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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位导向 学用一体的“船舶辅助机械”
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

苏永生，屈铎

（海军工程大学，湖北 武汉 430033）

摘　要：从船舶机电岗位职掌辅机设备的岗位需求出发，结合舰船机电专业大纲中基础理论和岗位操作的“船舶辅助机

械”训练内容，对《船舶辅助机械》课程从“教、学、训、用”四个方面开展体系构建、教学内容、组织施训和考核评

估等方面的教学改革。立足岗位导向，突出专业技能，采用逆向思维，抓住能力主线，牵引教学过程，达到学用一体，

实现课程中辅机装备专业理论、实践技能、创新思维与机电专业岗位职能的有机融合，使学员的理论知识、组织实施和

专业技能水平得到全面提升。

关键词：岗位导向；教学训用；教学改革；专业技能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973（2022）07-0038-03

DOI 编码：10.13646/j.cnki.42-1395/u.2022.07.012

《船舶辅助机械》是笔者所在学校机电指挥（轮机

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首次任职模块中的主

干课程。依据课程教学目标，学员通过学习，能初步具

备船舶主要辅助机械的功能、组成、原理、性能、使用、

维护与管理等专业知识，为机电岗位的首次任职打下坚

实基础。随着训练大纲的全面推进实施，“围绕实战搞

教学、服务部队练技能，着眼打赢育人才”的需求越来

越迫切 [1]，如何将课程目前的教学施训和机电岗位有机

结合，突出“以岗位为导向，以学员为中心”的理念，

激发学员打牢第一任职岗位知识潜能、提升辅机装备运

用的综合能力，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是实现课程教学真

正服务部队训练的有力抓手。本文以对接部队辅机装备

的使用管理为目标，在分析目前课程教学中存在问题的

基础上，从“教、学、训、用”四个方面对《船舶辅助

机械》课程进行教学改革，以教融学、以学带训、以训

促用，激发学员学习热情，进一步提升学员的理论知识、

组织实施和专业技能水平 [2]。

1 课程教学目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通过系统分析训练大纲中的机电模块，从院校教学

服务部队训练的角度出发，以《船舶辅助机械》现有教

学计划、课程内容、组织实施和考核评估等方面的教学

设计与机电干部岗位所需辅机设备职掌能力的匹配性进

行重点剖析，突出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制定的教学计划与训练大纲中机电专业理论

和岗位操作技能的结合程度不够紧密。《船舶辅助机械》

课程内容包含泵、液压传动、空气机械、制冷空调和海

水淡化等 5 个教学模块，设备多，系统杂，知识面广，

关联度弱是课程的特点。由于课程学时的限制，理论授

课以辅机设备的通用结构、原理和性能分析为主；由于

教学装备的限制，辅机设备操作使用和维护管理无法与

实装对接，岗位操作技能训练的体验感不强。

二是辅机设备更新换代快，特别是受新研装备以及

改换装等技术资料保密限制，导致课程内容与实际装备

的对接程度不够紧密。舰船机电设备中辅机装置的通用

原理相近，但实际装备的结构差异大，特别是舰船辅机

设备的新研装备试用或改换装一直贯穿其全过程，由于

技术资料共享渠道的不畅通，教员无法第一时间获得相

关资料并将其转换为教学素材，导致教学内容的更新赶

不上装备的发展。

三是教员教学施训的模式和学员能力考核的评估，

与岗位应具备知识和能力的匹配程度不够紧密。“教员

教，学员学”的单向模式还在持续，“课堂教，试卷结”

的考核方式还在继续，教员供给端只关注“内容讲了，

实验做了，考试考了”、学员需求侧只体现“上课我去了，

内容我听了，考试我考了”[3]，而对“为什么学？学的

怎么样？学的内容和今后的工作岗位有什么关系？”这

些问题还没有清晰的认识，教员对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学

员能力培养与部队岗位需求匹配的“同频共振”还不够。

2 课程教学实践与探索

从学员“学”和“用”的角度剖析了目前《舰船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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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机械》课程存在的问题，不难发现，学员的学习需求

与课程的内容设置、学习状态与课程的教学设计、学习

成效与课程的考核模式均紧密相关。解决好上述问题，

必须精准定位“需求”，从学员的岗位能力的供给侧入

手，采用岗位导向、逆向思维，在教、学、训和用四个

方面协同发力，消除供需矛盾。在教学内容、组织实施

以及考核评估等方面开展立体式设计，做好可持续发展，

努力做到学用一体，从而提升课程教学的深度和广度，

教学改革与实践的总体架构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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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改革教学与实践总架构图

2.1 岗位导向，体系构建立体化

课程教学的服务对象是未来的舰船机电管理人员，

必须要把学员放在核心位置，从岗位培养的能力需求出

发，向学员知识获取和素质提升进行聚焦，课程的课堂

教学和实作实训围绕学员开展。根据机电管理岗位对舰

船辅助机械职掌装备的能力需求出发，结合课程特点，

采用逆向思维立体化设计知识、能力和素质三重教学目

标 [4]。教员深入剖析《舰船辅助机械》课程目标，彻底

摒弃之前有什么讲授什么。坚持岗位导向，通过换位思

考，充分了解和系统掌握岗位对课程教学的要求，学员

通过这门课到底想要学什么内容？掌握什么技能？如何

让自己的教学设计满足这个需求。逆向思维就是从学员

的需求出发，通过讲授课程对应实际装备是什么？干什

么用？工作原理？基本组成？哪些特性？如何表征？具

体操作使用方法？常见故障原因有哪些？如何分析并排

除 [5] ？通过层层剖析，逐一破解，激发学员兴趣，加强

过程把控，贯穿行程考核，提升教学质量。通过在教学

内容、组织实施和考核评估三个层面的立体化设计，注

重学员的跟踪反馈。课程以服务训练大纲中的专业理论

和岗位操作技能为落脚点和着力点，同向共行，彰显协

同效应；同频共振，凝聚教学合力。

2.2 协同融合，教学内容多元化

课堂教学首要任务是讲清、讲透知识点，通过在有

限的授课时间内甄选《舰船辅助机械》核心知识点，力

争知识面的全覆盖。在教、学、训、用四个方面开展教

学内容的多元化设计，在知识点梳理中注重教学内容的

模块化、项目化和案例化；在资源库推送上加强网络资

源和同行素材的共享，解决受新研装备以及改换装等技

术资料保密限制，教学内容的更新与实际装备同步；在

实验室实作中注重拆装检修、使用管理和故障排除的融

合；在工作岗创设中，模拟舰船工作环境，对辅机设备

进行应急排故并复盘操演。通过知识点梳理，教方法、

教思想、教策略；加强资源库推送，学知识、学分析、

学思路；优化实验室实作，训技能、训思维、训协同；

模拟工作岗创设，用方法、用知识、用技能。在理论教

学方面，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经验，组建微信群，提供线

上教学资源和借助雨课堂布置课后作业；系统梳理课程

中各个模块之间知识点的相互关系，力争把教学内容的

相关知识点融会贯通起来；在实验教学方面，通过增加

场景设计，探索沉浸式教学。通过强化基础知识、使用

管理和故障维修并重，实现课程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相

匹配。

2.3 教学相长，组织施训模式化

“教无定法，贵在得法”，充分体现学员的主体和

教员的主导地位，积极探索研讨式、案例式、情景式和

体验式等教学法的应用，增强学员在具体的实例中亲身

感受 [3]。理论教学全过程把控，课前微信群发布教学核

心知识点预习，利用上课前的 5~10 分钟进行上次理论

授课内容的小测，以检查学员的复习效果；课中按照模

块化教学思路，以舰船装备使用过程中的故障案例出发，

抛出问题，采用逆向思维，由表及里，分析并解决问题；

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利用翻转课堂的模式激发学员的学

习热情，提升教学效果。理论与实作相结合，先理论后

实作，理论内容以模块化划分、知识点梳理，紧抓“岗

位导向 - 能力需求 - 知识目标 - 教学反馈”的逻辑关系，

课上梳理体系、划分模块、列知识点、讲解重点、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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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的关联性，实作内容实现从知识验证、使用管

理和维修技能逐步向故障判断、分析、定位和排除等能

力拓展，突出岗位导向。积极推动“教员教，学员学”

的单向模式向“教员、学员互相学”的双向模式转变，

充分调动学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特别是通过工作岗的

创设环节，以辅机岗位应用为牵引体验沉浸式教学，教

与学互为支撑、相互促进，实现课程教学施训与岗位训

练相匹配。

2.4 定性定量，考核评估全程化

将全程化考核的理念植入教学全过程 [6]，系统梳理

“教、学、训、用”各模块的考核流程和方法，开展岗

位所需知识、技能与“教、学、训、用”定性定量设计

的考核评估。形成性考核方面，在“教”的环节，通过

课前、课中和课后堂员的课堂或微信及雨课堂反馈作为

考核依据；在“学”的环节，通过雨课堂布置的课后作

业的批改和教学模块的随堂考核成绩进行评估；在“训”

的方面，通过融入工作岗位特点开展实验室实作，根据

实作现场情况以及实验报告完成质量进行测评；在“用”

的方面，针对教学模块中的某一内容，通过设置应用场

景分组开展教学对象的故障分析和排查的课程设计，根

据提交报告的质量进行成绩评定。在终结性考核方面，

采用试卷的闭卷方式进行。考核成绩的占比为：平时成

绩占 20%，随堂考核占 20%，课程作业占 10%，期末

考核占 50%。其中，平时成绩包括雨课堂作业、实验报

告、随堂表现以及提交的课程作业等。同时为了激发学

员的学习积极性，采取个人自评、生生互评、组间互评

和教员点评的方式探索了激励加分模式，极大地激发了

学员的学习热情。考核不是目的，但是必要的手段，全

程化考核模式的探索，实现课程教学效果与岗位技能相

匹配。

3 总结与思考

在遵循院校教学规律以及教学理论的前提下，本文

以学员为中心，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按照“教、学、

训和用”构建教学内容体系，通过教学过程的组织实施

和学员能力考核的评估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辅机装备教学

脱节的供需矛盾，做到了教学内容与实际装备的紧密对

接，解决了岗位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匹配程度不够紧密

的问题。实践永无止境，教研相得益彰，《船舶辅助机

械》的教学工作仍需不断总结经验，更新教学理念，丰

富教学内容，完善教学体系，从而为培养“好用”、“顶

用”的舰船机电干部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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