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江苏省教学成果奖（职业教育类）申报公示信息表

成果名称 开放融合、造境塑心——高职航海专业立德树人生态系统的创建与实践 

成果完成人 
刘芳武、贾立校、沙小进、陈婷婷、王国进、 

芮乐军、李  军、乔红宇、陆  虎、季本山 

成果完成单位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 

申报学校名称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第一完成人是否为现任学校领导（如不是请填

“否”，如是请填写具体职务） 
否 

是否曾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未获得请填

“否”，曾获得请填写获奖时间、授奖部门及奖级） 
否 

成果简介 

（300字内） 

针对如何培养“学汇百川、行迹五洲、德济四海”的航海工匠，提出

了“开放融合，造境塑心”的理念；通过阵地联建、活动联办、资源联享、

人才联育、奖助联补等机制，构建了“产教研”协同育人的生态，打造了

航海文化育人环境、航海职业实践环境、微社会体验环境；通过建立与第

一课堂（专业教学）相互贯通、相互补位的第二课堂（拓展活动）和第三

课堂（文化空间），构建了“三位一体”的课堂生态；通过对教学资源、

航海文化资源、微社会资源的校园融合，构建了“启航—引航—智航”的

课程生态；通过对国际海事组织示范课程中的评价方式实施“本土化”改

造，建立了初始性评价/诊断性评价、形成性评价、阶段性评价、终结性

评价的全过程学业评价生态。 

主

要

完

成

人

情

况 

1 

姓名 刘芳武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技术学院院长 
专业技术职称 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项目的总体设计和实施，主持完成“灯塔育人共同体”的设计与实施，

负责航海实践环境的建设，主持完成航海技术“启航-引航-智航”课程生态

的建设和结构化育人团队构建，负责航海专业学业评价方案的研究与制定。 

2 

姓名 贾立校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航海技

术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副院长 

专业技 

术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学生社团的构建、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以及航海文化环境的建设，负责

学生识岗、随岗、顶岗的实践活动的落实，参与完成“灯塔育人共同体”

的构建，参与完成航海技术专业“启航-引航-智航”课程生态的建设。 



3 

姓名 沙小进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航海技术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航海技术专业资源库的建设，负责“岗课赛证”、学生识岗、随岗、

顶岗的实践活动的安排，负责航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制

定和落实，参与完成“启航-引航-智航”课程生态的建设。 

4 

姓名 陈婷婷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专业技术

职称 
讲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校园内航海微社会环境的设计，参与“灯塔育人共同体”的多方合作

模式的研究，参与完成航海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参与“启航-

引航-智航”课程生态的构建。 

5 

姓名 王国进 
单位及

职务 

中远海运船员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党委书记 

专业技术

职称 

高级工

程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校园内航海微社会环境阵地建设，组织海洋强国、航运强国战略的宣

讲和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的弘扬，负责行业信息、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分享，

成果的推广和应用；参与“灯塔育人共同体”相关机制的建设。 

6 

姓名 芮乐军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 

专业技术

职称 
实验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国家级航海类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的建设与教学的组织

实施，参与“灯塔育人共同体”多方合作模式的研究，参与结构化教学团

队培养工作，参与“启航-引航-智航”课程生态的构建。 

7 

姓名 李  军 单位及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称 
研究员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与航运企业的联系，引入央企的航海文化、航海专业教学资源、文化

资源和微社会环境资源和航海精英；负责与航海医学研究所的沟通协调，

引入该所船员权益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最新科研资源，并在海员队伍中进行

了推广。 

8 

姓名 乔红宇 
单位及

职务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轮机工程学院副院长 

专业技术

职称 
副教授 

主要贡献 

（100字内） 

负责轮机工程专业资源库的建设，负责“岗课赛证”、学生识岗、随岗、

顶岗的实践活动的安排，负责轮机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的制

定和落实，参与完成“启航-引航-智航”课程生态的建设和学业评价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