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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双一流学科建设的时代背景下，各个高校的专业建设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尤其对船舶与海洋工程等

关乎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特色专业更是提出了更高的人才培养要求，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

洋工程设计制造”兴海团队以建立科学高效的人才培养体系为目标，着手研究生所处环境、导师自身素

质及学习培养模式等关键问题开展导学思政探索与实践，通过导师队伍建设、育人模式融合、奖助体系

改革等手段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课程进行教学改革，深入探索专业教学思政元素，将思想政治教育与

船海专业课程融为一体，实现研究生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播的有机融合，高质高效践行全员育人、全程育

人、全方位育人的三全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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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first-class disciplines, the major construction of variou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ushered in new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higher require-
ments for talent training are put forward for th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 majors related to the so-
cialist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uch as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With the goal of establish-
ing a scientific and efficient talent training system, the Xinghai team of Harbin Engineering Uni-
versity has carried out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uidance on key issues 
such as the research environment for postgraduates, the quality of tutors, and the patterns of 
learning and training. The teaching reform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s of ship and ocean en-
gineering is carried out by means of supervisor team construction, education pattern integration, 
award and assistance system innovation and other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professional teaching are deeply explored,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inte-
grated with the curriculums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postgraduate value 
guidance and knowledge dissemination is realized. What’s more, the “three whole” education pat-
tern referring to whole-team educating, whole-process educating and whole-orientation educating 
is fulfilled with high quality and high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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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教育外部看，我们正处在“三个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中国“两个百年”奋斗目标，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着

眼教育本身，高等教育正在掀起一场质量革命。 
《中国制造 2025》将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确定为十大重点领域之一[1]，而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作为

船舶设计、研究、实验等船海领域高素质人才培养的先驱之地，研究对象不单单只是船舶，还包括海上

生产储油平台、水下潜器、海上移动/固定运载器等。如图 1 所示，为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课程蕴含丰富

的思政元素，专业教师理当顺应教育教学现代化与科技化的时代发展大势，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船舶与

海洋工程专业教学，促进学生养成学科责任感与使命感，打破工科不工问题，培养可真正助力我国成为

海洋强国的应用型、创新型技术人才，肩负起深化拓展社会主义新时期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使

命，剖析专业课程中包蕴的思想政治元素，将“润物细无声”式的新型教育理念融入研究生培养过程，

才能真正做到专业课程与导学思政的无缝融合。 
本文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一流学科和“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兴海团队为例，从

目前国内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发展现状出发，着手解决制约专业人才体系向强向上发展的人才队伍

规模小、教育机制不完善、专业建设体系顶层设计孱弱、导学关系未成熟建立等关键问题，阐述导学关

系及新型教育模式对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影响，助力本学科人才培养管理模式的发展，构建集高效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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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性、创新性于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造就可真正投身本学科建设，对推进国家海洋强国、造船强国建

设具有积极作用的高素质人才。 
 

 
Figure 1. Map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of the discipline of ship and ocean engineering 
图 1.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思政元素导图 

2. 船舶与海洋工程类课程融入导学思政的必要性 

2.1.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改革驱动因素 

2.1.1. 政策趋势的必然选择 
“坚持海陆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明确指示。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内容涵盖船舶、海洋平台、水下潜水器、水面浮台等研究对象的设计、性能、结构、建造等

学科，人才培养涉及贯穿船舶全研发周期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一环[2]。 

2.1.2. 研究生培养的必然选择 
在当今“两个一百年”的重要交汇期，高校研究生培养教育的优质高速发展，与为国家培养输送高

层次创新型人才的历史使命密切相关，承担着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培养尖端科技力量的重大责任。作为研

究生培养阶段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导师将伴随研究生发展的整个过程，引导学生的学术方向，并在潜移

默化中影响学生的思想和生活，因此，导师对于研究生的培养方式与最终的研究生教育质量息息相关[3]。
作为师生双向互动中存在的主要社会关系，导学关系以“师承”方式贯穿学业生涯始终。与本科生阶段

相比，研究生具有更为成熟的思想，因此，要做好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除了注重课堂教学的常规

传递载体外，还应注重引导与学习的关系，构建符合新时期研究生特点的“导学思政”模式。 

2.1.3. 思政导学建设的必然选择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高校应将德育放在育人工作前沿，应以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标，推动

建设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积极促进高校教育工作趋向内涵式发展。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传授学生

知识技能，又要帮助他们开阔视野，加强沟通思维能力，引导他们培养爱国情怀，坚定理想信念，提高

人生观价值观，加强道德修养。 

2.2. 将导学思政融入船海专业教学的应用前景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大国，提高海洋资源开发、管理和控制能力，关系经济社会长远发展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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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大局。海洋和陆地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依托海洋开展的一切活动都不可避免要依靠相应的海洋设备

来支撑。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海洋强国建设进程不断推进，综合实力对过去传统的海

洋强国提出了挑战。未来 10~20 年，中国船舶工业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技术的不断进步需要大量的

专业人才。因此，将目光聚焦于培养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人才，是提高中国海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发展

水平的核心要求[4]。 
综上所述，本文阐述的方法将对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高等教育的基础理论构建起到核心作用，能够

推动其学科发展、建设，加快培养出可靠顶用的高质量人才，促使我国船舶与海洋工程相关技术领域向

更广目标、更深层次、更先进技术方面拓展。 

3. 导学思政融入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教学的新模式 

新教学模式改革主要包括导师队伍、育人模式、奖助体系三个方面，分别注重导师、导师与学生、

学生三个层次的影响。 

3.1. 导师队伍建设 

育人是导师的终极目的。新教学模式将目标定位于提高导师素质，建设高质量的导师团队。导师在

研究生培养阶段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奠定研究生专业素质方向的引路人，更是影响其思想政治高度的第

一责任人，应遵循研究生每一个体的教育和培养规律，积极开拓创新性的研究生教育和引导的方法，努

力成为研究生成长和成功关键阶段的指导者和引导者，建立优质良性的导学关系，强化导师对自身教育

责任的认识与理解，积极将育人责任放在工作首位。通过建立以团队为规模的导师制度，以为研究生提

供更宽阔、更奋进、更积极的培养氛围为核心，加快导师团队思想高度革新与育人文化建设。 

3.2. 育人模式融合 

虽然经过 70 年的发展，中国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产业和学校往往是脱钩的。

大学负责书本知识教学，行业接纳学生后再针对性的开展实践技能培训。两者没有达到共生发展，造成

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损失。从人才培养和应用转化效率角度来看，目前的人才培养方案与标准工程教育和

新工科要求的定位不准确，实践能力培养不足。 
虽然各打高校都顺应相关管理部门要求以及用人单位需求在专业教学过程中设置了实践环节，但由

于实践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实践教学效果大打折扣，难以达到预期培养目标。因此，对于要具备更高专

业素质的研究生培养来说，要促进“三全育人”“五育并举”“破五维”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面蜕变，培

养具备全面素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打破常规人才培养体系，养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模式，

则必须建立一个更全面、更直观的、更契合国家实际需求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 

3.3. 奖助体系改革 

完善研究生奖励制度是人才培养全面改革的重要出发点，不仅要表现出奖学的作用，更要表现出助

学的作用。奖助工作不仅要全面覆盖学生的学习和生活费用，更要注重资助工作与育人工作的相互融合。

以研究生为核心对象的奖助体系应更注重开放性、差异性、竞争性与系统性，在资助工作中融入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激励、引导、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健康发展。 

4. 船舶与海洋工程类课程导学思政改革的实施方案 

学术团队是指在某一学科领域开展深度研究的学术工作者为共同探索科学问题、提高专业复合性而

组成的科研队伍。伯顿教授曾将高等教育体系的独特性描述为：“它是一个由生产和传播知识的群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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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学术组织，并以学科和学院为单元来划分的矩阵式工作结构”[5]。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学术团

队正是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面向极地、船海装备、高性能舰船等战略需求，为共同承担科学研

究、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责任，推动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发展，促进教学资源共享，形成知识技能互补

而打造的一支高水平科研力量，该团队的组建以高层次人才为基础，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为依托，以学

科建设为目标，形成了“三圈式”组建方式，即团队由核心层的首席科学家，中坚层的中青年教授，外

围的优秀青年教师共同组成。本文阐述的改革实施方案以该学术团队为例，着手研究生导学思政教学改

革的根本目标及难点问题，从导师团队建设、学生培养的评价体系、学生的奖助体系三方面展开叙述，

具体实施方案如下： 

4.1. 建设高质量导师团队 

导师和研究生不仅仅是在专业科研领域探索过程中的导与学关系，导师的思想水平、自身素质、制

导能力能否满足新的导学模式的要求与导师能否真正承担起育德育人责任密切相关，“三全育人”、“五

育并举”、反“五唯”也给导师和研究生提出了更高要求。研究生导师是否具备过硬的政治素养、精湛

的业务能力、高尚的师德师风是导师岗位选拔基础标准，因此导师岗位应根据类型不同制定不同上岗条

件并实行周期聘任制度与分类选拔制度。实施全员培训、全周期轮岗培训和研究生导师全方位培训。新

的导师培训体系应包括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生常见心理问题与危机识别干预、心理健康咨询、指导经验

交流与分享等培训内容。 
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学术团队专业教师为建立良好的导学关系，提高导学质量，在研究生教学

与培养过程中会针对每个研究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并从学术科研、素质教育和专业教学等方面为其跟踪

定制培养计划：在学术科研指导过程中通过学术讲座、小组会议、科研经验分享交流等方式开展多类型、

多层次的沟通交流，积极了解研究生反馈，并及时更新学生培养方案；在素质教育方面，渗透国家十三

五、十四五规划等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的政策支持，更好认识专业领域与国家发展趋势，培养学生良好

的价值观和全局观，增强蓝色国土意识；在专业教学方面，除了通过课件、板书、多媒体等常规学方式

讲解专业知识外，融入国家船舶与海洋领域支持政策及海洋工程实际案例等，例如：以 2021 年我国首个

1500 米深水自营大气田“深海一号”的正式投产为教学案例，结合工程安装现场音视频宝贵资料，讲解

“深海一号”能源站从设计、建造到安装的建设过程，培养学生肩负起海洋强国战略的使命担和认同感，

导师通过挖掘专业教学过程的思政元素，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以及指导水平，逐步形成顺应新时代

高等教育模式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4.2. 改革研究生培养评价体系 

在学习和培养环节，研究生每天主要与导师及课题组或团队成员接触，大量时间投入在在科研训练

及课题研究，因此导师的言传身教、专业引领，课题组的团队氛围、价值导向将直接影响研究生形成积

极的思想与价值观，因此，全面落实导师团队育德育人工作职责，鼓励课题组、实验室思政文化和团队

文化建设，提高研究生导师与团队推进研究生思政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在科研育人中培养学生军工

精神显得尤为重要。 
要改变目前相对比较单一的评价标准和方法，坚决破除“五唯”，全面评价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质、

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建立综合评价体系，就要真正体现研究生的创新导向、人文关怀和科学精神。明

确导师在教学和科研思政工作中的职责，推进跨学科培养、博士生国际培养、本研贯通培养、以及工程

博士项目招生培养举措，以培养更多站在学科发展前沿、服务于国家社会需求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一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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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建设完善的奖助体系 

相比于本科生，研究生教育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生源结构，包括差异性较大的婚姻状况、社会经历、

政治素养等，他们所面临的婚恋、就业、经济等现实问题相较本科生更为明显，因此，研究生更应明确

自身的求学目的与个人需求，尤其在教育部及高校不断完善质量保障和监督机制的大背景下，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任务更加紧迫和艰巨。而高校作为人才培养载体，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联合工学部和财务

部可以提高研究生奖励制度的整体效果和人文效果。一是表彰取得卓越成果的研究生，树立标杆，发挥

奖助体系的导向性，树立先进典型；二是突出奖助特色，以满足个体不同需求为基础精准资助，指导和

鼓励研究生个性化发展；三是明确责任，深化三助岗位职能，加强研究生实践能力、责任感和创新精神

的培养；四是体现竞争，通过设立“三助”岗位，以竞争上岗的方式培养研究生诚信、感恩、勇于担当

的品质，将研究生培养为对社会有贡献的身心健康的人。 

5. 船舶与海洋工程类专业融入导学思政的研究成果 

5.1. 主要创新之处 

研究生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科研人才的重要手段，不仅导师和研究生的学术科研备受关注，以导学

关系为载体的“导学思政”也受到业界的重视。本次实践依托现有的科研团队，借鉴以往经验，对导学

思政建设方向的布局与发展进行探索和研究，这对于高校教学未来的规划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因此该研究工作对于推动研究生导学思政建设工作、构建导学思政的建设新阵地、为新时代培养更多高

素质的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5.2. 实施效果及推广应用价值 

以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设计制造学术团队为例，在学校“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秉承“德

为先、人为本、学为上”的导学理念，瞄准研究生教育培养的重大需求，将立德树人、培养船海领域专

业人才作为根本任务，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才培养的首要任务，结合学校自身一流学科和优秀导学团

队，通过对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研究，拓展了哈尔滨工程大学的“三海一核”的学科内涵，有效促进

了高质量人才的培养过程，提供了相关学科迈进国际一流的助力，构建了一个高水平的学科平台，指导

的研究生获“全国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入围奖”、“黑龙江省向上向善好青

年”、“省三好学生”等多项省部级荣誉，毕业生就业于多家行业内国家重点单位和高校，为船舶与海

洋工程领域输送培养了一批的高、精、尖专业人才。研究成果可以应用到相关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模式，支持整个“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和学科建设与发展。 

6. 结语 

导学思政是积极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人”教育使命的重要途径，通过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

不断探索，将理论知识教学与思想政治课教学合理结合，着力培养具有高标准思想素质和历史责任感的

新型技术人才，充分发挥其在船舶与海洋工程课程中不可替代的优势，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人才打造

成为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后备力量，真正实现三全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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