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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代海洋强国战略背景下，对我国涉海专业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提出了新要

求。本文基于专业认同视角，针对涉海专业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实践展开深入探究。以“大

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为载体，针对涉海专业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发展中的实际问

题，提出课程思政教学创新设计。通过顶层规划，构建以“兴海报国”精神为核心的价值导向

体系，强化专业认同与思政教育融合，分阶段、分层次实施职业生涯教育，培养具有海洋情怀

与专业素养的复合型人才，以期为海洋强国战略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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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Practice for Ocean related College Students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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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ategy of a strong marine country in the new era, novel requirements
have been proposed for the career planning education work of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s sea-related
majors. The present paper is an exploration of career planning for college students majoring in
sea-related profes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urse 'Career
Planning and Employment Guidance for College Students', the following innovative design for
ideological teaching is proposed, with a view to addressing the actual problems in career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in sea-related professions. It is evident that, through meticulous
top-level planning, a value-oriented system has been constructed, with the spirit of 'serving the country
by developing the sea' as its core principle. Furthermore, there has been a strengthe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identity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reer education at different
stages and level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complex talents with marine sentiment and professionalism. This
i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solid human resources support for the strategy of a strong marine nation.
[Keywords]Maritime professional; Career planning; Curriculum ideology and politics; Maritime
patriotism spirit

引言

海洋兴则国家兴，海洋强则国家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提出了“加速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发展战略，而培育涉

海类专业人才已成为支撑这一战略实施的迫切需求[1]。在蓝

色中国梦的时代号召下，学院紧紧围绕海洋强国战略和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把培养“具有海洋技能、创新精神、家国情

怀”复合应用型人才作为人才培养目标，结合学科专业特色，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指导思想，构

建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与思政教育同向同行、共

促共进的课程思政体系，将“兴海报国”精神作为课程思政

的核心价值导向，提炼“蓝色信念、蓝色技能、工匠精神、

职业素养”四大核心素养，且衍生出与之相匹配的“16条职

业素养”，对教学环节及思政策略进行设计创新，实施“三

大”实践环节、更新“四维度”课程内容、建立“综合性”

立体评价，将大学生职业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打造成集传授

知识、引领价值观、激发爱国情怀为一体的主阵地。引导涉

海专业大学生以民族复兴为己任，以兴海报国为志向，积极

投身海洋科技创新，把青春之志融入海洋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伟大征程中。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7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Modern Education Forum

160

一、解决的问题

当前，高校在开展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工作时，未能针对

涉海专业大学生的特点进行个性化指导，而是普遍采用一刀

切的教学方案，难以充分满足涉海专业大学生多样化的职业

发展需求，急需加以改进和优化[2]。

（一）目标定位模糊问题：课程教学过于注重短期的就

业技能学习，而忽视了长远职业规划，同时与国家海洋战略

相契合的价值观的培养未能与课程内容深度融合，导致教学

方向不明。

（二）理论融合不深问题：课程内容未能融入涉海学科

相关的思政元素，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强国重要论述、

海洋强国战略等内容，两者间的逻辑关系及相互支撑作用未

得到充分体现，导致学生在职业规划过程中缺乏思政引领，

难以将个人发展与国家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

（三）实践环节缺失问题：教学仍以讲授为主，缺乏实

践性，难以在教学活动中有效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社会责

任感。

（四）课程内容滞后问题：课程内容未能及时反映涉海

行业发展趋势、国家政策导向，缺乏前瞻性和针对性，未能

使涉海专业大学生找到实现自身价值点。

（五）评价体系单一问题：课程评价体系过于注重理论

知识的考核，忽视对学生思政素养、职业规划能力、实践能

力的综合评估，缺乏多元性和全面性，不利于全面促进学生

成长为具有“兴海报国”情怀的高素质海洋人才。

图 1 解决问题与解决思路

二、实施过程

（一）实施方案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根本遵循，以

实现高校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总体目标，聚焦涉海高校在海

洋人才培养方面存在的共性问题以及大学生职业规划和发

展能力方面的不足，对“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

课程进行教学创新设计。紧密结合涉海专业的特点，深入挖

掘教学内容中的思政元素，以学生认知和课程目标为根本依

据，将“兴海报国”精神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导向，提

炼以“蓝色信念、蓝色技能、工匠精神、职业素养”四大核

心素养，且衍生出了与之相匹配的“16条职业素养”，对教

学环节及思政策略进行设计创新，实施“三大”实践环节、

更新“四维度”课程内容、建立“综合性”立体评价。培育

胸怀“蓝色梦想”“兴海报国”情怀的高素质涉海人才，实

现个人职业价值追求与海洋强国战略需求同频共振（图 2）。

图 2 课程思政实施方案

（二）主要做法

1.明确“双向定位”，为课程思政精准导航

一是确立“兴海报国”为引领的思政目标。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基本纲领，总结凝练出涉海行

业“兴海报国”精神，将其作为课程思政的核心价值导向，

明确其在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中的引领作

用，确保课程思政目标与涉海高校人才培养目标高度契合。

二是细化职业规划与思政教育的融合目标。以实现高校立德

树人为根本任务，结合涉海行业特点、国家海洋战略需求、

细化课程中的思政教育目标，深挖思政元素，如：培养海洋

意识、国家责任感，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海洋强国的

重要论述，解释其深刻内涵和意义及其背后的逻辑，不断用

“蓝色信念”和“强国信念”影响和启发着学生，从而实现

个人职业价值追求与海洋强国战略需求同频共振。

2.构建“双轮驱动”，为课程思政厚植根基

一是理论驱动，深化课程思政理论内涵。首先，根据涉

海专业大学生人才培养目标，深入挖掘思政元素，将习近平

总书记依海富国战路思想、以海强国战略思想、人海和谐战

略思想、合作共赢战略思想融入课程思政建设，提炼出契合

涉海专业育人模式的“四大核心素养”，且衍生出了与之相

匹配的“16条职业素养”，通过系统梳理这些思政育人元素，

明确其在课程中的具体呈现点，实现知识传授、思政教育和

能力培养的紧密融合，引导涉海专业大学生为建设海洋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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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民族复兴而努力学习，奋发进取。其次，整合融入，将

“兴海报国”精神与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指

导等内容有机结合，形成具有海洋特色的课程思政理论体系，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

学生自然接受思政元素。二是实践驱动，强化课程思政实践

环节。课程增设实践环节，一方面打造海洋特色实践平台，

与涉海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科普基地建立合作关系，共同

打造海洋特色实践平台，通过课程外出实践，牵线搭桥为学

生提供实习实训、科研创新的机会。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参与

“海洋生态保护”“海洋科普大讲堂”等社会实践活动，让

学生在实践中感受“兴海报国”精神的力量，引导大学生树

立正确的就业观，主动将国家海洋命运同自身的使命责任结

合起来。

3.实施“三大实践”，为课程思政注入活力

推进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思政创新实

践，以达到润物无声的育人成效。一是开展涉海产业考察与

科研实践。以课程为契机选取典型的海区进行实践教学，参

与海洋生态调研、沿海经济调研、海洋资源环境监测等实践，

让学生在亲身实验、实践、科研活动了解国家海洋战略的重

要性及树立求真务实、爱岗敬业、海洋命运共同体等价值观。

二是校企合作下的职业体验与实训。建立与海洋相关企事业

单位的深度合作关系，为学生提供岗位实习、职业规划咨询

等服务。邀请企业导师作为实践导师，实习期间融入“兴海

报国”精神，鼓励他们将个人职业发展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

紧密结合。三是开展社会实践与志愿服务活动。通过课程实

践，有目的组织和引导大学生积极主动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学院成立涉海志愿服务团队，利用专业知识服务社会，如：

提供海洋灾害预警服务、协助地方政府进行海洋资源管理等。

开展以“兴海报国”为主题的系列社会实践活动，如：海岸

线清洁、海洋科普宣传、渔村经济发展调研等，鼓励学生走

出校园、深入社区，了解海洋产业发展的紧迫性。

4.更新“四大内容”，为课程思政与时俱进

课堂教学是传授与获得知识最重要的方式，涉海高校在

培育现代海洋人才的过程中，必须突破传统课堂教学内容，

创新教学方法。一是职业规划模块，融合最新海洋政策与战

略、海洋产业发展趋势、帮助涉海专业大学生更新职业规划

导向。二是就业指导模块，跟踪涉海行业新技术、新业态的

发展动态，结合当前就业形势和海洋经济特点，提供精准的

就业指导。三是创新创业指导模块，重视青年大学生创新意

识和创新思维的培养，课程融入海洋科技创新案例和成功经

验，帮助涉海专业大学生把握时代前沿。四是思政教育模块，

紧跟时代步伐，引入职业发展鲜活案例，如：海洋英雄人物、

科学家事迹、海洋科研成果与技术创新等案例，使学生认识

远大职业理想对个体发展的驱动作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怀

与责任感，启发学生将个人前途命运融入国家战略规划思想。

5.建立“多元评价”，为课程思政全面评估

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考核方式的革新

也要与课程思政教学相匹配。一是评价内容全面化，不仅评

价学生的职业规划能力、职业技能水平，还评价其“兴海报

国”精神的践行情况、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等综合素质。二

是评价主体多元化，除教师评价外，引入学生自评、互评、

实践期间企业评价等多元评价主体，形成全方位、多角度的

评价体系。三是评价方式多样化，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

方式，如：卷面成绩、项目报告、实践考核等，确保评价的

客观性与准确性。

三、实施效果

（一）认知显著提升，激发爱国情怀与职业使命感

一是学生能够清晰理解国家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及个人

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形成了与国家需求相契合的职业规划理

念。二是学生对海洋行业的兴趣与认同感显著增强，职业规

划的目标更加明确且与国家海洋事业紧密相连。

（二）行为积极转变，从理论学习到课外实践跨越

课程思政实践环节的增设，使得 95%以上涉海专业大学

生在校期间至少参与了一项与海洋相关的实践活动。其中，

学院面向全市大中小学生开展“海洋文化大讲堂”活动更是

深受学生喜爱，活动多次受到《光明日报》《南方+》《湛

江日报》等主流媒体报道多次。

（三）价值观念塑造，强化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

课程思政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情怀与责任感，增强了他们

对国家海洋事业的关注度和参与度，愿意为海洋强国建设贡

献力量，同时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际，为海洋生态保护、

海洋科普宣传等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

（四）学生成果丰硕，投身海洋强国建设逐年提升

课程思政增强了学生的海洋意识与国家责任感，为其职

业规划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本科生参与海洋科研项目人

数逐年上升，报考涉海专业的学生逐年增多，毕业生报考率

超过 50%，录取人数逐年上升。在全方位全过程引领下，学

院每年超过 90%的毕业生在就业时积极投身于涉海科学研

究、技术服务、高端制造和国防军工等重点领域就业，成为

本行业各领域的技术和管理骨干。

四、创新与示范

（一）模式创新：构建“生涯规划与思政融合”教学模

式

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局限，提出了“生涯规划与思政

融合”的新型教学模式。该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的职业能力培

养，更重视将“蓝色思政”贯穿于整个教学过程，实现了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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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

（二）内容创新：挖掘“兴海报国”元素，丰富课程内

容

课程思政紧密围绕“兴海报国”精神，深入挖掘与之相

关的思政元素，并将其融入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程中，

它们与职业生涯规划、就业指导等内容紧密相关，共同构成

了课程内容的丰富内涵。

（三）方法创新：采用多元化教学手段，提升了教学效

果

摒弃了传统的单一讲授式教学方式，而是采用了多元化

教学手段，如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模拟教学、以赛促学等，

深化对大学生对“兴海报国”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四）成效显著：学生综合素质与就业竞争力双重提升

涉海专业大学生不仅掌握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

具备了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社会责任感、实践能力、就业

技能，他们通过参与课程学习和实践活动，激发了对专业的

热爱，树立了正确的就业观、择业观。

五、反思与改进

（一）知行合一：部分学生的知与行仍存在一定的脱节

现象，他们可能在课堂上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但在实际职

业规划与就业选择中，却未能将“兴海报国”精神内化为实

际行动。因此，在未来应强化实践环节，同时建立反馈机制，

定期跟踪学生的职业发展与就业情况。

（二）与时俱进：课程内容更新存在一定局限性，仍滞

后于行业发展趋势和国家政策导向，未能及时反映最新的海

洋政策、战略和技术动态。因此，需定期邀请行业专家、学

者来校讲座，介绍最新的海洋政策、战略和技术动态，及时

将这些信息融入课程内容中。

（三）追根溯源：在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虽然注重了

思政元素与职业规划内容的融合，但在某些方面仍缺乏对思

政元素历史渊源和理论根基的深入挖掘，导致学生在理解上

可能存在一定的困惑。

（四）双向奔赴：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侧重于向学生

传授知识和价值观，而忽视了学生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现象仍然存在，缺乏主动参与和双向互

动。因此，需要创新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问

题，增强师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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