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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而高素质船员队伍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支撑。截至

2019 年底，我国船员注册量已达 165.9 万人，位居世界首位。[1]虽然我国船员数量庞大，但近年来船员职业吸

引力降低，船舶智能化对船员专业素养要求却逐步提高，船员流失、职务结构失衡等问题愈加凸显，目前的

船员队伍建设无法充分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现代化航运发展，现有航海教育培养模式仍需进一步完善。
近年来，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推进职业教育改革，要求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

一，部分航海类高职院校提出采用“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2-4]“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最早源于英国，其特点

体现在实践与理论的有效衔接，过程为学校（理论）—企业（实践）—学校（理论），即工学结合培养人才。在应

用过程中，由于政府、院校、企业等职责划分仍待优化，校企合作深度不够等原因，通过“三明治”模式进行培

养的学生比例较低，制约着我国航海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5]本文以分析现有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

养模式存在的问题为基础，借鉴英国海员“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探讨现有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
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对策，为我国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思路。
1 我国现有航海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目前，我国的航海高职教育主要采取“一贯式”人才培养模式，学生进入航海类高职院校后，需完成两年

半的校内理论学习和半年的校外企业实践[6]，通过笔试，按培训记录簿完成 12 个月的海上服务，取得 500 总

吨及以上的三副或三管轮适任证书。但在高职院校普遍无法自拥有实习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与企业签订

就业协议后才由企业安排上船实践，学生通常不能在毕业前获得 12 个月的海上服务资历，只能在毕业时拿

到白皮证书，待满足资历要求后，换取三副或三管轮适任证书。在“一贯式”人才培养模式下，航海类专业学

生在校期间无法获得资历要求的实践经历，对工作环境缺乏足够的了解，往往无法快速适应工作岗位。
为提升教学质量，实现高职人才培养目标，航海类高职院校不断探索，积极开展校企合作育人，尝试采

用“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1999 年，上海海事职业技术学院与挪威船东协会合作，引进发达国家航海教育理

念和培养方式，在国内航海教育领域第一次运用“三明治”模式。近年来，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海事

职业技术学院等航海类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开展合作，实施校企共同体、船校交替的育人模式，基本教学

过程可分解为校—船（值班水手见习/值班机工见习、跟岗实习）—校—船（三副见习/三管轮见习、顶岗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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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阶段轮训[7-8]。但因受限于教育体制、政策制定、师资队伍建设等因素，我国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

养的整体水平与英国等航运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差距。
2 我国现有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问题分析

2.1 院校、政府和企业三方联合失效

现有“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局限于院校与企业之间的浅层次合作，院校理论教学与企业实践内容衔接

不畅。“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是职业教育的特殊形式，其规范运行需要政府的有效参与，并作为关键一方提

供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但目前政府参与航海高职教育的形式主要是指导院校开展日常工作，负责考试、发
证和监管，未能针对“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制定具体的实施细则，指导院校、企业合作培养航海人才。
2.2 课程体系与培养需求不协调

由于航海类专业对学生的实践技能和应用能力要求较高，除满足院校学分管理的相关要求外，航海类

专业学生还需要通过海事主管部门主管的考试，获得培训记录簿要求的船上服务资历，方可拿到相应证书，

从而保证上船工作的合规性和安全性。船舶智能化发展也对航海类专业学生的计算机应用能力提出了高要

求。因此，航海类专业学生一方面要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学习如船舶结构与货运、航海英语、船舶电气设备

等专业课程，另一方面要具备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较高的计算机应用能力。航海类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需要

根据培养需求，合理设置课程内容，优化理论与实践课程之间的比例。目前，航海类专业的理论课程设置普

遍较为传统，缺乏必要的前瞻性，对计算机知识的教学和航海实务操作中涉及的相关法律法规宣贯力度不

足。而实践课程一般由校内实践教学和跟船顶岗实践组成，但受限于企业实践资源，跟船顶岗实践课程落实

不到位，通常通过校内理论教学或校内实践教学补充，无法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
2.3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存在短板

航海类高职院校“双师型”队伍建设目前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师资来源单一。受限于高职院校对

教师年龄、学历等方面的要求，航海类专业引进的人才多为具有硕博学历的应届毕业生，理论研究水平较

高，但缺乏实践经验；部分能够满足院校人才引进条件的船长、轮机长等，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一般未曾

接受过系统的教育教学培训，在帮助学生完成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衔接方面略有不足。二是培养举措不完

善。院校对构建“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必要性缺乏足够认知，在政策、经费等方面缺少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的支持。三是企业参与程度不够。企业对教师进入一线实践有影响生产效率、存在安全隐患等方面的顾

虑，在培养手续、培养内容、培养时限等方面无法保障，导致教师真正参与企业实践的难度较大。
3 英国海员“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分析

3.1 培养主体明确，职责划分清晰

英国海员“三明治”模式根据不同的学历层次分为三大类，即基础学位模式（Foundation Degree，简称

“FD”）、国家高等教育证书/国家高等教育文凭模式（Higher National Certificate/Higher National Diploma，简

称“HNC/HND”）和学徒模式（Maritime Occupations Apprenticeship，简称“MOA”）。其中 FD 模式可类比于我国

船员本科教育，在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时兼顾高等学位教育。[9]MOA 模式可类比于我国船员中职教育，培养

支持级船员。HNC/HND 模式可类比于我国高职教育，主要培养高级船员，也是本文借鉴的主要模式。
以 HNC/HND 模式为例，英国商船培训管理局负责建立教育培训体系框架，对高等教育机构和培训院校

提交的具体培训项目进行审核，确定其是否满足培训体系的要求；海事和海岸警卫署负责监督院校对学生

的培训及相关实践，确保其符合 STCW 公约的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则负责把关培训方案的设计，确保其结

构、内容和形式符合要求；培训院校负责制订具体培训计划，开展日常教学，评估学习效果；船公司负责招

生，安排学生到培训院校学习或上船实习，指导、监督学生在船航行实践。院校、培训机构与船公司作为人才

培养主体，在官方构建的符合 STCW 公约要求的体系框架内，从理论教学、在船航行实践方面相互促进又

相互制约。各方职责划分清晰，保障体系构架完善，为航海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3.2 教学内容合理，学历转化通畅

HNC 的学业水平相当于英国大学一年级（英国大学本科为 3 年制，个别专业采用 4 年制），HND 则相当

于大学二年级。完成航海技术专业 HNC 培养计划大约需要 149 周（其中院校学习时间 65 周，海上实习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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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 84 周）；完成轮机工程专业 HNC 培养计划需要 130~137 周（其中院校学习时间大约为 80 周，海上实习

时间在 57 周）。完成 HNC 培养计划的学生可额外再用 26 周完成 HND 有关课程，可获得证书。完成 HNC/
HND 学生均可获得海船船员适任证书，但只有持有 HND 证书的学生具有晋升管理级船员的资格。因此，完

成 HNC 学业的学生可以直接深造，也可以工作后再深造。此外，无论是 HNC 还是 HND，只要学生完成学业

后有继续深造的打算，都可以向提供海事学位教育的大学申请，完成大学学业并获得高等学位。[10]

英国海员“三明治”模式构建多层级的培训模式，本科教育、高职教育与中职教育之间有较高的区分度，

但不同学历层次之间转化途径畅通，在增强船员培训针对性，提升培训的效率的同时，满足不同教育需求，

为国家储备多层次的海运人才、保障船员结构合理性打下坚实基础。HNC/HND 模式具体的课程设置充分结

合了 HNC/HND 模式学历要求、培训记录簿的实践要求、获取适任证书的笔试口试要求以及 STCW 公约要

求。在 HNC 培养计划中，海上实践和理论学时比分别为 84:65 和 57:80，充分体现了理论与实践并重，并能根

据甲板部和轮机部工作特点的不同对课时设置进行调整，从而保障课程设置的合理性与有效性。
3.3 师资力量雄厚，校企合作深入

英国海员“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以职业标准为导向，以实际工作表现为考评依据，改变了传统职业教

育中重理论轻实践的状况，从体制上将航海职业教育与行业产业联系在一起。[11]英国海员“三明治”人才培养

模式师资队伍的构建有企业全程参与，院校与企业有合作，有分工，院校擅长理论教学，企业负责实践教学，

根据自身特点承担不同的教学任务。[12]院校专业教师主要由实践经验丰富的高级船员担任，部分来自退役海

军或海岸警备队。资深船员进入院校后，通常要接受半年到一年的理论培训，要求获取教育硕士学位后，才

可以开展教育教学工作，并通过参加专业学术研讨或进入企业参加专业实践等方式来进行知识更新。[13]

4 我国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对策

4.1 联合“政行企校”，提升协同育人成效

为提升航海高职教育“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协同育人成效，应凸显参与主体的多元性，鼓励政府、航海

类高职院校、企业与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主体参与，通过划分主体治理职责，构建合理的利益机制，促进“政

行企校”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的构建。[14]政府机关应加强顶层设计，提供政策与资金支持，对教育状况、学历

及职业资格等实施监管。院校与企业作为主导者承担生产职能、双向互动，院校主要承担专业设置、课程体

系构建、教学实践安排等人才培养职责，企业参与学校的相关人才培养工作，利用自身的实践优势为院校

提供上船实践和技术合作等。行业协会作为社会组织承担辅助评价监督职能，一方面可以帮助院校协调与

企业的教育合作关系，另一方面可协助政府机关对在校理论教学质量和在船实习成果进行监督评价。
4.2 优化课程体系设置，增强学生实践技能

2020 年，全国两会提出高职院校要扩招 200 万人，这一新要求是机遇也是挑战。扩招丰富了生源结构，

也迫使高职院校对招生办法、评价机制以及课程体系进行改革。今后国内航海高职教育需要面对高中毕业

生、中职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多种类型的生源[15]，各高职院校也在探索多形式联合培养模式，例如与本科

院校分段式培养（“3+2”模式）、与中职院校分段式培养（“3+3”模式）等多种模式，从而应对扩招新局面。在设

置课程体系时，一是要充分考虑学生学习基础，顺应学生学习特点，设置有难易度区分的课程体系；二是要

增强中高职、高职与本科院校之间沟通联系，使不同的学历层次之间的转换途径通畅；三是要处理好理论教

学与上船实践之间的关系，确保学生在实践中更好地应用理论知识，并在实践中深化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4.3 强化“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保障教学效果

“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航海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航海高职教育“双师型”队伍建设需要有院

校和企业共同参与。航海类高职院校应从人才培养需求出发，制定“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目标，根据目标制

定相应的培训内容和保障措施，从制度、资金、时间等方面予以保障，从职称评审、职务晋升等角度对“双师

型”教师予以倾斜，鼓励教师积极上船实践。在保障专业队伍建设的同时，院校应充分挖掘社会资源，聘任具

有丰富经验的企业高级船员担任兼职教师，也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等方式提升院校师资水平。企业方面应积

极参与到“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之中，为教师提供实践指导，与院校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共造实习船，吸引

专业教师进入实训基地或实习船参与一线生产经营活动，增加实践经验，拓宽实习资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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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英国海员“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为我国航海类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提供新的思路。高职院校应

该根据自身办学实际，建立政府、企业、院校的联合机制，不断完善“三明治”培养模式的平台建设，设置理论

与实践并重、学历转化畅通的课程体系，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优化“三明治”人才培养模式使其符合

我国航海类高职院校办学特点，为不断提升我国船员的国际竞争力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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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Reform and Countermeasures of “Sandwich” Mode
Talent Cultivation of Maritim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YU Xuan1, YANG Ya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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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encounters significant chal－
lenges. There exists dis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enterprises’practice, and professional talents
cultivation fails to satisfy the current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and development of modernized shipping.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of China’s mariti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maritime high－
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ombine their own school-running characteristics, learn from the advantages of the
British seafarers’Sandwich”mode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take measures such as multiple combination among
governments, enterprises, colleges, and industries, optimization of curriculum system, and construction of“dual
qualification”teachers team, with the aim to promote talents cultivation of China’s maritime higher vocational ed－
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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