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高函〔2023〕154号

河南省教育厅办公室

转发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战略性新兴领域

“十四五”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建设工作的

通 知

各普通本科高等学校：

现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战略性战略性新兴领域“十

四五”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教高厅函〔2023〕3

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要求。

一、把握推荐范围。各本科高校要按照教育部通知要求，以

《战略性新兴领域规划教材体系建设目录》（见附件），结合本校

优势领域，鼓励知名专家、学术领军人物、中原学者、教学名师

等优秀人才重点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材料、

智能及高端装备制造、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绿色环保、航空

航天、未来产业等领域以及其他具有重要战略性、基础性的相关

领域，积极组建顶尖学者领衔、高水平师资构成的教学团队，并

河南省教育厅处室函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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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省教育厅推荐有关新兴领域教材建设团队。

二、实行限额推荐。各高校基于自愿原则、结合各校优势领

域，向我厅推荐有关新兴领域教材建设团队。“双一流”建设高校

推荐不超过 3支、“特色骨干大学特色骨干学科”建设高校推荐不

超过 2支、其他高校推荐不超过 1支。每支团队应包括一所牵头

高校、若干参与高校以及企业、出版社相关人员，并报送建设方

案（方案应含建设团队、建设任务、合作单位、分工及进度安排

等）。我厅将根据高校申报情况，组织有关专家论证并向教育部推

荐我省教材建设团队和建设方案。

三、明确建设任务。教育部将根据申报情况，组织有关专家

论证并确定教材建设团队和建设方案，获批的相关建设团队应于

2023年 12月 31日前完成专业核心教材编写、知识图谱和相关配

套教学资源建设等工作，并按《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有

关要求完成对教材的审读和审核。

四、强化政策支持。对于推荐教育部的建设团队，将优先参

与我省“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省级规划教材认定，优先推

荐教育部“十四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优先立

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与实践项目。鼓励高校将相关工作纳入学校

绩效考核。

五、按要求报送材料。各高校务必于 3月 27日前将建团队和

建设方案（附件 2）报送至河南省高校教材管理服务中心（Word

版本发送至 zhouyuyue@ncwu.edu.cn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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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处联系人：白威涛、焦阳，0371-69691033；

材料报送联系人：河南省高等学校教材管理服务中心，周鱼

跃，13140075270；

纸质材料报送地址：郑州市金水区金水东路 136号华北水利

水电大学 1号教学楼 1106。

附件：1.战略性新兴领域规划教材体系建设目录

2.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战略性新兴领域“十四

五”高等教育教材体系建设工作的通知

3.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建设方案申报书

2023年 3月 22日

（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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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战略性新兴领域规划教材体系建设目录

1.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

2.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

3.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4.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5.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

6.生物产业

7.新能源（储能科学与工程）

8.新能源（能源化学）

9.新材料

10.高端装备制造

11.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

12.绿色环保

13.航空航天

14.未来产业（碳中和）

15.未来产业（生物医学）



— 5 —

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

1.半导体物理

2.半导体器件物理

3.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

4.集成电路封装与系统集成

5.模拟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6.数字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7.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方法学

8.集成电路工艺实验教程

9.半导体物理与器件实验教程

10.集成电路课程设计教程

11.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导论

12.射频集成电路分析与设计

13.半导体光电子器件与应用

14.集成电路失效分析与可靠性设计

15.集成电路与物联网技术

16.生物医疗芯片技术

17.通信芯片与集成技术

18.集成电路与新能源技术

19.人工智能芯片设计与应用

20.集成电路芯片封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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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信息技术（大数据）

1.数据科学与工程导论

2.数据科学与工程数学基础

3.数据科学与工程算法基础

4.云计算系统

5.当代数据管理系统

6.分布式计算系统

7.统计方法与机器学习

8.当代人工智能

9.数据可视化

10.数据中台

11.区块链

12.数据质量

13.数据伦理

14.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

15.数据科学与工程行业案例

新一代信息技术（网络空间安全）

1.密码学引论

2.密码分析学

3.互联网基础设施安全

4.网络安全协议原理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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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网络空间系统安全概论

6.软件安全概论

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1.人工智能引论

2.模式识别

3.机器学习

4.深度学习

5.计算机视觉

6.自然语言处理

7.人工智能芯片与系统

8.语音信息处理

9.可视化导论

10.机器人学与具身智能

11.自主智能运动系统

12.人工智能逻辑

13.人工智能伦理

14.人工智能安全

15.智能产品设计

16.神经认知学

17.生物信息智能

18.金融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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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

20.人工智能与区块链

新一代信息技术（新一代通信技术）

1.5G 通信技术

2.虚拟现实技术

3.区块链技术

4.物联网技术

5.AI+通信技术

6.电路基础

7.信号与系统

8.微波与电磁场

9.数字电路与逻辑设计

10.模拟电子线路

11.通信原理

12.数字信号处理

13.高频电子线路

14.信息论与编码

15.通信网络基础

16.卫星通信

17.光通信

18.通信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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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下一代互联网技术 IPv6+

20.通信与网络综合实验教程

生物产业

（一）生物工程系列

1.微生物学

2.生物化学

3.细胞工程

4.基因工程原理与技术

5.酶工程

6.发酵工程原理与技术

7.蛋白质工程

8.生物分离工程

9.生物工程设备

10.绿色生物制造

11.免疫学原理与技术

12.生物技术制药

（二）合成生物学系列

1.合成生物学导论

2.基因组设计合成

3.人工细胞工厂设计构建

4.工程生物数据分析

5.合成生物学专业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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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制药系列

1.生物制药导论

2.生物制品学

3.抗体工程

4.疫苗学导论

5.生物制药产教融合实训教程

6.生物制药综合性与设计性实验

新能源（储能科学与工程）

（一）核心教材

1.储能导论

2.储能热流基础

3.储能化学基础

4.储能功能材料

5.电力系统与储能

6.能源转化及储能科学基础

（二）补充教材

1.储能电池基础

2.储能电站系统

3.储能与综合能源系统

4.电化学原理与应用

5.半导体物理与器件



— 11 —

6.储热技术及应用

7.氢能技术

8.太阳能转化、利用与存储技术

9.机械储能技术及其在电力系统应用

10.水合物储能科学与技术

11.发电配合储能的能源系统技术经济分析

12.能量传递与系统智能

13.压缩气体储能技术与装备

新能源（能源化学）

1.无机化学

2.有机化学

3.分析化学

4.物理化学

5.基础化学实验

6.能源化学导论

7.能源化学综合实验

8.能源材料化学

9.能源催化化学

10.能源电化学

11.太阳能化学

12.氢能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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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能源化学工程基础

14.能源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新材料

1.纳米材料与纳米技术

2.材料化学

3.纳米材料基础

4.纳米材料与纳米结构

5.新型纳米材料与器件

6.电催化纳米材料

7.功能材料基础

8.功能材料合成与制备

9.功能材料性能测试方法

10.功能材料器件

11.电化学储能电源设计及应用

12.能量转换与存储原理

13.新能源器件与系统

14.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制备技术

15.太阳能电池原理与设计

16.氢能与燃料电池

17.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实验教程

18.材料智能设计与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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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材料高通量制备与表征

20.材料服役行为高效评价与模拟

高端装备制造

1.智能制造导论

2.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

3.智能产品

4.离散型制造智能工厂

5.流程型制造智能工厂

6.智能服务与制造业新模式、新业态

7.智能集成制造系统

8.智能制造实践训练

智能网联和新能源汽车

1.智能电动汽车原理

2.智能电动汽车学

3.汽车软件工程基础

4.车用新能源与动力

5.汽车车身结构与设计

6.智能电动汽车控制技术

7.智能电动汽车安全技术

8.智能电动汽车实验学

9.智能电动汽车制造工艺学

10.智能电动汽车产品开发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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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环保

1.环境学

2.生态学

3.环境监测

4.环境化学

5.环境生物学

6.环境地学

7.环境管理学

8.环境规划学

9.环境与生态工程学

10.环境（与自然资源）经济学

11.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12.环境工程原理

13.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

14.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15.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16.物理性污染控制

17.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18.环境影响评价

19.碳中和技术概论

20.土壤污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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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新污染物控制

22.环境健康与风险防控理论

航空航天

1.模式识别及航空航天应用

2.机器学习及航空航天应用

3.数据结构及航天工程应用

4.人工智能及航空航天应用

5.航空航天智能技术应用导论

6.航空智能电推进原理

7.智能导航原理

8.航天智能探测原理与设计

9.目标探测与识别技术

10.智能飞行器导论

11.智能飞行器系统原理

12.飞行器智能制造技术

13.推进系统智能测试技术

14.飞行器智能设计技术

15.发动机数字孪生技术原理

16.飞行器智能感知

17.飞行器智能集群

18.天基空间目标信息处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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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航天信息工程科研创新训练指导教程

20.飞行器智能处理器设计实践

未来产业（碳中和）

1.碳中和概论/碳中和技术概论

2.绿色智慧建筑导论

3.城乡生态环境规划

4.绿色城市设计

5.绿色低碳建筑设计

6.绿色建筑性能模拟与设计优化

7.绿色建筑构造

8.碳中和城市与低碳建筑环境物理

9.建筑环境调控

10.低碳建筑环境前策划与后评估

11.绿色建筑设备

12.碳中和城市基础设施

13.智慧建筑与环境交互

14.新型建材与低碳建筑施工

15.碳汇景观设计

16.建筑碳排放计量与信息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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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生物医学）

1.生物医学概论

2.生命伦理学

3.生理学原理

4.细胞生物学

5.基因组学

6.发育生物学

7.免疫学导论

8.生物信息学

9.生物统计学

10.生物物理学

11.生物系统建模

12.病毒学

13.核酸生物学

14.系统与计算神经科学

15.生物医用材料学

16.组织工程

17.生物芯片

18.人工器官及 3D打印技术

19.基因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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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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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建设方案申报书

战略性新兴领域教材建设方案

领域名称

牵头高校（公章）

高校负责人

联系方式（手机）

申报日期

一、建设团队

（一）高校负责人信息

1.负责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研究领域 单位名称

手机 邮箱

联系人 职称/职务

手机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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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教学改革、科研工作经历

3.教材建设成果（限 5项）

序号 名称 来源/出版单位 时间

（二）团队成员信息

团队总人数

团队成员构成（高校、出版社、企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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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成员列表

姓名 单位名称 研究领域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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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

（一）建设目标（不超过 300字）

（二）建设基础（新兴领域教学研究及教材建设基础，不超过 500字）

（三）建设计划（专业核心教材、核心课程、重点实践项目、高水平核

心师资团队建设方案，建设进度安排、建设成果等，不超过 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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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材规划

【注】（填写编号即可）

载体形式：1.纸质教材 2.数字教材 3.纸质教材附带数字资源

适用课程：1.专业基础课 2.专业课 3.实验课程

教材总数

教材名称

对应建议

目录中的

教材

主编 主编单位
计划出版

时间

载体

形式

适用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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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审意见

（一）高校政审意见

（学校党委负责对本校推荐的教材建设团队负责人及建设内容进行政

审，出具政审意见并加盖党委印章。政审意见内容包括负责人政治表现、

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记录、师德师风、学术不端、五年内是否出现过重大

教学事故等问题；教材建设内容审查包括价值取向是否正确，对于我国

政治制度以及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等理解和表述是否准确无误，

对于国家主权、领土表述及标注是否准确，等等）

（党委公章）

学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出版社政审意见

（出版社党委负责对参与教材出版的编辑人员进行政审，出具政审意见

并加盖党委印章。政审意见内容包括编辑政治表现、思想品德、工作作

风、职业素养、是否存在违法违纪记录等问题）

（党委公章）

出版社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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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建设团队提交的材料各项信息准确、真实，如有虚假，愿意承

担相应责任。

高校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五、支持保障

（一）学校支持

（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二）出版社支持

（公章）

单位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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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团队成员信息（可根据需要增加）

团队成员 1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研究领域 单位名称

手机 邮箱

团队成员 2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研究领域 单位名称

手机 邮箱

团队成员 3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研究领域 单位名称

手机 邮箱

团队成员 4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职称 职务

研究领域 单位名称

手机 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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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教材规划清单（可根据需要增加）

教材 1

教材名称
对应建议目录中

的教材

主编 主编单位

载体形式 £ 纸质教材 £ 数字教材 £ 纸质教材附带数字资源

适用课程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课 £ 实验课程

出版社 计划出版时间

教材简介及特色

教材目录（具体到二

级目录）

教材 2

教材名称
对应建议目录中

的教材

主编 主编单位

载体形式 £ 纸质教材 £ 数字教材 £ 纸质教材附带数字资源

适用课程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课 £ 实验课程

出版社 计划出版时间

教材简介及特色

教材目录（具体到二

级目录）

教材 3

教材名称
对应建议目录中

的教材

主编 主编单位

载体形式 £ 纸质教材 £ 数字教材 £ 纸质教材附带数字资源

适用课程 £ 专业基础课 £ 专业课 £ 实验课程

出版社 计划出版时间

教材简介及特色

教材目录（具体到二

级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