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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

随着近年来高职院校对于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视

程度不断提高，针对相关专业的学生培养也提出了更大的重

视力度与支持力度，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符合

2011 年中国交通部海事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船船员

考试和发证规则》（STCW78/10公约）和 2016年交通部海事局

颁布的《海船船员培训大纲（2016 版）》的要求，掌握现代化船

舶所必需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主要面向国际海运企（事）

业单位，突出在生产、服务第一线能从事船舶动力设备维护、

维修、保养及设备管理等工作，能胜任无限航区主推进动力装

置 3000KW及以上三管轮工作岗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和职

业生涯发展基础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海船船员考试和发证规则》（STCW78/10公约）以及 2016年
颁布的《海船船员培训大纲》中相关内容来看，目前中国的海

船船员的考核与培养工作除了从专业技能与相关知识理论角

度进行培养之外，还应当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与相关专业素

养的培养，面向国际一线的海运企业或者企事业单位的实际

需求与工作内容情况，针对性地培养海员，使其在步入工作岗

位之后可以快速成为独当一面的轮机员。只有真正依照中国

交通部颁布的相关规则、公约标准，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角

度培养专业人才的专业能力与在海船船舶方面的专项技能，

才能提高船舶轮机工程专业的学生就业率与就业效果。因此，

在面向当前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多元化和严峻的

发展趋势下，高职院校必须对培养方案进行改革创新，以优化

的培养模式，切实推进社会高端技术类人才的培养和输送。

2 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模式

的改革策略

2.1 推行素质教育，提升实践能力

在面向当前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模式创新和

优化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到的是对于教育理念的革新，通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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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引导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学院树立良好的目标导向，以

紧密贴合时代发展趋势的观念和脚步，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

有效推行素质教育理念，从而进一步提升高校船舶轮机工程

专业学生技能水平的培养力度。在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

业培养模式创新与改革的过程中，各级组织领导必须要明确

院校所面向的学生群体和承担的社会培养责任，明晰高职院

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目标理念，并在培养方案的制定过

程中，认知到专业理论和技能实践培养力度并行不悖。例如，

在相应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对于培养方案和课程设

计应严格根据当前社会企业对于船舶轮机工程人才需求情

况，在对社会所需的高端类技术人才需求目标进行明确的基

础上，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建设精品课程，推行学生综合职业

素质能力的培养和教育，从而进一步提升船舶轮机工程专业

学生技术能力和专业素养。

2.2 强化师资建设，提升专业培养成效

众所周知，教师在引导学生树立正确就职观念和终身发

展的学习理念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在高职院校

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模式改革创新的过程中，必须要注重

师资队伍的力量发挥，以教师为主力，充分发挥标杆引导作

用，在潜移默化的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过

程中，推进专业技能人才的培养力度和培养质量。例如，在高

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养过程中，可以采用“双师型”教

学模式，院校通过协同政府、企业等多方力量，在“双师型”建

设的过程中引入具有丰富的船舶轮机工程实践经验和资历的

人才担任教师，确保在教学的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实践经验和

实战理论。与此同时，对于院校内原有师资队伍积极组织培训

和交流研学，引导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教师及时更新

知识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于船舶轮机专业主干课程的建设，从

而以强有力的师资建设，推进高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课程质

量的提升，为有效培养专业技能人才提供良好的知识理论基

础和实战经验汲取路径，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

专业培养模式改革成效。

2.3 促进校企合作，注重技能培养

对于当前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进行分析的过

程中，人们不难发现，不管是社会还是企业对于船舶轮机工程

专业人才的职业道德素养以及专业技能水准都有了更高的标

准和更严苛的要求[1]。因此，在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培

养模式改革与优化的过程中，高职院校应积极推动产学研建

设力度，通过有效整合社会各界企业产业等多元力量，有效加

强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为专业技能人才的培

养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氛围。例如，院校在开展船舶轮机工程专

业实践实训的过程中，通过校企合作，让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学

生深入到航运企业船舶上或船厂开展专业实训实践活动。在

这一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将校内所学专业理论知识进行进

一步的深化与巩固，企业为学生综合应用专业技能理论提供

良好的平台，通过科学合理的校企合作模式，优化专业实践教

学模块，从而在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的过程

中，以贴合当前相关企业对于轮机工程专业人才需求的基础

上，施行工学结合理念，提升船舶轮机工程专业学生技能操作

水准和岗位适应能力，从而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

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成效。

2.4 创新教学理念，完善培养机制

在面向当前全球航运业不景气的形势下，对于航海类人

才的培养不应停留在传统单一的实训和教育模式下，需要以

贴合时代发展和企业需求的教学培养模式，有效提高职院校

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因此高职院校在船舶轮机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以结合 1+x证书制度建立相

应的人才培养机制，以专业学生的毕业证书为主线，在教学过

程中注重学生专业技能证书获取的培养和指导，从而使得高

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紧密贴合相关企业人

才需求，并以 1+x证书制度，有效规范当前高职院校船舶轮机

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工作。在后续人才的培养和实训的教学等

环节中，更加有针对性地对中国高职院校船舶轮机工程专业

学生进行技能上的培养和素质上的提升。与此同时，在创新教

学理念、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过程中，能够有效教育和指导船

舶轮机工程专业学生通过交通部海事局对专业理论知识和技

能方面的考核要求，取得良好的就业资格，确保高职院校培养

和输送能胜任无限航区主推进动力装置 3000KW及以上三管

轮工作岗位、具有高质量高水准的专业技术人才。

3 结语

综上所述，高职院校在船舶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

中，必须注重实践技能与理论知识并驾齐驱的培养模式，加强

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校企合作、完善培养机制，对专业教育教

学模式进行优化和改革创新，从而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调整

船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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