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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specialty construction, and analyzes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and Marine engi-
neering education system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d the demand of new economy and 
new industry. Combining with Jiangsu ocean university, which mainly serves the loc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aking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major” as the re-
search and pilot obje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applied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talents with deep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multi-dimensional coordination 
and effective adaptation, including concept guide, teacher construc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
ent training and other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content. With the concept renewal as 
the guide,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new ideas of multi-disciplinary teachers’ construction and dis-
cipline constru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a 
new syste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marine engineering talents in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serve the needs of local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
struction of multi-disciplinary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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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现有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建设现状与趋势，分析研究新时代新工业形式下，地方高校船舶与海洋工

程教育体系与新经济新产业需求的发展难以匹配现状。结合江苏海洋大学主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为研究和试点对象，探索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多元协同、有效适应的应用

型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包括：观念先导、师资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专业内涵建设内

容。以观念更新为先导，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师资建设、学科建设新思路。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角度

出发，探索地方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的新体系。从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探索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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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现状与趋势 

随着当前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不断进步，学科专业发展不仅高度分化而且高度融合，形成学科交

叉、融合、汇聚和学科分化共同并行发展。学科交叉与融合，乃至重构变成“常态”，科技发展、范式

变迁、认识拓展、知识累积等因素均对学科交叉融合发生影响和作用，社会的需求是推动学科发展与进

步的主要源动力。当前，学科互涉、学科交叉、跨学科研究、交叉学科建构等学科融合的重要性在高等

教育界已达成共识[1] [2] [3]。因此聚焦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探索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多元协同、有效适应的应用型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

养模式具有实际意义[4] [5] [6]。 
预计在未来几年，在“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基础上，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必然会做出更多有意义的

探索和实践，以打破“学科壁垒”，“宽化工程人才”的知识体系、消除专业藩篱，拓展工程人才的大

工程观、校企协同，畅通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人才的市场匹配。庞大体量的地方高校在“新工科”建设

背景中如何定位，如何把握“地方属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培养工程技术应用型人才，如

何面向产业新形势开展技术研发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地方高校转型都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专业内涵建设 

专业内涵建设包括：观念先导、师资建设、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内容。如图 1 所示。以课程体系

建设为基础，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重点，以专业师资队伍建设为依托，实践资源共享体制

和运行机制为保障，统筹规划、整体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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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Professional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ystem 
图 1. 专业内涵建设体系 

 
新时期，专业建设应与时俱进，树立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观念、新工科观念、工程教育认证“以学生

为中心、以成果为导向”等观念。地方高校的专业建设要紧紧围绕地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不断加

大调整和发展力度。学科建设包含三要素：一是构成科学学术体系的各个分支，二是在一定研究领域生

成的专门知识，三是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专门的人员队伍和设施。长期以来，往往会混淆学科和专

业的概念，专业通常被等同于二级学科。在此观念下，高校中必然出现三种表现，第一种是学科之间各

自独立分割，资源不能共享的现象。而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则是过于专门化，知识面窄。第三种是在

科研方面，研究方向狭窄、整体效益低下等。所以有些名牌大学采取了或精减、或合并专业的举措，并

强化大学科、学科群的意识。 
新时代新要求，专业师资队伍建设要从以下五方面着手。第一，确保教师数量满足教学需要，师资

结构合理，在实践教学中应有企业专家、行业专家作为兼职教师。第二，专业教师的教学水平、专业能

力、工程经验、沟通能力、职业发展能力等足备，此外，还需要能够开展工程实际问题研究、参与国内

外学术交流。第三，保障本科教学和学生指导，教师要有足够时间、精力投入其中，并积极开展教学研

究和改革。第四，专业教师既要为学生提供学业中的咨询、指导、答疑，还要对学生的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从业教育方面有足够的引导。第五，专业教师首先要明确自身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责任，进而

不断改进工作作风和提高能力水平。 
人才培养是专业建设的重点。人才培养模式包含“培养目标和规格，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

的整个教育过程，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和评估制度，以及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

和手段”四层含义。江苏海洋大学坚持以人才培养为中心，努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上手快、后劲

足、具有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适应地方经济发展和基层工作需要的应用型人才。机械与

海洋工程学院不断探索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多元协同、有效适应的应用型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模

式。一方面，加强传统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参照工程教育认证要求，不断修订培养方案，

打通机械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电子工程、计算机工程大类的选修课，并加大实践比例，提高学生上

手快、后劲足的能力。另一方面，开展江苏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4 + 0”试点项目，与江苏海事职

业技术学院联合，开办“4 + 0”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班，2019 年已招收第一届学生，积极探索以成果为

导向、培养适应地方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第三，积极申报与乌克兰船舶大学合作办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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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探索中外合作办学的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3.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建设探索 

3.1. 新时代新工业形式下，地方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教育体系与新经济新产业需求的 
发展部分不适应现状 

新工业时代的特点对高等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包含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工程实践

动手能力、创新创业能力、自主学习能力，以及人文素养、社会责任素质等。同时，高校船舶与海洋工

程教育与新经济时代不相适应的矛盾日渐凸显，特别是主要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省属应用型本科

院校现有船舶与海洋工程教育体系在新经济时代面向产业的开放性与融入性、适应度、支撑度等方面的

不适性更为突出。所以，需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开展研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一方面是学校发

展定位与内涵发展与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及产业发展需求适应性；另一方面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体

系与产业发展的适应性；第三，校企互动机制与新工业背景下的人才培养与协同创新需求的适应性；第

四，建立信息融通、资源共享、合作双赢、协同发展的机制；第五，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发展、学科建

设、科研活动有效对接产业需求的程度，并且反哺到人才培养的效果；第六，人才培养机制能否有效支

撑新工科下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和学校治理体系能否适应工程人才的培养需要等。 
专业在高校的教学和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制定科学的专业建设规划不仅十分重要，而且十分紧迫。

制定专业建设规划应以专业背景分析为基础，从专业培养目标的确立，学科、课程、教材的设置，以及

教学计划、师资队伍配备和实验实习基地的装备等方面，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教师是实现高校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的重要资源。学科建设是内涵式发展战略的基石和平台。如何以学

科建设为龙头，以专业建设为依托，以课程建设为基础，统筹规划、整体推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3.2. 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视角，探索地方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培养新体系 

当前，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实践主要包含四种模式：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学科融合和创新创业融合，

其中学科融合为保证，产教融合为龙头，驱动力为创新创业融合，催化剂为科教融合[7]。多学科交叉融

合、“产科学创”四位一体协同工程人才培养体系如图 2 所示。 
产教融合的内涵是在建立产业和高校之间的信息分享、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产业发展需求的契合适

应、校企深度合作、协同育人三种机制的基础上，达成基于信息融通、资源共享的产业和高校协同育人

及创新体系。科教融合是通过科研与教师的“教”的融合、科研与学生的“学”的结合来实现教师对工

程人才培养的有效支撑。双创融合通过建立产业预备阶段师生共建的创新创业孵化平台，产业融入过程

校企共建的创新创业协同中心，产业转化之后师生为主体法人的创业运营项目等载体来支撑创新创业人

才的培养。学科融合通过面向产业需求确定人才培养目标，基于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多学科对专业的支撑，

辅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整合多学科的人力物力资源，构建跨学科的团队和平台。 
体制问题一直成为阻碍学科交叉融合的障碍之一。为适应新经济、新产业对人才的全新要求，需要

弥补现有人才培养的不足，通过体制与机制创新，构建高度开放、高度交叉融合，多维协同的高等船舶

与海洋工程教育新体系。而如何根据地方高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培养应用型工程技术人才的定位来实

施多学科交叉融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 

3.3. 从服务地方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出发，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船舶与海洋工程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 

实施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中国需要高水平大学，高校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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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跨越式发展。“学科建设”是高校发展的基础，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是高层次人才培养。随着新产业

时代的到来，海洋工程类企业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需求增大的同时，也对船舶与海洋工程人才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Figure 2. Multi-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dustry-science innovation” in 
one collaborative engineering talent training system 
图 2. 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科学创”四位一体协同工程人才培养体系 

 
地方高校要大力支持地方产业的结构调整、转型升级、以及企业技术进步等发展形势，就需要基于

自身的优势、特点，培养适应新产业、新经济的应用型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人才，结合“新工科”理念，

探索和实践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观念，构建课程交叉、主辅相宜、项目为纽带、竞赛为载体、文

理渗透的人才培养新体系。一方面提升选修课地位，制定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树立学科与专

业一体化的思想，进一步明确人才培养目标，构建多学科渗透、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健全

规范的专业人才培养的目标体系。此外，实现学科交叉，合理优化选修课程。另一方面，建立学科交叉

课程教学体系。通过“课程群”整合课程，基于学科交叉融合合理整合课程教学内容，建立综合性交叉

课程教学体系，突出课程体系中实践教学环节地位，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以科

研项目为桥梁，构建推进跨学科研究、打破院系界限与学科壁垒的重要载体的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

的平台。通过校企产学研合作、跨学科和专业合作等途径，优化、嫁接、拓宽优质工程教育资源，强化

学科交叉融合、协同创新平台。第四，以学科竞赛为载体，提升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学科知识竞赛、创

新创业大赛、技能竞赛等赛事是大学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载体，也是高校衡量学生创新能力、社会评价

高校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学科建设与学科竞赛日渐相辅相成、互助提高。目前，海洋工程类的学

科竞赛大部分包含船舶、机械、材料、自动化、计算机、电子、人文等多学科知识，对培养多学科交叉

融合创新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第五，注重文理渗透，培养综合型创新人才。逻辑推理和抽象思维

与直觉感受和形象思维的交融，是科学创造不可或缺的两只翅膀。要想培养创新型人才，就必须促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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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融、协调发展。 

4. 结论 

基于应用型本科院校主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特点，结合培养“适应新经济形式及新产业态势”的

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的要求，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出发，开展“产科学创”四位一

体协同工程人才培养体系、课程体系重构，以及多学科共享实践平台的体制机制的研究，对于地方高校

在新工科建设背景下，如何找准定位，聚焦地方产业当前及未来发展所需求的学科专业建设具有借鉴意

义和应用推广价值。一方面，有益于探索和实践多学科交叉融合、“产科学创”四位一体协同船舶与海

洋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有益于基于多学科交叉融合的船舶与海洋工程课程体系重构的

思考研究；第三，有益于校内外实践资源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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