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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工科背景下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涉及的专业性强、适用范围广，需要海洋工程类理论知

识和工程实践的紧密结合，应对国家战略性迫切需要培养高素质海洋开发人才。作为江苏地区应用型本

科院校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依托海洋产业的快速发展，本文探索在新工科发展的大背景

下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体系，培养符合新工科的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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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the major of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volves strong professionalism and a wide range of ap-
plications. It requires a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marine engineering and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0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1005
https://www.hanspub.org/


严雅娟 等 
 

 

DOI: 10.12677/ae.2025.151005 32 教育进展 
 

engineering practice to meet the urgent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marine development talents. As for the major of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in ap-
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Jiangsu region,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relies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indu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
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under the broad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ngi-
neering education, reforms th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and system, and cultivates professional tal-
ents in marine resources development technology wh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emerging engi-
neering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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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工科”是教育部提出的我国工程教育改革的一项重大战略举措，立足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立

足国际竞争新形势，立足立德树人新要求[1]，强调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

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以智能制造、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适应未来新兴产业和新经济的需

要。作为我国新设的工科专业，专业建设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发展的关键任务，直接关系到人才培

养的方向和质量[2]。在“新工科”的大背景下，以校企结合、产教融合为基础的新工科建设显得刻不容

缓。我国新经济、新产业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具有较强工程实践技能的高技能、复合型、应用型技术人

才，高校必须对工科人才的现有培养模式进行大力度的改革[3]-[5]。面向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海洋产业发

展需求，根据学校及学院要求，结合专业建设实际，本文提出并实践了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

体系。 

2. 专业建设基本情况 

江苏海洋大学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自 2012 年由原测绘学院招生开始，随着学校更名成功，学院调

整的深入，2020 年与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一起并入新成立的海洋工程学院，对照海洋工程类教学质量国

家标准，以及海洋工程学院学科发展方向，以海洋工程类主干专业船舶与海洋工程为标杆和依托开展人

才培养，专业方向主要围绕培养海洋智能装备开发能力来开展人才培养。随着海洋强国战略、江苏省海

洋经济振兴、连云港海洋产业的兴起，学校海洋科技与教育发展的不断深入，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有

着良好的发展前景[6]。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在调整专业发展方向、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重构教学课

程体系、加强产学研融合等方面做了一系列努力。但专业发展面临的困境仍很明显，第一，是师资队伍

人数偏少，高级职称偏少，专业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随着涉海类学科专业的发展，不少高校开始布局

涉海专业，优秀的师资人才变得比较紧缺。现有的师资大都是近三年引进的博士，职称偏低，进阶高级

职称的压力也比较大。另外现有的教师虽然来自于相近专业，但随着专业方向的调整，自身的专业方向

需要适当调整，无疑又加大了教师们工作压力。这些已经在专业建设中遇到的挑战，处理不好可能会影

响到专业建设。第二实验实习条件不足，目前专业实验室较少，学生实践教学环节比较薄弱，实习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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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有完全落实，培养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与现有实践教学条件的矛盾比较突出。 
因此，在立足高校本身的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要求专业务必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达到形成良好实

践能力培养体系的目的，进而实现培养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复合型应用人才，符合当地社会发展需求。 

3. 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 

3.1. 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依托海洋资源开发研究院、海洋智能装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省级特色海洋学科平台，培养满

足国家及江苏省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产业发展的需求，能够在高校，海洋、水产、医药、生物制品等领域

的科研和管理机构，海洋生物资源产品设计开发、加工利用、等相关企业，海上风能、海上太阳能、海洋

波浪、潮流、潮汐等海洋新能源智能装备企业，或在海洋生物资源开发技术或智慧海洋牧场的高科技企

业，从事智能装备设计、制造、工艺、测试、维护、国内外贸易、商品检验认证以及科学研究等工作的复

合应用型人才。 
专业服务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紧密对接国家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迫切需求，依

托江苏沿海经济带和连云港市海洋经济产业的发展背景，建立一个结构合理、特色鲜明、整体水平较高

的学科体系。适应学校海洋战略发展规划的需要，为学院专业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3.2. 课程体系设计 

2024 版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是在满足《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标准》和《海洋工

程专业教学质量国家标准》要求的同时，依据本专业课程体系设计，适应国家新型工科和一流本科专业

建设的新形势而制定的。本培养方案优化了专业课程体系，促使专业课程设置能够实时反映经济发展、

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的需求，并通过海洋特色课程和产教融合课程的建设，确保专业课程与教材内容同

步，技术进步同步，装备更新同步。同时更新教学观念，以职业素养、知识结构、职业能力为要素，对教

学时间、空间和组织形式进行综合设计，以“案例教学”为依托，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探究和职业兴

趣，达成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 
按照学校对人才培养方案修订的总体指导意见，本专业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平台、学科基础平台、

专业能力平台和素质拓展平台四个平台构成，具体学分安排见表 1。 
 
Table 1. Credit arrangement and proportion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表 1. 专业课程学分安排及占比 

课程平台 课程模块 课程性质 学业学分 素质拓展学分 

公共基础平台 

思想政治类课程模块 必修 17  
语言工具类课程模块 必修 16  
身心发展类课程模块 必修 9.5  
数理格致类课程模块 必修 26.5  
公共选修课程模块 选修 8  

学科基础平台 学科基础课程模块 必修 25.5  

专业能力平台 
专业理论课程模块 

必修 24.5  
选修 11  

专业实践课程模块 必修 30  

素质拓展平台 
科研与创新训练模块 选修  4 
素质拓展实践模块 选修  6 

合计 16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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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共基础平台。公共基础平台由思想政治类课程模块、语言工具类课程模块、身心发展类课程模

块、数理格致类课程模块和公共选修课程模块五部分构成，包括思想政治类、计算机类、英语类、体育

类、物理类和数学类等公共理论和实践课程，为广泛的基础理论知识。 
2) 学科基础平台。学科基础课程包括工程制图与 CAD、海洋资源开发技术导论、电工学与电子技术

B、海洋学基础、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等课程，这些课程是专业教育的基础，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

基础。 
3) 专业能力平台。专业能力平台由专业理论课程模块与专业实践课程模块两部分组成，它是专业教

育的核心，其内容涉及海洋工程装备设计、管理、应用的各个层面，能掌握海洋工程学科的基础理论、

方法与技术。 
其中专业实践课程教学体系包括课程的“课内实验”、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集中性实践环节”这

三部分，新版培养方案强化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在培养过程中，要让学生不但有工程制图的能力，

更要有实际操作的能力。因此新版实践环节在原有专业认识实习、制图、海洋能开发技术实习等实践课

程的基础上，增加了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可再生能源开发装备设计与制作等操作性强的实践课程。 
在教学时间安排方面，为保障学生学以致用，以教师科研项目等为支撑开展教学，在每学期都开展

实践。专业能力平台加强了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动手能力，增强了科研与创新能力的训练，体现出本专

业的人才培养理念。 
4) 素质拓展平台。素质拓展平台包括科研与创新训练模块和素质拓展实践模块，提高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新创业意识和能力。 

4. 结语 

专业建设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工作，也体现了我们的专业办学水平和办学实

力。在新工科背景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任重道远，需要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探索，与时俱进，

以适应国家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总体要求，结合自身专业特点与学校实际情况，进一步提高对

专业建设工作的认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围绕专业建设目标，提出新工科背景下的一种适合应用型海

洋工程类人才培养的模式和方向，努力使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专业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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