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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疫情下战时在线教学的新鲜感正转化为了中国高等教

育的新常态。线下为主，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是走进新时
代，赢得新时代，全面提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质量的必由之
路。工程师是筑基中国经济跨越式发展，支撑国家发展的根
基。我校轮机工程专业主要培养国家海洋工程技术专业方面的工
程师，做好课程建设是培养优秀工程师的基础。本文以船舶辅
机课程为例，探讨互联网+ 下的理实一体化教学改革。

《船舶辅机》是轮机工程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船舶辅机
的内容是非常繁杂的，教学内容要涵盖船上的各种辅助设备，
包括船用泵、空气压缩机、液压甲板机械、船舶制冷与空调、
船舶锅炉以及船用海水淡化装置。其中船用泵要用到《流体力
学》专业基础课的知识，液压甲板机械要用到《液压传动与控
制》的知识，制冷与空调需要用到《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的知
识，空气压缩机与船舶锅炉还涉及到《自动化基础》的知识，而

《机械制图》是能够看懂所有这些设备结构图的基础。所以，这些
专业基础课程必须要在开设船舶辅机之前完成。而现在普遍使用
的《船舶辅机》教材中又包含了以上基础课程的理论知识点，

1　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我校轮机工程专业《船舶辅机》课程教学存在如下

问题：
（1）《船舶辅机》课程主要讲述的是各种船用辅助设备的工作

原理、结构特点以及运行管理，包括理论教学与实操教学两个部
分。马尼拉公约修正案后，进一步增加了《船舶辅机》课程中实
操部分所占比例，并对适任证书评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我
校《船舶辅机》课程教学的现状是：《船舶辅机》所涉及的专业基
础课程在大一、大二两个学年已经完成，大三上学期开始辅机理
论课程教学，理论学时为80学时，这一学期学生是不下实验室的，
理论课程全部上完后，在大三下学期轮机综合实验中，安排18学
时的船舶辅机综合实验，在大四上学期安排6天的《船舶辅机》设
备拆装与操作评估训练，此时距离理论课程的学习已经过去一整
年啦。虽然学生在学习《船舶辅机》课程时已经学过了一些专业
基础理论课，但是由于学生没有在船上工作过，对船上的设备缺
乏直观感性体会，尽管老师讲得口干舌燥，学生仍然是一头雾水，
不知所云。等到上实操课时，理论知识又记忆模糊。这样就造成
了理论、实操严重脱节的现象，教学效果差。

（2）目前，我校《船舶辅机》课程理论教学80学时，实验课
程18学时，拆装与操作评估训练20学时，总共118学时。由于船
上新设备的不断涌现，课程的内容有增无减，老师与学生还要面
临国家海事局适任证书考试与评估的压力。课时不够充足，老师
上课任务繁重，本科教学质量要求与海事局评估考试要求没有办
法兼顾。

（3）师资情况。目前我校辅机课程组师资一共5人，具有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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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互联网+的信息化教学已经得到广泛推广。通过对船舶辅机课程理论和实践一体化设计，以混合式教学为依托，构建
新的教学模式。本文以海事局适任证书评估考试标准为指导，梳理船舶辅及其先行基础课的知识点，对船舶辅机课程实践内容进行
教学体系设计。将课程中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相结合，应用超星学习通平台，将实践教学贯穿到理论教学中。系统化的实践教学体系
与课堂授课同步进行。结果表明：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性得到了调动，学生再评估考试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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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服务资历的3人，其中轮机长2人，大管轮1人。具有博士学位
1人，硕士学位的3人。副教授2人，讲师2人，助教1人，实验
师1人。

（4）学生考核。当前《船舶辅机》理论课程由学院生统一组
织期末考试、实验课程以实验报告为主，实操考试以海事局的评
估成绩作为参考。学

（5）线上教学资源。目前船舶辅机课程线上题库已经建设完
成，线上的课程教学资源不够丰富和成熟。没有基于移动端的教
学资源。这限制了学生随时随地学习。

2　理论实践教学改革实施过程
2.1结合理论课程制定课程实操工作任务单
实操任务单是根据本科教学大纲、船上工作需要，结合课

程PPT、多媒体音频视频等教学资源，归纳出学生必须掌握和熟
知的知识点。制定实操任务单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为布置接
下来的实训室做必要准备，通过课题组讨论确定实训室要放那些
设备零部件，确定课程中那部分内容需要在实训室中进行；其二
发给学生，让学生知道需要掌握什么，知道哪些实训内容是重点，
这样有助于学生明确学习内容，能够保证实训课堂有的放矢。

2.2基于超星学习通建立《船舶辅机》实训视频库
传统教学主要是课堂上讲授，通过课后布置作业让学生巩固

所学内容。通过本次教学改革，组织课程组老师拍摄并编辑《船
舶辅机》实操音像资料，建立“船舶辅机”实训视频库。便于学
生预习实训化课堂内容，对于课堂上没有透彻理解的部分，可以
通过课后回放视频库加深对相关内容的理解。做到学生只要想要
学习，就可以第一时间找到相关资料。

3　实施效果分析
通过本项目的实施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得到了提升，在以下两

个方面教学效果有显著提升。其一实物或模型进课堂实训化教学，
将一些小部件、小设备或相关模型搬入课堂进行实训化教学，这
样学生既可以有现场课的感受，又可以利用多媒体教室的优势。
实物或模型进课堂也是一种很好的实训化课堂教学形式；其二是
录制理论实训课音频视频，极大的方便了学生的预习与复习，对
提高授课效率有几大好处。

4　结论
船舶辅机课程是轮机工程专业一门重要的专业课程，教学效

果直接关系学生毕业后能否快速的适应并胜任船上的工作。把实
践教学引入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并穿插到相应的重要知识点，实
践表明这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生由传统的被动学习向
着主动提出问题转变，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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