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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告诉我们：向海则兴，背海则衰。随着综合国力的发

展，中国已经迈入向海图强、筑梦深蓝的伟大进程。很多涉海
高校开始设置海洋科学硕士点；截止到2015 年海洋学科博士学

位点就超过了 25 个。海洋科学是一门综合科学，包含物理海

洋、海洋化学等诸多方向。研究这些方向离不开对海水运动规
律的认知，物理海洋学正是研究这一规律，是学科基石。

1  地球流体动力学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地球流体动力学需要流体力学等本科基础，同时要求学生具
备对海洋环境的认知。因此对初学者具有一定的挑战。经过了多年

发展，国外已有形成了成熟的教材。其共同点是通过对海水运动的

描述建立数学模型。在教学实践中，笔者发现照本宣科地讲授知识
不能满足当下学科发展的需求，主要有以下原因：

1.1经典教材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

对物理现象的洞察力和数学建模的逻辑力正是物理海洋从业
者的核心素养。海洋科学包罗万象，海洋科学的研究生本科专

业大部分来自生物、化学、环境等一级学科，其数理基础各不

相同。鉴于地球流体动力学课程的核心地位，很多单位将这门
课程设为研究生必修课程。然而，大部分教材忽略了读者背景

差异。因此这门课对于没有相关基础的同学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1.2强调原理构建的严禁性，缺乏实际应用的范例
海洋科学依托现场观测。学习该课程的深层次目的是对洞察

力和逻辑力的训练，这会提升个人的学术眼界和科研志趣。这也

是国外教材通常比较厚重的原因之一。在有限课时下，这一点难
以实现。另一方面，传统教材的写作风格注重理论构建的严谨性，

而不可避免地忽视其实用性。这使得对很多同学缺乏吸引力。由

此可见，在该课程教学过程中适当加入理论应用实际范例，可以
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2  采取的具体改革措施

针对以上不足，教学团队在近年教学实践中引入了以下改革
措施：

2.1简化数学建模过程

明确现象，将其从纷繁复杂的背景中剥离。这也是大多数
教材章节划分的原则，但却不交代为什么这样划分。因此我们开宗

明义地阐明海水运动的多尺度本质，这解释了问题提出的方式。其

二是归纳感性认知。我们在每个章节开头以动画等形式介绍相关现
象。在建模过程中，不同于经典教材，我们使用强物理制约，让建

模过程更加简明，绕过复杂的数学，直接得到现象的物理本质。

2.2课堂教学中精简理论，网络教学中做展开
强化核心章节，弱化拓展章节。核心章节是要求所有同学都

应了解的海水运动基本规律。是课堂讲授的重点，虽做了简化，但

讲授遵循了经典教材详尽细致的风格。拓展章节是前沿研究以及
学科交叉。对于这些章节，我们将其与学生研究方向结合在一

起。对每个同学的课题和背景做了解，针对性地安排拓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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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刚踏入科研大门的时候，就能看到学科交叉的前景，对自

身研究在整个海洋科学内所处的位置有所了解。
2.3引入实际的范例

教学团队始终关注海洋观测的新发现和发展。在线下教学实

践中，引入当前观测发现，结合课堂理论，以互动讨论的形式将
理论用于对观测的解释。在每个章节的最后，加入一些将海洋实

测和理论相结合的科研论文综述。通过课程作业的形式，让学生

下载数据并分析画图，与理论结果作比较，进而验证课堂所学。使
得学生获得一定的科研训练，提高了课程的实用性。

3  初步效果以及评价

通过几年的实践，课程讲授风格逐渐明晰。我们对近三年
内35 名学生做在线随访，邀请学生从两个方面对教学效果进行

评价：1.该课程是否提升了对海洋运动规律的认知；2.课程是

否对硕士阶段科研有所帮助；在这些同学，中有20 人本科专业
毕业于海洋类专业，对课程的评价相对较高。这些同学指出该

课程是对其本科知识和技能的一次提升。个别同学在硕士科研中

开始尝试运理论解释物理现象，并发表了SCI 论文。其中18 人
表示课程提升了对自身专业的志趣，并计划进一步深造；毕业硕

士中有10人考取了博士录取资格。15名跨专业的同学表示课程较

难，但却扩展了其学术视野。同学们也指出了课程目前的一些不
足：课程网站的习题答案大多是手写拍照，不清晰；数值模拟代

码的注释不够详细。这些具体意见为进一步提升课程质量指明了

方向。
4  结语

海洋科学兼容并包。对地球流体动力学课程的改革要考虑诸

多方向的关系和学生背景。笔者所在教学团队打破经典教材的框
架，开放包容。经过几年的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线上

课程的建设依然存在很多不足，这将是未来几年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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