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高函〔2023〕7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做好 2021—2022学年普通高校马工程 

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普通本科高校，本科层次高职院校： 

为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持续做好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

工作，进一步提升使用效果，根据教育部教材局《关于做好 2021

—2022 学年普通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送工作的

通知》(教材局函〔2023〕5 号)要求，现就做好 2021—2022 学

年普通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年报工作通知如下： 

一、报送范围 

省属普通本科高校、本科层次高职院校以及哈尔滨工业大

学（威海）2021—2022 学年相关对应学科专业课程的 99种马工

程重点教材（详见附件 1)使用情况。9 种高校思政课教材和《习

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使用情况不在报送范围内。 

二、报送材料及方式 

（一）总结报告。各校形成本校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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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包括该学年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的具体举措、主要成效、

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工作安排等，要说明本学年开展的教育教学

评估中将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作为重要内容和全校开展任课教

师培训等情况，篇幅 2000 字以内。请于 2023 年 3 月 23 日下班

前将有关总结报告 word 版和加盖学校公章的 pdf 扫描件发送至

daishc@shandong.cn。 

（二）相关数据。99 种教材对应学科专业课程使用马工程

重点教材的数据。2023 年 3 月 23日前，各高校登录“高等教育

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台”（https://udb.heec.edu.cn)，点击首

页“马工程重点教材”版块，依据《2021—2022 学年普通高校

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送工作填报指南》（附件 2)，

进行填报。我厅将组织专人对各高校报送数据进行审核。 

三、有关要求 

（一）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年报工作，在梳理总结以往工作

基础上，认真组织填报，全面采集教材相关数据，确保填报无遗

漏、数据全面准确、按时高质量报送。  

（二）教育部教材局将继续组织对各高校报送的数据进行

分析，对统一使用和报送工作情况进行通报。我厅将把通报结果

纳入本科高校分类考核，并对重视程度不够、工作不力的高校按

要求依规依纪追责。 

四、联系方式 

（一）技术问题请联系咨询教育部教材局。联系人：谢蕴

江、韩放，010—66093178、66093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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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报内容和报送问题可咨询我厅高等教育处，复杂

问题由高等教育处统一咨询教育教材局。联系人：张静婕、代善

成，0531—51793775。 

 

  附件：1.2021—2022学年马工程重点教材一览表 

2.2021—2022 学年普通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 

用情况报送工作填报指南 

 

 

山东省教育厅 

2023 年 3月 16日 

 

 

 

 

 

 

 

 

 



 

 — 4 — 

附件 1 

2021—2022 学年马工程重点教材一览表 
（共 99种） 

 

一、中宣部组织编写的马工程重点教材（28种） 

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首席专家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习近平法治思想概论 978-7-04-056943-8 张文显、信春鹰、徐显明、李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  西方哲学史（第二版） 978-7-04-052555-7 韩震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3  西方经济学（第二版） 

978-7-04-052553-3（上) 

978-7-04-052554-0（下) 

978-7-04-052641-7（上下） 

颜鹏飞、刘凤良、吴汉洪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4  西方政治思想史（第二版） 978-7-04-050665-5 徐大同、张桂林、高建、佟德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5  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二版） 978-7-04-050666-2 曹德本、孙晓春、王宪明、张茂泽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19 

6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 978-7-04-054042-0 袁贵仁、李景源、丰子义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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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首席专家 出版社 出版时间 

7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二版） 978-7-04-054332-2 梁树发、赵家祥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8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第二版） 978-7-04-054443-5 顾海良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9  《资本论》导读（第二版） 978-7-04-053327-9 林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10  世界经济概论（第二版） 978-7-04-053730-7 关雪凌、李晓、李坤望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11  法理学（第二版） 978-7-01-022827-3 张文显、信春鹰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2  宪法学（第二版） 978-7-04-052621-9 胡云腾、胡锦光、李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13  政治学概论（第二版） 978-7-04-054399-5 王浦劬、周光辉、燕继荣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14  社会学概论（第二版） 978-7-01-022769-6 洪大用、李强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5  科学社会主义概论（第二版） 978-7-01-022303-2  方立、靳诺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6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第二版） 978-7-01-022330-8 吴恩远、柴尚金、吴家庆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7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哲学经典著作

导读（第二版） 
978-7-01-022301-8  金民卿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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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首席专家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8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理论经典

著作导读（第二版） 
978-7-01-022387-2 沙健孙、田心铭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19  文学理论（第二版） 978-7-04-054362-9 王一川、胡亚敏、谭好哲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20  新闻学概论（第二版） 978-7-04-053367-5 明立志、高晓虹、王润泽、季为民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21  史学概论（第二版） 978-7-04-053270-8 李捷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22  中国近代史（第二版） 
978-7-04-052654-7（上） 

978-7-04-052655-4（下） 
张海鹏、郑师渠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23  世界现代史（第二版） 
978-7-04-053326-2（上） 

978-7-04-053739-0（下） 
于沛、孟庆龙、黄民兴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0 

24  中国哲学史（上下）（第二版） 978-7-01-022925-6 方克立、冯达文、陈卫平、孙熙国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5  伦理学（第二版） 978-7-04-056156-2 郭广银、王泽应、王淑芹、王小锡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1 

26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第二版） 978-7-04-055418-2 梅荣政、张新、康沛竹、杨谦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1 

27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

版） 
978-7-01-023355-0 

李建平、张宇、简新华、胡家勇、蒋

永穆 

人民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 978-7-04-059105-7 陈述、柳建辉、沈传亮 
高等教育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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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组织编写的马工程重点教材（71种） 

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  中国革命史 978-7-04-045582-3 王顺生、王炳林、陈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6 

2  中国伦理思想史(第二版） 978-7-04-050090-5 张锡勤、杨明、张怀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3  中国美学史（第二版） 978-7-04-050093-6 张法、朱良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4  西方美学史（第二版） 978-7-04-050092-9 朱立元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5  美学原理（第二版） 978-7-04-050091-2 尤西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6  逻辑学（第二版） 978-7-04-050089-9 何向东、张建军、任晓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7  区域经济学 978-7-04-048189-1 安虎森、孙久文、吴殿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8  

经济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098-1 

张守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经济法学（第三版） 978-7-04-056605-5 2022 

9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118-6 应松年、姜明安、马怀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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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0  

国际公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115-5 

曾令良、江国青、周忠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国际公法学（第三版） 978-7-04-056545-4 2022 

11  

民事诉讼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119-3 

宋朝武、汤维建、李浩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 978-7-04-056609-3 2022 

12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099-8 刘俊、叶静漪、林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3  地方政府与政治（第二版） 978-7-04-050095-0 徐勇、沈荣华、潘小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4  国际组织 （第二版） 978-7-04-050097-4 郑启荣、张贵洪、严双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5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第二

版） 
978-7-04-050094-3 王树荫、李斌雄、邱圣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6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第二版） 978-7-04-050096-7 郑永廷、刘书林、沈壮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7  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二版） 

978-7-04-050108-7（上） 

978-7-04-050109-4（中） 

978-7-04-050117-9（下） 

袁世硕、陈文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18  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第二版） 978-7-04-050110-0 黄霖、李春青、李建中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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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19  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 978-7-04-050197-1 曾繁仁、周宪、王一川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0  当代西方文学思潮评析（第二版） 978-7-04-050104-9 冯宪光、江宁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1  比较文学概论(第二版） 978-7-04-050105-6 曹顺庆、孙景尧、高旭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2  外国文学史（第二版） 
978-7-04-050106-3（上） 

978-7-04-050107-0（下） 
聂珍钊、郑克鲁、蒋承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3  广告学概论 978-7-04-047993-5 丁俊杰、陈培爱、金定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4  考古学概论(第二版） 978-7-04-050113-1 栾丰实、钱耀鹏、方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5  中国思想史(第二版） 978-7-04-050088-2 张岂之、谢阳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6  世界古代史(第二版） 
978-7-04-050111-7（上） 

978-7-04-050112-4（下） 

朱寰、杨共乐、晏绍祥、王晋新、刘

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27  中国戏曲史(第二版） 978-7-04-050600-6 郑传寅、俞为民、朱恒夫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28  科学技术哲学 978-7-04-050606-8 刘大椿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29  西方伦理思想史 978-7-04-051772-9 龚群、张传有、陈真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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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30  中国经济史 978-7-04-050130-8 王玉茹、萧国亮、宁欣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1  世界经济史 978-7-04-050202-2 高德步、王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2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978-7-04-050888-8 马中、刘学敏、白永秀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3  西方经济学流派评析 978-7-04-052266-2 王志伟、方福前、沈越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4  发展经济学 978-7-04-052212-9 郭熙保、彭刚、高波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5  公共财政概论 978-7-04-052210-5 樊丽明、杨志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6  管理学 978-7-04-045832-9 陈传明、徐向艺、赵丽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7  社会保障概论 978-7-04-051071-3 邓大松、杨燕绥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8  组织行为学 978-7-04-052206-8 孙健敏、张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39  刑法学 
978-7-04-048157-0（上） 

978-7-04-048158-7（下） 
贾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40  国际经济法学（第二版） 978-7-04-050116-2 余劲松、左海聪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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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41  中国法制史（第二版） 978-7-04-050101-8 朱勇、王立民、赵晓耕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42  

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 978-7-04-052335-5 

陈卫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刑事诉讼法学（第四版） 978-7-04-056811-0 2022 

43  

民法学 978-7-04-045924-1 

王利明、王卫国、陈小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民法学（第二版） 978-7-04-058271-0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44  

商法学  978-7-04-050075-2 

范健、赵旭东、叶林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商法学 （第二版） 978-7-04-056541-6 2022 

45  

知识产权法学 978-7-04-052207-5 

刘春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知识产权法学（第二版） 978-7-04-058272-7 2022 

46  国际政治学 978-7-04-050728-7 陈岳、门洪华、刘清才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47  当代中国外交 978-7-04-050502-3 宫力、李宝俊、张清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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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48  人类学概论 978-7-04-050889-5 周大鸣、何明、刘夏蓓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49  农村社会学 978-7-04-050890-1 钟涨宝、董磊明、陆益龙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0  教育学原理 978-7-04-050938-0 项贤明、冯建军、柳海民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1  教育哲学 978-7-04-051112-3 石中英、王坤庆、郝文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2  新闻编辑（第二版） 978-7-04-050102-5 蔡雯、甘险峰、许向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3  新闻采访与写作  978-7-04-048502-8 罗以澄、丁柏铨、张征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4  中国史学史 978-7-04-050883-3  瞿林东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5  外国史学史 978-7-04-050882-6 陈恒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6  博物馆学概论 978-7-04-050853-6 陈红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7  文物学概论 

978-7-04-052208-2 

（彩图版） 

978-7-04-052653-0 

刘毅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58  艺术学概论 978-7-04-051290-8 彭吉象、王一川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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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59  中国舞蹈史 978-7-04-051068-3 袁禾、郑慧慧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60  中国美术史 978-7-04-051818-4 尹吉男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61  当代西方哲学思潮评析 978-7-04-056941-4 丁立群、朱志方、欧阳谦、罗跃军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2  国际政治经济学 978-7-04-054340-7 王正毅、李滨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3  社会心理学概论 978-7-04-054017-8 周晓虹、乐国安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4  社会政策概论 978-7-04-056619-2 关信平、彭华民、徐月宾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5  中国社会思想史 978-7-04-054762-7 王处辉、桂胜、田毅鹏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6  中国社会学史 978-7-04-055273-7 杨敏、江立华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7  当代教育思潮评析 978-7-04-056559-1  王英杰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8  西方教育思想史 978-7-04-056558-4 张斌贤、贺国庆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69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978-7-04-054289-9 陆贵山、董学文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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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教材名称 书号（ISBN） 主编、副主编 出版社 出版时间 

70  中国新闻传播史 978-7-04-054419-0 吴廷俊、哈艳秋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71  西方传播学理论评析 978-7-04-054341-4 戴元光、石义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 15 —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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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登录指南 

 

1.用户登录 

用户需要访问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平

台”https://udb.heec.edu.cn/，点击首页右上方的“马工程重点教材”栏目，即可进入马工程重点

教材使用情况采集系统入口。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 国家数据平台首页 

在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采集系统登录界面，输入账号、密码，点击登录按钮，完成

拼图认证即可登录系统。 

学校用户如第一次登录，没有密码，省属高校可联系当地省（区、市）教育厅（教委）

进行设置。教育部直属高校请按照通知上的技术问题联系方式，联系工作人员进行设置。 

省厅用户的账号密码与往年相同，如忘记密码可点击“忘记密码”进行重置。 

http://udb.hee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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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采集系统登录界面 

 

2.负责人信息确认 

登录系统成功之后，会弹出个人中心信息页面，需要进行核对，如信息无误，

则点击确认后即可进行采集工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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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密码重置 

如需重置密码，可点击登录界面的“忘记密码”按钮，进入重置密码页面。 

 

图3 密码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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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置密码页面输入账号、验证码，点击确定后，预留的邮箱会收到重置密

码链接。根据链接要求，完成相应步骤即可重置密码。重置成功后，即可用新密

码登录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4 重置密码页面 

 

二、省级用户填报指南 

1.任务查看 

省级教育部门即为省级用户。省级用户可在采集任务列表中，查看本省（区、

市）需要完成的工作。工作共 2 项，一是采集本省（区、市）高校的课程教材数

据，进行审核。二是撰写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并上传到系统。具

体如下图所示： 

 

图5 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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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本省（区、市）高校的课程教材数据，须打开本省（区、市）高校的课

程教材数据审核任务明细页面，根据提交状态、学校名称进行快速查找。如高校

已完成本校的填报工作，提交数据，状态为“可导出”。此时，勾选“可导出”数据

的高校，点击“批量导出”按钮，即完成该校的数据导出。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6 采集列表 

如需下载或查阅上一学年提交数据，先在任务主页面选择上一学年，再进入

课程教材数据审核任务明细页面，点击“批量导出”即可下载上一年提交数据，点

击学校“教材使用情况填报”即可查阅单个学校上一年提交数据，如图： 

 

图7 选择上一年数据进行查看或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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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作流程 

 

图8 系统流程图 

省级用户负责审核所在地高校（包括省属院校和其他部委所属本科院校）提

交的数据，如发现填报有问题，可退回学校继续修改。待所有高校填报完毕，并

经审核通过后，省级用户统一将本省（区、市）的数据一并提交。提交后即为最

终结果，无法修改。具体系统流程如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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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数据审核 

省级用户在采集任务列表中审核各高校数据。审核有两种方式。一是单个审

核，对某所高校提交的信息进行认真审核，如审核无误，点击“通过”。如发现填

报有问题，可点击“退回”，同时填写退回理由，以便高校对照修改。二是批量处

理，可同时勾选多所高校，对其填报内容进行审核，批量“通过”或批量“退回”。

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9 审核本省高校提交材料 

2.2 报告上传 

省级用户须撰写本省（区、市）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该学

年教材统一使用工作的具体举措、主要成效和下一步计划等，2000 字以内。撰写完成后，

经省级教育部门负责同志审示同意后，盖章扫描。形成 2 个版本，一个是盖章的 PDF 版本，

一个是原稿的 Word 版本。 

报告撰写完成后，在首页采集任务列表，点击“上传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报告

任务”，即弹出上传页面。 

点击“上传文件”按钮，根据提示分别选择工作报告 Word 版本、盖章的 PDF 版本，点击

“确认”键，即可上传。上传后的报告，用户也可自行下载查看确认。 

如需更换工作报告，需重新打开页面，先删除已上传的工作报告，再按照上传流程，重

新上传新的工作报告。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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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省级用户上传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 

注意：当省级用户完成本省（区、市）任务，全部提交后，工作报告仅可查看，不能修

改或替换。 

2.3 正式提交 

 

图11 正式提交 

当省级用户完成所有审核，即本省（区、市）所有高校的审核通过进度为 100%且已上

传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后，点击“提交”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认”，

即完成本省（区、市）的报送工作。此时，系统将把本省（区、市）高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

一使用情况提交至上级部门。如需修改信息，则须联系上级部门退回，方可修改。具体如上

图所示。 

3.用户管理 

省级用户负责对所在地高校（包括省属院校和其他部委所属本科院校）校级用户进行管

理。可对高校信息进行编辑，也可通过学校名称筛选查询用户数据。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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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用户管理列表 

 

 

图13 用户信息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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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校用户填报指南 

1.教材使用情况填报 

本次填报工作在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高等教育质量监测国家数据

平台（https://udb.heec.edu.cn）2022 年数据填报的基础上进行。 

学校用户完成数据平台的“表 5-1-1 开课情况”“表 5-1-2 专业课教学实施情

况”后，系统会自动匹配出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的相应本科课程信息。其中，

由于每学年课程开设情况有一定变化，2020—2021 学年学校申请删除并已审核

通过，但 2021—2022 学年仍开设的课程也会显示。 

学校用户须根据本校教学实际，对应统一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的课程进行认

真审核。如匹配无误，即填写使用数量。如发现匹配信息与本校实际教学有一定

差异，即在系统自动匹配的信息基础上，提出“增加”或“删除”课程的申请。凡提

出“增加”或“删除”课程，系统将自动提交后台工作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学校

用户即可进行填写。具体流程如下图所示： 

 

图14 学校用户确认待填报课程列表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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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初始化课程列表 

点击“初始化”按钮，本校应使用马工程教材的对应课程信息将显示在列表

中，并自动匹配相关的马工程重点教材信息。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5 初始化课程列表 

此时，可在列表右侧通过开课号、课程号、课程名称等字段快速查找想要查

看的数据。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6 筛选查找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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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新增课程 

如系统自动匹配的课程信息与学校实际情况不一致，缺少已使用马工程重点教材

的对应课程信息，学校用户可申请增加课程。 

新增课程申请方法是，点击页面中的“+”，通过输入开课号、课程号或课程名称，

选择需要新增的课程，填写课程信息及申请理由，点击“确定”即可提出“新增”课程信

息申请。凡提出“增加”课程审核，系统将自动提交后台工作人员审核。审核成功后，

新增课程将会在课程教材信息列表中显示。此时，用户可对新增课程教材信息进行完

善。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17 新增课程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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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新增课程信息 

系统支持使用同一教材的多门课程数据批量增加，按页面要求填写后提交申请。

待课程审核通过，系统会在页面中批量生成多条课程信息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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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批量新增课程信息 

 

 

图20 批量生成课程信息 

1.3 删除课程 

如系统自动匹配的课程信息与学校实际情况不一致，在教学实际中，不宜使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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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重点教材的对应课程显示在列表中，学校用户可申请删除课程。 

删除课程申请方法是，先勾选对应课程前的勾选框（可选择某 1 门课程，也可同

时勾选多门课程），再点击“-”图标，即弹出确认删除的弹框。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21 删除课程申请 

此时，在弹框中已列出的选择中选择删除理由，如删除理由为“其他”，请填写实

际删除理由。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即提出删除申请。凡提出“删除”课程，系统将

自动提交后台工作人员审核。审核成功后，删除课程将不再出现在课程教材信息列表

中。 

 

图22 填写删除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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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状态查询 

所有“新增”或“删除”的课程信息以及审核状态都会在课程申请列表中显示，在

“课程申请列表”按钮右边系统展示本用户已申请课程的审核状态。 

 

图23 打开课程申请列表 

点击“课程申请列表”按钮，将详细展示本用户已申请的每条课程的审核情况。此时，用户可

根据教材名称、审核状态、审核类型、专业名称对课程申请记录快速查找。如课程申请有误，在

还没有审核之前，可将申请进行撤回，如图： 

 

图24 查看课程申请列表 

1.5 填报教材信息 

学校用户需对照本校已确定的课程列表，根据实际情况如实填写马工程重点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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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情况信息。 

填报方法是： 

第一步，先点击对应课程，进入编辑弹窗。此时，弹窗中的开课号、课程名称、

课程号、本科生数量等信息均由系统自动生成，不可编辑。 

第二步，选择教材使用方式，从列表中的“使用马工程教材”“使用非马工程教

材”“使用自编讲义”“不使用教材”中选择 1 项。 

第三步，填写教材信息。如选择“使用马工程教材”，系统会自动筛选出相关马工

程重点教材，供学校选择。如选择“使用非马工程教材”，请逐一填写教材名称、ISBN、

主编、出版社。如选择“使用自编讲义”，请逐一填写教材名称、主编。如选择“不使用

教材”，则需选择对应的马工程重点教材。  

注意：填写马工程重点教材时请注意区分教材版本。系统会自动匹配最新版，若

实际使用的是其他版本，请手动修改。不同版本的选择将不影响最终使用数据。  

第四步，填写教材使用数量（册）。系统默认的 1 册教材使用数量不能高于上课

学生数量。做好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重点是把教材内容进人才培养方案、

进教案、进考试。请各高校根据实际使用情况如实填报，如已实现上述效果，教材使

用数量可与学生数量等同，即已达到全覆盖、全部实现统一使用。 

注意：如使用同一种教材的“上下”2 册，教材使用数量（册）应不高于上课学生

人数的 2 倍；如使用同一种教材的“上中下册”3 册，教材使用数量（册）应不高于上

课人数的 3 倍。 

以上四步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完成教材信息填报。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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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填报教材信息 

1.6 查看已出版教材清单 

点击“已出版教材清单”，将显示本学年投入使用的 99 种马工程重点教材。当填报

教材信息，选择“使用马工程教材”时，系统会自动筛选出相关马工程重点教材，如匹

配不到精确的信息，系统将显示全部教材清单，供用户选择。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26 查看已出版教材清单 

可通过左上方的搜索条件快速搜索想要查看的教材信息。可通过专业类、教材名

称、书号、首席专家/主编/副主编字段搜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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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已出版教材清单 

2.批量处理 

2.1 批量导出 

学校用户可通过批量导出功能，导出列表中的课程教材信息。导出后，可在表单

里对教材信息进行完善或修改。 

具体方法是，点击“批量导出”按钮，导出课程信息。导出后保存在本地磁盘，根

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审核修改，修改后可重新批量导入到系统中。具体如下图所示： 

 

图28 批量导出 

如需下载或查阅上一学年提交数据，先选择上一学年，即可进入到上一学年数据

详情页面，点击“批量导出”即可下载上一年提交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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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9 上一学年数据查看 

2.2 批量导入 

用户通过模板完善教材信息后，点击“批量导入”，选择已填写完毕的文件，上传

数据。上传完毕后，即可在列表中查看导入的信息。具体如下图所示。 

注意：一是导入需要严格按照系统“批量导出”下载的模板才能导入数据。二是系统下载的模

板无法删除或者添加行与列；从非 excel 程序中复制文字到模板中时，粘贴时注意只能粘贴文字，

不能粘贴其他程序的文字格式到模板中，以免该数据在模板中不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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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0 批量导入按钮 

 

3.报告上传 

教育部直属高校须直接上传本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主要内容包括该学年教

材统一使用工作的具体举措、主要成效和下一步计划等，2000 字以内。撰写完成后，经学校领导

审示同意后，盖章扫描。形成 2 个版本，一个是盖章的 PDF 版本，一个是原稿的 Word 版本。其

他高校根据各省级教育部门要求具体实施。 

报告撰写完成后，在首页采集任务列表，点击“上传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工作报告任务”，

即弹出上传页面。 

点击“上传文件”按钮，根据提示分别选择工作报告 Word 版本、盖章的 PDF 版本，点击“确认”

键，即可上传。上传后的报告，用户也可自行下载查看确认。 

如需更换工作报告，需重新打开页面，先删除已上传的工作报告，再按照上传流程、重新上

传新的工作报告。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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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直属高校上传马工程重点教材使用情况工作报告 

 

图32 工作报告上传页面 

注意：当学校数据提交完成或采集任务过期后，工作报告仅可进行本地下载查看，不可进行

其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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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提交 

 

图33 提交确认 

完成所有信息填报任务（教育部直属高校还须上传报告）且没有待审核课程时，

学校用户可点击右上角“提交”按钮提交，在弹出的对话框中点击“确认”，即完成本校

报送工作。此时，系统将把本校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提交至上级部门。如学

校需修改信息，则须联系上级部门退回，方可修改。 

注意：教育部直属高校须上传马工程重点教材统一使用情况报告，否则无法确认提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