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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舰船卫星通信装备及应用”课程教学研究
贺 寅，徐 池，韩 东

（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辽宁 大连 116018）

摘 要：针对卫星通信在舰船远海通信中的应用特点，围绕留学生通信指挥专业“舰船卫星通信装备及

应用”课程教学，通过研究设置教学目标、精心遴选授课内容、合理设计教学策略、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完善了课程教学体系，提高了留学生相关专业的技能水平和实践创新能力，适应岗位任职需要，取得了

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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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星通信是一种融合了“现代通信技术、计算机

科学技术、前沿航空航天技术等”于一体的重要通信

方式，是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1-2]。卫星通信自诞生之

日起就因其具有可覆盖面积广阔、可通信距离较远、

可使用带宽和容量较大的优点而满足多种通信需求，

一直是保障各种舰船远海航行与陆地指挥中心实施通

信联络的重要手段之一[3]。同时，也是海军大连舰艇学

院通信指挥专业来华留学生的核心必修课程。本文针

对课程学时较少、理论性较强、实用性突出的特点，

结合留学生教育规律，研究设置教学目标、精心遴选

授课内容、合理设计教学策略、科学制定实施方案，

为相关课程的教学提供参考。

1 课程教学目标设置

1.1 总体目标

通过“舰船卫星通信装备及应用”课程的理论讲

授、课题研讨、设备实操和模拟训练，使来华留学生

能够比较扎实地掌握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了解当

今舰船卫星通信的发展现状、技术进步、应用前景，

熟悉当前舰船上典型卫星通信系统的功能特点、设备

组成、工作原理及使用方法，具备一定组织和运用舰

船载卫星通信装备的能力，同时熟悉掌握针对不同需

求，通过卫星实施远程通信保障的业务流程。

1.2 分类目标

知识技能提升。通过理论学习和课题研讨，在掌

握舰船卫星通信装备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和

加强综合运用卫星通信装备，组织实施各种通信保障

的实际能力；通过设备实操和模拟训练，在熟悉舰船

卫星通信装备操作使用和维护保养方法的技术上，着

力培养和强化处置突发情况、装备抢修维修的实际

能力。

作风态度养成。通过课程学习，使留学生充分认

识到卫星通信在航空通信、海上通信、地面交通通信、

武器系统信息传输等民用和军事领域中均有广泛的应

用[4-5]，充分激发出学习的兴趣和热情；进一步认识到

海上通信保障组织实施的复杂性、系统性，学会用系

统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卫星通信装备的使用、维护、管

理工作，培养形成严谨细致的业务作风。

2 课程教学内容体系

“舰船卫星通信装备及应用”课程内容涉及 3 大

部分：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舰船海事卫星通信装

备、军事卫星通信系统。在内容体系上突出全面性、

操作性、应用性，构成课程整体的知识框架。

2.1 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突出全面性

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涵盖的知识面比较广泛，

从卫星通信系统的发展历程到卫星通信的具体链路计

算，从物理学科经典的开普勒定律到卫星通信的技术

体制，从整体的卫星通信系统到具体的舰船载卫星通

信站，涉及的知识点繁多[6]。为了确保留学生能够比较

全面地掌握这些理论，构建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部

分的理论架构，具体如图 1 所示。

卫星通信发展历程部分：重点从无线通信的发展

过程，结合重大历史事件、重大技术创新，讲述卫星

通信从无到有的过程。

卫星通信基本知识部分：重点讲清楚卫星通信的

概念、特点，卫星通信的轨道、原理、覆盖范围、影

响因素等方面的知识。

卫星通信的业务和工作频段部分：重点讲清楚卫

星通信能够承载的通信业务类型，以及达成这些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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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须的设备条件，并结合频谱管理有关内容，讲解

卫星通信工作频段的分布、特点等。

卫星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重点讲清楚一般

卫星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信

息连接关系、各部分的功能作用，阐述系统的基本工

作原理。

通信卫星的组成和功能部分：重点讲清楚通信卫

星的基本组成部分，以及各部分之间的功能衔接关系、

各部分的功能作用等。

舰船载卫星通信站部分：重点讲清楚舰船上常用

的卫星通信站的组成、具备的功能、承担的业务类型，

卫星通信站在舰船上的分布、卫星天线的安装位置等。

图 1 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部分理论架构

2.2 舰船海事卫星通信装备突出操作性

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是国际海事卫星通信手

段，因此，教学内容构成上，重点涵盖全球海上遇险

与安全系统（GMDSS）、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

INMARSAT、INMARSAT-C 系统、INMARSAT-F 系统

等，构建的舰船海事卫星通信装备部分理论架构，具

体如图 2 所示。

图 2 舰船海事卫星通信装备部分理论架构

全球海上遇险与安全系统 GMDSS 部分：结合重

大历史事件，重点讲清楚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的起

源、系统发展经历的主要阶段，讲解全球海上遇险与

安全系统的功能、海区划分、遇险通信程序等。

国际海事卫星通信系统部分：重点讲清楚国际海

事卫星通信系统的组成和通信体制，分别围绕系统的

组成和功能、承载的相关通信业务、组织通信的基本

程序、装备操作使用及维护保养的方法、注意事项等，

全面讲解 INMARSAT-C、INMARSAT-F 系统特性。

2.3 军事卫星通信系统突出应用性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卫星通信技术更

加先进，能够承载的业务更多，功能更强，在各次高

技术局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军事价值，受到世界各

国的普遍重视，也是留学生迫切希望了解和学习的知

识。因此，教学内容专门设置了军事卫星通信系统知

识，其理论架构如图 3 所示。

图 3 军事卫星通信系统部分理论架构

3 课程教学策略设计

课程教学策略按照从基础到系统，从装备到应用

的总体教学思路，舰船卫星通信基础知识教学采用“理

论讲授+问题启发”的方法，重在打牢知识基础；舰船

海事卫星通信装备教学采用“理论讲授+设备实操”的

方法，重在强化业务能力；军事卫星通信系统教学采

用“带有特定背景研讨课题”的方法，重在提高应用

水平。通过综合教学策略的施用，把理论知识与实践

应用联系起来，提高了留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其设

计如图 4 所示。

图 4 舰船卫星通信教学策略设计图

4 课程实施方案制定

为保证课程教学的顺利实施，根据教学内容和留

学生学习特点，自编课程教材《舰船卫星通信系统》，

方便留学生课前自学、课后复习。课程内容安排 40 学

时，其中理论讲授 28 学时，设备实操 6 学时，课题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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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 6 学时。在成绩评定方面，采用“理论笔试（70%）

+设备实操（15%）+课题研讨（15%）”相结合的综

合考核方式，既检验了留学生理论知识掌握程度，又

注重了装备操作使用能力的评价，同时还通过课题研

讨促进留学生碰撞思想火花、开拓创新思维，提高创

新能力。舰船卫星通信教学课时安排及成绩评定结构

图如图 5 所示。

图 5 舰船卫星通信教学课时安排及成绩评定结构图

5 结束语

本文结合“舰船卫星通信装备及应用”课程教学

实际，设置教学目标、遴选授课内容、设计教学策略、

制定实施方案，保证了课程教学的高质量落实，取得

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结合课程教学实践，要更加注重

针对留学生教育特点，进一步完善课程体系、优化教

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设计，提升“教”

与“学”的效益，为留学生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提供

更多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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