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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起：新时期教材建设之要义

新时期的教材建设：新形态、新内涵、新要求

01

02

03 教材的有效使用：教学资源的再开发



一、缘起：新时期教材建设之要义

l 培养导向：教材从选材、设计、编写、使用、管理

是教育教学中知识和能力培养的体现。

培养适应国家发展的国际人才

l 价值引领：教材的建设是意识形态把握的重要阵地，

要体现新时代要求，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要求，

服务于人才培养。

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与接班人

l 载体与依托：教材是传播新知识、新思想、新观念

的重要载体，是课堂教学内容的主要载体，是实现

教学目标的基本保证。

课堂教与学的依托



一、缘起：新时期教材建设之要义
近五年教材大事记

时间 大事记

2016年5月17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指出“要抓好教材体系建设，形成适应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要求、立足国际学术前沿、门类齐全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

2016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大中小学教材建设的意见》

2017年3月29日 国家教材局，承担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工作

2017年7月3日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成立国家教材委员会的通知》

2019年1月31日 教育部发布《关于首批国家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认定结果的通知》

2020年1月7日 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

2020年10月 《国家教材委员会关于开展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评选工作的通知》



教材建设进入第五轮学科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A.人才培养质量

A1.思政教育 S1.思想政治教育特色与成效

A2.培养过程

S2.出版教材质量

S3.课程建设与教学质量

S4.科研育人成效

S5.学生国际交流情况人才培养质量

A3.在校生
S6.在校生代表性成果

S7.学位论文质量

A4.毕业生
S8.学生就业与职业发展质量

S9.用人单位评价（部分学科）

限报十项

一、缘起：新时期教材建设之要义



一流专业

一流课程 精品教材

人才培养目标

教材建设将纳入一流专业建设点评估指标

一、缘起：新时期教材建设之要义



教材建设 “十三五”期间教材出版

序
号

教材名称 主要作者/译者 署名情况
出版/

再版时间
出版社

1 职场英语 杨安文 主编 201601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 新理念大学法语 鲁长江 主编 201602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3 新世界英语视听说 （第3 册） 李成坚 主编 201604 清华大学出版社

4 英语戏剧读本选编 李成坚 主编 201608 清华大学出版社

5 创新大学英语（共14本） 杨安文;易红;张露蓓 系列教材总主编 201704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6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 李成坚 主编 201807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7 英美文学与西方现代化进程 李成坚;孙颖 主编 202001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8 国际工程承包和管理实务英语 戴若愚 主编 202009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9 轨道交通专业英语系列教材 冯晓云 总主编 202012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0 全球化与中国文化 王俊棋;王昕 主编 202012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一、缘起：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第五轮学科评估）

省级优秀教材



一流课程配套教材、电子化教学资源

立体化教材：线上+线下、课内+课外、纸质+电子

课堂用书、纸质为主、面向学生

新建

新形态教材

传统教材

1、教材新形态

二、新时期外语教材建设的新要求：新形态、新内涵

新型课程---新型教材



体现民族性、时代性、人文性的新内容

新内涵：
01

课程思政、思辨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

新要求：
02

“鼓励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和时代发展步

伐，有效服务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

对人才培养需要的教材”

       

               ---国教材（2020）4号文件

2、教材新内涵

二、新时期外语教材建设的新要求：新形态、新内涵



4.4 能力要求
外语类专业学生应具备外语运用能力、文学赏析能力、
跨文化交流能力、思辨能力，以及一定的研究能力、创
新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自主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

                      ---《外国语言文学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二、目标：新时期教材新形态、新内容和新要求



“适应信息社会发展要求、内容形式创新、教学效果好的教材”

                                             --- 国教材（2020）4号文件

教学应该“融合语言与知识教学，以能力培养为导向，重视语言运
用能力、跨文化能力、思辨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

二、目标：新时期教材新形态、新内容和新要求



教材编写例举

二、探索：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实践

2018年 2021年



《国际人才英语教程》
（2018）

l 以国际人才培养目标为指导

l 训练跨文化沟通能力和思辨能力

l 扫描二维码观看视频

l 呈现真实职场情景，强调实操应用

二、探索：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实践



《新时代核心英语教程》
（2021）

选篇选材：人文经典+时代话题

思政育人：思政元素有机融入

写作能力：依托句法复杂性研究

思辨能力：循序系统训练设计

二、探索：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实践



选篇内容

      课程思政建设内容要紧紧围绕坚定学生理想信念，以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为主线，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
法法治意识、道德修养等重点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系统进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治教育、劳动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
                                                                   （教高〔2020〕3号）

二 教材选篇与思政育人

语言规范性

话题新颖性

人文启思性

价值导向性



中国元素与中国文化
B1U2  Mr. Mu Mi, a Scholar and a Gentleman  感受吴宓的学者风范
B2U7  On Falling in Love with the Language I’ve Spoken My Entire Life 中文魅力

中外比较视角
B1U8  Thanksgiving  （Text A）感恩节
B1U8   Spring Festival and Mother  （Text B）春节

文化多样性和文明互鉴
B3U3   What’s New in Cambodia? 柬埔寨旅游文化
B4U1   The Evolution of American Family Structure 美国家庭结构

人文交流与历史互动
B4U2   The Meeting 早期美国华人圈的现实生活
B4U10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晚清辜鸿铭笔下中国人的精神，纠正西方对中国的认知

二 教材选篇与思政育人



思辨编写特色

1）循序性、系统性：设计推进

1-2册：思辨技能

   3册：思辨标准

   4册：思辨特质

二、探索：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实践



何谓“有效使用”？

使用：指导者（教师）+学习者（学生）

有效：准确领会、积极延展

优质教材应具有当下一流课程的开放式特征：

1、可持续更新：在线开放课程（慕课），短视频群，可定期更新和完善---电子教材内容的更新和完善。

2、可二次开发：微课、课程思政读本、教学案例等。

l 用量：辐射度与影响力

l 共建共享：跨校与跨区域合作，优质教材资源共享

面向与反馈

三、教材的有效使用：教材资源的再开发



一流混合式课程建设与申报：

运用已有的国家级一流在线课程，申建一流混合课程。

优质教材的有效使用：

建设新型跨校和跨地区的教研室，实施教学资源库共建：

                教学视频、电子课件、习题试题、教学案例、实训项目、数据集等。

l 数量：首批400个

l 建设周期：3-5年全国高等教育虚拟教研室信息平台

l 平台特征：全国性、区域性（跨校、跨区域）

l 组成成员：不少于10人；中西部高校师资

2021年启动首批国家级虚拟教研室

三、教材的有效使用：教材资源的再开发



例如，思辨内容的情境化实现

是什么

课文举例练习

三、教材的有效使用：教学资源的再开发



教师用书:

微课

是什么+举例+怎么做

例如，思辨体系的教学资源

二、探索：西南交大外语学院教材建设研究与实践



结语

      教材建设应体现时代对人才培养的新需求；
教材使用的有效度在于教师能动性的发挥。因
此，教材建设和有效使用关键取决于教师。

      管理者在政策上给予教材建设与研究以机制
和制度保障。
      出版社在教学资源再开发和教研活动策划和
组织上，成为有力的推动者。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