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航海类专业实践教育体系和平台的建设主要针对实践教育体系、

实践教育资源以及实践教育质量保障机制等三个方面进行。 

（1）“三大类别、四个阶段”的实践教育体系 

为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航海类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既需要考虑实

践教学整体架构，也需要满足和适应智能航海的发展需求。基于国际

海事组织的 STCW 公约要求，以航海科学理论课程为抓手，充分考虑

船舶智能化、数字化发展对现阶段航海类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影响，优化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大纲、船上培训计划，形成了航海类

专业实践教学知识体系，构建了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体系，如图

1 所示。 

 

图 1 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体系 

依据行业需求和航海类专业特点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将课程中的

知识点重新组合、模块化后均衡地分配到每个教学项目中。根据实践

教学内容和目标的不同，将实践项目分为模拟器训练、陆地实验室实



践和海上实习训练等“三大实践类别”。综合考虑课程开设顺序、教

学时数、学周安排和教学内容，制定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计划，将航

海类专业实践教育分为船舶认识实习、实验室分项训练、驾驶台模拟

器综合训练和企业实船实践等“四个实践教育阶段”。 

（2）“四维一体”的航海类专业实践教育平台 

基于新工科、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等理念，推进产学研融合模式，

整合陆地与船舶、实体与虚拟、校际与校企、线上与线下的实践教育

资源，建立多理念融合的“四维一体”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平台，

如图 2 所示。 

 

图 2 “四维一体”的航海类专业实践教育平台 

①搭建海陆功能兼具的实践训练平台。基于陆上机舱、工程实训、

水上训练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资源开展分项训练，基于教学实

习船开展实船操纵，提供真实生产场景的实操教育平台。 



②搭建船舶运动仿真模拟器实体平台。依托“多本船功能完备的

航海模拟系统及其开发平台”等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技术开发

船舶运动仿真模拟器，组建海运工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将行业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工程实践教学。 

③搭建校际校企联合的实践教育平台。依托教指委牵头组织国内

航海院校、知名航运公司组建校际共享、校企联合的“实习船共享联

盟”，会同华洋海事中心、北京鑫裕盛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等知名航运

企业设立校企深度融合“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引入企业师资，创

立产学研融合的卓越航海人才培养新平台。 

④搭建线上与线下融合的实践教育平台。依托国家级一流课程

“船舶航行监控虚拟仿真实验”等线上虚拟仿真训练资源，搭建开放

式线上虚拟实验教育平台，实现实验前的理论学习、实验过程的智能

指导、实验教学效果评估等功能，融合线下的实体教学资源，打造航

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学的新平台。 

（3）实践教学实施、监督及反馈的质量管理模式 

国际公约、规则或相关条例的颁布和实施，对航海教育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特别是对于船员应具备的综合素质和操作技能提出了更高

的质量标准，而加强实践教育质量管理机制建设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

要保证。对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基于 PDCA 的循环改进原则建

立了航海类专业实践教学实施、监督及反馈的质量管理模式，如图 3

所示。 



 

图 3 实践教学的实施、监督及保障的质量管理模式 

以技术发展和行业需求等要素为导向，对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优化

改进，对毕业要求进行持续性改进，并在此基础上对教学课程体系、

教学实施、教学评价进行优化设计，助力学生学习目标的达成。实践

教学实施过程注重对学生学习成果达成进行精准聚焦，依据工程实践

教学资源有效衔接。监督检查从过程和结果两方面提供保障，依托企

业反馈、技能竞赛、质量管理体系等建立持续改进机制，不断地推动

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学质量的改进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