动态，剖析行业发展以及人才需求，能够精准且详细描述出典型工作任务与典型工作过程，将实际工作

需要的知识与技能结合到教材开发中来，使教材内容真正符合市场需求，体现工作岗位与具体流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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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开发专家以及专业骨干教师能够了解学生心理发展规律，掌握学生学习认知规律，将教材内容有效整

合，使知识与技能能够有效结合，达到教材育人目标的最大化。多元主体相结合，根据学生的发展以及

学校发展特色，教材开发团队优势互补，互通有无，通过思想碰撞等方式提出创新性意见，实现校本教

材的特色化、专业化以及实用化发展。 

5.3.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对标课程标准要求 

中等职业学校以培养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相适应，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综合

职业能力，在生产、服务一线工作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为目标。教材作为育人载体也必须满足

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我国大力鼓励支持校本教材的开发的背景下，各种各样的校本教材层出不穷，

同时也难以避免校本教材开发的诸多乱象：市场化过于严重，内容同质化以及操作活动纸面化，培养目

标不明确等等。如此一来，诸多校本教材也便形同虚设，无法达到教材真正的育人目的。教材是课程呈

现的重要资源，这也就要求课程开发必须要满足课程标准的要求，对接课程体系的建设，保证人才培养

目标的一致性，实现教材作为重要载体的关键性作用[12]。基于能力本位教育理念，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整合教育资源与课程体系，面向行业、企业，开发出符合学生发展规律，市场发展需求的校本教材。 

5.4. 面向行业、企业需求编排教材内容 

职业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面向职业岗位

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也是区别于普通教育最重要的特征[13]。这样就要求职业教育教材要反应市场需求，紧

跟社会发展，体现职业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与新要求。因此，教材开发需面向市场开展调研也是最为

必要的环节。以行业产业、企业、岗位群及工作过程四个层面为基点，了解产业发展动态、企业需求人

才肖像、岗位工作要求、工作过程逻辑等，全方位调查分析，形成系统教材体系，实现人才培养目标。

同时，由于教材本身就存在的滞后性特点，也对教材开发形成一定的难度，对于教材的预见性以及教材

的编排与装订形式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也就有了活页式教材的出现。新型活页式教材能够根据社会发展

与资源更新，结合教师需求及时且灵活的更新教育内容，变化教材，具有“内容‘活’、形式‘活’、

手段‘活’”的特征，也正因此而广受追捧。校本教材开发过程中，更应了解多方需求编制出适合行业、

企业发展及学生发展需求的教材。 

5.5. 掌握学生发展规律，立足学生中心 

新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让学生参与。学生作为教学活动主体在教材开发中也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课程、教材以及教师最终都服务于学生，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的，因此，基于学生

认知规律与发展规律设计教材至关重要。建构主义认为“学生都不是空着脑袋走进教室的”，强调先前

知识的影响，这也就要求在教材开中要了解学生的学情，开发出符合学生学习规律与建构逻辑的教材。

同时强调学生在真是情境中，通过操作、对话与协作等方式进行意义建构，职业教育是以促进学生就业

为目的，更强调真实的工作情景中学习技术与知识，也正因此中职的教材开发要跳出学科体系思维，以

行动导向来建构教材体系，由知识本位转向能力本位的体系建构[14]。帮助学生能够通过完成真正的工作

任务来学习知识与技能，从而内化为能力，当遇到类似工作情境时能够将其外显转化为工作能力，实现

最大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其教学理念也符合中职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5.6. 探索核心能力，设计教材内容 

对职业教育及其学生而言，能力本位的课程与教材按照职业领域的逻辑来帮助学生习得技能与知识，

不仅满足社会的发展需要，同时也满足学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与需要。教材必须围绕职业能力作为核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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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开发，以职业能力作参考来确定教育教学目标，并以此来筛选和组织教材内容，清楚了解职业的人才

目标与指向，明确职业教育定位[15]。这也就要求对职业领域进行分析，考虑行业企业以及岗位的发展，

并且也要将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纳入其中，从而才能够找准定位和能力发展路径。了解核心能力之后要

借助于教育教学理论使之转化为可视化的育人目标，通过对核心能力的梳理与学生发展规律的整合来删

改条目，最终形成教材体系。 

6. 小结 

2022 年 5 月新职教法正式施行，提出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并提出

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技能水平，建设技能型社会。这充分强调了能力培养

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职业教育发展指明方向。教材是教师实施教学活动有效教学的依据，

也是学生学习知识掌握技能的重要载体，教材改革是“三教”改革的重要形式，本研究以能力本位教育

理论作为重要的理论支撑，通过分析校本教材开发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并提出能力本位校本教材开发的

路径为校本教材开发与人才的培养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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