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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人的海洋精神品质培养 

李巍然，马  勇 

 

在迈向 2035 年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远景目

标的征程中，“海洋强国”战略地位持续增

强，实施这一战略，人才是关键，海洋教育是

基础。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并多次强调

“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

“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推动海

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要求“像对待

生命一样关爱海洋”；提出了构建“海洋命运

共同体”重大命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精神，深化了我们对海洋教育的基础地位和奠基

作用的认识，“经略海洋”的前提是“关心海

洋、认识海洋”，这一任务恰恰就需要海洋教

育来完成。从本质上来看，海洋教育主要是对

学生与公众进行海洋文化的熏陶和海洋精神的

教育，未来建设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与实现社会

主义现代化目标都迫切需要海洋精神的支撑，

我们所培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应是具

有海洋精神的人。因此，海洋教育的主旨是人

的海洋精神培养。 

一、海洋精神的合理内核 

海洋是人类的生命摇篮和精神家园，海洋

精神则是海洋文化的精髓和灵魂，是在人海互

动中创造并形成的人的共同价值取向、思维方

式、思想状态和诸多心理品质的总和。海洋精

神蕴涵在民族精神之中，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

成。因此，海洋精神有中西之别，西方海洋精

神中有一个本源性的缺陷，即源于它的一己私

利和侵略扩张，[1] 而中华海洋精神则源于早期

滨海先民对海洋的崇敬与海洋自身的博大和宽

容，经过几千年的人海互动，那种生生不息、

促进民族进步与发展的中华海洋精神的合理内

核逐渐聚集与形成。择其要之，梳理如下。 

（一）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精神 

《说文解字》这样释海：“海，天池也，以

纳百川者。”中华民族精神之中早已融入了海

洋精神要素，具有包容万物、含纳天下的胸怀

和气质。《老子》第三十二章谓“道之在天下，

犹川谷之于江海”。这种精神内含的包容性特

征显现在对待异域文化的宽容态度与正确的吸

纳上，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海洋精神已成为

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源远流长。从多个朝代的“盛世中国”到今天

的“对外开放”，莫不体现兼收并蓄和开放交

流的精神。 

（二）“四海一家”的“和合”精神 

不同于以往西方列强依其“船坚炮利”利

用海洋通道侵略、占领异国，掠夺财富，中华

民族没有利用海洋通道侵占别国的历史，没有

掠夺任何财富和贩卖奴隶，更没有强迫别国签

订任何不平等条约。明代郑和率领的强大舰队

七下西洋，给沿途各国带去的是中国瓷器、丝

绸、茶叶等特产，完成的是“和平之旅”“友

谊之旅”，返程带来的是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信

任和友谊，体现的是“四海一家”的“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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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现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

同体”重要理念与倡议，正是这一海洋精神的

集中体现。 

（三）刚毅无畏的坚忍不屈精神 

海上瞬息多变的复杂环境造成了人们在海

上生存的风险和未知困难，面对巨大的海上挑

战，海洋人扬起风帆、踏浪而行、知难而进已

成为海洋人生产与生活的常态。海洋人长期与

海浪及风险相伴，自然造就了其坚强无畏、知

难而进和百折不屈的精神品格。 

（四）勇立潮头的开拓探索精神 

从古至今，中国人踏海而行、外展求新的

海洋精神早已聚成。从徐福东渡扶桑、郑和南

下西洋开辟古代丝绸之路，到近代东南沿海人

民探路创业南下南洋闯世界；从清末洋务派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到今日中

国对外开放的大格局、大战略，皆体现开拓探

索、创新求变的中华海洋精神。 

（五）风雨与共的团结协作精神 

海上航行是一项系统复杂、协同面广的团

体性行为。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船上全体人

员需彼此包容、相互支持、通力协作，才能面

对随时到来的狂风暴雨；需同舟共济、群策群

力，凝聚成一股气势磅礴的强劲合力，才能面

对可能到来的台风、海啸等意外灾害、事件带

来的挑战。因此，团结协作的海洋精神[2 ]就是

建立在这种舍生忘死的海上航行之中。 

（六）崇敬海洋的人海和谐精神 

我国沿海地域的海洋信仰与祭海习俗源远

流长，表达了对海洋的感恩、敬仰与崇拜，也

蕴含了追求人海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至

今，休渔期间，我国许多沿海地区举办隆重的

祭海庆典，显示出人与海洋和谐共处的海洋精

神已内化为人们的魂魄。 

总之，中华海洋精神就是开放包容、海纳

百川的胸襟，就是勇立潮头、不断超越的气

质，就是不计得失、勇于担当的情怀，以及与

命运抗争、放手一搏的无畏气概与永不言败的

顽强意志；也是放眼四海的“和合”精神、团

结协作精神、开拓创新精神与人海和谐精神等

优良精神品格的集大成。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

征途上，这些优秀的精神品质都是中华民族战

胜各种艰难困苦的力量源泉。因此，面向未来

的海洋教育内容必须融入中华海洋精神的合理

内核，这些精神构成海洋教育之本。 

二、海洋精神教育的要义 

我国中小学海洋教育已有 30 多年的历史，

大学海洋教育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目前社

会公众海洋教育正逐步建立，至今覆盖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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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地唤起了民众的海洋意识和

提升了海洋素养，特别是大学海洋教育培养了

一大批海洋学科专业人才。但是，在海洋教育

中海洋精神的传承与培养仍显薄弱，需要在改

革中发力和用力。 

（一）中小学海洋教育需凸显海洋精神培养 

首先，应挖掘现有课程中海洋精神教育因

素，建设学科渗透式课程。小学阶段的语文、

科学等课程内含有海洋人物、海洋事件与较多

的海洋知识，在课程与教学中海洋知识的讲

解、海洋人物的描绘与事件的叙述都需要给学

生以情感的渲染与海洋精神的熏陶。同样，中

学语文、历史、地理等各科课程中海洋精神教

育元素也需给予挖掘与整理，并进行系统性设

计。以此为基础，构建中小学海洋精神教育的

学科渗透式课程。 

其次，在海洋教育学科课程中强化海洋精

神的培养。海洋教育学科课程是在沿海地区的

一些中小学独立设置的课程，该类课程性质大

都为校本课程或地方课程，课程的载体是校本

教材或地方教材，目前已成为中小学海洋教育

的主渠道。从具体实施来看，它主要对应了学

生海洋文化知识素养的系统培养，但仍需对海

洋文化知识给予凝练、提升，上升到精神层

面，给学生以海洋精神的培养。 

第三，在海洋教育活动课程中以海洋情感

的陶冶为纽带，聚焦海洋精神培养。海洋教育

活动课程是塑造学生海洋精神的重要途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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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说学科渗透式海洋精神教育课程与学科课程

倾向于将海洋精神内化于心的教育活动，那

么，活动课程则是兼具将海洋精神内化于心与

外化于行的综合活动。近年来在沿海地区中小

学广泛兴起的海洋研学活动取得了海洋教育活

动课程应有的成效，应进一步加强海洋精神教

育内容的凝练，聚焦对学生的海洋精神培养。  

第四，在海洋教育环境课程中布设海洋精

神教育场景。目前在许多中小学海洋教育示范

学校都广泛建设了环境课程，它们主要指在校

内布设的海洋知识微环境，如海洋长廊、海洋

展览馆、博物馆、海洋书屋、海洋壁画与墙报

等，营造了海洋教育的氛围。海洋精神教育的

场景还需进一步突出与布设，发挥出海洋精神

熏染的潜移默化之功效。 

（二）大学海洋教育需用力于学生海洋精神

的培养 

大学教育本来就是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

统一，实质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教育，[3] 

大学海洋教育也有同样的逻辑和内在包含，是

海洋科学精神教育与海洋人文精神教育的统

一，海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整体上都归属于

海洋精神，因而是高层次的海洋精神教育。涉

海学科专业教育在海洋专业知识、技能的教学

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但仍要侧重海洋精神

的凝练与施教，对于非涉海专业的学生则应开

设海洋通识教育课，让其普遍接受海洋精神的

熏陶。此外，其他综合性大学也应普遍开设海

洋通识教育课程，加强对学生海洋人文精神的

教育。 

（三）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应具有海洋精神培

育的导向与倾向 

近年来，由海洋博物馆、展览馆、水族馆

等社会机构面向公众实施的海洋教育普遍开展

起来，它们在普及海洋知识、唤起公众海洋意

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对公众进行海

洋精神的熏染方面仍需加强：一是要进行海洋

精神宣教环境的布设，把一些重要海洋人物、

事件、实物等放在核心醒目位置，再配有经提

炼而成的海洋精神词语，对公众起到振聋发聩

与情感共鸣的作用；二是要提高讲解员的讲解

水平，其精炼的话语对海洋精神的渲染至关重

要；三是广播电视报刊等作为主流媒体，要高

度关注和谐海洋局势与舆情动态的宣传和引

导，强化海洋精神培育，维护国家海洋安全。

今天的中国，由于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海洋

权益纷争的日益凸显，培育和弘扬立足于本

国、反映国民对海洋文化认同感的海洋精神显

得尤为重要。 

三、需全域推进海洋精神教育 

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受自然环境的限

制，我国海洋教育区域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区，

大、中、小学海洋教育与公众海洋教育大都如

此，内陆地区的海洋教育推进缓慢。近海的便

利位置的确为海洋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便利条件与环境，但它不应受区域的限制，

仅在沿海区域实施，应尽快由沿海向内陆推

进，主因是：第一，即便是以传播海洋知识、

唤起国民海洋意识为阶段性目标的海洋教育，

也应该面向不分沿海与内陆区域的全体国民的

海 洋 教 育 ， 海 洋 教 育 应 是 我 国 的 “ 全 民 教

育”；第二，我们把海洋教育进一步归结、提

升为海洋精神教育，便有了更充分理由需全域

推进海洋教育。 

首先，既然中华海洋精神已经成为民族精

神的重要组成，那么，在内陆地区的大、中、

小学普遍开展海洋精神教育活动就应该无障碍

推行。即便是在现有开设的课程体系中都可挖

掘、整理并设计出海洋精神教育的内容与方

案，并逐步实施。在沿海地区海洋教育先进学

校普遍采用的海洋教育学科渗透式课程就应是

全国学校通用的教育方式。 

其次，内陆地区学校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前

提下，可采用沿海地区学校海洋教育中广为采

用的海洋“研学”活动方式。以“近海”而达

到“知海”“亲海”“爱海”“护海”的目

的，进一步增强和抒发学生的海洋文化情怀，

加深对海洋精神的体验、领会和涵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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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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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海洋教育论坛在宁波大学隆重举行。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教育分会理事长、中国海洋大学副校长

李巍然，中国太平洋学会海洋教育分会副理事长、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吴建农，宁波工程学院校长邵千钧，宁

波大学党委副书记冯杰等，以及来自教育部、中国海洋大学、宁波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大连海洋大学等 80 多位海

洋教育领域的学者专家代表出席。论坛围绕海洋教育理论与政策、学校海洋教育实践和社会海洋教育开展等进行探

讨交流，为加快构建海洋教育学科体系，推进海洋教育实践，建设海洋强国贡献教育智慧。论坛发布《2020 年海洋

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系统梳理近阶段海洋教育研究的进展；发布《中国海洋教育机构索引（CMEII,2020）》，

首次对我国中小学校和社会机构开展海洋教育情况进行体系性评价；发布《全国海洋教育研究联盟•宁波宣言》，指

出建设海洋强国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论坛上成立了全国海洋教育研究联盟，构建一流的海洋教育实践和研究体系。作为本次论坛的承办和媒体支持单位，

本刊特从本次论坛的 48 位专家发言中遴选出 4 位专家发言，从面向 2035 海洋教育的概念、逻辑与思维等原点性知

识出发，形成对于海洋教育相关基本概念、观点和方法的总体性探讨，以飨读者。 

——本刊编辑部 

 

 

面向 2035 的海洋教育：概念、逻辑与思维 

李巍然 1，马  勇 2，刘训华 3，宁  波 4，郭新丽 5 

（1. 中国海洋大学 校长办公室，山东 青岛 266100； 2. 中国海洋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与评估中心， 
山东 青岛 266100； 3. 宁波大学 海洋教育研究中心，浙江 宁波 315211； 4.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 201306；5.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科学学院，上海 201306） 

摘  要：海洋教育具有基础性、战略性、综合性等总体意义，本组论文由 4 篇文章组成，其中李巍

然、马勇《面向未来人的海洋精神品质培养》从培养人的视角探讨培育具有海洋精神的人，提出海

洋教育主旨是人的海洋精神培养；马勇《从海洋意识到海洋素养——我国海洋教育目标的更新》从

海洋教育目标更新的视角，提出构建我国海洋素养教育体系；刘训华《教育性是海洋教育的第一属

性》纠正了欧美海洋素养的误差，提出教育性是海洋教育第一属性、向海定陆推进海洋教育的主张；

宁波、郭新丽《海洋教育重在传习海洋思维》强调海洋教育在培养人的思维方面的重要作用，提出

传习海洋思维的重要价值。本组论文从专业研究视域出发，对海洋教育的基本概念、理论、方法与

思维进行总体性探讨。 

关键词：海洋教育；海洋品质；海洋素养；教育性；海洋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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