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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海洋实力的竞争,已经从最初对海洋资源的竞争变成海洋人才竞争,

而海洋教育则是海洋人才的摇篮,逐渐成为教育体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实践。从少数人海洋教育

意识的觉醒,再到如今面向普罗大众的社会海洋教育,由海洋教育衍生的知行、创新、问题思维教

育模式,成为推动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嬗变的活力因素。文章梳理海洋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发展

的特点,围绕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优势与不足,提出海洋教育发展的新路径,使海洋教育更好地服务

建设“海洋强国”等国家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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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owadays,thecompetitionofmaritimepowerbetweencountrieshaschangedfromthe

oceanresourcestothetalents,andoceaneducationisthecradleoftalents,hasgraduallybecome

anintegralpartoftheeducationsystem.Fromtheawakeningofafewpeople'sawarenessofocean

educationtotoday'smassoceaneducation,actionthinking,innovativethinkingand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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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esanddisadvantagesinthedevelopmentprocess,sothatoceaneducationcouldbetterserve

theMaritimePowerDevelopment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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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变化多端,各国围绕海

洋的竞争日益加剧,海洋教育的重要性愈发凸显。

1996年《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出要加大海洋人

才培育。1998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

展》白皮书,指出要发展海洋科学技术和教育。《海

洋系统“十二五”引进留学人才计划》《海洋系统“十

二五”公派留学计划》,先后提出海洋人才引进来和

走出去计划。《全国海洋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2010—2020年)》规划了其后10年海洋教育的主

要任务、工作机制和重点工程。海洋教育逐渐在多

个国家文件中被提出,日渐成为国家教育体系当中

的重要内容。

目前学术界尚未就海洋教育达成统一定义。

比较普遍接受的是马勇[1]基于人海关系视角对海洋

教育所下的定义。他认为:“广义的海洋教育是指,

凡是增进人的海洋文化知识,增强人的海洋意识,

影响人的海洋道德,改良人的海洋行为的活动都是

海洋教育。狭义的海洋教育即学校海洋教育,是指

由学校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

者施以有关海洋自然特性与社会价值认识、海洋专

业能力以及由人的海洋知识(意识)、海洋道德与人

的海洋行为等素质要素构成的海洋素养的培养活

动”。马勇根据海洋教育主体和客体及活动地点的

不同,将海洋教育分为学校海洋教育与社会海洋

教育。

1 海洋教育的研究现状

为了解海洋教育研究现状,截至2021年6月

23日,笔者在“中国知网”以主题词“海洋教育”共检

索1311篇中文文献和169篇外文文献,从数量上看

1972—2004年有关海洋教育的研究文献较少,每年

文献数量在20篇以下。2005—2011年数量整体呈逐

年上升趋势,从最低23篇上升到最高70篇。2012年

后有 关 海 洋 教 育 文 献 数 量 大 幅 提 升,总 体 上 看

2012—2020年 有 关 海 洋 教 育 研 究 的 文 献 稳 定 在

100篇左右,2019年为峰值,研究文献超过160篇。

从内容上看我国关于海洋教育的研究主要有

以下方面:①海洋教育理论研究:刘训华[2]指出,构

建海洋教育学,不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教育学科融合

发展的需要,更是宏观层面国内外形势发展需要。

范铮等[3]在研究美国海洋教育体系后得出,发展海

洋教育推进海洋经济建设,不仅有助于我国经济实

现转型发展,而且有助于完善我国经济体系,推动

社会文明进步。马勇[1]基于“人-海”关系的视角指

出,海洋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与海洋的和谐共

生。②海洋教育案例研究:许福泉[4]对江苏海洋大

学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维护海洋权益、发展海

洋经济文化的态度热切,有强烈的海洋意识,但对

海洋科学、海洋资源所涉常识一知半解。张奇姜

等[5]对社会民众的调查研究表明,受访群众一方面

海洋知识匮乏;另一方面又对海洋知识充满渴望。

③海洋教育路径研究:在内容上杜鹃等[6]认为应以

问题式研学,推动海洋教育发展。在架构上马勇[1]

将海洋教育主体分为社会和学校两个主体,通过国

家战略指导和政策支持,并加强与教育部门的联系

来提升教学质量,加强宣传与推广,营造海洋教育

发展的良好氛围。

国外关于海洋教育的研究主要有以下方面:①
非正式海洋教育:国外学者认为非正式海洋教育对

提升学生海洋素养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MELI-

TA[7]在对克罗地亚81名学生调查结果显示81%
的学生认为环保意识来自非正式教育,在接受非正

式教育后学生的海洋知识水平显著提高。BALLA-

NTYNE[8]认为非正式教育的环境有助于学生理解

海洋环境的性质和重要性。国外的海洋教育研究形

式上倡导正式教育与非正式教育并举,内容上兼顾海

洋素养教育。②海洋素养教育:MCCAULEY[9]指出

海洋素养是海洋对我们的影响以及我们对海洋影

响的理解。缺乏海洋素养给公民从事环境可持续

行为造成重大障碍。Kim[10]指出受2002年美国海

洋素养运动的影响,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多个

国家开始讨论海洋素养的原则,并反映在他们的教

育体系中。③海洋教育课程:日本政府于2007年制

定了海洋基本法以充实大众海洋教育。細谷[11]指

出,东京大学设立“海洋联盟海洋教育促进研究中

心”,继承东京大学海洋教育中心的成果,致力于海

洋教育课程的开发和普及。韩国海洋教育的课题

为海洋教育提供了多个领域,Kim[10]认为韩国海洋

教育的课题应开发反映海洋素养的海洋教育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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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呼吁学校海洋教育和社会海洋教育相互合作。

目前国内海洋教育研究主要集中于海洋教育

理论、框架、路径的构建,国外的海洋教育研究更为

具体,呼吁正式与非正式海洋教育并重,以及海洋

素养研究,着力于海洋教育课程体系打磨。国内外

海洋教育研究已然成果不菲,但对海洋教育思想方

面的研究却比较鲜见。随着海洋教育事业的发展,

海洋教育有其自身特殊性和创新性的教育思想,引

领着教育实践走向,共同决定着海洋教育事业的兴

衰。因此研究海洋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利于推进海

洋教育与海洋强国事业。

2 海洋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特点分析

2.1 由认知教育走向知行教育

海洋教育是更加重视知行的教育。其目的不

仅是“知”,更注重“行”。海洋作业,性命攸关。知

而善行,方能乘风破浪。《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提

出制度涉海宣传教育计划,建立多主体海洋事业参

与机制。海洋科普教育在全国多地开花,海洋学科

教育在各高等院校相继开展。海洋资源开采、能源

利用等海洋科学技术不断取得突破性进展,越来越

多的人参与到海洋知识学习和科技创新实践。伴

随着海洋教育的发展,无论是涉海就业人员,还是

海洋生产总值都有显著增长,越来越多的人从海洋

教育的“知”转变为海洋事业的“行”(表1)。

表1 2008—2018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与涉海就业人员数量

年份
海洋生产总值

/亿元

海洋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

总值的比重/%

涉海就业人员数量

/万人

2018 83415 9.3 3684

2017 77611 9.4 3657

2016 70507 9.5 3624

2015 64699 9.6 3589

2014 59936 9.4 3554

2013 54313 9.5 3513

2012 50087 9.6 3469

2011 45570 9.7 3422

2010 38439 9.7 3351

2009 31964 9.53 3270

2008 29662 9.87 3218

数据来源:《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08—2012年);《中国海洋经济统计公报》

(2013—2018年)。

2.2 由知识教育走向问题教育

海洋教育是更加直面问题的教育。随着海洋

教育方兴未艾,全国各地逐渐兴起海洋研学热潮,

围绕海洋产生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在全国范围

内日趋走热。海洋研学是基于STEAM 教育理念

的教育创新实践。STEAM 代表科学(Science)、技

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s)

和数学(Mathematics)。基于 STEAM 的海洋研

学,通过整合学校与社会的海洋资源创设问题情

境,启发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

问题,打破传统教育中“问题意识”教育的欠缺,提

高学生善于发现问题,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弥

补传统“填鸭式”教育的不足。海洋研学是发展海

洋教育事业的一项重要举措,日益成为激发传统教

育思想与实践嬗变的新鲜血液。

2.3 由传习教育走向创新教育

海洋教育是更加重视创新的教育。传统教育侧

重于知识的结构性、完整性和系统性,却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问题意识、学科交叉融合意识和创新实践意

识。而海洋教育是多学科交叉的学习,是多感官体验

的实践教育,是以学校教育为主,整合社会资源协同

推进的教育。海洋教育突破传统传习教育,更着重教

学形式和方法上的创新。除了传统的教师“教”,学生

“学”,还通过与海洋文博场馆、海洋教育基地、科学调

查、海洋研学等教育资源统筹,着力培养面向海洋的

STEAM型人才。我国大部分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

地资源都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有效补充,弥补学校海

洋教育的不足。这样将更有利于学生构建科学的、立

体的、多元的海洋知识体系。

3 中国海洋教育现状分析

3.1 海洋资源丰富,海洋教育发展不均衡

我国拥有1.8万km余的海岸线,广阔的海域

面积和海洋资源为海洋教育提供良好平台。然而,

受海洋教育地理区位限制,沿海与内陆海洋教育存

在地域分布不平衡。海洋教育普遍集中在沿海地

区,内陆地区缺乏开展海洋教育的条件,大众鲜有

机会接触海洋。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的海

洋教育也存在不平衡。如,河北、广西、海南也有丰

富的海洋区位优势,然而其海洋教育与辽宁、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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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海等省、市相比较还有差距。此外,海洋高

等教育也存在结构不均衡[12]、分布不合理的问题。

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2017年)数据显示,我国

高等教育中专科海洋专业有船舶工程技术、水路运

输与海事管理、航海技术等53个;本科海洋专业有

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航海技术和海洋资源开发技

术等16个;硕士研究生海洋专业有物理海洋学、海

洋化学、海洋生物学和海洋地质等17个;博士研究

生海洋专业在硕士研究生专业基础上多了一个航

空、航天与航海医学。可以看出,涉海高校注重海

洋自然科学的教育,而在海洋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

方面几乎空白。中国的渔文化、蟹文化、海洋文化

等源远流长,但在现有的海洋高等教育体系中却缺

少相应的设置和规划,不利于海洋产业融合发展趋

势对新型海洋人才的需求。

3.2 社会海洋教育趋热,学校海洋教育欠缺

一方面,我国社会海洋教育日趋活跃,海洋主

题公园、海洋科普教育基地、海洋博物馆、水族馆在

全国各地迅速发展壮大。2011—2017年,我国分

6批次先后建设46个国家级海洋公园。连续12年

举办全国海洋知识竞赛,分为大学生和社会公众两

个组别,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学习海洋知识的热潮;

另一方面,受高考指挥棒影响,我国普通中小学海

洋教育严重不足,海洋高等教育依然有待重视。例

如,中小学语文教育是思想和意识启蒙的重要载

体,然而根据笔者对教育部编2020年版义务教育阶

段语文教材,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年修订版高中教

育阶段语文必修教材调查显示,小学阶段涉海文章

占比仅为1.68%,初中涉海文章占比仅为1.96%,

高中涉海文章占比也只有5.61%。作为义务教育

阶段和高中阶段国民语言文字和意识教育的主干

课程,语文教材所涉海洋文章明显占比极低。而中

小学阶段是海洋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更容易产生

对海洋的好奇心。这从一个侧面凸显我国教材编

写者和教育工作者的海洋意识[13]依然比较欠缺。

中小学教育体系中缺少海洋教育内容,海洋教育教

材和内容亟待充实。

3.3 政策导向不足,海洋教育环境有待优化

我国海洋教育起步较晚[14],最初有关海洋教育

的政策大多以少篇幅的形式穿插在海洋保护、海洋

资源开发与管理、海洋经济发展等国家顶层设计

中,直至目前直接关于海洋教育的指导性文件数量

依然不多。缺乏有力的政策导向,开设海洋专业的

高等院校数量少。截至2021年,我国直接以海洋命

名的高校仅有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和浙江

海洋大学等9所。根据《中国海洋统计年鉴》的数

据,2006年我国开设海洋专业高等学校(机构)数量

为125个,2016年上升到537个。尽管10年间数

量有所上升,但总数上只占我国高校数量的冰山一

角。海洋教育不仅缺少指导性政策文件,已有海洋

政策也缺乏连续性。国家海洋局2011年先后出台

《海洋系统“十二五”引进留学人才计划》《海洋系统

“十二五”公派留学计划》,但未能在“十三五”“十四

五”期间得到很好延续。

4 海洋教育实践的新路径

4.1 求均衡,夯实海洋教育根基

海洋教育具有地理区位特征,因此在发展海洋

教育的同时,既要谋求沿海与内陆之间,也要注重

沿海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海洋教育的相对均衡

化发展。做好内陆、沿海地区两条腿走路,深化沿

海院校和内陆的交流合作,才能更好地为海洋强国

战略服务。针对海洋教育区域不平衡问题,具有临

海优势的地区,可以更多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理论

联系实际,将海洋教育形象化、生动化。内陆地区,

将海洋教育融入文旅、环创、文学作品等领域,实现

海洋教育与各领域相融合。借助丰富多彩的教学

手段,共享海洋教育资源。学校教育是我国海洋教

育重要载体。依据海洋教育具有多学科交叉[15]的

特点,充分利用我国丰厚的海洋文化、海洋资源加

大海洋高等教育人文科学的课程设置,平衡好涉海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专业与学科点设置,开

设丰富多彩的涉海选修课,让非海洋专业的学生也

能参与到海洋教育体系中来。同时做好海洋高等

教育的空间规划与布局。加强学校海洋教育,扣好

青少年“知海、爱海”的“人生第一粒扣子”,是夯实

国家海洋教育的根本基石。

4.2 广路径,创新海洋教育模式

海洋教育应注重知识性与体验性并举,同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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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学校海洋教育和社会海洋教育。首先要充实大、

中、小学阶段海洋教育内容,开发有关海洋知识的

教育课程。沿海院校可以结合地方特色开发校本

课程,融入本地海洋文化特色。内陆院校,可以利

用资源共享形式引进沿海地区的海洋教育资源,建

设海洋教育基地,创设海洋教育平台。拓展海洋社

会教育空间,鼓励社会大众参观海洋博物馆、水族

馆、海洋科普基地,提高社会海洋意识。通过海洋

实践教育,整合海洋教育资源,开展“问题意识”教

育,提高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创造性解决问

题的能力。海洋教育广开路径的同时也要不断革

新,依托上海、深圳、天津和青岛等城市打造“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的契机,聚焦涉海产业需求,加强海

洋教育事业供给侧改革,构建合理人才梯队。

4.3 多主体,浓郁海洋教育氛围

海洋教育事业需要借力多主体协同发展。首

先,国家应主导制定海洋教育政策,支持海洋教育

事业发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同时加大对海洋教

育经费的投入,涵盖涉海院校数量、涉海专业数量、

师资力量、人才引进来和走出去等。深化与其他国

家合作交流[16],加强双边和多边合作的海洋教育,

培养能够直接参与处理海洋国际事务的国际公务

员、观察员等海洋人才。其次,鼓励开展海洋社会

教育,对有突出贡献者予以表彰。最后,加强对渔

民渔文化、蟹文化、海洋文化等方面的培训和教育,

使他们成为海洋意识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利用沿

海渔村资源和海洋文化资源,通过“渔业+文化+
旅游+研学”等模式,因地制宜提升国民海洋意识,

推广海洋文化,传承海洋精神。要着力聚焦和持续

提升海洋教育“知-行”模式,以国家政策为主导,

学校、科研院所、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等协同推进

海洋教育,共同营造良好的海洋教育氛围。

5 小结

海洋教育是“知行合一”的教育,直面问题意识

的教育,注重创造性产出的教育。海洋教育的问题

意识、实践意识、多边意识、协作意识、创新意识、未

来意识等,统一于“知”与“行”的探索和实践,是对

传统教育思想的突破与嬗变,是对传统教育思维的

拓展与深化。海洋教育立足于“建设海洋强国”,推

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创新与发展,是为构建“海洋

命运共同体”培养卓越人才的引导和化育。因此,

加强海洋教育,既是海洋事业的未来,中国海洋梦

的未来,也是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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