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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海洋科学是 19世纪 40年代以后兴起的一门科学，中

国的海洋科学教育开始于 20世纪 20年代。20世纪 90年代

中期以后，中国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高校海洋科学的

建设发展。然而这些仅局限于老牌海洋名校（如中国海洋大

学，厦门大学等）的建设，在多年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这

些名校形成了固有的发展模式 [1]。

2  海洋科学专业建设的意义

2.1  有利于加快地方高校的跨越式转型发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向海则兴，背海则衰”，发展

海洋事业已成为全世界的一种广泛共识。近几年，在中国“海

洋强国”战略的推动下，海洋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海洋

开发的方方面面亟须专门的海洋人才，因此地方高校成功转

型海洋类高校，抓住海洋发展的政策红利，将推动学校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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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施以及师资配置等一系列教育资源不同程度的完善和

加强，这对地方高校的跨越式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2.2  有助于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相对于名牌学校的学生在学校口碑、就业渠道等多方

面的综合优势，海洋科学专业使其毕业生在就业竞争中处

于领先地位。沿海地方应用型高校海洋科学专业的建设因

其具有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使学生在专业认同方面具有

自信心和自豪感，海洋科学专业应用型为主的课程体系及

开放的创新平台，使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得到了提升，增

强了民众对学校的认可度，促进了就业率的提升。

2.3  海洋科学专业的建设有利于增加地方院校的

知名度

高校的特色专业是民众和考生了解高校的一个信息源，

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的优劣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校的实力和

发展前景，特色专业成为民众和考生评价高校强弱的平台，

而特色专业的建设将关系到学校的兴衰荣辱。海洋科学作

为许多地方应用型高校重点建设和打造的品牌，其建设的

质量将大大提高地方院校的知名度，吸引省外高质量的生

源和提高民众对学校的赞赏度和信任度。

2.4  海洋科学专业的建设有利于加速地方海洋经

济的发展

地方高校海洋科学专业的建设一般是围绕着“地方

性”“海洋性”的优势特色进行的，因此培养出的高质量本

科人才，将最终进入当地的海洋类工作岗位。这些人才对

于当地的海洋产业更为熟悉，对于适合当地的海洋政策更

有把握，可以较好地推动地方海洋经济的发展。

3  沿海地区海洋科学类专业建设的特色和现状

目前，沿海地区开设海洋科学本科专业的地方院校从

北到南主要有大连海洋大学、江苏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

浙江海洋大学、广东海洋大学。这些海洋类地方高校开设

的专业主要聚焦于海洋环境、海洋资源、海洋生态三大领域，

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政策和海洋强国战略和对海洋自然

现象、性质及其变化规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地方高

校很大程度上就是服务于地方海洋经济的发展，助力地方

经济向海洋方向转型。大连海洋大学作为北方的海洋高校，

肩负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任务，利用大连獐子岛海洋

牧场养殖的优势，服务于当地海洋牧场建设发展；江苏海

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浙江海洋大学主要围绕智慧海洋、

海洋高科技技术的发展，助力中部沿海大城市的快速崛起；

广东海洋大学临近南海海域，围绕南海海域进行海气物质、

能量交换研究，以海洋物理专业为优势学科，服务于南海

海洋战略发展。

4  海洋科学专业建设的方法

4.1  学生成才的培养

在教师、学生中广泛开展调研，收集关于人才培养的

反馈信息，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地方高校向应用型大学的

转型促成了海洋科学专业也向着产业化发展，使之更加贴

近应用技术特色人才培养的需求，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要

求。海洋科学专业是一个应用型很强的专业，涉及海洋化

学、海洋生物、海洋物理、海洋地质等方面的教学，因此

既需要校内实验室的建设，以满足学生基础实验课程的开

展；又需要校外实训实习基地的建设，以满足学生实践能

力的培养 [2]。

4.2  教师实践教学能力提升

应用型大学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社会实践能力，而大学里面的大部分教师为刚毕业的硕

博研究生，他们具备了深厚的专业理论知识，但是在实践

教学这方面很多都经验不足。因此，让新引进的青年教师

到海洋局、海洋监测部门等单位进行实践方面的学习，使

老师们能积累丰富的实践知识，这样回到学校后，把在海

洋相关部门的所见、所感真实地传授给学生，开阔学生的

实践视野，引导学生加强实践知识的学习 [3]。

4.3  课程整合设计提升

大学课程的优化设计，应该注意着力于课程整合，尤

其是对课程中重复性的教学内容进行一定的增加内容和删

减章节，使课程设计更符合海洋科学专业的发展。主要的

方法包括：结合海洋科学专业中海洋调查和监测的特点，

增加操作性强的课程，如海洋环境调查方法、海水化学分

析等课程；减少一些泛泛而谈、理论性太强而不能应用于

实际的内容，或者是课程内容老旧，与现代海洋科学发展

脱节；对多门课程进行改造融合，如将海洋科学导论由一

位老师讲授变为多位不同专业老师共同讲授，每位老师讲

授自己熟悉的研究内容，这样能更好地起到导论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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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表达方式自主写作，并运用自媒体平台工具，配上图片、

动画、音乐，作文不再是单调的“白纸黑字”，而是可以使

人愉悦的“媒体”信息。学生既可以在自媒体平台上直“播”

作文，也可以先做“精品”再晒出来与伙伴分享。

分享交流。学生在写作过程中，借助自媒体平台，及

时分享、讨论、交流“创作”中的收获、感悟、成果；遇到

困难，师生“零距离”帮助；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这

样的习作过程，“表现本位”突出，习作在分享合作、互助

共生的良性教学生态中完成。

修改定稿。跟学习伙伴（家长、圈外游客）分享交流后，

汲取“百家之言”，自主修改定稿，再次分享于“蚁巢”或

班级博客，或制作美篇发布，完成自我提升。

互评互鉴。学习伙伴之间经常点评留言，或点赞，或

吐槽，或提修改建议，或打擂比“文”，不仅享受到成功的

价值追求，而且不知不觉中渗透“作文是写给别人看的”，

达到培养文责意识的目的和读者意识。

学生的习作过程经历两次“写作”“修改”“评议”，注

重的是作文价值链的系统建构和“自主”“自能”习作能力

培养，有利于提升作文核心素养。

4  结语
以自媒体为载体的习作教学新模式，符合儿童认知和

作文教学规律，能更好激发习作兴趣，促进真实的学习，有

利于学习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提高习作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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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对海洋科学不同专业的研究内容及未来发展方向有

深刻的认识。

4.4  课堂教学方法提升

学生对新知识的接受程度，很多时候取决于对所学知识

是否产生兴趣，因此课堂教学方法应该因课程的性质及教授

内容而多样化实施，从中小学常用的满堂灌教学方法中演变

出适宜大学课堂的教学方法。例如，课堂讨论法，学生以小

组为单位，围绕课程章节中的重点内容在教师的组织指导下

通过课堂讨论的形式进行知识点的学习。任务目标驱动法，

老师通过给学生布置具有探索性质的学习任务，调动学生之

间的团结协作，学生利用学校的图书馆、电子阅览室等资源

查阅资料，根据任务目标制作成 PPT进行分组汇报，最后

老师进行总结打分。现场教学法，海洋调查方法中有关出海

调查设备使用的章节可以组织学生到海边，教师现场一边操

作采水器、测深仪、采泥器等设备，一边传授给学生仪器设

备的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

4.5  实验室质量提升

学校的实验室是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主战场，因此实

验室专业仪器设备的配置应该根据海洋科学专业高效液相

色谱的学科特点，增加大型专业的实验器材，如购置海水分

析方向的有机碳测定仪、CTD仪、高效气相色谱、高效液

相色谱等仪器，为本院系专业发展服务。海洋生物分类学的

学习需要对海洋生物进行鉴定、识别，建立虚拟实验室，把

海洋科学中如海洋底栖生物学、海洋浮游生物学、海洋生物

学中抽象的分类学实验以图片和视频的形式展现给学生，学

生在实验课堂上初步认识了生物的分类特征，然后通过野外

调查实验获取生物标本，结合先前对生物的特征认识可以达

到良好的学习效果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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