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海洋事业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中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交通强国的战略目标，并就此多次做出

重要指示批示，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指出，要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交通强国。航海教育承担着培养航海类专业（航海技术、轮机工程、

船舶电子电气工程）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重要使命，肩负着为海洋强

国、交通强国培养合格建设者的光荣任务。《教育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

进一步提高航海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3 号）要求，各航

海院校要大力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加强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培养；教

育行政部门和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共同建设一批航海类专业点，重点加

强校内外航海教育体系规划和实验实训教学条件建设。 

以满足海洋强国、交通强国建设对航海人才的要求为基本前提，

交通运输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航海技术分委会（简称“教指委”）委

员单位积极探索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学改革。自 2012 年以来，由

教指委主任单位大连海事大学牵头组织，武汉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

学和集美大学等航海院校，华洋海事中心、中远海运船员管理公司等

航运企业参与，构建了“三大类别、四个阶段”的航海类专业工程实

践教育体系，打造了海陆功能兼具、虚实手段结合、校际校企资源共

享、线上线下融合的“四维一体”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平台，建

立了实践教学目标设定、过程实施、过程监督、教学支持改进的航海

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质量监督反馈模式。 

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育体系与平台体现了目标导向的工程实

践教育和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行业发展理念，显著提升了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和沟通交流能力，开拓了学生的国际视野，提高了学生的国

际竞争力。该实践教学模式应用于国内航海类院校的相关专业，引领

我国航海教育发展，并推广到大连海事大学海外校区，以及其他海外

的航海院校。 

与其他学科不同，航海学科是一门具有较强实践操作性的综合性

学科。通过实践教学，学生可以逐步提升对于航海学科的正确认识，

也可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工作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更好地搭建航海知识

体系，提高相应的工作能力。但是，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教学也存在

教学体系不健全、实习实践资源短缺、成本高和缺乏监督反馈机制等

几个共性问题： 

（1）航海类专业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过程中课程设置、实训

安排和教学机制不协调，体系不健全。航海类专业部分理论课程和实

践课程开设顺序不合理，导致学生的学习效果不高；而且，仅有部分

专业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内容，对于未设置实践教学的专业课，学生操

作能力得不到培养；实践教学效果因教学人员的配置及具体人员安排

的不同存在明显差异，实践项目没能有效具体地实施和加以考核。 

（2）航海类专业工程实践资源短缺，区域分布不均，教学实习

船建设和维护成本高，实习资源不足。由于航海设备的特殊性，实验

室的建设和实习船的改造与维护费用都很高，而航海模拟设备的研制

投入大、产出少，同样价格高昂，许多院校没能力负担高昂的实践教

学费用。目前，只有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等几所本科院校拥

有实习船，大量的高职院校没有实习船，航海模拟设备也配备不足。 



（2）航海类专业实船实验、实训存在高风险、高消耗、高排放

等问题，不能满足安全、高效、绿色、低碳的发展要求。实船实习实

训中，出于船舶安全的考虑，学生在船通常以观摩为主，难以实质参

与操作；鲜有机会经历船舶应急局面或突发状况，学生危机情景意识

和应急反应能力的培养不足。另外，实船实习、实训中消耗大量的能

源，产生较高排放量。 

（4）航海类专业学生工程实践教育实施过程衔接不顺畅，缺乏

有效的支持保障和监督反馈机制。对照工程教育认证理念，航海类专

业实践教育仍然存在着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等达成评价欠

缺，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价不能聚焦产出导向，教学质量保障持续改进

机制尚未完全形成等关键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