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片丹心塑英才，勇攀高峰无止境 

记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师德楷模刘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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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远，教授，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航海分院专业群带头人，北京师范大

学访问学者，天津市惠航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科技顾问，中国翻译者协会会员，

河北省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评委库成员，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X

证书评估员。曾荣获河北省“三育人”先进个人，河北省交通厅“教育先进工作

者”、“新长征突击手”，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高身正”师德楷模、“优

秀教师”、“考核优秀个人”、“教学质量考核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立德树人铸师魂，三尺讲台育英才。在培养新时代航海人才的道路上，她无

私奉献，以德育品质育人，以深厚学识育人，以科研精神育人，模范履行教师职

责，受到了领导和同事们的认可，赢得了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 

  

扎根一线，深耕教改 

作为一线教师，刘海远担任着《航海英语听力与会话》《航海英语》《轮机

英语听力与会话》《海事英语》等十余门主干核心课程，课时量大，但她总能化

压力为动力，不断反思自己的教学工作，精益求精，力图做到最好。她从学生学

情和课程特点出发，积极钻研课程改革，秉持师生合作型教育理念，十分注重发

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刘海远认为“教学是教和学的双向历程，不是单方面的教或者学就可以完成

的。”为此，她积极探索教学方法，以适应不同的课程特点，她充分发挥学生的

主体性，做到课内与课外的无缝对接，线上与线下的有效互动，岗位与课程的深

度融通。针对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采用 SPOC 教学模式，实施翻转课堂教学法，

课前通过职教云或学习通布置任务，启发思考；课中设疑解惑，精讲点拨，通过

提问和讨论加深理解；课后反思总结，优化完善教学设计和教案，作为改进教学

的依据和提炼教育科研课题的资料。她洞悉学生的各方面信息，做到真正的因材

施教，完成知识的传授和知识的内化，实现人才培养过程的闭环。 

“以学生为主体，意味着切实关注到每个学生。”刘海远根据每个学生的实

际情况，进行针对性教学，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最优化发展：对进步的同学给予

肯定和表扬，让他们明白努力是有收获的，进行积极的归因。对落后的学生给予

信任和鼓励，引导他们思考改进的方法。 “在学习奔跑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刘海远在为青年教师培训时，时常用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2018 年，刘海远主持建设的《轮机英语听力与会话》在线课程通过高教社审

核，在智慧职教平台上线，面向全国轮机英语爱好者开放。她结合主题式教学和

情境式教学，创新了主题情景式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在情境活动中进行参与体验、

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反馈评价等一系列活动，来完成各项教学目标，并使学生

得到全面发展。评价标准由原来的终结性评价转变为过程性评价，并做到评价主



体互动化、评价方式动态化、评价内容多元化。课程上线后反响良好，并于 2021

年获得河北省职业院校在线精品课程三等奖。 

  

言传身教，立德树人 

秉承立德信念，不忘育人初心。刘海远以身立教、以“大德无形”的境界，

强化品德修为，言传身教，寓价值观的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发挥每

堂课的育人作用。她十分重视对学生人格和品德的指引。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她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教学资源拓宽思政教育内容，引导学生直面危机，筑牢理

想信念，坚守精神高地。在《邮轮服务英语》课上，她从前台接待、客房服务、

餐厅服务、娱乐服务等方面的要求，到语言的语音、语调、语气、语义、语境等

方面的国际规范和禁忌，严格要求学生，使学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觉的规范意识和团队协作精神，从而产生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及本职工作的热

爱，养成现代服务意识和奉献精神。在课堂之外，她指导学生拓展阅读

《The  Chinese  National Spirit》等书籍，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什么是中华

民族精神，以提升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2020年，获得了全国职业院

校“战疫课堂”课程思政典型案例评选优秀奖。 

言传更兼身教，三尺讲台彰显育人本色。刘海远一直以来工作上任劳忍怨，

尽心竭力，长期超负荷工作，积劳成疾，2012 年和 2018年，她不得不接受手术

治疗，术后身体尚未恢复，就拖着虚弱的身体毅然站上讲台，克服发烧、腹痛、

眩晕等后遗症以及免疫力低下常引起的病毒感染，坚持冲在教学第一线，坚持上

课不请假。由于身体虚弱，她眼睛疼痛，视力模糊，右手臂酸痛麻木，只能用左

手操作鼠标，为了保证学生正常学习进度，每天都坚持工作到半夜 1 点以后。在

课上，学生们看得心疼，为她搬来椅子，但为了保证课堂效果，她咬紧牙关坚持

站在讲台上讲课。忘我的工作态度和全身心投入的敬业精神，学生深受感动，学

习积极性倍增，学习态度和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多年来，刘海远还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工作，将个人能力与社会责任紧密结合。

2021年，她带领学生团队参加了全国“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河北省选拔赛，历时 9 个月，夜以继日、废寝忘食、艰苦奋战，创作出了“逆流

而行，用心护航——COVID-19疫情下中小航运企业船员心理健康调查”高质量

的作品，一举夺得河北省省赛特等奖。 

 

“选择这样一个课题，就是要引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刘

海远认为，“课题既要创新，又要反映社会问题，在当时国际国内疫情突发的大

背景下，中小企业船员的心理健康更值得关注。”为了实现这一愿景，她亲自率

领学生到多个航运企业调研，采用线上和线下形式对疫情期间中小航运企业船员

进行采访，深入工作一线，克服了一系列困难，前后书写 10万余字，调研报告

受到多家受访企业的一致好评，研究成果具有相当的现实价值。 

职责所在，育人所求。因成绩突出，刘海远连续 7年被评为“教学质量考核

优秀教师”，屡次被评为学院“优秀教师”，并获得河北省“三育人”先进个人

称号，河北省交通厅“教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称号。2021年，被授予学院“学

高身正”师德楷模称号。 

 

 

 



专业建设，硕果累累 

作为航海分院专业群带头人，刘海远以身作则，恪尽职守，在专业建设上精

耕细作，创新推动。在专业群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调研、制定和修订、技能竞

赛、专业建设等方面，她率先垂范，构建本专业群的课程体系架构，审核本专业

群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开展专业群教学团队的规划和建设。在职业院校

提质培优项目建设工作中，吃苦在前，勇挑重担。 

为了更好地培养专业建设的有生力量，刘海远积极发扬老教师“传帮带”精

神，为分院教师的教学及科研工作提供不遗余力的指导和帮助。她多次召开专题

座谈会，传授青年教师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指导大赛准备经验，并多次举办

“如何做好科研课题、写好学术论文”的讲座，从课题的申请、研究报告和论文

的撰写、项目的结题都进行了耐心的指导。在她的帮助下，青年教师的学术科研

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先后在学院教学能力大赛中取得三等奖，在人社部的科研课

题中取得三等奖，在河北省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比赛中获得特等奖。 

 

刘海远深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实现长久发展，必须

不断完善自我，吐垢纳新。她积极参加各种进修培训，以提高专业水平：在北京



师范大学做访问学者期间，和全国优秀教师一起交流，了解本学科的学术前沿动

态，扩展视野，提高教学和学术研究水平；参加国际海事组织、中国海事局船员

师资培训；中国高等院校邮轮人才培养教资培训、1+X等级证书考试及考评员培

训等，参与邮轮 1+X 证书教材的编写；在广州海运公司船舶和歌诗达邮轮公司邮

轮上学习实践，在中外合资企业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和克运船务有限公司

工作实践 3年，实践能力得到跨越式提高，被天津市惠通海员管理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惠航国际船舶管理有限公司聘为科技顾问。 

专业建设勇攀高峰，实践助推课堂教学。刘海远科研教学两手抓，勇挑重担，

敢为人先。践行“三教”改革，校企双元育人，教学效果卓著，授课效果良好。

她严谨治学、尽职尽责，积极探索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教育教学与信息技术、科

研与创新有机融合，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先后主持 18项省级课题，主研和参

与教育部重点课题 2项，发表论文 30余篇，SSCI、EI和核心论文 10 篇，编写

著作和教材 2部，计算机软件著作权 5个，并获得交通职业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

等奖，河北省高等学校外语微课大赛二等奖，河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教学成果奖

三等奖。 

  

“教师，应该用睿智的头脑，去引导学生；用聪慧的双眼，去观察学生；用

灵敏的耳朵，去聆听学生；用全部的身心，去呵护学生。”这是刘海远一直以来

对自己的要求，在教育教学的征途上，她始终以开拓进取和满腔热忱，诠释着教

师职业的神圣与崇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