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单元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注：本表中请勿出现学校信息）

一、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 大学英语—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课程类别

□大学英语通用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专门用途英语课程

□大学英语跨文化交际课程

英语专业课程 □翻译专业课程 商务英语专业课程

教学对象 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

教学时长 2学时，90 分钟

教材名称 《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

参赛单元
第___册 第_4__单元 （*单本教材仅填写单元信息）

单元标题__船舶口令 Ship Orders_________________

二、单元思政教学设计方案

1、课程描述（介绍院校特色与教学对象特点，300字以内）

航海类院校的办学定位是为国家培养大批航运事业栋梁之才，为振兴和发展国家航运事业做贡献。

“大学英语—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是为交通运输专业开设的学位课程，也是 “通用大学英语”后续

“模块化”课程之一，隶属跨学科专门用途英语课程，共计 32学时，2学分。课程开设于大学本科第

四学期，先修课程为大学英语（一）、（二）、（三），本课程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与

英语应用能力，促进其未来职业发展。学习本课程的学生通用英语能力较好，大部分通过六级测试。

此外，学生具备一定专业基础，但由于缺乏实践与交流机会，学习需求多样化等问题，需要重构知识

传授与内化环节，实现知识传递、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融合。

2、单元教学内容及思政育人目标（介绍单元内容及教师基于本单元内容挖掘提炼的思政育人目标）

2.1 单元教学内容（300 字以内）

本单元主题为“船舶口令”，内容主要包括：

（1）识别并用英语描述船舶驾驶设备（专业基础知识）：舵(steering wheel)—控制船舶方向；车钟

(engine)—控制船舶速度；船锚(anchor)—在浅海和港湾固定、稳定船舶；缆绳(mooring line) —将船舶

系固于码头、浮筒、或他船。

（2）熟练掌握近 50 个常见船舶口令以及汇报方式（专业实践知识）：舵令(wheel order), 车钟令



(engine order)，锚令(anchoring order)和缆令(mooring order)。

（3）分析与评价标准航海英语与普通英语区别（语言知识）：航海英语中，左右方向不能用“left”

和“right”来表达，而需要用“port”和“starboard”来表达。“左舵 5”的口令为“port five”，“右舵

十”的英文为“starboard ten”；同样，驾驶船舶中，舵角数字需要逐一读出，如 106需读成“one zero six”。

2.2 思政育人目标（3 个以内）

本单元教学将“语言能力”、“行业标准”、“职业素养”三大思政元素融语言教学和实操教学之中，

实现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相统一。本单元由外语教师航海学院专业教师联手授课，外语教

师带领学生熟悉并掌握船舶口令的标准航海用语，提高航运人才的英语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专业教师

带领学生应用船舶驾驶模拟器，通过 VR虚拟现实技术，模拟船舶的靠离泊作业、提高学生的实践能

力与职业素养。具体思政育人目标有：

1）通过讲授船舶口令的标准英文表达方式，强化学生理解航海英语的工具性与专业性；

2）通过开展船舶口令相关的听说练习，提高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与国际行业竞争力；

3）通过模拟船舶驾驶实操训练，厚植学生的标准意识、安全意识与职业素养。

3、单元思政教学设计（说明在单元教学与评价全流程中融入课程思政的环节与方式，展现知识传递、

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有机融合）

教学过程主要包括课前(知识输入)，课中(知识内化)，课后(知识巩固) 三个环节，时长 2学时，90

分钟，主要环节如图所示。

3.1 课前

线上教学：在线教学的本质是“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自主学习”。因此，需要教师在分析、预判学

生在线学习行为的基础上，确定线上课堂教学目标，并提前进行发布。课前，教师通过微信群与在线



学习平台提前发布教学大纲，明确课前学习任务以及课堂评分标准，要求学生按要求观看“中国大学

慕课平台”上立足我校学生开设的 SPOC课程，完成在线测试。

本单元主题为 “船舶指令”，内容包括舵令、车钟令、锚令、缆令 4个小节，共计 8个教学视频。

每小节内容由 Acquiring Knowledge（专业知识习得）+ Learning Language（场景语言操练）两个视频

组成，线上学习时长约 45分钟。在 Acquiring knowledge 视频里，教师讲解知识点；在 Learning language

视频中，教师讲解本单元重要词汇、句型等，二者相互依存，浑然一体，体现了专门用途英语特色。

除教学视频外，学生自主阅读教师上传的拓展阅读资源，包括词汇、文章、练习等。同时教师通

过视频号转发教学团队自主建设的拓展视频资源“船舶航行”，利用简短、精练且相对完整的短视频，

提升知识传播和内化的效率。

总之，教学团队充分利用 QQ群、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社交媒体，与学习者进行互动交流，提

醒学习者课程更新进度，为他们解决使用慕课平台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帮助他们巩固和操练已学知识，

期待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实现提高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合作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育

人目标。



3.2 课中

3.2.1 内容导入：船员是航运之本、安全之本、海事之本，是维护我国航运利益的重要力量，在建设交

通强国和海洋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船员语言能力、驾驶技术与职业素养是船舶安全航行的重要

影响因素。

3.2.2 学习目标：教师引导学生了解本节课知识、能力、价值三位一体的学习目标，为开展课堂教学做

好准备。

3.2.3 摸底前测：教师结合在线学习内容，自制前测试题，通过课堂测试即时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动态

调整教学重难点及教学策略，实现“靶向教学”，提高学习效率。

3.2.4 课堂教学

（1）智慧教室授课（45 分钟）：外语教师主讲，复习 4种常见船舶口令的标准英语表达方式，熟练掌

握接受指令后的复诵方式和汇报方式，为后续船舶实操奠定基础。



【思政元素】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始终将思政育人元素贯穿知识传授始终，实现“润物无声”。

1. 以行业标准为基础培养语言技能：驾驶员要掌握标准航海英语，不仅要会发布口令，更要听

懂口令，熟悉各国船员发音特点和口音，做到无障碍沟通，避免任何误解引发的安全事故；

2. 以行业技能为导向提高职业素养：与独立驾驶汽车不同，船舶驾驶需要驾驶台和机舱工作人

员的密切沟通与合作；此外，船舶驾驶过程要严格遵守指令，普通船员要听从高级船员发出

的指令，不可回避问题，不可擅自行动。

【任务式学习】

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讨论船舶驾驶 4 种常见口令，学生到讲台前做口语展示；熟练介绍船舶口

令及船舶驾驶操作流程，普及航海知识，传播海洋文化，提高团队合作精神。

【互动式学习】

课堂教学全程采用“雨课堂”授课，通过教师提问以及雨课堂答题的方式实现师生互动、生生互

动；同步练习和测验帮助教师实时掌握学生在线学习的实际效果。



（2）实操教学：航海学院专业教师主讲，授课地点为船舶驾驶虚拟仿真实验室。

虚拟仿真船舶驾驶模拟实验室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的建设项目之一，模拟驾驶台为 1:1船舶综

合驾驶台，应用 360度无缝拼接环幕投影技术能够给学生者带来在海上航行最真实的体验感。该驾驶

台提供船舶航行所使用的全部航行仪器和设备，可以模拟多种船舶类型的海上操作，如常见的散货船，

集装箱船，油轮等。系统还可以模拟世界各大知名港口及航道，转换各种不同天气现象，如风、浪、

雨、雪，白天及黑夜等。

【思政元素】

1. 模拟海上航行天气变化，学生真实感受“乘风破浪”对身心带来的巨大挑战；

2. 模拟船舶驾驶工作流程，学生深刻理解英语语言的工具性在航行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3. 模拟船舶靠离泊作业，学生切实体验船员工作安全重于泰山，细节决定成败的航行理念。

【体验式学习】

航海学院教师带领学生应用海事 VR技术模拟船舶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靠离泊作业，学生分小组

进行角色扮演，按照复诵口令（repeat the order）、执行口令（carry out the order）、汇报口令（report the

order）的标准流程开展船舶训练，实操效果良好。



3.3 课后

1) 通过教材与在线学习平台复习本单元重点学习内容

2) 自主完成第五单元“引航”线上学习内容及单元测验

3) 参与在线上平台在线讨论（航海英语与日常英语的区别是什么？）

4) 完成教师发布的调查问卷

为了解教学设计与实践效果，教师定期向学生发放调查问卷，收集学生的真实反馈，反哺教学，

不断提高育人效果。本次课的调查问卷结果显示学生对教师教学能力充分肯定，对课堂活动设计满意，

思政育人效果良好。



5) 教师社交媒体答疑

6) 学生完成口语作业：离家千里之外的“浮动国土”上，传承着大国航海工匠精神，讨论如何提高

船舶驾驶员应变能力及航行安全？

4、教学设计反思（总结本单元课程思政教学设计创新点及改进方向，500字以内）

教学设计创新点：

1. 课思政教师团队建设创新：外语教师与专业教师联动开展思政教学，打破专业壁垒，扭转外

语教师专业知识匮乏，专业教师英语能力不足的教学困境，真正实现“语言技能”与“专业

知识”的交叉融合；

2. 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与评价创新：课程坚持“产出导向、学为中心”的理念，采用“任务式学

习”、“互动式学习”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利用智慧教学工具，提高学生的参与度与学习效果。



此外，课程采用主、客观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客观评价思政教学效果；

3. 课程思政教育技术创新：充分利用所在院校的技术教育手段，通过虚拟实验室实操教学，构

建“体验式学习”与“沉浸式学习”教学环境，增强师生的沉浸交互、具身认知体验，提高

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团队合作能力。

4. 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结合课程特色，充分挖掘与每节课相关联的思政元素，不

断创新教学内容，合理分配显性思政教育（语言能力与行业标准）与隐性思政教育（职业素

养与安全意识）的教学时长，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的同频共振。

改进方向：

未来，课程团队将继续开拓“专业+语言”、“教育+技术”、“显性+隐性”的创新融合思政育人新方

法。例如，教学团队院校的海事博物馆已建成开放，教师期待能够在海事博物馆完成教学实践，践行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参与到海洋知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和“一十百千万”海洋科普工程

中，为振兴和发展国家航运事业尽微薄之力。此外，课程团队将继续挖掘教学单元中的育人元素，动

态更新课程思政案例库，努力提升课程思政建设的深入性、创新性与有效性，力争在跨学科专门用途

英语课程中起到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5、补充思政教学资源列表（如有）（视频、音频及文本资源均不超过 3个）

资源名称 来源 网址（如有） 内容简述

航海英语会话与

评估——引航员，

水上国门形象第

一人

新华网新华思政 https://xhsz.news.c

n/curriculum/detail

/1524

船舶进出港口的时候，需要有人指

引方向，协助船舶在特殊水域航行

以及靠离码头，承担这项工作的人

就是引航员。对外籍船舶施行强制

引航是中国管理，当外籍船舶到达

中国的港口以后，第一个登船的中

国人是引航员；当外轮离开的时候，

最后一个送走他们的也是引航员。

因此，引航员也被称为“水上国门



形象第一人”。本单元旨在帮助学生

了解引航员职业特点，他们是守护

水上国门的“专业代驾”和“忠诚

卫士”。

智慧教室课堂实

录

视频 无 本视频是“船舶口令”单元的课堂

实录，视频中外语教师讲解了船舶

驾驶需要应用的两个重要设备：舵

和车钟。教师根据学生线上学习效

果，帮助学生巩固船舶口令的英文

表达，为实操教学做准备；学生通

过合作学习与小组汇报展示语言知

识与专业知识的内化效果。

虚拟实验室课堂

实录

视频 无 本视频是“船舶口令”单元的实操

教学实录，视频中专业教师带领学

生完成船舶靠离泊作业，在实践中

巩固船舶口令的英文表达以及船舶

操作的标准流程。学生通过实践与

合作，提高标准意识、安全意识与

职业素养。

（注：本单元思政教学设计方案请使用中文填写，以教材名称+单元名称命名<命名示例：《新

视野大学英语（第四版）读写教程 1》Unit 1 Fresh Start>，以 PDF 文档格式上传至大赛网站

heep.fltrp.com/sz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