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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科 技 出 版 传 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关于申报科学出版社“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生命科学类 

研究生系列规划教材的通知 
 

各相关高校： 

 

为贯彻落实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五”规划》（教研〔2017〕1 号）文件、

《教育部关于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案例教学和联合培养基地建设的意见》（教研〔2015〕1 号）

文件及《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2014〕5 号）文件，全面深

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升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更好地配合各高校“双一流”建设工作，

科学出版社经过充分调研，决定启动“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生命科学类研究生系列规划教材

项目的申报工作。 

 

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人才和科技竞争力的主要支柱，是实施

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重大成就，基本实现了

立足国内培养高层次人才的战略目标。但总体上看，研究生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

的多样化需求，培养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随着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开展

和教育部一系列研究生教育相关文件的公布，研究生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研究生教材是研究生教育重要的知识载体，目前来看，研究生教材的建设和使用存在较多

问题。国内大部分研究生课程缺少教材，亟待建设；有些研究生课程的配套教材内容较为陈旧，

知识更新不够及时；有些研究生教材仓促编写，质量没有保证；有的课程直接照搬国外原版权

威著作作为教材，这些教材中的内容往往与我国的实际情况差别较大；我国科研成果和学术论

文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日益凸显，但相关学术著作或教材却很少有精品产生，更是极少走出国门。

因此，现阶段组织和编写一套既衔接国际前沿又符合我国发展，内容精良，适应性广，实践性

强，且能够配合多种教学形式的优质研究生教材，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

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保证。 

 

科学出版社是我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科学出版社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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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出版社“十三五”全国高等院校生命科学类研究生系列规

划教材组织原则与办法 
 

一、 内容编写要求 

 

1.针对性。本项目以研究生教学为基本点，以培养优质研究生为最终目标。重点建设基础

性、通用性、专业性课程的配套教材。遵循各高校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

体系，分学科、分类型、分层次编写具有一定系统性、内容新、水平高的教学用书。鼓励研究

生双语课程教材的编写。根据课程需要，也可以导读、翻译、编译等方式引进国外先进教材。 

 

2.前沿性。将学科、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成果写入教材，并且对未来发展趋势有所

展望。要体现国家重大科学工程或研究计划，引导学生独立进行科研探索；要体现最新的行业

企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要反映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改革的最新趋势。重点突出学科最新研究

热点、有争议无定论的难点、基于新技术和新方法等核心研究方法的前沿内容。利用网络技术

或开放课程等与教材相结合，及时补充或更新知识，弥补教材内容滞后的局限性。 

 

3.实用性。教材内容和编排要方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图文并茂，深入浅出。注重理论

联系实际，并强化实践教学。在实践类教材的编写中，要结合研究生学位论文的研究，针对具

体知识点开展包含实验、设计、调研、讨论等在内的实践活动。以此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以及综合思考和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大限度地满足就读研究生期间的课程学习。 

 

4.精品化。研究生教育属于精英教育，研究生教材建设应注重精品化。在教材编写思路、

框架设计、内容安排上应注重与本科生教学内容体系的衔接和区别。主编必须要有思想、有思

路，能身体力行。教材既突出重点，又重视知识拓展；灵活运用图表及其他辅助教学资源，提

高研究生学习效率。鼓励对目前优秀研究生教材的改版和不断完善。以纸质理论教材为基础，

以系列参考书为辅助，配合数字技术，进而构建全方位、深层次的研究生精品教材。 

 

5.创新性。鼓励在传统体系教材编写的基础上，将案例式、模块化等编写形式融进教材。

案例要精选精编，可以借鉴和引进国外经典和先进的案例，组织编写符合中国国情的典型案例，

案例要渗入思考或探索环节。通过理论与案例的有机结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兴趣爱好，

营造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自由探索、勇于创新的学习环境，切实加强学术学位研

究生的创新能力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能力。通过本项目的组织，将逐渐按专业建设研究生

教育案例库并不断完善，最终建设成为开放共享型教学资源案例库。 

 

6.数字化。鼓励立体化、数字化教材建设和课程建设。各教材原则上要求作者配备相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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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条件的还可进一步建设素材库和在线精品开放课程等数字化资源，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

术手段服务教学，丰富研究生课程教学资源与学习形式。科学出版社数字教材平台“爱一课”

（APP）和课程平台“中科云教育”（www.coursegate.cn）等一批以国家项目支撑的数字平台，

将为新形态数字化教材和课程建设提供信息和技术支持。同时，科学出版社也可根据作者需求，

协助作者完成课程录制、动画制作、数据库建设等多方面工作，实现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二、教材组织原则 

 

1.丛书专家指导委员会。科学出版社将根据不同学科教材申报情况，邀请相关学科评议组、

教学指导委员会，以及相关行业部门的专家学者共同组建丛书专家指导委员会。丛书专家指导

委员会将负责对申报教材进行筛选、审稿和质量把关。  

 

2.编者要求。为保证教材编写和出版质量，教材的编写者须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有所成就，

或在行业中具有较高科研水平并有一定的教学经验。要求教材主编为讲授该课程 5年以上的教

授（研究员），个别优秀副教授（副研究员）可破格申报。 

 

3.优先组织原则。对于符合以下条件的项目，将予以优先考虑。 

（1）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国家级/省级教学团队、

国家级/省级重点学科或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省级特色专业主要负责人、学科评议组/教学指

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人才、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作为主编

编写的教材。 

（2）研究生教学改革成果荣获国家级/省级教学成果奖的对应课程教材。 

（3）优质研究生课程配套教材。 

（4）省/部级（含）以上的教学研究会、相关专业协/学会申报的教材。 

（5）有较好课程基础，且高校使用自编讲义 5年以上，师生反映较好的教材。 

 

4.时间安排。本项目拟在 2年之内建设出一套完善的生命科学类研究生系列教材。由于研

究生教材含有很多学科前沿内容，更新较快，因此每本教材从项目落实到出书周期不超过 2

年。  

 

三、优秀教材的整体宣传推广和推荐报奖 

 

1.作为科学出版社“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科学出版社将选派经验丰富、专业对

口的编辑负责本套丛书的编辑制作，并在质量控制、生产运作、营销推广、评优评奖等方面给

予重点支持。对市场反映良好的教材，将投入经费用于数字内容及教辅等立体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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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针对个别教材因用量有限而很难重印销售的情况，科学出版社将对本项目图书启用按需

印刷方式，实现教材的延续使用，并且应用我社的科学阅读（Science Reading）的数字化图

书平台，项目图书可以实现网络“预出版”及按章节定制出版的新型出版形式。 

 

3.科学出版社在本套丛书出版前后，将投入专门的人力、物力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力宣传

及推广，包括在电子商务平台宣传、专业期刊预告、专家书评及推荐、样书赠送及展示、教学

研讨会、网络宣传文撰写、微信公众号新书发布等多种方式，力促本套丛书通过多方市场的检

验。 

 

4.凡经丛书专家指导委员会严格评审而入选的教材，科学出版社将积极组织参与国内相关

优秀教材及图书的评选，并提供有分量及具竞争力的证明材料。对于质量水平较高的研究生教

材，科学出版社将优先协助作者申报各层次的出版基金。 

 

5.入选的优质研究生教材，将借助科学出版社的国际影响力及国家“走出去”版权输出工

程项目优先向国际知名出版商推荐。 

 

四、申报流程 

 

1.申报材料。项目申报人填写“项目申请意向表”，申报的新编教材需附讲义或大纲，修

订教材需附 1本已出版教材。如有配套数字化内容，请提供网址或光盘，并在项目申请意向表

相关位置对数字内容加以说明。 

 

2.申报时间。2019 年 6 月 30 日前完成各高校、相关科研机构的申报工作。2019 年 8 月

15 日前组织丛书专家委员会进行评审，2019 年 9 月底前公布评审结果并在科学出版社官网进

行为期一周的公示。 

 

3.为了保证项目顺利及时进行，我社将组织专项小组，由学科专家进行评审，并在 2019

年 7 月 30 日前就相关情况及时与项目申报人沟通。 

 

4.项目联系人：科学出版社 

刘  畅  liuchang@mail.sciencep.com   010-64000815  18610660281 

王玉时  wangyushi@mail.sciencep.com  010-64034871  18612227052 

 

附件 1：申报指南 

附件 2：项目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