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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对高校海洋科学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目前高校海上实践

课程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果和经验，同时也出现教学体系逐渐落后和教学资源不够均衡的问题。根据新

时期海洋科学人才培养要求和时代发展变化，从利用新教学技术、拓展实践平台、创新教学模式、加强

思政教育和安全教育等方面提出课程建设的建议，为海上实践课程的建设发展以及实践创新型海洋科学

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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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has put forward higher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rine science students in domestic universities. Currently, universities have 
made some progress and experien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time practice courses, but there are 
also weaknesses such as the gradual backwardness of the teaching system and the unbalanced 
teaching resource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marine scienc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the times, suggestions 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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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aspects of using new teaching technologies, expanding practical platforms,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s, strengthe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safety education, etc.,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practice courses. It also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ul-
tivation of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marine scienc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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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目标，在“十九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加

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新要求[1]。随着国家海洋事业不断发展，社会对海洋专业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能

力要求也逐渐提高。海洋科学本质上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实践性是它的一个显著的基本特

点，野外实践和观测是海洋科学的基本要求，因此相当于其他学科，海洋科学专业更加强调实践能力。

自十八大以来，国内高校海洋学科建设正在经历一轮快速发展，在学生海上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也越来

越重视。 
海上实践课程作为海洋科学专业学生培养的重要部分，是学生学习海洋科学知识、培养自主创新意

识、提高实践动手能力的重要途径，其目的是使学生熟练掌握海洋科学调查中各种基础理论、方法与工

具，并能够灵活运用，进而科学分析和有效解决在认识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过程中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但是目前部分高校在海上实践教育方面还存在不足，例如教学手段比较单一、教学内容未能及时

与科学前沿接轨、师资力量比较薄弱、对思想素质教育不够重视等。因此高校还需要不断进行课程改革，

创新培养方式，从实际需要出发不断推进海洋专业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本文通过对目前高校海上

实践课程现状和薄弱部分进行分析，从不同方面提出课程建设的相关建议，为高校海上实践课程创新与

改革提供借鉴和参考。 

2. 我国高校海上实践课程的现状 

2.1. 海上实践课的重要性 

海洋学科的研究发展离不开长期观测和数据积累，无论是采样分析还是数值模型建立，都需要结合

现场观测和实验数据，这就要求科研人员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还需要较强的实践动手

能力，因此，实践能力培养应贯穿于海洋专业学生培养的全过程，这也是设置海上实践课程的目的和必

要性。 
在常规的认识中，教育的主要方式就是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对实际动手能力的锻炼不够重视，这也

是部分学生参加工作后出现“眼高手低”现象的重要原因[2]。对于很多研究性学科学生的培养，在理论

课程的基础上开设实验实践课程，就基本满足学生的培养目标，能够有效连接学习和工作。而海洋科学

专业未来工作的重要内容就包括海上作业，比如现场采样、走航观测、原位观测等等，这些工作必须在

海上完成，因此学生培养阶段就应该包括这部分内容。另一方面，海洋科学作为一门观测性学科，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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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才能够获得第一手也是最直观的海洋认知，能够加深对海洋变化和过程的认识，更好地进行海洋研究

工作。因此海洋科学专业不但需要理论课程和实验课程，海上实践课程也是必不可少的，而且适当且充

分的海上实践教育有助于培养学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综合素质[3]，从而使学生在未来更好地投入到认

识海洋、开发海洋的事业中。 

2.2. 海上实践课程的发展状况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高校海洋院系的增设，海上实践课程也广泛开设起来。2010 年之前国内开设海洋科

学本科专业的院校仅 20 所，在 2010~2020 年十年间增加了 14 所，增幅高达 70%，而且呈现出加速增长的

趋势(图 1)。这些高校在海上实践课程建设中也探索出不同的培养模式和特色。例如，天津大学开设了《海

洋观测综合实践》课，课程包含海洋认知、海洋地形测量、水文观测等内容，以及技术设计、海上外业测

量、内业数据处理等环节，提升学生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知识、解决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4]；中国海洋大学

自 2014 年起面向非涉海专业学生开设海洋认知教育主题的海上实践课，提高他们对海洋的认识和兴趣，实

现全部专业本科生均有出海实践经历[5]；中山大学每年暑期开设认识实习、专业实习、综合实习等野外实

践课程，实验实践类课时占比达到 40%以上[6]。上海交通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高校的海

洋科学专业都将海上实践课程作为本科生必修课程之一，并组织开展了相应的海上实践课程。 
 

 
Figure 1. Number of universities offering marine science undergraduates in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Hebei University was approved the establishment of marine science undergraduate majors in 2002, but cancelled in 2011) 
图 1. 国内开设海洋科学本科院校数量(不包括港澳台地区；河北大学 2002 年批准开设海洋科学本科专业，2011 年撤销) 
 

在硬件条件上，目前全国有实习科考船 7 艘，另外可承担教学任务的综合调查船也有多艘，如中国

海洋大学的“东方红 3”号、厦门大学的“嘉庚”号等[7]，有效增加了学生参加海上实践的机会；中国

地质大学、中山大学、上海海洋大学等院校还建设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通过室内海洋调查仪器训

练，让学生可以提前学习使用海洋观测设备，用海洋环境模拟演示等方式展开海洋科学相关实验，让学

生在陆上获得直观的实验体验，还可以实现真实实验不具备或难以完成的教学功能，丰富了海洋实践课

程的培养手段。 

2.3. 海上实践课程的主要问题 

由于办学经验的缺乏，或是相关师资力量不足，部分院校的海上实践课程目前依然存在薄弱环节，

难以达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想效果，阻碍了海洋学科人才素质教育和创新能力的培养[8]。具体存在

的主要问题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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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海洋专业教学资源不够充足。海洋专业学生的培养需要学生实际参加海上实践以取得更好的学习

效果，对院校硬件条件和组织能力要求较高。首先海上实践需要使用专业的科考船，而科考船承担了大

量科考任务，可以用于学生实践课程的时间相对较少。此外海洋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研究手段多样、

研究内容广泛的学科，涵盖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技术、遥感等多个方向，各个方向所需仪器设备

种类繁多，因此实践课程建设成本较高，所以高校教学资源不足时实践教学部分不得不“由实向虚”或

者弱化实践环节[9]。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海南热带海洋学院等院校开设海洋科学专业时间还不长，前期

学生数量少时，海上实践课程只能依托科研项目航次或者小型渔船，不能有效把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过程，对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不够全面。 
2) 开展海上实践课程的师资和人员保障能力不足。海上实践课程教师与其他课程相比，除了同样要

求专业能力外，还需要有海上科研经历，才能对学生进行针对性的指导，从而达到较好的实践教学效果。

海上实践相对风险较高，师生人身安全需要充分保障，实验课程用到的多种仪器也需要专业人员指导，

所以师资力量不足的院校只能选择弱化部分甚至整个海上实践过程。如汕头大学、河北农业大学等院校

并未将实践课程纳入海洋科学专业学生培养的核心课程，少量参观实习活动并不能达到很好的锻炼学生

实践能力的效果。 
3) 部分海上实践课程教学体系陈旧，落后于时代变化和科学发展。从教学内容来看，部分海洋院校

学科建设较早，当时培养条件还不够完善，但是课程内容并没有继续发展完善，没有增加科学发展变化

下新成果和新方法相关的内容，与实际科研和工作所要求的能力脱节所教授的内容，已经不适用于实际

科研工作。从考核方式上，不同于理论课程的考试，实践教学缺乏科学的考核标准，容易出现僵硬或者

随意的考核机制。在教学设计中，只突出对专业知识的讲授，对学生思维观念的引导和心理素质的培养

不够重视。尤其是思政教育本身就是近些年来才逐渐被重视，所以部分学校还没有来得及将思政教育融

入课程中，而目前普遍认识到思政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建设的重要依托，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举措。 

3. 海上实践课程建设的建议 

海上实践课程在新时代有了新的发展要求和发展条件，课程建设应该结合国内外海洋专业建设经验，

以能力培养和未来需要为目标导向，创新方法、开拓思路，通过利用新技术丰富教学方式、加强合作优

化办学资源、重视学生思想素质教育等途径，积极探索海上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发展方向，创新海洋人才

培养模式，进一步提升高校海洋人才培养质量。 

3.1. 利用实践教学新技术 

仿真模拟技术的应用丰富了海上实践课程的教学手段，海上科考技术的快速发展也要求实践课程不

断更新完善，实现课程与实践的紧密衔接。 
中国海洋大学建立了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覆盖物理模型实验、数值模型实验和现场观测

三个方面的教学体系，从不同侧面对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训练[10]。中山大学海洋科学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坚持“能实不虚，虚实结合”的宗旨，将虚拟仿真技术与数值模拟技术相融合，基于

获取的大量野外实地观测和真实性检验数据，开发多个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引导学生在数字环境下

深入学习与探索科学研究的全过程，增强了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动手与科学研究能力[11]。 
江苏海洋大学的海洋实践教学平台建设了室内观测水池，可以按照理论设想和预定方案快速模拟海

洋中的各种自然现象，让学生直观感受海洋变化，提高了理论知识的直观性和交互性[12]。科研前沿高端

设备也可以通过系统模拟和室内实物演示的方式模拟海上作业，提供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学习和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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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且不受天气、气候等影响。经过室内的实践训练，学生可以在海上实践课程中更快适应环境和掌握

技能，有效提高实训水平，增强培养学生学习、实践及创新能力的效果。 
虚拟仿真系统和室内实践平台能够根据专业需要，结合高质量人才培养要求，针对性地开展海洋学

科相关模拟演示和实践操作，能够让学生直观感受海洋环境，学习海上实践相关知识和技能，可以有效

提高海上实践课程的教学效果。 

3.2. 拓展海上实践新平台 

基于科考船开展现场观测，获得第一手的环境样品和观测数据，是推动海洋科学进步的原始动力和

先决条件。目前中国高校拥有的实习科考船和多功能科考船数量已不少，近些年新科考船建造仍在持续

增加中，仅 2010~2019 年十年间就新建了 37 艘[7]。但同时也要注意到，以科考船为代表的教学资源在

各个地区和院校的分配并不够均衡。为了加快建设海上实践平台，很多院校探索出一些合作经验。 
天津大学分别与交通运输部和国家海洋技术中心合作共建实习船“海巡 1505”和“褚岛海洋观测场”，

结合学校海洋测绘、海洋工程勘察方向的全套观测设备，为培养复合型卓越海洋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4]。
厦门大学联合中国海洋大学、浙江海洋大学等高校启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人才培养基金“野外实

践能力提高项目”，以浙江海洋大学“浙海科 1 号”和“浙渔科 2 号”为载体，建成了我国首个海洋科

学野外实践基地，形成多学科交叉和综合调查实践相结合的野外实践教学体系[13]，该体系已获得了大量

原始数据并发表多篇论文和专利，多角度全方位强化了学生野外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该基地在拥有由

专任教师和教学辅助技术人员组成的实践教学队伍的基础上，通过面向国内涉海高校开放，培养了多名

其他高校的教师担任海上课程指导，增强了其他院校海洋专业的师资力量[13]。上海交通大学与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依托海洋学院合作共建极地生态保护研究所(筹)，并于 2022 年在“雪龙号”极地科考船成功开

展海上实践课程，利用极地中心科考平台优势，集合双方优势科教力量，通过六个学科方向的学习实践

让学生们了解海上科考的全过程，极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14]。 
高校通过院校、校企等平台合作，可以优化学生培养资源，丰富实践培养体系，特别是对于新开设

海洋科学专业或尚未具备独立开展海上实践条件的院校，可以优先考虑通过强强联合，优化资源整合，

探索校际联合的模式开展海上实践课程。同时各院校还可以鼓励学生参加国内外科考航次，在实际科研

环境中锻炼综合素质。 

3.3. 发展实践课程新模式 

课程内容建设上需要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根据海上实践课程实践性强、多学科

交叉、教学环境特殊的特点，精心设计教学内容，严格考核，实现高质量海洋学科人才培养目的。 
1) 在课程体系上，需要严格管理理论和实验先修课程。多所学校都提出“宽口径、厚基础”的原则

[15]，要求学生先修读基础理论课、专业课和实验课，掌握生物、化学、地质等方向的基础专业知识和实

验能力，理论学习与实验课程协同进步，由此建立海洋科学的基本专业素养，然后再登船进行海上实践

学习。 
2) 在课程设计上，需要遵循科学性、严谨性、规范性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选取或编写科学实用的

教材，如中国海洋大学资助编写的《“东方红 2”船海上实践教学指导》，介绍了海洋调查基本知识以

及各种传统调查手段和仪器，对学生参加海上实践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性[16]。在实验设计、现场观测、

样品分析、数据讨论、撰写报告等整个实践环节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科研态度和科研思维。将实验

教学与海上调查相结合，让学生接受系统、科学、贴合实际的海洋学科训练，从而为未来从事海洋相关

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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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课程内容上，需要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海上实践课程并非单纯把陆上实验在海上的简

单重复，除了开设必要的验证性实验项目外，还要设计创新性和综合性的实验项目，着眼学科发展前沿，

融入新的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成果，实现基础与前沿、经典与现代的结合，开发和凝练出内容新颖、方

法灵活、构思巧妙、技术先进的创新性实验教学选题，以科研带动实验教学的发展，切实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创新能力[13]，实现“课堂–实践–科研”的贯通，有效衔接课堂学习和未来的科研实践。 
4) 在课程考核上，需要严格把关。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指标，充分考核学生专业能力和综合素

质。除专业知识和实验操作能力，还需要对学生的抗压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自主创新意识等方面进行

综合考核，引导培养学生成为综合素质过硬的复合型海洋科学人才。 

3.4. 引入海上实践新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

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教育部也特别出台《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

设指导纲要》[17]，对开展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给出了指导意见。海上实践课程的设计和开展中，也要注

重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引导学生学会科学的思维方法、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而落实立德树人的根

本任务。 
1) 提高教师德育意识和德育能力。课程思政不能流于形式，为了“思政”而“思政”，也不仅限于

这一门课程，而是要将“育人”放在心上，从负责任的角度出发，充分发挥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发挥融入式、嵌入式、渗入式的立德树人协同效应[18]。学校可以在教师培训中加入思政内容，经常性组

织开展经验交流、现场教学观摩活动，指导教师掌握课程思政的方式方法，提高教师的课程思政能力建

设。学校还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考核和激励制度，开放研究课题，促进课程思政的贯彻和发展。 
2) 寻找合适的切入点。海上实践课程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很多和“生态文明

建设”、“家国情怀”、“实践创新”等相契合的思政元素，都可以结合课程的内容、形式和环境的特

点，在各个环节中有机地融入到教学中去。例如，指导学生在海上处理废弃物的方式时，唤起他们保护

海洋环境的意识；通过分组实践和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在海上风浪

颠簸、远离陆地的环境中培养学生的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精神；结合海洋学科发展历史介绍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引导学生树立海洋主权意识、海洋安全意识和海洋战略意识[19]等等。使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相

辅相成、相得益彰。 
3) 优化教育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好的思想政治工作应该像盐，但不能光吃盐，最好的方式

是将盐溶解到各种食物中自然而然吸收。”教师首先需要提高自身素质，政治要强、用情要深、思维要

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人格要正，在专业水平、人文素养等方面给学生树立榜样[18]，在创新实践、

研究探索等方面给学生提供指引，与学生共同参与、平等对话，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地影响

学生。 
海上实践课程要发挥课程思政贯穿始终、润物无声、落地生根的效果，让学生“学有所思，学为所

用，学以强国”，在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提高自身修养和培养家国情怀，未来成为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海洋强国的优秀人才。 

3.5. 严格海上实践安全管理 

安全性是海上实践的第一要务，是课程的最基本要求，是开展一切活动的前提。海上实践课程结

合实验室和海上作业的特征，人员不仅要遵守实验室规范，还要考虑科考船和海上环境的影响。对于

海上实践中的安全问题，科考船和院校一般均有相应的规定条例和实践规范[20]，其中主要注意事项有

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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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修海上实践课程的学生大多数没有海上工作和生活的经历，在科考船起航前，应该召开全船安

全动员会，通过讲座、观看录像等方式介绍海上注意事项，并开展至少一次消防救生演习，提高大家的

安全意识和自救能力。 
2) 对于室内实验室的安全管理，高等院校一般都有比较成熟的经验和制度可以参考借鉴，重点关注

实验设备、化学品、水电等关键环节的安全管理。尤其要考虑到科考船的空间和环境特殊性，针对性地

调整管理方式。比如对于实验设备，上船后需要仔细固定以免晃动造成损坏或影响精度；海上空气湿度

大、腐蚀性强，需要注意防水防潮；船上电力系统电压可能不稳定，精密仪器最好自备不间断电源等等。 
3) 物理海洋观测、沉积物取样和生物拖网等甲板作业相对风险较大，需要根据实际天气状况由驾驶

台、首席科学家等经验丰富人员共同制定作业计划和应急预案。在作业过程中甲板人员要与驾驶台保持

联系，若发生紧急情况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科考船和实验室还要做好安全监督，要求甲板作业必须穿戴

好救生衣、防滑工作鞋和安全帽等防护用具，严格按照规范进行设备操作。 
海上实践的安全问题需要科考船、教师和学生的共同重视、密切配合、认真负责，在整个课程中时

刻保持警惕，方能安全、高效地完成实践和科考任务。 

4. 结语 

2022 年是“十四五”规划“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攻坚之年，海洋科学在国内的发展正如火如

荼，涉海专业院校可以结合自身的定位和特色，借鉴国内外海洋学科培养经验，设计创新、科学、有效

的海上实践课程教学模式，通过充分利用各种教学资源和技术、创新教学方式方法、加强思想引领，以

培养学生成为具有扎实海洋科学理论知识、较强海上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新时代优秀海洋人才为目标，

帮助学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同时推动我国海洋科学事业的发展，尽快实现“建设海洋强国”的宏伟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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