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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高校教材科学管理的四项职能
. 厦门大学 王曙敏

教
材管理工作具有计划

、

组织
、

指导
、

调控的职

能
。

只有做好这四方面的工作
,

才谈得上教材

的科学管理
。

本文结合我们厦门大学教材科的实际工

作经验
,

谈谈如何加强这四项职能
。

1
.

加强教材管理的计划职能

教材工作是为教学工作服务的
,

必须走在教学之

前
。

厦门大学教材科近年来都是尽可能早地制定教材

供应计划
。

一方面依靠各系的教学秘书
,

了解各系对

教材的需求状况
。

另一方面
,

对于本校教师自编或选

用校外教材的来源
、

供
“

货
”

情况进行摸底
,

做到对教材

的供与需两方面心中有数
,

拟订出比较准确的计划表
,

避免工作的盲目性和被动性
。

2
.

加强教材管理的组织职能

有了好的计划
,

接下来的工作便是如何有效地实

现这个 11
·

划
。

为解决本校教师自编教材的及时供应问

题
,

教材科加强与编写教材的教师和印刷厂的联 系
,

提早落实教材编写和印刷的完成程度
.

对 于篇幅大一

时难以全部编完的教材
,

我们采取
“

两步到位
”

的办法
,

将已完成的部分先付印
,

交付使用
,

另一部分完成时再及

时交付印刷
。

对于实在赶编不出的 自编教材
,

我们采

取
“

替代
”

的办法
,

即将校外可用的教材或旧的教材根据

实际需要印出前几个章节
,

以解燃眉之急
。

厦门大学从 19 86 年至 199 1 年试行
“

三学期
”

制
,

短学期选修课 多达 1 192 门
,

选修课讲义多达 8 万多册
,

各门选修课选读的学生数差异悬殊
,

还有部分学生想

购买特定的教材但并不想选修相应课程
,

针对这种情

况
,

我们将全部教材集中到教材科
,

逐份编号
,

规定

学生凭选课单购买教材
,

保证每位选课学生人手珊
。

3
.

加强教材管理的信息指导职能

教材管理可以从信息资源管理的角度为教师编写

教材提供指导
。

这种指导职能主要体现在信息咨询作

用上 :

( 1 )教材管理人 员长期与各类教材打交道
,

掌握

了较为全面的有关某一学科的教材出版信息
。

他们熟

知教材出版和发行的现状
,

例如
,

国内有多少种同类

教材
,

有何种新教材正在编写或印刷中
,

某门课的教

材销路如何
,

学生是否喜爱某种教材
。

这种信息对于

教师自编教材起一种信息指导作用
。

(2 )教材管理还可以起一种资料库的作用
。

厦大

教材科近年来汇编了《厦门大学建国以来出版教材(含

译著 )录》和《厦门大学自编讲义录》
。

前者收录 了 19 50

年到 1900 年厦大正式出版的教材 32 9 部; 后者收录了

从 1978 年至 1990 年厦大 自编讲义 538 部
.

这个教材

目标资料库为教材选用
、

自编教材提供了一种咨询作

用
,

这也是一种信息指导作用
.

4
.

加强教材管理的调控职能

教材出版与选用的调控最终要落实到教材资金的

调控
,

这种调控主要具有行政管理的性质和职能
,

但又

不是单纯的行政管理
,

它需要一系列的技术调控为基础
。

厦门大学每年有 500 多种自编讲义在教学中使

用
。

这些讲义从签发付印到发放
,

需要从资金开支方

面进行调控
,

以求达到
“

省钱 多办事
”

的效果
.

针对以

往工作中出现过讲义印刷过多造成积压和存在计划外

滥发讲义的现象
,

在管理方法上
,

我们根据修课人数

严格控制自编讲义的印场咐数
.

具体办法是 : 由各系的

教学秘书开出教材送印单 ; 再由教材科审核该门课程

的修课人数并控制讲义的印刷份数
。

送到校印刷厂的

教材送印单须由教材科加盖教材科核堆章才有效
。

除

了上述从
“

硬件
”

入手控制讲义的印刷份数
,

还须从审

核教材的质量这一
“

软件
”

方面协调各种讲义
、

教科书

的印刷出版工作
。

为了做好
“

软
”

的调控工作
,

厦门大

学于 19 87 年成立了
“

厦门大学教材编审出版委员会
” ,

同时研究生院和各系成立了教材编审领导小组
,

从下

至上形成教材审核工作网络
,

严格把好教材的质量

关
。

厦大教材科则作为校教材编审出版委员会的秘书

单位
,

协助委员会完成教材编审出版的各环节工作
。

调控不是消极地控制教材的出版
,

而应当积极主

动筹集资金
,

促进教材出版
。

近几年
,

我们为了缓解

部分教材无资金而
“

出版难
”

的局面
,

于 199 2 年设立了
“

教材周转金
” ,

向教师提供无息贷款
,

帮助教师解决

无钱出书的困难
,

至今已借出十几万元
,

有19 部教材

借用周转金而获得出版
。

厦门大学教材科积极改善管理工作
,

做出一定成

绩
,

于 199 4 年被评为全国教材管理工作先进集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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