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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内陆地区的社会文化机构，如博物

馆、展览馆等，在馆内应设立海洋精神教育的

主题展区，并增强对公众讲解的效果，使之成

为中华海洋精神传播、教育的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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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洋意识到海洋素养 
——我国海洋教育目标的更新 

马  勇 

 

回顾我国当代海洋教育的发展历史，除了

以培养海洋学科专业人才为己任的大学海洋教

育拥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之外，我国当代中小

学海洋教育也有了 30 多年的历史。目前社会公

众海洋教育正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学校海

洋教育与社会公众海洋教育体系得以健全和完

善。进一步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和梳理海洋教育

的过程与要素，可以看到，引领海洋教育向纵

深推进的方向性的海洋教育目标要素仍处于模

糊不清的状态，亟需给以澄清和标明。 

一、海洋教育≠海洋意识教育 

以往的海洋教育过多强调了人的海洋意识

培养，这使海洋教育目标窄化。海洋意识是人

对海洋自然特性、社会属性、价值和作用的认

识与反映，约同于海洋知识或人对海洋的基本

认知，属于人心理活动的人脑对客观现实的反

映层级和领域。所以，整体上看，培养人的海

洋意识的目标仅仅是海洋教育的初始阶段性目

标。 

把海洋教育的目标定位于人的海洋意识培

养，或者把海洋教育等同于海洋意识教育在实

践层面具有强有力的回应。最为典型的有二，

一是原国家海洋局海洋宣教中心近 10 年来在全

国推动和建立的 100 多所海洋意识教育基地，

该类基地在全国广为布设，以沿海地区大中小

学和社会海洋机构为中心进行建设，并向内陆

地区渗透与辐射。二是海南省自 2015 年始在全

省启动并推展的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活动，建

设一批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学校，形成了该区域

独到的海洋意识教育特色，即全省推动和纳入

海南省中考考核。 

此外，在散布各地的海洋教育活动中，一

些中小学明确提出了海洋意识教育的目标，如

北京明远教育书院实验小学标定的海洋教育目

标是培养学生的海洋意识，[1] 厦门大学附属科

技中学提出了普及海洋知识、培养海洋意识的

目标[2] 等等，不再列举。 

如何看待这一实践倾向，我们认为应给以

全面、纵向的认识。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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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 1988 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以

后，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淡薄、海洋知识匮

乏，认识不到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因此，此

时需要给国民“补课”和“扫盲”。这一阶段

把海洋教育称之为海洋意识教育，合情、合

理、合时，具有针对性。海洋教育发展至今，

随着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和不断推进，海洋教

育的基础奠基作用愈来愈大，今天再把海洋教

育等同于海洋意识教育则就不再“合时”与

“合理”。 

二、海洋教育=海洋素养教育 

当今与未来“合时”与“合理”的海洋教

育目标应该定位于人的海洋素养培养，用海洋

素养替换海洋意识，或把海洋教育等于海洋素

养教育，有以下认识与应答。 

（一）国内外海洋教育研究的揭示与共同

指向 

国内外有关海洋教育基本概念与原理的研

究都指向人的海洋素养。早在 2012 年，笔者在

国内就提出并界定了海洋素养教育的涵义，

“海洋教育是由教育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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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情感、海洋道

德与海洋行为等素质要素构成的海洋素养的培

养活动。”[3] 提出了海洋素养的内在要素及其

培养目标。2017 年 8 月台湾海洋大学吴靖国教

授率团在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举办的“海峡两岸

海洋教育学术研讨会”上，报告了他对海洋教

育的认识，提出海洋教育是“唤起海洋意识，

提升海洋素养”，海洋素养主要指知识、能力

与态度。国外最早对海洋素养给以界定的是美

国海洋及大气总署（NOAA）对海洋素养（ocean 

literacy）的界定，即“能够了解海洋对你的影

响，以及你对海洋的影响”，“一个具有海洋

素养的人必须具有三个重要内涵，第一，了解

海洋的基础原理与基本概念；第二，能够使用

某种有意义的方式来传达有关自己认识的海

洋；第三，能够对海洋及其资源做出有根据且

负责任的抉择。”[4] 美国 NOAA 提出的海洋素

养概念及涵义已深深影响了其海洋教育的标

准、具体指标与相应内容，现美国推行的 K-12

海洋素养教育指标体系即源于此。随后，源于

美国的海洋素养教育迅速传播到加拿大、欧洲

与亚洲的一些国家。 

由此看来，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得出了海

洋教育就是海洋素养教育的一致性结论，这一

认识与结论超越了早期海洋意识教育的层级，

揭示出海洋教育的本质。 

（二）来自国内海洋素养教育改革与实践行

动的表达与印证 

近年来，在海洋教育目标确立上，许多海

洋教育先进地区、学校与机构提出了接近或贴

近海洋素养层次的表达。浙江舟山市中小学海

洋教育目标的整体表达是，通过“求海之真、

扬海之善、至海之美”，培养“阳光+洋气”型

的学生，阳光意指健康、自信、进取；洋气则

是指海洋气质，即大气、开放、创新。舟山除

了全市推进海洋教育的目标以外，一些特色学

校也有自己的目标追求与表达，如普陀区沈家

门小学提出了“以海立德、以海启智、以海健

体、以海育美、以海崇劳、以海涵师、以海亮

校”的海洋教育目标。[5] 另一个海洋教育先进

典型地区是山东省青岛市，该市市南区教体局

整体统筹与推进海洋教育，全区提出了中小学

海洋教育的目标是“以海育人”，可以具体解

读为以海洋文化、海洋精神培养具有海洋素养

的人。该区实验小学自 1998 年始就自编教材开

设海洋教育校本课程，是国内开展海洋教育历

史最为悠久的学校之一。该校确定的海洋教育

目标为：“让海洋教育走进每一位学生”，具

体表述为，“海纳、日新、致远”。[6] 

此外，一些社会海洋机构开展的海洋教育

也有贴近海洋素养培养目标的制定与表达，如

青岛贝壳博物馆提出的“小贝壳、大世界”的

表述，内含了通过小贝壳的讲解与展览，来挖

掘与展示大的科学世界与传播海洋文化与精

神。 [7] 深圳潜爱大鹏是一个珊瑚保育组织，在

开展海洋教育中确立的目标是“种珊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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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人”，对此可解读为通过珊瑚保育活动来

“播种”海洋素养，或者为培养具有海洋素养

的人。[8] 

综上，理论的揭示与实践的表达交汇、印

证了我国海洋教育目标的指向，即要确立人的

海洋素养培养的目标。 

三、我国海洋素养培养目标  

我国海洋素养培养目标的意蕴应本着继承

与发展、比较与借鉴的原则予以确定，应有立

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中国表达。所谓继承与发

展是在充分吸收已有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基础

上，面向未来社会对人的需求来确定人的海洋

素养规格；所谓比较与借鉴则是指应以更广阔

的国际视野来吸取适合我国国情的海洋素养要

素，形成与提供出自身的素养体系，并能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因为地球上就仅有一个相连

相通的海洋。 

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一个更高的概括，提

出了“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也指出了

人的海洋素养的基本共同性。虽然如此，基于

我国国情与教育实际，我国海洋素养培养目标

应是共性与个性（国际性与国家性）的统一，个

性应是中国特色，应有中国表达。为此，在遵

循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确定并赋予海洋素养培

养目标的内涵和指标需要依据心理学理论，并

从素质教育理论与海洋教育活动相结合的维度

来把握海洋素养培养目标的内容与要素。 

首先，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看，“知、

情、意、行”是人类活动的四种基本形式。

“知”是人的认知，包括感知觉、意识和注

意、记忆、思维，认知过程是一个逐步上升和

整合的过程；“情”指人的情绪、情感，包含

人独特的意识唤醒、主观体验与外露表现；

“意”指的是人的意志品质；“行”是人表现

在外、可以观察的行为。其中，“知、情、

意”的活动属于人的内在的心理活动，“行”

则是人的外显行为，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知、

情、意”的心理活动在给以内在的支撑。 

其次，从素质教育、特别是德育所揭示的

基本规律看，教育过程存在一个由“知、情、

意、行”四要素相互连接而成的统一培养律，

在教育过程中学生应具有的知识素养、情感素

养、意志品质与行为素养则构成学生的重要核

心素养。那么，海洋教育作为一项教育活动，

也要依据人的心理发展规律，更应遵循教育规

律。 

基于以上两点，我们在海洋素养培养目标

内容与要素的选取中，可以直接把“知、情、

意、行”四要素引入，引伸为“海洋认知素

养”“海洋情感素养”“海洋意志品质”与

“海洋行为素养”，而且把它们列为四个海洋

核心素养。再考虑到多年来人海关系的紧张，

迫切需要建立人海的良好伦理关系，故在四要

素中加进一个“海洋道德素养”。进一步讲，

从人的素养的“知、情、德、意、行”要素切

入，把五要素列入海洋核心素养还只是一种理

论推演，还需要把它见之于海洋教育实践活

动。长期以来，我国海洋教育活动中形成了

“知海、近海、亲海、爱海、用海、护海”口

语化目标表述，且被广泛引用。这种随意性强

的口语化表述虽与海洋教育目标模糊地勾连，

但仔细分析，它更多的是指海洋教育的途径与

手段。因此，海洋素养五要素的推演与“知

海、近海、亲海、爱海、用海、护海”海洋教

育途径产生的联系便是：海洋教育活动是教育

者利用“知海、近海、亲海、爱海、用海、护

海”教育途径，培养学生的“海洋认知素养、

海洋情感素养、海洋道德素养、海洋意志品

质、海洋行为素养”的过程。（见图 1） 

四、构建我国的海洋素养教育体系 

用海洋素养教育观，特别是用更新的人的

海洋素养培养目标来审视我国现今的海洋教育

实践，首要的是需要对现今的海洋教育体系给

以更新、改造与升级，即要把海洋教育体系变

为海洋素养教育体系。 

逐一对应的改造与升级是：第一，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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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教育变为中小学海洋素养教育，其对应的

海洋素养培养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海洋基本素

养，即海洋认知素养、海洋情感素养、海洋道

德素养、海洋意志品质与海洋行为素养；第

二，大学海洋教育变为大学海洋素养教育，相

对应的海洋素养培养目标有二，一是涉海学科

专业学生应具有的海洋学科专业素养，二是非

涉海专业学生应具有的海洋基本素养；第三，

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应变为社会公众海洋素养教

育，其对应的海洋素养培养目标仍是海洋基本

素养。这样，国民的海洋素养教育都指向了人

海和谐的终极目标。（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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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洋教育途径与海洋素养要素互动关系图 

 

 

 

 

 

 
 

图 2  我国海洋素养教育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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