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学院 2018年本科教学实习工作总结报告 

 

一、 基本概况 

2018 年海洋学院共 4个本科专业组织了教学实习，实习学生总数621人， 823人次，

生均实习天数21

二、 实习教学工作特色和亮点 

天。 

1、顶层设计实习课程体系 

    学院设置海科、港航、海工、船舶四个本科专业（为集中优势资源培养学生，船舶

专业从 2018年开始停止招生）。近年来学院组织多次调研、讨论、交流，最终形成了较

为系统成熟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组织专业师资队伍重新编写实习类课程教学大纲，

设立了符合海洋学子学习计划的实习课程培养体系。其中实践类课程共 18 门，占总课

程 115 门的 15.7%。实习课程的科学、合理、体系化，使得实习培养目标更加明确，为

提高学生的专业达成度和实践应用能力发挥重要作用。 

实习课程体系设置如下： 

 

 

    

 

 

 

 

 

 
 



2、综合统筹实习计划方案 

今年 6 月，在暑期实习开展前，学院召开暑期实习工作计划会议，统筹制定暑期实

习计划方案（见图 1），会上综合汇编各专业、各年级、各课程的实习计划和方案，会后

汇编教学日历。同时还组成了由教学管理部牵头，以各专业实习课程为主体，思政部、

实验设备部、总务部、后勤集团等各部门共同协助的实习工作运转系统，以全面做好服

务对接工作，为学院 2018年暑期实习的顺利实施奠定了基础。 

 

 

 

     

 

 

 

 

 

 

 

 

 

 

 

图 1：海洋学院 2018年暑期实习计划方案表 

3、优化海洋体验实习环节 

海洋学科的实习体验缺少不了海上实习环节，对许多从未在海上坐过船的同学来说，

只有亲眼、亲手接触海洋，踏上船只的实习体验才对课堂上讲解的理论知识有更加深入

的感性认识。 

因此，为进一步优化本科实习环节，满足各专业实习课程不同需求，学院特召开专

门会议，对“紫金港”号教学实习船只进行升级和改造，增加：浅地层剖面仪、声学多

普勒流速剖面仪（Acoustic Doppler Current Profiler, ADCP）、Seabird 19 plus 剖面仪、测



深仪、Secci disk（透明度盘）、浮游生物拖网和显微镜系统，在船舷安装外挂支撑，尾

部甲板加装小型吊臂等科研设备用于本科实习。今年大一 200 余名学生，大二近 100 名

学生（见图 2-3）均体验了出海考察和上船仪器学习使用等环节，此举为让海洋学子尽

早、系统地了解海洋专业知识，进一步激发专业兴趣奠定了基础。 

 

 

 

 

 

 

 

 

 

 

 

 

 

 

 

 

图 2-3：大一师生海洋类知识学习 

4、培育实习概论精品课程 

    学院重点建设的具有异地办学、海洋特色的本科实习特色课程主要有《海洋科学概

论》和《海洋工程概论》两门。因海洋学院在舟山办学，目前学院的大一和大二的本科

生均在杭州浙江大学本部紫金港校区学习，等他们来到舟山接触海洋科学的时候已经是

大三了，为避免出现到大三时还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和学习相关方向的切入点的情况。

学院专为大一学生量身定做了《海洋科学概论》和《海洋工程概论》两门概论型课程，

在激发学生从事海洋科学及工程研究兴趣的同时，可以通过“浓缩胶囊”的课程学习方

式使同学们对海洋各专业方向有一个较为深入的认识，这对同学们将来如何基于自己的



兴趣选择合适的专业基础课至关重。 

    学院在组织两门课程的过程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如《海洋科学概论》

一门课就配备了教师和研究生团队 20 余人的师资力量（见图 4），教师与 44 位本科生，

构成了 1：2 的师生比，以保证学生在这个高强度的暑期实践课程中高质量地完成学习

任务。                

 

 

 

 

 

 

 

 

   

 

 

 

 

 

图 4：《海洋科学概论》授课团队名单 

 两门课程师资教学力量投入雄厚，教学学时均在 96学时及以上。（图 5-6） 

 

 

 

 

 

 

 

 

 

 



 

图 5：《海洋工程概论》教师上课学时表 

 

 

 

 

 

 

 

 

 

 

 

 

 

 

 

 

 

图 6：《海洋科学概论》教学日历 

    两门课程还利用学院教育教学平台，建设了课程网站（见图 7-8），实现了课程资源

的电子化、网络化，构建起无时空限制的师生交流互动平台，并且能够通过平台进行课

程质量反馈和需求，进一步改进提高。（见图 9-10） 

 

 

 

 

 

 

 

 



图 7-8 《海洋科学概论》、《海洋工程概论》课程网站 

             

 

 

 

 

 

 

 

 

 

 

 

 

 

     

 

 

 

 

 

 

 

图 9-10：《海洋科学概论》课程调查问卷 

5、以赛促教引领实习创新 
学院为海工专业大三本科生专门设立了《专业综合实习与训练》实习课程，创新实

习思路，旨在以竞赛促实习，实习课程取得很好的效果。 

该门实习课结合浙江大学“水下机器人竞赛”学生全员参与，师资队伍近二十名，

通过教师共同授课、指导，设计并制作“水下机器人”。在暑期实习期间，由教师带队



参观北京、上海等知名机器人制作公司，同时参加国内水下机器人竞赛，让学生综合运

用专业知识，提高实践创新能力，学生反映收获良多。（见图 13-14）目前该门课程已开

展了两年，海洋学子已经在国际水下机器人竞赛中屡创佳绩。(详见下表） 

 

 

 

 

 

 

 

 

 

 

 

 

 

 

 

 

 

 

赛事 参赛作品 指导教师 获得奖项 学生名单 

第七届全国海洋航

行器设计与制作大

赛 

SS-AUH 
黄豪彩、朱江、王滔

等 
B 类水下组一等奖 

陆培、王娜、罗怡人、

刘勋 

第十一届国际水中

机器人大赛 

港口侦查项目；目标追

踪项目；水中污染源搜

寻项目等 

司玉林、詹舒越 

3 项一等奖(其中包

括 1个冠军和 2个亚

军)、2 项二等奖、1

项三等奖 

杜子豪、卢绘宇、刘

昀卓等 

第三届上海“临港

杯”水下智能机器人

大赛 

Mini-AUH； 

基于矢量推进的水下

直升机 

黄豪彩、朱江、王滔

等 

创意设计组第三、四

名 

陆培、王娜、罗怡人、

刘勋等 



 

 

 

 

 

 

 

 

 

 

图 11-12：海洋学子国内海洋类机器人大赛获奖情况 

 

 

 

 

 

 

 

 

 

 

图 13-14：竞赛学生收获与体会 

三、存在问题与建议 

1、国际交流的时间冲突问题 

当前，随着浙江大学国际化进程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本科生选择在暑期参加校、

院级别的对外交流项目，一定程度上与学院的专业实习发生时间上的冲突，针对越来越

多的此类问题，建议学校能够出台符合目前形势的管理制度，就学生暑期对外交流替换

专业实习，学分认定等问题进行统一标准化管理，实现学校、学生利益最大化。 

2、实习基地的规范管理问题 



随着 2018年浙江大学《实习基地管理办法》的出台，学院实习基地的管理愈加规

范，但是因前期校区搬迁、管理人员频换、院级实习基地管理流程不完善等原因，造成

很多实习基地协议过期，协议未存档，实习基地常年未启用等现象。针对此类问题，学

院应尽快完善院级实习基地管理办法，理顺管理流程，做好实习基地建档及联络方案。 

3、实习效果的有效评估问题 

海洋学院课程体系及新培养方案试运行两年来，实习类课程逐步呈现出层级分明，

教学目标清晰的态势，实习课程更加科学合理。如何能够提高实习课程的教学质效，是

学院下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一是：要充分发挥教育教学平台实习类课程网站的功效，

建设好网站，丰富课程资源，优化实习环节，打造出更多的具有异地办学特色、海洋特

色的实习类精品课程（见图 15—16）。二是：要利用好各种渠道，做好实习类课程的问

卷调查和意见反馈，及时掌握学生动态及意见，修订实习课程教学计划，打造出学生喜

欢和需要的实习课程体系。三是：要与各实习基地、企业等单位做好联络，收集有效信

息，及时从用人单位角度出发，提高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为培养出合格的海洋人才做准

备。 

 

 

 

 

 

 

 

 

 

 

图 15—16：《生产实习》、《科研实习》 课程网站 

四、实习教学改革思路和举措 

1、完善节点化的实习规范流程 

全面梳理学院实习教学管理领域的各项管理制度与要求，强化流程节点，明确实习

各环节、各节点的任务标准，推动实习的管理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见图 17） 



 

 

 

 

 

 

 

 

图 17：实习管理文件清单 

2、加强过程化的实习服务管理 

学院未来要逐步改变“学校下任务，部门催老师”的传统工作方法，整理实习管理

任务清单，树立“做好实习管理就是做好实习服务”的理念，在实习管理过程中做到“事

前沟通-事中跟踪-事后反馈”的高效管理服务，确保各项实习教学管理任务按时、高质

量完成，尽量帮助教师减少重复和无效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宝贵时间。 

3、鼓励创新性的学生实习项目 

为发掘实习工作亮点，鼓励学生创新以自己视角观察实习课程，提出切实的实习建

议和意见。2018年海洋学院共设立了“暑期课堂学生创新项目”14项，项目要求申报

者需要由三人以上团队构成，对所参加的实习课程进行全方位的跟踪、拍摄，最后形成

10分钟左右的视频及项目 PPT，学院将组织评委会对学生项目进行综合评审及评奖，此

举旨在全面跟踪实习课堂质量，收集学生意见及建议，丰富实践网站内容，为明年实习

工作做好持续改进准备。（见图 18-19） 

 

 

  

 

 

 

 



 

 

 

 

 

 

 

 

 

 

图 18-19学生项目 PPT及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