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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编者教材编写经历和主要成果

1.1 担任主编编写教材

1.1.1《报关实务》中国电力出版社



2

1.1.2《报关实务》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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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国际结算实务》北京邮电大学出版社

1.1.4.《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同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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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电子商务运营》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



5

截图，书还未拿到）

1.2 担任副主编编写教材

1.2.1.《国际结算（双语）》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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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报关实务》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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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国际贸易理论》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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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国际贸易结算》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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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国际贸易实务》科学出版社 2009.8（ 2014 年 8 月第二版）

2. 编者主要研究成果

2.1.主持的课题

2.1.1 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实训课程整体改革实验研究 2012.04-20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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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基于行动导向的高职院校《报关实务》教学研究与实践黑龙江省教育科学

规划 2013.12-2016.01

2.1.3.高职报关与国际货运专业现代学徒制的实践与研究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
会 2017.03-2018.10

2.2参与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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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黑龙江省基于东部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2016.10- 2018.04 第二 黑龙江省高教学会

2.2.2 高职院校《国际商法》课程实践教学研究 第三 黑龙江省职业教育学会
2012. 04-20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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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职业院校课程标准与职业岗位技能标准对接的研究 第二 黑龙江省职业
教育学会 2011. 04-2013. 07

2.2.4 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实习实训课程改革的实践研究 第四 黑龙江省职
业教育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9.07-2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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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高等职业教育国际贸易专业主干课程主要技能项目训练过程及测评标准
的应用性研究 第二 黑龙江省教育厅 2006.12-20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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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编者职称、职业资格证书

3.1职称证书

3.1.1 副教授职称证书

3.2 职业资格证书

3.2.1 中级金融经济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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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3.2.3 国际商务师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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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报关员职业资格证书

3.2.5 国际贸易实务高等学校骨干教师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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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编者科研获奖

4.1国家级奖励

4.1.1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三等奖

4.2省级奖励

4.2.1 省级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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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省级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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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竞赛获奖



21



22

5. 配套资源

5.1 “新思课堂”学习平台（http://xinsiketang.com/html）
“新思课堂”是在教育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凭借多年来对于优质教材和教学资

源的积累，在国内诸多院校教学改革经验的基础上研发的教育创新型项目。“新

思课堂”包含了数字教材、在线考试、课堂助手三大板块。数字教材将纸质教材

数字化；在线考试系统不仅自带试题，还支持教师个性化上传试题；课堂助手包

含了签到、通知、作业、讨论、抢答、资源等功能。

“新思课堂”集数字教材、在线考试系统和课堂教学工具于一体，立足信息

化教育，助力数字出版和移动教学，更好地促进教学与科技的深层次融合。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一书同步上线“新思课堂”学习平台，配套数字教

材、题库、教学资源。

5.1.1 新思课堂网页链接

5.1.2 数字教材（http://xinsiketang.com/html/student_show/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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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内容展示

5.1.3.1 电脑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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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2 移动端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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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配套教学资料包

本书为一线教师提供教学资料包，内含电子教案、教学案例、教学检测、教

学课件、教学资源推荐、课程标准和课后习题答案等内容。电子教案可作为教师

上课备课的指引；教学案例可作为拓展知识与技能必备手段；教学检测 3套试卷

与解析是对学生学习效果的检测；教学课件方便教师授课展示；教学资源推荐包

括网络资源、阅读资源丰富师生阅读；课程标准明确《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课

程授课规范；课后习题答案是对教材案例分析与实训设计的全面解读。

5.2.1 电子教案

5.2.2 教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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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教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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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教学课件

5.2.5 教学资源推荐

5.2.6 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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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课后习题答案

5.3二维码

教材融合了“互联网+”思维设计，二维码嵌入教材，植入微课资源，学生

扫描二维码即可获得知识点，随时随地学习，增强趣味性、可读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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