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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家海事局主办、青岛远洋船员职业学院承办的“2010海员发展与教育培训研讨会”会议
论文集。

《海员发展与教育培训研讨会论文集》收录了交通运输部及有关政府部门、中国海员建设工会、中国
船东协会、亚洲船东论坛及其海员委员会、部分亚洲国家海员工会、知名航运企业及亚洲知名航海院
校的领导、专家们撰写的会议论文。
从维护海员合法权益、中国高等航海教育的发展、海上劳动关系、海员综合素质提高的对策与思考、
航运企业如何适应STCW公约对船员培训的新要求、海事公约法规的研究和实施、海员外派事业等多
方面展开交流和讨论。

《海员发展与教育培训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反映了未来十年海员发展与教育培训的形势与任务
、STCW公约修订对航海教育与培训的影响及应对、海事劳工公约未来十年海员发展和综合素质提高
展望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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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船员业务素质不仅仅体现在工作完成量上，还要体现在工作的整个流程上。
如Ⅱ／4提出“高级值班水手”的概念及其适任要求，这就打破了以往航海技能的教学手段，作为一
名水手，不仅仅要学会刷油漆，还要学会自己调配各种颜色的油漆；不仅要学会上高搭跳，还要学会
应用所学绳结自己做架板；不仅仅会插钢丝绳，当钢丝绳坏了时还会修理和维护等。
因此，在航海技能教学方面要增加技能原理、维护保养等授课内容，课程不再局限于“如何做”，还
要包括“为什么这样做”以及“做错了怎么弥补”。
因此，在专业课程改革中，合理分配理论和实训课时，改变以往的教学手段，才能培养符合公约的“
工程师型”航海人才。
　　4.4 更新课程内容，培养“标准型”航海人才　　所谓标准型航海人才，是指符合国际公约和国内
法规企业欢迎的高素质航海人才。
就目前课程来说，仍然还有院校使用1998年由国家海事局统一编制的教材，许多内容已经过时，如天
文航海由于过于复杂，几乎在教学中已经淡化，修正案第Ⅱ章也提出“简化天文航海的适任能力”，
这一提法不是要求我们删除天文航海的内容，而是训练船员使用电子天文航海历和天文航海计算软件
，更合理、更简练、更智能化地应用该理论进行航海。
因此，把天文航海从理论课转换为实训课也不是没必要。
又如，由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需求，LNG和LPG船员课程单独培养也是发展趋势，即对航海专业进
行细化为普通船舶船员、特种船舶船员等。
正确解读sTCw78／10公约修正案，及时更新课程内容。
正如A一Ⅵ／1、2、3所说，知识更新必须持续。
把我国船员培养成为符合国际公约的“标准型”航海人才才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4.5监督教学程序，培养“经理型”航海人才　　BI／6-11款：对缔约国认可远程教育和电化教育
给出了指导。
B-1／6-12款：缔约国应确保经认可的培训机构、计划和课程得以记录，并可供公司和其他缔约国查询
。
这是修正案对培训机构培养企业型人才的基本保障，也就是说，企业随时可以了解培训机构的课程设
置、师资力量以及教学设备等，培训机构应以就业为导向，以服务为宗旨，培养企业型航海人才是必
然趋势。
这就要求航海培训机构定期邀请企业召开专业指导委员会。
同时，修正案第1章增加了白名单审核，这就提高了资料交流的透明度。
一名船员业务水平是否合格，企业随时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其档案，这也是对各培训机构教学水平和质
量的不间断监督。
因此，培训机构要使自身能够经受企业的监督，必须换角度思维，把每一名学员都当成企业经理看待
，培养“经理型”航海人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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