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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蕈对影响我国航海离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 FRl素¨教

师、学生、教学内容、校内外实践场所、管理六大要萦进行了系统

的分析'结合航海特色和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发现了特色、要求

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措施。

文章信息量大,探讨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切含实际,显示了作

者κ期从事过航海高等职业教学,有实际经验,不是纸上谈真,能

有的放矢,有的问题切中 F要甯和积垢◇

文章是⋯篇理论性和实用性都很强的论文,特此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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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馋海特|与 高艹捧音冉J虹 ,文章对影响我国航海高等轵业教育蔽荸质萱的

关键甲∵素
工教师、学牛(教学内容(校内外实践彳竹、管痤等六大要素进行系统弛分析,从 中发

现特色(娈求和存在凼问趣 ,弃提出相应的蔽迸措施。
关键词: 航海 ∷职业教育 特色 问题 对策

1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航运业的蓬勃发展,国际上对航运
人才需求量剧增与国际上航运人才培养不足的矛盾
日渐突出。航海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我国航海教育的

∷ 重妾组成韶分相新的瘤长点.理应抓住当箭大好时

∷ 鼙 翦 毳 齄 燕 著 缪 搭 屡 露 骞 虞 曼 导量
.

_睚 ,迳仔在定位不清晰。管理体制不完善,投人严重
不足,玫策不健全等方面的问题。本文通过市场调

笤̈遢ˉ
、罢霭霉苣           

因素进
2 航海高等职业教育的特色与要求

我国的航海粪高等职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德、
J=∶ 智、体诸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圭义事业建设者和航

海肀门人才。在满足国内航运市场需求的前提下,

面向国际,培养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力的航海专门人

才:影响其培养质量的关键因素包括教师、学生、教
学内容、校内外实践教学摹地以及管痤等。
2,1 教师特色与要求      ∷

航海是∵种实跺性极弭的行业,航海专职教师
的专业包括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齑个方亩:薮师既

肛该是航海知识方田的专家,又应该是教育专业方
面的专家。概括起来 ,航海专职薮师在知识体系上
应达到

“三项要求
”
和
“
四种能力

”
。

2.1.1 “三顼要求
”
指教师的知识必须是:

1)个体知识,即个体通过学习和经验获得的知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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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唧介:张仁海(19刀 -),男 ,菏北省人 ,博士生 ,讲师,现

从事船舶安全管理教学研究工作。

2)闩题性知识,即通过批判性地、创造性地解
决问题而构建起来的知识 ;

3)作为过程的知识,它强调建构知识的思维、
推理和检验过程。            ·

∥
·
瑙詈 ￥∵∷∷∶
3)教科研能力;        ∷
0,操作现代教育手段与技术的能力。

∷  ~
2.2 学生的特点与要求 .        I

学生是教育的对象,同时也是自我教育的主体δ
一名优秀的海员应是知识密集型的人才,他需要具
各管理、操船、指挥、社交等多方面的才能,这些才能
是建实车扎实文化知识基础上,通过多方面的学习、
训练与实践所得。航海素质教育应根据阝一专多
能1的特点,以独特的教育内涵和方式 ,强化独具特
色0g航海职业素质。高素厌航海人才的素质要求集
中于:“ 工种精神

`“
四个意识

”
和I四项能力

”
。

“
丁种精神

”
是指敬业精神;“ 四个意识η卩经济意

识、沐律法规蓐识、环境意识和服从意识 ;“ 四项能
力

”
即管珲领导能力、外语应用能力、应变能力和实

操能力。       ∷    ∷

2.3 教学内容的特色与要求   ∷∷

教学内容是教学活动中需要传递的信息,航海
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内容必须以培养能

“
管、用、

养、修∷船舶的技术应角性人才的目标来构建知识、
技术、价值准则的教学体系,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能力
的培养,淳重技术应用(技术转化能力的培养。体现
了以下航海特色 :

l)符食 sTCW公约及国内相关枧定的要求 ;

2)培养目坏是高级航海技术应用型专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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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培养航海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来设计学生的知

识t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的,其所培养的毕业

生一般具有基础理论知识适度
`技

术应用能力强、知

识面较宽t素庚较嵩等傅点 ;

。 3)非常注重实践教学。高职高专院校的实践

教学在教学计划中占有较大比重,荞课程和挈学内∷
容体系的构建都是以

“
应用

”
为主旨和特征的。

2.4 校内J卜教学设施的特色与要求

从事航海职业教育的蔬校薷要真备待合.sTCW

公约以及我国海事局有关规定的实验实习设备和设

施。如航海专业需具备海事局认可的船舶操纵模拟

器、海图作业室、电航仪器室、通导实验室、水手工艺

实训室(基地)∷等;轮机专业需要具备海事局认可的

轮机模拟器、船舶动力装置(含主、辅机)实验室、船

舶电站操作实验室、电气工艺实验室、轮机自动化实

验室、金工实习基地。另外轮机和航海专业共同要

求有水上训练中心(含高级消防、精通急救i艇筏垠

笙鞲鼾醐F常
锝尹掣

.基于航海职业的特点,为力泯 航海教育管痤,目

前我国航海职业院校教育教学管理具有以下两个特

色:1)实施质量管理体/fx:19g7竽 1Q月 :中华人民

共和国交通部颁发了13号令规定 ,在航海教育机构

必须建立质量标准体系,并通过由主管机关组织的

审核,取得质量体系证书,才可开展航海教育与培

训,以保障我国肺海教育符合国坏公约规定,确保航
海类专业人才堵荞质量;2)实行半军事化管理 ,交

通部下发的(88)交教字 3S0号《关于部属高校航海

类专业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通知》中明确提出

我国航海类专业学生实行半军事化管理的目标,就

是要通过对崇生的组织领导、生活作息锏度(内务行

政管理、队列训练等方面实行军事化,使学生在校期

间受到严格地管理和教育:     ̄ |
3 我国航海高等职业教育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

3.1 当前我国航海类职业教育教师问题与对策

3.1.1 航海类职业教育教师问题探讨   !
1)教学能力问题探讨。目前从事航海职业教

育的专业师资很少受过教学方法方面的专业培训 ,

其上课偏重实质内容的传授,缺乏对学生独立思考

能力、判别能力、适应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

2)专业技能问题探讨。我国职业教育的师资

多毕业于普通高校,对职业教育的认识有限,再加
·

上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校外实习时间较少。

3△ .2 针对航海职业教育师资队伍若干问题的对

策

1)改革教师聘任与职称评审制度∷

职业教育的最好师资是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

技能的
“
双师

”
型教师。因此高职类航海院校一方

甲翠邪呷早虍冬践耳作经验的优秀教师;同时也要

建立航海类专业教师上船实习的用人机制;最后 ,航
·
海类高职教师应是专t兼职相结合的形式。

∷
∷

∷
轵血教音教筛嵌称评审主作应与职业教育的性

质(土作在务宥机结杳起来,妾革浊钿走相应任职资
格(职称评定等标准和激励机制。

2)教师在嵌进修制度的实施

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是在职进修。具体表

现为:⒏ 加强专业教师教育理论、教学新理念等知识

的学习;b。 拓展专业知识面 ;o。 向实践学习;d。 扩大

交流,加强航海教育内部的横向学习-

3.2 航海高等职业教育人才质量不足与提高

∷3`.廴 肛海高等职业薮音人才零旱的圭要问题∵
1“

∴塥蔚室:廴釜雀蓬臾各器擘缨翳鞯霎∷
高职类航海毕业生理应是

“
理论够用 ,动手能力

强
”j然而,曲 于高职类学生基础较差,在校学习时

间短,人均实习、实验设各不足,教学倾向等方面的

问题导致了高职类毕业生理论不够用,实践也不强

的现状;2)敬业精神有待提高,相 比本科毕业生,高

职类航海毕业生敬业精神稍佳,然而在有些方面还

有待提高。如职业道德方面、服从亨识、组织纪律

性、与外国文化的融合问题等方面;3)知识面窄,高 ,,

职类毕业生航海知识的全面性不足,在经营、管理、

法律等方面缺乏。高职院校多注重理论教学,注重

大证考试要求的科目与内容,以大证通过率作为考

核一切教学的标准等,这使得其毕业生知识面非常

窄冖)英语应用能力差是目前高职类航海学生最为

突出的问题。导致了多数高职类航海毕业生不能适

应远洋船员市场的罱求。

3.2.2 落实素质教育,提高高职类学生的综合素质
1)实施职业道德教育,加强敬业精神,与

“
四个

意识
”
的培养

∷ 船员职业道德就是船员在从事航海事业、驾驶

船舶过程中所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必备的品德。其

职业道德的培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宙。热爱本职工

作,忠于职守。热爱本职工作 ,就是要把自己所从事

的工作当作自已的职业理想,发挥自已的聪明才智 ;

要树立起职业责任感和职业荣誉感 ;b。 强烈的责任

一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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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个人娶承担的责任是由其本人在社会△的地

位即所担任的
“
角色

”
决定的。只有每个船员都具

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承担和能够承担责任,航海

事业才会有发展,安全才会有保证;c.加强团队精神
建设,船舶操作是一个完整的合作和动态的组织系
统,独立性与群体性的统ˉ。只有大家团结合作才

能驾驶好船舶,也只有相互友爱才能冲淡由于环境
限制对大家心理和生理带来的负面影响;d。 诚信1

啦实守信是做人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基本素质,要

做到
“
言必信,信必行,行必果

”
;e。 服务意识。船员

的服务对象就是船公司和货主。设计一条安全、经

济、快速的航线,做好设各维修保养工作,是对船公
司负责;保管好船上的货物,减少自然损耗,这就是
对货主负责艹遵章守法,爱国敬业。船员职业是国
际化最明显的职业之一。船舶被称为

“
流动的国

土
”
,职业的流动性(分散性和国际性使得遵纪守法

的职业道德显得十分重要。

∷
蔚 卩笮

研业氮肀龇
↑
珈

町尸叩誓尸
叩号'

、 学生“
四项能力

”的提高是-个苌蒴的,坚持不:

懈的过程0i教学曳应沣薰以下宀茶方亩:⒏ 眚理领
导能力。船舶是一个流动的社会群体,某组织结构

礓善罾:∶∶:号;;揪   :∶ l∶:叠}屠:∶〖∶`

·
卢 色↑方面。学生管理能力的拌养首先是教师在日

¨ 常教学H=肓传身教,灌输管理理念和方法。其次也
可在企业中聘请经验丰富的船长和轮机长对学生实

。 ∶∶∶∶霆:∶∶∶罾霰寞挲:||∶       访雾霆笪霆髯彗
际市场的致命弱点。对于专业英语的教学方法有很
多,如专业课教师寨行双语教学;专业外语教师实施
情景教学等方法;c。 应变能力和实操能力:对于动
手能力的墀高应注重实践课的充足、有效。切忌理

⋯论课时占用实训课,以及实践课的要求不严,“放鸭
式
”
教学。考虑到水上专业毕业生未来工作的特殊

环境,在单项技能培训中,指导老师可来用以学生为
主的多边互动培养模式:如分组讨论、合作学习和角
色毋演等方法。在一些创造性技能的训练中,如航
线设计、船舶定位等,力求结果或效果的多样性t灵

活性和变通性,从而培养学生的应变和创新能力。
3.3 航海类高职教育教学内容和培养模式的问题 ˇ

与改革
3.βⅡ 教学内容与培养模式的问题

航海高等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强调的是痤论够

用,强化实践的原则。然而,我国高职类航海院校多
存在以下问题 :a。 课程设置不合理,片面的强调大证
考试要求的科目;b.教学内容陈旧。存在教材跟不
上形势,教师的知识结构跟不上形势,国家相关政策
法规的滞后等现象;c.培养模式死板,目前我国高职
类航海院校的培养模式主要为高中后 3年的模式 ,

这种模式多年来少有改变。
3· 3· 2 加强高职类航海教学内容与培养体制的改

′

革
∷课程和课程体系的改革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

题 :a。 依据职业能力需求设计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 ,

课程体系及教学内容的设计都要以行业需求、职业
能力为导向;b。 正确处理基础课程设置与专业能力
培养的关系。强调基础理论教育为实现专业培养目
标服务 ;c。 适当增加专业培养计划的灵活性,高等航
海职业教育要想与社会、与航运人才市场变化紧密
联系。其专业课程设置应具有ˉ定的灵活性,具有
。睥箩适应行业需求变化申调整环节 ;d。 根据薷要,重

鞯   营胛 I
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职业教育短念。高职类航
海院衤肛与航运公司合作,按船东莩求培养船员:强  :
华语言,针对岗位,注重技能,毕业后直接到公司工
作;b。 采用弹性培养模式。即课程与实习、实践相结  :
合:在开设专业课之前安排-定的认识实习,使学生
在学习专业课之前对各专业技术与设备有感性认
识。带着问题与目的去学习;c。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高职类航海院校可与国外船东或船舶管理公司建立
联合培训中心,为外方船舶培养船员。培养方式可
以由外方出资、出教材甚至教师,按照国际标准或外
方的特别标准来培养 :d。 积极探索航海复合型人才
培养潭式。船舶技术装备现代化造就了

“
高技术、

少船员
”
的未来船舶,船舶工作由操纵维修型向操

纵监视型过渡。积极探索新的培养模式(如“
驾机

合△

`“

驾通合一

`“

机电合
一

”
等),培养复合型

人才。

3.4 我国航海类高职院校校内外实验、实训基地的
建设

我国高职类航海院佼教育的教学实验条件都不
能完全满足sTCW公约要求,或者是勉强满足要求
却尽面临设备老化申问题。主要表现为:种类不全、
人均数量不尽、设备陈旧、海上实习训练环节差。为
确保实践教学质晕,提高学生动手能力。高职航海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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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实践基地的建设可采取以下措施: ∶

3.4.1∷ 完善校内模拟实验室   ∷

.∷ 完善校内模拟实验室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a。

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合理而科学地配置

航海教育设施。要既能满足航海教育与实践的需

要,又应尽可能地节省物力与财力;b.航海教育设施

的配置还应兼顾实用性、先进性和可扩展性;c.不断

提高航海院校现有设施的利用率;d.要重点加强航

海类专业主干学科的专业实验室建设。

3.4.2 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建立、健全校外实训基

地

加强与企业的联系,建立、健全校外实训基地是

解决校内资源短缺的有效途径。首先 ,扩大与国内
·

外某些海运公司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保证学生都能

得到必要的实习。其次,加强与各种修造船厂合作 ,

尤其是对于轮机工程专业 ,由 宁修造船厂里船舶众

多;类型各异,其船舶与设备具有多样性的特点,正

∶.黧     轷
·

叮 改变原有的教学模式,将理论教学课堂尽可能

移至现场教学课堂或实验室,在传授理论的同时踣∷

养和训练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其优点是理论知识
∶能够及时地运用到实践操作中,学生既能将教师讲

授的理论知识及时地消化,又能提高自身的实践操

作水平。      。

13.5.航海类高职院校管理体制的问题与改革

目前,我国高等航海职业院校都建立了质量标

准体系,以保障航海职业教育符合国际公约的规定。

然而一些院校对贯彻质量体系缺乏主动性,处于应

付海事主管部门审核的运行状态;对体系本身的各

种理畲没有充分理解就去机械地执行,存在走过场

的行为;一些单位或人员在建立和实施质量体系时

过分偏重于形式,而忽视了内在实质。这些问题使

得教育管理的有效性难以发挥。

加强教育管理与质量体系的实施,要做好以下

几个方面的问题:a。 质量体系的建立,从实际出发 ,

把握航海教育和教学目标
`过

程的特殊性,灵活策划

教育质量管理体系和设计要素。在质量标准要素的

移植过程中,要尊重航海教育规律 ,切忌生搬硬套 ;

b.完善教学质量管理规章制度 ,形成涵盖目标监控

与评价、计划监控与评价 (过程监控与评价、反馈监

控与评价为内容的完整教育管理规章制度体系;c。

加强教育全过程与全要素管理 ,要把教学(质量、管

理贯穿于从招生信息的输人到毕业生信息的输出的

所有阶段,使整个过程形成∵个相互联系、相互制

约,信息传递有效 ,实施效果有效监督的完整体系。

同时也要控制好质量形成中的各个翠素,使各要零
之间形成最佳结构关系 ;d。 强调全员参与,通过相应

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形成

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有ˉ套有效的管理宣传和

培训制度,落实到体系内的各过程和要素当中;e。 建

立教育质量的内、外部评价、监控体系。主要包括内

蒌翥琵霆军篷夏篝曩霉袁躔笃霭禹趱鑫舅霆耋馨章

体系是从监控部闸通过评价、监控获得教育质量信

~息。~另外,要蓬立婕全包括政府、高校、社会有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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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    ∴      ·:   ̄   ·

∷Ⅰ航海高等职业教育既要体现航海特色,又要符

合轵业教育的模式。只有将土箸莞美结含 ,才能够

培养出国际通用的高技能航海专门人才。本文针对

我国航海类高职院校的实际情况 ,对影响人才培养

质量的关键要素进行了全面的分析 ,把握特色,发现

∷问题,提出整改措施。为航海类高职院校教育教学
、
改革揖供信戽参考。         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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