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2, 12(1), 308-313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1  

文章引用: 李俊仪, 刘学智.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历史沿革与经验[J]. 教育进展, 2022, 12(1): 308-313.  
DOI: 10.12677/ae.2022.121051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历史沿革与经验 

李俊仪，刘学智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收稿日期：2021年12月23日；录用日期：2022年1月18日；发布日期：2022年1月25日 

 
 

 
摘  要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是培养高质量职业人才的重要抓手。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光辉

历程，职教教材经历了初建期、重建期、发展期和深化期四个阶段。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成绩斐然：明

确了教材建设的体系规划、明确了教材建设改革和教材建设发展新要求等，总结出宝贵的历史经验：

职教教材建设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要体现新时代职业教育精神；要体现通识与专业课程的融合；教

材建设类型要多样化；要适应产教融合的时代要求等。在此基础上，为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未来发展

提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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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train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talents. Reviewing the glorious cours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have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initial construction period, reconstruction period, development period and deepening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051
http://www.hanspub.org


李俊仪，刘学智 
 

 

DOI: 10.12677/ae.2022.121051 309 教育进展 
 

period. The textbook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t 
has clarified the system planning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the reform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summed up the valua-
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s should adhere to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embody the spiri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mbody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 and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diversify the types of textbook 
construc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dapt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
try and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it provides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xtbook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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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职业教育改革是实现教育强国和落实人才强国战略的必要之举[1]。
为此，党和国家始终致力于不断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教材是职业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抓手，在促进

职业教育改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在回顾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职业教育(简称“职教”)教材建设光

辉历程基础上，探讨职教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教材建设提供历史镜鉴。 

2.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历史回顾 

2.1. 由模仿走向自主：职教教材建设初建期(1949~1976 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面临恢复经济和民生，保障和巩固新生政权，全面开展经济建设的新征程。

1949 年 12 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提出：“汲取旧教育经验，借鉴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2]。
培养职业技术人才成为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为此各部委开始解决职教教材荒的难题。由于建国初期缺

乏经验，因此主要是借鉴前苏联的经验，开始着手翻译和自编教材。基于这样的背景，职教教材建设正

处于初建期。 
1) 开始制定职教教材建设目标。1950 年 2 月 20 日，《改革旧教育建设新教育》中指出：“要按部

就班地改革旧教育的教材和制度。”规划教材建设目标是教材建设工作的起点，职教教材必须为职业教

育的培养目标服务。这是判断一个教材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准。1956 年，《高等学校教材编审暂行办

法》提出：“规定教材按专业编审。”195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教育事业管理权力下放问题的规定》，

各地方能够按需自行修改教材，也可以自编教材[2]。从 1958 年起，对职业教育教材进行了多次变动，这

时期也可属于对翻译苏联的教材进行全面修改的阶段。 
2) 开始明确职教教材内容编审要求。明确教材编审要求是教材建设工作的基础。1952 年《政务院关

于整顿和发展中等技术教育的指示》提出，对于中等技术学校的教材编审工作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教育

部门负责普通课的教材编审，而技术课的教材由相关的业务部门负责编审[3]。在明确的分工指示下，此

时的职教教材由各部委分散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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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开始分类建设职教教材。新中国的成立，需要构建有别于旧政权的教材体系，职业教育根据经济

发展需要分级、分类地有序展开，职教教材分类建设也成为了主要诉求之一。为了更好地建设职教教材，

我国开始尝试构建职教教材分类建设的体系。1961 年，《解决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理、工、农、医

各科教材的具体分工办法》提出，教育部负责编写基础课教材；中央各主管部门负责专业课教材[1]。1962
年以后，在中央调整的总方针下，提高教材质量的同时，逐步解决品种齐全问题。1964 年以后，由于贯

彻“少而精”的原则，大幅度的精简课程内容，从而产生了要解决“少而精”教材的有无问题。 

2.2. 由恢复走向秩序：职教教材建设重建期(1977~2000 年) 

全国中专校恢复招生后，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于 1977 年开始统一进行教材建设工作。我国职业教育

教材又面临解决有无的问题，开始重印较好的旧教材，又新编了部分教材。这对稳定教学秩序，提高教

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教材编写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职业技术教育，因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职教教

材的编写。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对职业教育工作提

出了新的任务，教材建设层面的新目标尤为突出，即强调“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4]。 
1) 逐步厘清教材建设指导思想。1985 年 8 月，全国中专教材规划会提出教材建设要凸显思想性、科学

性、启发性、先进性和适用性[1]。1994 年 2 月，国家教委职教司在《关于国家教委规划教材的说明》中指

出：“要提高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的教学质量，抓好教材建设工作，国家教委职教司对通用性强、经济发展

急需、专业开设稳定的一部分专业，以及必须统一要求的一部分课程，组织编写了少量的示范性教材”。 
2) 逐步重视教材体系建设。在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职教教材逐步形成配套的职教教材系列。到 1979

年我国共出版中专教材 250 种，已基本解决了教材的有无问题，为以后进一步提高教材质量并向多品种、

多层次发展奠定了基础。1980 年 6 月，在南京召开中专教育工作座谈会上，讨论并拟订《关于中等专业

学校教材编写委员会暂行规定》等三个文件草案，确定六个中专专业课教材编审委员会和一个基础课教

材编审委员会。1981 年 6 月，教育部发表《确定和实施中等专业学校通用教材五年规划的几点意见》，

提出：“中等专业学校教材要做到基本配套。”1985 年底，七个教材编审委员会共编写了 49 种专业课

教材，并编写了 24 种教育部委托的基础课教材。1993 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出：“职业

学校要逐步完善教材种类，重点关注职业学校缺少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不足的情况”。这一时期，职业

技术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职教教材建设仍需探索。 
3) 逐步完善教材建设目标要求。教材建设的所有环节与内容，都必须围绕建设目标展开并努力实现。

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国民经济蓬勃发展的重要因素。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提出，

职业教育务必建立和健全体系，并且注重教材编辑、出版和发行的流程规范[5]。1998 年，教育部《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统筹本地区高职教育资源，促进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6]。2000
年 3 月，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专业主干教材要具备独特特色”

[7]，这也促进了职教教材的改革与发展，在内容和结构上已经开始具备独特优势，为培养技能型新人才

提供了有力支撑。 

2.3. 由单一走向多样：职教教材建设发展期(2001~2011 年) 

此时，我国正处在实现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阶段，综合国力的强弱由人才决定。我国的国情和所

处的历史阶段决定了对人才发展的要求，是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劳动者[8]。因此，要重点

发展职教教材建设，是落实这一人才发展要求的重要一环。 
1) 基本明确教材建设的编写要求。2001 年 1 月，教育部在《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申报、立项

及管理意见》中，中等职业教育的国家教材得以确立，教材的编写质量要不断提高[9]。2002 年，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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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指出：“教材内容改革要体现新知识、新技术、新工

艺和新方法，要具有职教特色”[10]。 
2) 基本明确教材建设的体系要求。2006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

见》提出：“行业企业参与开发职教教材，并确保优质教材输入课堂”[11]。《2004~2007 年职业教育教

材开发编写计划》收录大批职教教材选题，涉及多个专业门类[12]。2008 年，《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

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力开发实训教材”[13]。 
3) 基本明确职教教材建设规划。2008 年 12 月，《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

若干意见》中指出：“必修教材由国家统一规划、编写，专业技能教材由国家与地方规划相结合”[14]。
要建立健全教材编写机制，国家要规划具有中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教材；地方、行业要按需规划具有其特

色的教材。 

2.4. 由改革走向创新：职教教材建设深化期(2012-至今) 

“十二五”时期，《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指出：“要加快建设现代职教体系，

推动职业教育不断满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人才培养的需要”[15]。 
1) 明确教材建设的体系规划。2012 年，《教育部关于“十二五”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若干意见》指

出，在此期间，明确职教教材的建设目标是编写精品教材，服务于建设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16]。2019
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中明确提出：“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划国家教材的种类和编写要求；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划职业院校教材并报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17]。此时，职教教材建设是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进行的。 
2) 明确教材建设改革。教材是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的知识载体，是教材建设成果的凝结与体现。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也使传统的职教教材面临了新的挑战和机遇。2014 年，《教育部关于公布第一批“十

二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书目的通知》指出：“鼓励一线教师参与教材开发”[18]。2014 年，教育

部印发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指出：“要将国际先进的教材体系和数字化教育

资源引进中国”[19]。2020 年，《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提出加强职教教材建设改

革。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影响着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和教学方式[20]。因此，要不断加强职教教材建设

改革，不断推动职教教材建设的现代化。 
3) 明确教材建设发展新要求。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快速发展，职教教材体系建设稳步推进，为

适应发展需求，职教教材体系要体现终身教育理念，要具有中国特色。2017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

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加强职业精神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注重实践并解决实际问题”[21]。
2019 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提出：“要依据国家教学标准和职业标准以及职业院校教材规划编

写职教教材”[22]。这一时期，对职业教育要服务经济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3. 职业教育教材建设的历史经验 

3.1. 职教教材建设从部委分散领导走向党的全面领导 

在党的全面领导下，我国教材建设已有显著成效，教材建设总体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党对职教教材

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利于整体推动职教教材建设，提升职教教材质量，维护教材的科学性和严肃性。教

材领域要成为坚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必须始终坚持党对教材工作的领导权，把党的领导落实到职教

教材建设的各个层面。经过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结，坚持党对教材建设工作的全面领导，职教教材建

设顺利推进；削弱了党的领导，职教教材的发展就会出现停滞的态势。只有党对职教教材建设统一领导，

才能有效地进行教材规划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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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职教教材建设从注重职业技能走向工匠精神的培养 

传统的职业教育往往重职业技能而轻职业精神，没有将职业精神培养列入职业教育的内涵，没有给

予其应有的地位。职业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职业实践中提炼而成的，并为职业界共同认可的一种职业情

操[23]。职业院校是工匠精神培育的摇篮，教材作为培养人才的重要载体，要充分考虑对于人才职业能力

的培养，更要充分渗透新时代工匠精神。要不断更新完善职教教材内容，还应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继承、产业优秀文化的发展、职业规范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工匠精神的融入，职教

教材的编写更需要注入工匠精神内涵的理解和价值的感悟，这也是职业院校在课程标准中将职业精神和

职业道德规范等工匠精神在教学过程中的真正落实。 

3.3. 职教教材建设从体现专业课程走向通识与专业课程的融合 

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很长时间内都设定为技术型人才，教材建设为浓缩的本科教材，理论知识窄而

深，并且理论与实践脱轨，不能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学校的教材多数分散在各自

行业中，没有交流，发展不平衡[24]。划分学科、制定教学大纲、编写职教教材这一过程，导致各科之间

孤立，学生很难获得全面的进步。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统整通识课程和专业课程，以保持各个

系统之间的本质联系，使教学内容尽可能融汇成一个整体，才能真正实现职教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4]。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 

3.4. 职教教材建设类型从单一走向多样化 

国务院 2019 年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针对职教教材提出，倡导开发新型教材，如活

页式、工作手册式，并对应开发信息化资源[25]。这意味着传统教材要及时更新，适应“互联网 + 职业

教育”的发展模式，要跟随信息技术发展进而升级。数字时代的到来，纸质教材的局限愈发凸显，随着

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和出版技术的不断提升，教材要与信息技术同步发展，将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

新方法充实到教材中去，让教材内容紧随时代的发展。数字化教材的开发能够弥补纸质教材的不足，丰

富职教教材类型，打破教材内容时空的局限，实现学习内容的多媒体呈现。数字化教材具有先进性、开

放性、互动性和自主性。推进数字化职教教材建设是推进职业教育信息现代化的重点和难点，也是我国

教材建设迈入现代化的必要举措。 

3.5. 职教教材建设要适应产教融合的时代要求  

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并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全国教育大会在 2018
年也提出了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国

家教育改革的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职业教育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己任[26]。产教融合要求将产业先进

元素融入课程教学，把产业先进技术带到专业教学，因此，要充分调动企业加入到职教教材的开发和

编写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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