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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略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海洋工程人才，本文基于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

建设，从路径设计与实施办法出发，提出三方面经验：立足海洋强国、服务地方经济，激发学生家国情

怀、责任担当。结合专业课程体系特点，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科学思维、工匠精神。基于一流应用复合型

人才培养，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求实、客观创新的工作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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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naging, developing, and protecting the ocean requires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marine 
engineering talents.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ve education courses, starting from path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methods, three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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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cts of experience are proposed: based on maritime power, serving the local economy, and in-
spiring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responsibilit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guide students to firmly establish scientific thinking and craftsmanship spirit. 
Based on the cultivation of first-class applied composite talents, strengthen practical skills, and 
guide students to establish a rigorous, realistic, objective and innovative work sty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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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谈及海洋强国建设，重视海洋事业发展[1]。党的十九

大报告指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同时提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中国制造 2025》中也明确

提出加快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经略海洋、开发海洋必须装

备先行，建设海洋工程装备离不开高质量海洋工程人才，培养高质量的海洋工程人才是涉海高校的责任

和使命。夯实课程思政内涵，创建激励及保障机制[2] [3] [4]，为党和国家培养既具有海洋工程类专业能

力和国际视野、又具有家国情怀和时代责任感的国际化高层次人才，十分重要，也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2. 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现状 

当前，国际人才竞争激烈、价值观多元渗透，在此现状情况下，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及课

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更要保证质量。如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如何讲好、讲活中国故事，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是中外合作办学人才培养的方向问题。 
西交利物浦大学经过十几年的探索，学校加强教师、教材、教法“三教”建设，打造有高度、有深

度、有广度、有温度的思政“金课”，已经探索出中外合作办学思政教育的“西浦答案”[5]。成都理工

大学管理科学学院建立了中外合作办学的“新商科课程大思政新媒体三重融合”国际人才培养体系[6]。 
江苏海洋大学马卡洛夫海洋工程学院是 2021 年 5 月获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中外合

作本科专业是“4 + 0”模式，学生四年均在国内完成学业，人才培养方案中 17 门核心专业课是外方教师

全英文授课，所有乌方课程实施“1 + 1”教学模式。即每门乌方课程由乌方选派 1 名主讲教师，中方配

备 1 名助课教师，共同完成乌方课程的教学工作。江苏海洋大学马卡洛夫海洋工程学院自招生之日开始

至今，一直在不断思考和实践中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 

3. 路径设计与实施办法 

3.1. 立足海洋强国、服务地方经济，激发学生家国情怀、责任担当 

江苏海洋大学坚持“扎根淮海，面向黄海，辐射沿海，走向深海”的服务面向，以服务地方主导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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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为基础，积极融入“数字海洋–透明海洋–智慧海洋”建设。积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

础好、素质高、能力强，具有海洋意识、创新精神、家国情怀的复合应用型人才。结合海洋强国战略和

江苏省海洋强省战略，以及江苏海洋大学所在地连云港市作为江苏“一带一路”战略支点、新亚欧大陆

桥东方桥头堡，《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所确定的“一核九带”的空间格局中，处于重点规划布局

的“沿海发展带”和“沿东陇海发展带”，是长三角区域发展的重点区域。江苏海洋大学是连云港市唯

一的本科高等学校，专业设置与国家需要、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及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才需求相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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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海

洋大学马卡洛夫海洋工程学院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为建设海洋强国海洋工程制造业培养急需人才。

一方面，利用新生入学教育、结合团日活动、大学生理论学习、结合党史学专业、结合专业学党史等形

式，激发学生家国情怀、责任担当。另一方面，采用人才培养方案解读的形式，围绕海洋强国、服务地

方经济，引导学生从海洋通识教育、素质拓展、公共选修模块入手，引导学生了解海洋强国背景下，中

外合作办学的专业建设定位、人才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系等内容，进一步激发学生强国有我、

奋斗青春的爱国热情与使命担当。 

3.2. 结合专业课程体系特点，引导学生牢固树立科学思维、工匠精神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工作规范，进一步明确中方教师教学工作职责，江苏海洋大学马卡洛夫

海洋工程学院特制定了《“1 + 1”教学模式管理办法(试行)》，所有乌方课程实施“1 + 1”教学模式。

即每门乌方课程由乌方选派 1 名主讲教师，中方配备 1 名助课教师，共同完成乌方课程的教学工作。 
从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性、科学性和特色化着眼，从高质量人才培养着手，从理念、原则、路径、

方法、内容、评价等各个环节要素着力，建立一整套教育教学体系：符合专业育人特点，符合认知科学

要求，使教师理念认同和能力胜任，使学生真正入耳入脑入心，使思政工作落地见效。引导学生逐步树

立科学思维、工程伦理、创新精神、大国工匠，自然融入课程思政元素。课程思政建设，教师是关键。

充分利用“1 + 1”模式，中外教师一对一结队引导、引领、把关，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

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 

3.3. 基于一流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引导学生树立严谨求实、 
客观创新的工作作风 

江苏海洋大学坚持以课程思政为引领，按照“拓宽基础、重视应用、强化素质”的总体要求，努力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好、素质高、能力强，具有海洋意识、创新精神、家国情怀的复合应用

型人才。马卡洛夫海洋工程学院以中外合作聚焦复合型人才培养，一方面，教育教学计划科学合理。纳

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计划，按照江苏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标准，与学校同类专业同批次录取。

另一方面，教学管理保驾护航。其一，引进外方先进教育理念和课程体系，制定独立的培养方案和教学

计划。其二，引进外方先进的教学内容与方法、评价体系、教学管理模式，制定质量保障体系和质量标

准。其三，设立教学委员会，负责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其四，外方任课教师为全职正式优秀教师，并

经双方认可。中方配备助教，协助教学和过程管理，促进融合和提升。以校企合作实习基地、科研项目、

共建产业学院为纽带，构建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平台。加强校企战略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通过设立

实习实训基地等方式，充分利用国企资源，开展教学实习、技能实训、岗位体验、就业实践等牢固树立

实践育人理念，强调“学思结合、知行统一”，强调“学中做”、“做中学”、“做中思”，增强实践

育人效果。不断提升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引导学生树立良好的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工作作风。 
江苏海洋大学中外合作办学课程思政建设基于如上三方面的实践，实施方法的效果显著。获批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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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2 项，校级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项目 1 项，获得全国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1 项、校级教学成果奖 1 项，获批课程思政教学名师 1 人，课程思政精品示范

课 1 门、示范课 1 门，课程思政师范专业 1 个。 

4. 结论 

当前，在海洋强国背景下，经略海洋、开发海洋、保护海洋，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海洋工程人才，中

外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是贯彻落实教育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精神的根本，也

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具有国际视野的高质量本科人才的需要。基于合作办学的课程思政建设的

实践，从路径设计与实施办法出发，提出三方面的实践经验，应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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