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阳铁路信息工程学校校本教材开发管理办法

（2020 年修订）

为规范学校校本教材开发工作，确保校本教材开发的水

平和质量，使校本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更加规范、科学、有序，

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校本教材开发要坚持以全面素质教育为基础，以学生综

合职业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以“学生听得懂，就业用得上，

职业能力有提高”为目标，高标准、严要求、精心设计、认

真编撰。教材编撰既要符合教学规律，符合学生实际，还要

体现职教特点，突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等要求，

更要适应“双证”（毕业证、技能证），体现“四新”（新知

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兼顾技能大赛。

二、组织机构

学校成立校本教材编审委员会（以下简称编审委），对

全校的校本教材进行规划和批准编印工作，具体组织机构如

下：

主 任：主管教学副校长

副主任：教务科长、各系主任

委 员：教务科副科长、各系教学副主任及教研室主任

三、开发原则

（一）编写理念先进。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



着眼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注重职业素养的培养，有利于课

程教学改革。

1.反映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和职业岗位变化的要求。

2.注重诚实守信、爱岗敬业、沟通合作等素质和能力培

养以及市场、质量、安全和环保意识等的养成。

3.注重自主学习、合作学习和个性化教学。

4.注重做中学、做中教，教学做合一，理论实践一体化。

（二）教学内容适当。按照岗位需求、课程目标选择教

学内容，体现“四新”、必需和够用，对接职业标准，易学

易懂。

1.涵盖典型工作任务，实践问题、理论知识、操作技能

以及学习评价与社会生活、实际生产相关联，反映新知识、

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

2.以实践问题解决为纽带实现理论、实践、知识、技能

与情感态度的有机整合。

3.有机嵌入职业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

（三）教材结构合理。反映工作逻辑，载体选择适当，

内容编排合理，适合中职学生认知。

1.按照职业领域工作过程的逻辑确定教学单元。

2.以项目、主题、任务、活动、案例等为载体组织教学

单元，体现模块化、系列化。

3.内容排列由简到繁，由易到难，梯度明晰，序化适当。



（四）呈现形式新颖。新颖多样，喜闻乐见，交互性强，

内容表现科学规范。

1.图、文、声、像并茂，配合得当，形象生动，趣味性

强，直观鲜明，立体化呈现。

2.名称、名词、术语符合国家有关标准，清晰美观。

（五）编写队伍精干。人员构成合理，行业企业深度参

与。

1.主编（第一作者）具有较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生产实践

经验。

2.编写团队有行业、企业工程的技术人员或技术能手、

能工巧匠参与。

四、编写要求

1．学生听得懂。教材编写要充分适应学生的学习基础，

要让多数学生能听得懂，学得会。针对生源差异和不同专业

培养目标，精选基本教学内容，理论内容减少推理论证，增

加实例分析，突出理论应用。教材在内容丰富充实的基础上，

以深入浅出，表述精练，突出重点，举例翔实而不繁杂，通

俗易懂，便于教学，篇幅适当（理论教学每学时为 3000 字

左右）为目标，增强可读性和趣味性。

2．就业用得上。注重实践性，打破原有的学科体系的

“系统性”和“完整性”；教材深度取决于素质提高和就业

施工现场的需要，无须追求学科自身内容系统完整；专业课



教学内容主要是成熟的技术和管理规范，突出实践性教学内

容，适当阐述技术原理和依据。可以放弃理论公式的推导过

程，突出应用技术内容；或者主要介绍操作和维护的方法，

也可以把设备说明书的内容融进教材。注意体现新的教学方

法，创造条件引导学生积极实践，让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

究，勤于动手，在实践中建构知识。

要明确每门课程所培养学生的关键能力、关键知识和关

键技能是什么，紧紧围绕关键能力的培养去组织教材内容，

适当兼顾教材内容的稳定性与超前性。以介绍成熟稳定的、

在实践中广泛应用的技术和国家标准为主，同时介绍新技术、

新设备，并适当介绍科技发展的趋势，使学生能够适应未来

技术进步的需要，坚决防止脱离实际和知识陈旧问题出现。

实习实训教材应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可操作性，对生产

实践有直接指导作用。内容主要包括实训目的、内容、技术

要点及标准、操作规程及步骤、文明生产、安全生产等。教

材内容应注意与专业理论课衔接和照应，把握两者之间的内

在联系，突出各自的侧重点。

3．素质能力有提高。教材内容要在传授学科知识技能

的同时，注重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

综合职业能力是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实践

能力，由基本能力、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组成。

基本能力。诚实、正直、负责、自尊、自我节制、有效



地听、说、读、写、算和良好的体能。

专业能力。掌握专业技能，掌握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

提高使学生掌握用人单位需要的一技之长。

方法能力。从事职业活动所需要的工作方法、学习方法

方面的能力、分析与综合能力、自学能力、提出合理化建议

的能力、创新能力等。

社会能力。交往与合作能力、沟通能力、自我控制能力、

反省能力、适应变化的能力、抗挫折能力、合理安排时间的

能力、在竞争中讲究策略的能力、通过竞争不断提高自身素

质的能力等。

4．突出校本特色。要充分考虑我校专业方向（服务工

程单位、面向一线）的特点，根据部颁专业教学标准和学校

制定的实施性计划，结合行业职业资格标准和学校现有的教

学设施和设备进行编写。

五、审批程序

1．提出开发申请。每年三月，校本教材编写组向编审

委提交校本教材项目开发申报书。其中，编写组组长（教材

主编）应由担任过本课程教学的具有讲师及以上职称的教师

担任。

2．答辩。编审委组织“校本教材项目开发可行性论证

答辩会”。所有开发人员都必须参加，并回答编审委的提问。

3．研究立项。编审委根据申报书和答辩情况，研究确



定校本教材开发项目。

4．开发校本教材。获准立项开发的教材，编写组要按

照项目工作实施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校本教材的编写。

5．初审。编写组将开发好的校本教材文稿在经过教研

室、教务科组织审改后，交编审委组织审核，提出修改建议。

6．审定。修改后的书稿交编审委再审，并填写审定意

见。同时提出印刷时间和印刷数量，由学校统一组织交付印

刷。

六、激励制度

1、关于编写报酬的规定：以教科书的形式在校内使用

的，每千字 25 元；国家正规出版社出版的每千字 35 元，不

重复计算报酬。光盘辅助教材和其他形式的教材根据具体内

容确定。

2、把校本教材的开发纳入教学质量管理范畴，与教师

的评先、晋升职称及各种奖励挂钩，并优先推荐申报省、部

级科研课题。

二〇一四年六月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