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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十一五”期间国家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交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

委员会同时提出了加强专业教材建设的要求。

“十一五”期间现代物流人才被国家明确为十二大紧缺人才之一。迫切

需要培养一批中高级物流管理人才。

因此，交通运输管理专业指导委员会迅速启动了物流教材的编写工作。

一.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07年出版：

 
“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38种

2007年出版：

 
中等职业教育现代物流教材

 
14种

2008年出版：

 
高职航运管理教材（第二版）

 
8种

2012年计划出版：高职物流管理教材（第二版）

 
17种



一.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07年出版：“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38种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1 物流学导论 黄君麟 柳和玲 11
物流信息技术与应

 
用 屈 颖 楼伯良

2
配送中心运营与管

 
理 曲学军 陈志红 12

物流运筹技术与方

 
法 曾立雄 殷涛

3 企业物流管理 熊 青 刘德武 13物流服务营销 阎叶琛 杨丽

4 物流成本管理 李建丽 贾春雷 14运输管理实务 陈志红 武钧

5 物流企业管理 武 钧 马天山 15电子商务 王力平 李斌

6 供应链管理 李长霞 薛威 16国际贸易实务 黄映琴 鲍仕梅

7 仓储管理实务 王煜洲 鲍贤俊 17国际货运代理实务 周灌东 顾丽亚

8 采购管理 柳和玲 施建年 18物流法规 瓦依提 陈喜燕

9 集装箱运输管理 李佑珍 江明光 19报关与报检实务 文妮佳 黄映琴

10 物流设施与设备 张广辉 王昆元 20物流经济地理 张海珍 杨丽红

包括：

物流管理 20 种



一.
 

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07年出版： “高等职业教育规划教材” 38种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21 基础会计 张俊范 邹敏 31货物学 江明光 周晶洁

22 财务管理 熊正平 崔丽丽 32远洋运输实务 顾丽亚 杨志刚

22 经济法 唐志贤 张海平 33船舶原理与积载 姬中英 陈福金

24 管理会计 肖绍萍 贾春雷 34航运地理 姜 伟 刘仁军

25 电算化会计 蔡玲蓉 朱青 35港航商务管理 李东平 赵建理

26 审计学 郑文辉 赵斌 36国际多式联运实务 顾丽亚 杨志刚

27
会计报表编制与

 
分析 邹 敏 张俊范 37港航专业英语 王 雪 魏民

28 纳税会计 张彩花 蔡玲蓉 38港口生产组织 李凤英 屠群峰

29 成本会计 贾春雷 武钧 39

30 财务会计 程 琴 张白 40

物流会计 1 0 种

航运管理

 
8  种



一.
 

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07年出版：中等职业教育现代物流教材
 

14 种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1 采购管理 梁世翔 陈志红 11物流案例分析 阙祖平 陈志红

2 物流成本管理 李建丽 贾春雷 12物流客户服务 石小平 程军

3 物流信息系统基础 楼伯良 江锦祥 13物流基础 柳和玲 施建年

4 运输实务 陈志红 李呤龙 14物流与电子商务 杨军 华志坚

5 仓储与配送实务 翟光明 鲍贤俊

6 供应链管理 程一飞 沈鸿

7 企业物流管理 沈鸿 文妮佳

8 物流机械与装备 孟初阳 张海珍

9
第三方物流运作实

 
务 施建年 华志坚

10 国际物流 顾丽亚 杨志刚



一.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08年出版：高职航运管理教材（第二版）8 种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1 港口生产组织 李凤英 屠群峰

2 远洋运输实务 顾丽亚 杨志刚

3 船舶原理与积载 姬中英 陈福金

4 航运地理 姜 伟 陆琪

5 港航商务管理 李东平 武德春

6 国际多式联运实务 顾丽亚 杨志刚

7 港航专业英语 王 雪 魏民

8 货物学 江明光 周晶洁



一.专业教材建设的基本情况

2012年计划出版：高职物流管理教材（第二版）17 种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序 名称 主编 主审

1 物流信息技术应用 刘德武 谭任绩 11 物流客户服务 石小平 阎叶琛

2 供应链管理实务 李建丽 严南南 12 港区物流 李艳琴 顾丽亚

3 运输管理实务 吴毅洲 毛晓辉 13 国际货运代理 孙守成 黄君麟

4 仓储管理实务 范爱理 鲍贤俊 14 通关服务 向吉英 刘 念

5 物流市场营销技术 黄碧蓉 楼伯良 15
物料采购与供应

 
管理 严石林 祁洪祥

6 集装箱运输实务 郝晓东 黄 浩 16
生产与运作管理

 
实务 邹 敏 许小宁

7 国际多式联运实务 严南南 袁炎清 17 物流成本管理 武 钧 贾春雷

8 货物运输组织实务 吴吉明 朱亚琪

9 货物配送实务 程一飞 施建年

10
配送中心运营管实

 
务 赵继新 曲学军

专门化方向课程

12  种

专业核心课程

5  种



二.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2. 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3. 推进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

1. 推进课程标准建设成果的应用

4. 推进编写过程管理与控制



二.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1. 推进课程标准建设成果的应用

2010年5月17日《交通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学标准和课程标准研究》

项目在杭州通过专家组评审，并于2011年3月颁布实施



二.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1. 推进课程标准建设成果的应用

2011年8月5日至8日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了工作扩大会议暨二0一一年年会。来自全国43名

院校及企业代表和青海省交通厅的领导，以及人民交通出版社代表参加了会议，为了推进课

程标准建设成果的应用，启动了新一轮物流管理教材的建设工作



二.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2. 不断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在这次优秀教材的评选中，有8本教材分别被评为一、二、三等

奖，其中《报关与报检实务》获得一等奖，发行量突破万册。

据人民交通出版社的不完全统计，2006年至今，交通运输管理

类已有451人次专业教师参与教材编写。教师的综合能力和专业

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



二.
 

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3. 不断推进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

教材建设必须与企业进行联系与合作。邀请物流企业的专家

全程参与教材建设。大纲评审请企业专家参与，教材编写由

企业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副主编。

根据新的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实施以任务为引领，进行项

目教学，推进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强化实践性教学。

在新一轮教材编写中专门设计技能考核评价表。包括学

生自评、互评和教师评定。



二.
 

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4. 不断推进编写过程管理与控制（大纲及体例审定）

2011年9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了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编写大纲审定会议。来自

全国16所院校及企业的专家和主编，以及人民交通出版社领导、编辑参加了会议



二.
 

专业教材建设的具体做法

4. 不断推进编写过程管理与控制（教材审稿）

2012年3月23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了高职物流管理专业教材（第一批）编写审稿会议。

来自全国12所院校的主编、参编及专家，以及人民交通出版社领导、编辑参加了会议



三.
 

专业教材建设的工作设想

3. 积极探索专业教材推广使用与方法

1. 不断完善专业教材的机制建设

2. 深入改革专业教材的内容与体系



三.
 

专业教材建设的工作设想

1. 不断完善专业教材的机制建设

要建立和完善教材质量监管制度。

要坚持优秀教材评选的制度化和常态化。

建议出版社在各院校设立“质量监管联络员”。

要不断完善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分支委、主参编

和主审的积极性。



三.
 

专业教材建设的工作设想

2. 深入改革专业教材内容与体系

不断加强专业教材内容的实操性，

实现工学结合、工学交替。

不断提高教材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

吸引学生的学习兴趣。

加快专业课程资源库建设，包括电子教案、多媒

体课件、PPT授课讲义、教材中所需的Flash动画、
教材中所有插图的电子挂图、习题的参考答案等。



三.
 

专业教材建设的工作设想

3. 积极探索专业教材推广使用与方法

加强选用优秀教材的管理。坚持编、选并重的原则。

组织高职高专工学结合课程改革新教材使用培训班。

要加强教材使用的“售后服务”。



教材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是职业院校三大基本建设项目之一。

教材质量将直接影响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

因此，如何搞好教材建设

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上述汇报，如有不妥，敬请各位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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