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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船舶操纵》教学改革与实践
李强，刘勇

（大连海事大学，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船舶操纵”课程是航海技术专业的专业课程，是学生对航海知识学习和理解基础上的一门综合应用型课程，

对学生的专业综合能力的培养具有重要的支撑，为了实现学生从学习知识到应用知识到掌握技能的转变，拟将成果导向

理念引入到该课程的教学之中，教学过程中以“学什么？怎么学？学到了什么？怎样更好地学？”为教学思路，结合“线

上——线下——现场”三维教学模式，以实现船舶航行和驾驶模块的教学模式由“知识学习型”教学向“知识应用型”

教学转变，从而达到学生既学会了知识，也能够融合应用知识。通过对 2 组教学班级的教学对比，本文研究的教学模式

既能克服线上教学模式的不足，也能充分体现线上教学模式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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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操纵”课程是航海技术专业的一门重要的

专业课程，课程具有以下的特点：

（1）涉及的知识面广，即包括航海基础知识，也

包括仪器设备的使用，还包括导航定位等方面的知识，

甚至还涉及一部分货物稳性等方面的知识；

（2）综合应用方面强，课程的教学目标要求中明

确提到“理解和掌握各种情况下船舶基本操纵方法”，

船舶操纵的过程需要对其他涉及到的航海专业知识有综

合的应用。

该课程传统的教学模式现状为每门课程的教学中

均将总的课程内容分为若干个知识点，并将这些知识点

分配到相应的课时中展开教学。教学过程中，整个教与

学以老师为主，教学过程为课前老师安排预习内容，课

上老师展开针对该课时的知识点的讲解，课后老师布置

相关作业检验教学效果；学生在课前完成老师布置的预

习内容，在课上听讲记笔记以学习相关知识，在课后完

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整个教学过程看似合理，但对于航

海教育中的“船舶航行和驾驶”这种应用性极强的课程

而言，该教学模式则存在极大的弊端，毕业生往往需要

的实习的过程中从船上的“师傅”那里去学习如何使船

舶安全航行和驾驶。这种教学模式在“船舶操纵”这种

知识点需要相互串联的应用型课程而言，优势较弱，教

学效果也难以达到理想程度。

1 教学模式设计

1.1 教学理念

OBE 理论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产出为导向的

较为先进的教学理念，整个教学过程中，注重以学生为

主体，聚焦学生的学习效果（产出），评价学习产出，

优化教学模式和教学方法的教学思路，针对“船舶操纵”

课程，OBE 教学理念的应用，需要围绕“学什么？怎么

学？学到了什么？怎样更好地学？”这条主线设计教学

模式如图 1。

图 1   基于 OBE 的“船舶操纵”教学模式

1.2 教学方法

在开展“船舶操纵”教学时，中心思想是转变教

师在教与学中的角色和作用，适当压缩教师的讲授职能，

提高教师的引导作用，将教与学中的学习主动性向学生

转移。

图 2   三维立体的教学方法

改革内容主要针对现有的教学模式上，将现有的

教师讲解的教学模式优化，探索一种由教师引导，学生

自主学习，学生相互分享，学生实践应用的教学模式，

具体解释为将船舶操纵的课程教学内容分为若干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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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该模块相关的专业知识均放在该模块中。在开展该模

块的教学时，分为线上环节、线下环节和现场环节三步

走。

1.2.1 线上环节

教师设置与拟讲授知识点相关的工程案例，告知

学生需要学习的相关知识点，学生在课前充分利用现有

的教材、数字资源和网络教学资源（如“mooc”），根

据自身的知识储备，自行安排这些相关知识点的学习，

提出案例的解决方案，唤醒学生解决问题的好奇感；

例如，在风对船舶运动的影响这一章节引导的问

题如下：

观看慕课 4.2 视频，回答以下问题。

船 舶“STAR PRINCESS” 为 15 万 吨 级 散 货 船，

船长为 289 米，宽 45 米，吃水 14.5 米。于 11 月 16 日

1259 靠泊京唐港“矿 1”泊位：进港过程轨迹见图 3。

图 3  进港过程轨迹

已知：其在 1202 通过①位置时，船速为 7.4kn，

航 向 315；1248 通 过 ② 位 置 时， 船 速 为 2.7kn， 航 向

055；在整个进港过程中，船舶遭遇的风向为 270，风

力为 6 级；

分别画出船舶通过①、②位置时遭遇风影响时的

偏转示意图，并分析船舶的偏转情况。若船舶为压载进

港，受风偏转的示意图有何变化？请你帮助船舶驾驶员

提出船舶在①、②位置时为抑制受风偏转的措施。

1.2.2 线下环节

学生分享自学的内容并将案例的解决方案展开讨

论，对不同观点展开辩论，提高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成就感。

1.2.3 实践环节

充分利用船舶操纵模拟器训练学生应用知识的能

力，培养学生职业素养的责任感。

2 教学评价体系
“船舶操纵”慕课资源于 2017 年录制完成并上线

运行，初步形成了该课程的立体化教学，配套制定了平

时成绩 + 期末成绩的评价方法，即平时成绩 ×30%+ 期

末成绩 ×70%，平时成绩包括两次测试和三次作业。在

近几年的教学过程中，平时测试和作业均在每章课程结

束后进行，测试和作业的内容主要针对每章的知识点，

测试的内容缺乏前后衔接的系统性。

在本次教学改革中，构建了持续改进型的课程评

价体系，分别从“成绩分析”“问卷调查”和“专家评

估”三个方面评价教育模式和教学效果。“成绩分析”

侧重作业、测试、考试题目设置的合理性，成绩分布的

合理性，评价学生是否具备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评价

结果将为客观，能够反映学生学习的弱点和教学过程中

的薄弱环节。“问卷调查”重在反映学生学习中的自我

感觉，针对教学内容能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模

式是否符合学习习惯，教学内容能否被充分理解和应用，

该部分由学生完成调查问卷。专家评估由督导老师完成，

每年针对同一老师进行 3 次听课和一次试卷评价，针对

教学计划是否合理、是否按计划开展教学，课堂授课情

况，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试题分布和成绩分布是否合

理等方面的内容。

图 4   课程评价体系

3 结论
通过运用产出为导向的教学理念，结合“船舶操纵”

课程情况，构建了基于产出导向的船舶操纵课程教学体

系，在教学模式中，采用“课前 - 课上 - 课后”的三维

立体教学模式，提高学生主动学习能力，打破常规的章

节式教育计划，改为模块式的教学计划，引入持续改进

型的课程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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