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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化学海洋学作为海洋科学领域的重要学科，与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密切相关。如何培养

热爱海洋事业、厚植爱国情怀、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能适应海洋科学发展需求的海洋科学专

业人才是海洋科学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针对大连海洋

大学小班化试点“蓝色英才班”的学生特点，本文在问题导向教学、思政、前沿科研融入方面

与传统教学进行创新融合，不断对化学海洋学的课程内容、教学模式等进行教学改革和探索，

在教学实践中力争发挥“蓝色英才班”小班化试点的优势，不断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和创新能力，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的海洋科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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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eaching Mode for Chemical Oceanography Course: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Blue Talents Class" in the Marine Science Major of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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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oceanography, as an important discipline in the field of marine scienc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building a strong maritime nation. How to cultivate marine science
professionals who love the ocean industry, cultivate patriotism, possess strong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can
adapt to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marine science is a very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for marine science
educator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is article innovatively integrated problem-orientation teach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rontier case integration with traditional teaching in response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lue Talents Class" pilot program at Dalian Ocean University. It continuously
reformed and explored the course content and teaching mode of chemical oceanography, and strived to
leverage the advantages of the "Blue Talents Class" pilot program in teaching practice, continuously
improving students' ability to analyze and solve problems and innovative awareness,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innovative, composite, and application-oriented marine science professionals.
Keywords: Chemical oceanography; Teaching mode; Teaching practice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强调：“发展海

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加快建设海洋强国”[1]。海洋

科学人才的培养对建设海洋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

多所涉海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建立也在为海洋强国建设的人

才储备提供重要的支持。为了进一步发展海洋科学学科以适

应新形势科学技术发展和国家的重大需求，我校海洋科学专

业于 2008年 3月由辽宁省教育厅批准建立，2020年 12月获

批国家第二批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蓝色英才班”的小班

化教学是我校海洋科学专业在差别化教学中的重要探索。

“蓝色英才班”学生具有学习态度积极、思维活跃、专业知

识需求度高等特点，这也就决定了教师需要采取多元化、差

别化的教学方式进行课程教学，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探究

和渴望。化学海洋学是海洋科学的重要内容，教学团队在如

何培养符合国家需求的海洋科学专业人才，特别是针对海洋

科学专业“蓝色英才班”学生特点的化学海洋学课程如何与

“蓝色英才班”的学生特点相匹配、如何提高学生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和创新性、如何结合本学科特点激发学生的巨大潜

力等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讨。

一、课程概述

化学海洋学是用化学的观点、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海洋，

研究海洋环境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存在形式、化学组成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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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变化规律以及控制海洋物质循环的各种过程与通量，特

别是海－气、海－底、海－陆、海－生等界面的地球化学过

程和通量[2]。化学海洋学课程已经在我国涉海高校广泛开设

[3-5]，涉及的专业包括化学（海洋化学方向）、 海洋科学、

海洋技术、环境科学与技术等，并已作为共享课程实现网络

教学[6,7]。在国家引导的教学改革环境下，原有的化学海洋学

课程教学模式在开展我校“蓝色英才班”小班授课中存在的

问题也越发凸显，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传统教

学模式与学生主观能动性不匹配。蓝色英才班的学生具有学

习态度积极、思维活跃、专业知识需求度高等特点，这就决

定了教师需要采取多元化、差别化的教学方式进行课程教学，

才能满足学生对知识的探究和渴望。传统教学方式与英才班

学生特点不协同。（2）课程内容与前沿科研动态的链接性

不强。课程体系内容中需要将最新的科研动态融入到基础理

论中，调动学生主动学习、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造性思

维，以适应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需要。

自 2008年以来，化学海洋学课程一直为大连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总学时 80学时，学分 5学

分。随着海洋科学的发展和对人才培养需求的变化，针对本

校海洋科学专业“蓝色英才班”学生的学习特点，该课程内

容不断调整和更新，已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课程框架体系，并

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总结－思考－归纳” 能力，即培

养学生具有一定的化学海洋学科学领域的研究能力，运用化

学海洋学专业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自主获

取化学海洋学新知识的能力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2022年

我校化学海洋学课程被评为辽宁省一流本科课程，并且在智

慧树平台建设了“化学海洋学”共享课程[7]。近年来，课程

团队对该课程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

本课程在教学内容设计上力求与专业培养方案中的培

养目标相适应，体现课程在海洋科学专业中的优势，注重课

程的知识与实践、应用需求的衔接，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以

问题导向为基础，以思政为引领进行课程内容建设，课程内

容以海洋中主要组分和过程为主线，将海水化学组成、海洋

中常量元素、海洋中溶解气体、海洋中的营养元素、海洋中

痕量元素、海洋中有机物的性质、原理、分布、迁移转化规

律几大部分有机的贯穿到整个课程的教学过程（课程框架见

图 1），注重案例、前沿科研问题、思政的引入，形成了以

问题导向为先导的融会贯通的知识体系。

Fig.1 The structural framework of chemical oceanograph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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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化学海洋学课程的结构框架

三、问题导向与传统教学的融合

对于化学海洋学这门海洋科学专业骨干专业课程来说，

传统的接受式教学方式在“蓝色英才班”学生的研究能力、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的培养方面略显

欠缺。问题导向作为一种非常能够调动起学生积极性、培养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逐渐被采用[8,9]。但问

题导向教学需要教师做好课堂准备和学生引导，问题导向教

学通过准备阶段、导学阶段和应用评价阶段来完成三个教学

环节（图 2），才能切实发挥出问题导向教学的效果，不断

培养学生发散思维与创新意识、培养学生以此及彼，以点破

面，由一个问题导入更多问题的思考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和主动探究问题的能力，建立学生合作氛围，使得学生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同步提升。

课程通过问题的引入，使学生能够通过课程学习清楚地

认识到很多海洋现象背后都遵循着“化学海洋学的原理”，

通过化学海洋学课程的知识学习可以去解释很多的海洋现

象和问题，比如：海洋酸化、富营养化和赤潮、海洋碳汇、

有机物污染物和重金属中毒等。课程通过化学海洋学前沿问

题的导入，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主学习、探索的精神，

也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课程的教学目的

是通过化学海洋学基础知识的学习，可以将其应用到各类的

海洋生产实践中去。因此在课程设计优化和讲授过程中，非

常注重对化学海洋学原理和概念的拓展和应用。如：在讲解

第三章海洋中常量元素的海水碳酸盐体系这部分，以海洋中

的“海洋酸化”的相关问题引入，启发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

方法，具体实践方法如下：

（一）准备阶段。教师先提前进行问题导入，导入的基

础问题为：（1）为什么会出现海洋酸化现象？（2）海洋酸

化会对贝类产生哪些危害？（3）二氧化碳气体进入到海洋

中发生了哪些变化？导入的拓展问题为：（1）你知道碳达

峰和碳中和吗？海洋是二氧化碳的源还是汇？海洋的二氧

化碳的源汇格局会有变化吗？（2）你知道海洋中有哪些碳

汇吗？这些碳汇是怎么形成的？让学生尝试通过预习教材

和查阅资料来解释基础问题，并尝试思考拓展问题。通过时

事和前沿问题激发学生自主地进行资料查阅和文献阅读，并

尝试进行问题的解答，对不懂和质疑的内容通过线上提出问

题，反馈给教师。通过准备阶段的问题引入、学生预习、查

阅资料、思考、尝试解决问题，以及教师收集问题的过程，

激发了学生学习这部分内容的兴趣，教师也可以收集到学生

学习的难点和兴趣点，有助于开展教师的课堂授课教学（见

图 3）。

（二）导学阶段。课上学生通过分组进行合作，互相交

流、讨论厘清回答问题的思路，教师将课前收集的问题进行

整理和准备，授课阶段教师针对学生提交的问题和答案开展

课程基本原理和基本过程的讲解，课前导入的问题均可以通

过课堂讲授内容进行合理的解释，让学生带着问题和思考来

听课，通过听课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和质疑（见图 3）。

（三）应用评价阶段。通过“问题导入——学生查阅、

思考——知识讲授”的过程，让学生已经建立了基本的知识

体系，通过应用评价阶段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检查、反馈

和校正。学生可以对问题进行重新思考，教师也可以根据学

生在重新思考中的问题进行再次知识讲授，通过思考——讲

授多次循环教学可以让学生将所学习的知识与实践应用紧

密连接起来，做到融会贯通、学以致用（见图 3）。

Fig. 2 Teaching ideas on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图 2问题导向教学的授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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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3 Teaching ideas on the problem orientation of seawater carbonate system

图 3 海水碳酸盐体系问题导向授课思路

四、加强思政融入，培养德才兼备、责任担当

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采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的融入思政元素，培

养学生厚植爱国情怀和勇于责任担当的精神。本课程具有多学科交叉、实践性和应用性强、文化底蕴深厚等特点，其中蕴含

了大量思政元素，授课教师根据专业要求，积极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进行合理的课程设计。如在讲授第一章前言中“化学

海洋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应用”章节，在这部分内容讲授中加入了海洋强国的思政元素：“人类正面临着资源短缺

和环境恶化的严峻挑战，需要对海洋资源开发和利用合理化，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比如：海洋石油及其化工、海盐工业和海

水的综合利用，海洋环境的化学污染、海洋生态环境问题－防止物种灭绝、海洋在长期气候变化中的作用等”。学生针对这

个问题结合自身所学习的海洋科学方面的知识发表自己的看法，学生们介绍了自己认为的海洋资源，如：可燃冰、锰结核等，

并表达一定要建设海洋强国，深耕海洋资源开发，也表达了自己对海洋科学专业的热爱。这种将知识点的传授与思想政治教

育、正确三观培养巧妙融合的方式，一方面增加了课程讲授的生动性，另一方面为增强学生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自豪感、勇

攀科学高峰精神、对专业的认同感、归属感、自信、积极进取、团结协作等精神提供条件。通过思政元素的加入和讨论激发

了学生通过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祖国做出贡献的情怀，也树立从事和投身海洋科学领域、实现海洋强国梦想的信心和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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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前沿科研动态融入教学

在教学实践中，“蓝色英才班”的化学海洋学课程教学从基础知识体系出发，在传统教学基础上，为学生补充了近些年

来最新发展起来的化学海洋学方面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的研究成果。教师在课前选定科研前沿问题和参考文献，布置学生

进行预习，通过文献阅读、总结并提出问题，教师收集学生提出的问题，将前沿科研与课程基础知识相联系进行讲解，将本

课程的最前沿内容引入课程中，使学生接触和学习到最新的与本课程知识体系相关的内容。对于感兴趣的科研前沿内容，学

生可以针对性的加深学习。通过学生和教师的不断讨论、反馈和实践来调整教学方法（图 4）。以海水的碳酸盐体系为例，

海水碳酸盐体系是化学海洋学课程中的重要的学习内容，在这部分将海洋酸化、海洋不同生态系统的二氧化碳源汇格局、“双

碳”背景下海洋蓝碳的重要内容和作用等前沿的科研工作引入到课上的内容中（图 4）。如海洋酸化对海洋生物的影响的前

沿科研内容为：（1）海洋酸化影响贝类生物，贝壳的主要成分是碳酸钙（CaCO3），CaCO3是碳酸盐体系的重要组分，贝类

生成 CaCO3贝壳的过程是：Ca2++2HCO3- ↔CaCO3↓+CO2↑+H2O，海洋酸化过程中海水 pH降低，会导致贝壳中的 CaCO3溶

解，影响贝类的正常生长。（2）海洋酸化对鱼类的耳石的影响；（3）海洋酸化对浮游生物群落和海洋生物泵的影响。教师

通过为学生提供前沿科研的参考文献，让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同学可以进行文献的精读和加深理解，通过这种方式激发学

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学习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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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3 Teaching ideas for frontier scientific research related to seawater carbonate systems

图 4 海水碳酸盐体系相关的前沿科研教学

六、结语

根据化学海洋学课程特点及人才培养需要，发挥地方院

校的特色，将专业知识与课程思政、理论知识与实践应用、

基础知识与前沿研究有机融合，通过问题导向教学与传统教

学模式等多元化教学方法的应用、线上线下联动、前沿科研

互动教学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实现了高阶性，此化学

海洋学教学模式在我校海洋科学专业“蓝色英才班”的应用，

能更好地培养“蓝色英才班”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创造性和科研思维能力。在化学海洋学一流课程

建设和实践中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和应用型的海洋科

学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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