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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对人的海洋素养

提升研究

马丹彤（MADantong），马 勇（MAYong）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海洋发展的一系列讲话，形成了中国化、系
统化的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包含一个由海洋发展方向、目标、途径和手段构成的思想
体系。这一思想既是指导海洋强国建设的理论基础，又体现了其基于人、依靠人、发展
人和为了人的“以人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内含了对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即海洋素
养教育的要求，对海洋素养教育具有全面的指导和引领意义。依据这一思想，高度审视
30多年来我国海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存在区域不平衡、政策体系不健全与效力减弱、
目标偏低、培养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对此，需要以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塑造战略
性海洋素养教育观、提升海洋素养教育目标、健全与优化政策体系以及改造与完善学校、
社会海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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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海洋发展的一系列论述，形成了对中国海洋发展具有

全面指导意义的海洋发展观，并引领海洋强国建设和海洋可持续发展不断走向新高度、

达到新水平和实现新目标。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内含了对人的海洋素养提升的要

求，因为海洋发展的主体是人，关键也在人，这里的人即为国民，包括在校大中小学学

生与社会公众。没有人的海洋素养的提升，中国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与海洋可持续发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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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从谈起和丧失其根本。人的海洋素养的培养与提升要靠海洋素养教育，那么，海洋素

养教育的基础地位和奠基作用就必须确立。因此，新时代海洋发展必然有一个内在的基

本逻辑，即存在“海洋发展——人的海洋素养提升——海洋素养教育奠基”的一体化连

接序列，且缺一不可。由此观照现实，问题显而易见，后两者明显地被弱化或未发挥应

有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形势下唯有在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指导下强化海洋素养

教育体系建设，并培养具有海洋素养的人，才能促进新时代的海洋可持续发展，并给予

海洋强国建设以具备高海洋素养的人的支撑。

一、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及其对人的指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内国外两个大局出发，发表了关于海洋发展的

一系列讲话，创新了中国海洋发展理念，形成了其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既包括立足中

国海洋发展的思想，也包含放眼全球、中外融通的海洋发展思想。其中既有其系统的海

洋发展理念，也有突出强调的海洋发展信念与观念，是一个关于海洋发展的系统思想体

系。

（一）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概要

1.立足中国海洋发展的思想

第一，海洋强国建设的信念。习近平新时代中国海洋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其海洋强国

建设理念，并在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目标。此后，习近平统

筹海洋发展大局，明确强调海洋的重要战略地位，将海洋强国建设推至历史新阶段。

2013年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集体专题学习海洋强国建设内容时，习近平对海洋强国

进行了系统论述和科学阐释，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2013）。

2018年 4月，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再度强调，一定要向海洋进军，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2018年 6月，习近平在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现为崂山实验室）作了

“建设海洋强国，我一直有这样一个信念”（习近平，2018）的深情嘱托。因此，向海

图强、海洋强国是习近平矢志不渝的信念，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奋起发展的世代夙愿。

第二，海洋可持续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阐述，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是海洋

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2013年 7月，习近平指出，推进海洋强国建设，要提高海洋

资源开发能力，保护海洋生态环境。2018年 3月，习近平谈到要处理好海洋经济发展与

生态保护的关系，要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与可持续

的海洋生态环境。同年 4月，习近平在海南具体指出，“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是海南最

强的优势和最大的本钱，是一笔既买不来也借不到的宝贵财富，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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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片海上绿洲和这一汪湛蓝海水”（王吉全，2018）。2019年 10月，习近平又强调，

“要高度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污染防治，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实现

海洋资源有序开发利用，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碧海蓝天”（习近平，2019）。

第三，陆海统筹理念。在海洋强国战略目标已定的前提下，习近平总书记对海洋强

国建设的路径、措施作出了指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

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习近平，2013）。陆海统筹的举措在党的十九

大报告和随后的重要发展规划中都得到进一步强调和确立。这一理念从根本上改变中国

传统的重陆轻海和以陆看海的传统海洋观，突出强调海陆大空间、大系统的完整统一，

以及形成海陆资源整体优化与综合利用的新时代海陆统一发展观。

第四，海上权益保障理念。中国作为一个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权益，维护海

洋安全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保障。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和平方式、

谈判方式解决争端，努力维护和平稳定”“要坚持‘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方针，推进互利友好合作，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习近平，2013），习近

平突出强调要用和平处理、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国家间海洋问题，同时，维护中国海洋

权益和安全需要建设一支强有力的海军队伍，建设强大的海军是建设海洋强国战略支撑。

这一理念既有合作保障、和平保障，又有军事支撑。

2.立足中国海洋发展的思想

第一，人海和谐理念。针对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人为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持续过度

开发等人海关系紧张等全球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向世界宣布，中国高度重视海洋

生态文明建设，加强海洋环境保护，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为子孙后代留下碧海蓝天；

要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做到海洋资源开发、利用和保护的协调统一，实现人海和谐。

由于全球海洋的连通性，作为对传统海洋观具有超越意义的人海和谐理念，既是新时代

中国的海洋观，也是具有全球性的海洋观。

第二，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其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有具体特定的所指。2019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青岛提出，“集思广益、增进共识，努力为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习

近平，2019）。这一理念具体蕴含了海洋是生命摇篮、全球资源宝库、人类生存发展空

间，需要人类共同保护、开发、利用与管理的意义，昭示着海洋和平与发展的光明前景，

为推动全球海洋事业发展提供了新理念，为全球海洋治理指明了方向。

综上，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是一个由海洋发展方向、目标、途径和手段构成

的思想体系，其中人海和谐是方向，海洋强国建设与海洋可持续发展是目标，陆海统筹

是途径，海洋权益维护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是保障。

（二）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对人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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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海洋发展思想具有一个内在逻辑，即新时代海洋发展是

基于人的海洋发展，同时也是依靠人、发展人和为了人的海洋发展，因而习近平新时代

海洋发展思想包含了人的发展思想，具有对人的发展的具体指向，人是海洋发展的出发

点和归宿点，并贯穿于海洋发展的全过程。

1.新时代海洋发展要基于人

人是海洋发展的主体，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所涉及的海洋强国建设、陆海统

筹、海洋可持续发展、海洋安全保障、人海和谐的实现等目标与措施，其后都是由人来

驱动、人来实施与建设、人来实现的。这符合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2014年 12月他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

群众的实践和智慧”（习近平，2014，p. 68）。2018年 4月提出，“中国人民将继续大

胆创新、推动发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实新发展理念”。（习

近平，2018）因此，新时代海洋发展是基于人民、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2.新时代海洋发展要依靠人并发展人

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是一个由海洋发展方向、目标、途径和手段构成的逻辑

严谨的思想体系，其中海洋强国理念具有统领性。海洋强国建设与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

就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依靠具有一定海洋意识和海洋素养的亿万人民的积极参与来推进，

需要依靠高素质的海洋专业人才来支撑。为此，在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实施中既要不断提

升人的海洋意识和海洋素养，还要培养和造就高素质海洋专业人才，即要发展人。习近

平总书记 2018年关于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习近平，2020，p. 243）、

“要像对待生命一样关爱海洋”（习近平，2020，p. 464）等讲话精神都体现出发展人、

依靠人的要求。

3.新时代海洋发展是为了人

让人民享有发展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的重要价值取向。海洋发展成果

是由人民共同创造的，所以要“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中共中央文献

研究室，2014，p. 236）。人民共建共享海洋发展成果，既包括海洋发展的物质财富，

也包含海洋精神成果、海洋生态文明成果与心理层面的获得感、幸福感等各项成果，全

面满足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各方面需要。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海洋发展要基于人、依靠人、发展人与为了人的价值导向，一方

面反映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对人的海洋素养培养和提升的根

本要求，所谓“发展人”“依靠人”具体指要依靠具备一定海洋素养的广大人民，推进

海洋强国建设和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这就必然直接联系到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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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据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对人的海洋素养培养状况及问题

的检视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对中国作为海洋大国已有基本认知，国家与社会因此产生

了通过海洋教育培养和提升全民海洋意识的需求。但现在看来，其整体含义较为笼统和

模糊，说其笼统，是因为把海洋教育仅仅理解为海洋意识教育，除了大学海洋学科专业

教育培养具有专业素养的人才外，其他种类的教育都面临培养与提升人的海洋意识的任

务。时至今日的海洋强国建设时期，仍然强调人的海洋意识培养，就不符合习近平新时

代海洋发展思想与海洋强国建设对人的全面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要求，尽管人的海洋

意识素养是海洋素养的基础构成，但不是全部。这里涉及海洋素养与海洋教育两个基本

概念。国内海洋素养概念的提出至今有 10多年的历史，所谓海洋素养是指由“人的海

洋认知素养、海洋情感素养、海洋道德素养、海洋意志品质、海洋行为素养与海洋专业

素养所组成的集合”（马勇，2012，pp. 35-39）。国外最早是美国海洋及大气总署

（NOAA）的描述性界定，即海洋素养（ocean literacy）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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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佳代，2019，pp. 24-

32）。两个定义都是按照人的知、情、德、意、行的认识与实践特点予以概括，相互印

证，趋于一致。所谓海洋教育是指培养和提升人的海洋素养的活动，按照社会公众与大

中小学学生教育对象的区分，可分为社会海洋教育与学校海洋教育，以此来覆盖全体国

民（马勇，2012，pp. 35-39）。从两个概念的释义看，海洋素养是海洋教育的内容，而

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又是海洋教育的目标，反过来，海洋教育则是人的海洋素养培

养与提升的主要途径，两者具有统一性和一体化特征，所以海洋教育本质上是海洋素养

教育。因此，以下概述中主要用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或海洋素养教育的称谓，在梳

理前期历史的时候偶尔用到海洋教育与海洋意识教育。

（一）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状况与进展

历史上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部分源于实行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故长期以来国人

形成了重陆轻海观念，也就没有对人的海洋素养的培养要求和相关教育行动。除了培养

海洋学科专业人才的大学海洋教育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中国海洋大学为

代表的几所高校外，中国真正具有全面教育意义的中小学海洋素养教育与公众海洋素养

教育的开展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情，同时大学海洋教育也得到迅猛发展，这有其深刻

的时代背景。1994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正式生效，海洋开发与利用及永续发展有了

国际规范，全球海洋发展开启新纪元。针对当时人的海洋知识匮缺、海洋意识极为淡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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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影响到国家发展的问题，1996年的《中国海洋 21世纪议程》在国内首次提出，“逐

步增加海洋教育的投入，加强中、小学生的海洋常识和海洋科学知识的基础教育，加强

成人海洋科学普及教育”。（中国人大网，2009）1998年《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

提出“把普及海洋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中小学开展海洋基础知识教育”。（国务

院，2008）由原国家海洋局出台的这两个文本具有划时代的呼吁与号召效应，开始影响

中国教育界等社会各界。

1.以普及海洋知识为主的海洋知识教育的起步阶段

20世纪 80至 90年代，以普及海洋知识为主的海洋教育在中小学萌生，有两个源点，

一是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虾峙中心小学在 1988年成立的“未来渔民学校”，1993年改

为“少年海洋学校”（马勇、马丹彤，2019，pp.17-22）。该校开设了海洋教育校本课

程，主要包含海洋教育活动课与社会实践课。二是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实验小学在 1998

年率先挂牌成立“少年海洋学校”。随后，该市一些小学又先后挂牌建立“黄海少年海

洋学校”“山东少年海洋学校”“中国少年海洋湖沼学校”“海上山东少年学院”等

（马勇、马丹彤，2019，pp. 17-22），开展以学科渗透与研究性学习为主的海洋知识教

育活动。此后，国内一些散落在沿海地区的中小学利用滨海的便利条件也尝试开展海洋

知识教育活动。同时，沿海地区的一些海洋馆、博物馆等社会机构面向公众也启动海洋

知识宣传与教育活动；大学海洋教育注重海洋学科专业教育改革，培养高水平的海洋专

业人才。起步阶段的海洋知识教育总体上带有自觉性和自发性，面向学生与公众普及海

洋常识和海洋科学基础知识，与当时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的认识相一致。

2.以培养和提升人的海洋意识为主的海洋意识教育发展阶段

进入 21世纪以来，国家不断引导与强化人的海洋意识的培养与提升。2003年《国

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等都强调

提高人的海洋意识。2014年，中宣部印发《关于提升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工作方案》

和《关于提高海洋意识加强海权教育的工作方案》两个文件，提出要“加快推进海洋知

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2016年原国家海洋局会同教育部、文化部等五部门制定

的《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十三五”规划》，提出以海洋知识“进教材、

进课堂、进校园”为重点，加强海洋知识的教育。这些政策对海洋意识教育改革发挥了

引导作用，海洋意识教育规模不断扩大。第一，原来星星点点的散布在沿海地区的海洋

教育机构逐渐连接成片，成区域状呈现，目前有三个突起的区域（马勇，2021，pp.5-

8），一是山东省青岛市中小学普遍开展海洋特色教育，近十年来已建成 100所海洋教

育特色示范校，从中优选出 22所高水平特色示范校，实施海洋特色教育学科课程、地

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整合，并下延到幼儿园，全面提升学生的海洋意识；二是浙江省舟

山市全市中小学实施海洋意识教育，普陀区则是突显的高峰；三是自 2015年起，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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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推动实施海洋意识教育。因此，全国范围内呈带状与线状的中小学海洋教育主要分

布在沿海地区。第二，承担提高公众海洋意识的社会海洋意识教育也主要在沿海地区兴

起，除了海洋馆、展览馆等既有的机构之外，包括地方基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媒

体、学校、街道等活动主体日益增多，利用节假日面向公众开展丰富多样的宣传教育活

动。第三，伴随中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大学海洋教育也出现了迅速发展趋势。我国几

十所海洋类与涉海类大学不断加大海洋文、理、工学科的深度交叉、融合，培养了大量

海洋专业人才，同时针对非涉海专业学生开启了海洋通识教育改革，整体提升学生的海

洋意识。在国家层面，原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在全国建立了 100所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

地，覆盖沿海地区的大、中、小学和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并辐射到内陆地区，这些基地

在普及海洋知识、提升人的海洋意识上发挥了引领和推动作用。

（二）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中存在的问题

1.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政策效力不强

既有的海洋宣传教育政策具有较强的呼吁和号召效应，虽有效唤起了社会对培养与

提升人的海洋意识的重视，但笼统地提出普及海洋知识、提高海洋意识，没有区分出教

育对象的差异性，缺少对大中小学及学校和社会公众海洋教育实施渠道与措施的政策支

持，整体上针对性不强。其次，既有的相关政策制定主体主要是原国家海洋局，而教育

政策的执行主体往往是各级教育部门，缺乏了原国家海洋局与教育部的协调与协同。再

者，还存在海洋教育时效性不足的问题，2016年国家出台《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

化建设“十三五”规划》，至今已有 7年，近 7年再无新政策出台，面对海洋发展的新

形势，表现出海洋教育政策制定的滞后性，原有的政策效力也逐渐减弱。

2.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仍处于海洋意识培养的初级阶段

如果说在上世纪末与 21世纪初海洋教育初始阶段，倡导普及海洋知识、提高海洋意

识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的话，那么，当今面对海洋强国建设全面推进的新形势，

就表现出落伍的一面，落后于新时代的海洋发展及其对人的发展要求。尽管人的海洋意

识是人的海洋素养结构中重要的基础性构成，但海洋意识毕竟属于人的心理层面初始的

认识活动，如果几十年来的海洋教育发展仍然停留在人的海洋意识培养阶段的话，则是

海洋教育发展的停滞。如此看来，原国家海洋局宣教中心所建立的 100所“全国海洋意

识教育基地”与海南省 2015年启动的全省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活动与相关内容等，就

显得有些落后与滞后。

3.人的海洋素养教育推进的区域不平衡

30多年来，我国海洋素养教育推进的区域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因为该地区开展活

动有其便利的、得天独厚的海洋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大量的学校与社会海洋机构的布

设为活动开展提供了较为充足的依托条件，再受沿海地区海洋意识教育政策的加持，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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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青岛市、浙江省舟山市、海南省都制定了专门针对培养海洋意识的教育政策等，

故学校与社会海洋意识教育活动在沿海地区持续和较为全面地推展开来。但广大的内陆

地区受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以及主观认识与努力的不足，虽偶尔有星星点点地自发开

展的学校与社会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现象，但整体上几近空白。因此，目前海洋意识教育

活动区域的不平衡或者失衡状况与国家提出的普及海洋知识、提高海洋意识的要求仍相

距甚远，因为人的海洋意识的提升是全体民众的提升，不应有沿海与内陆之分。

4.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体系不健全

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活动当然具有教育属性、教育的意义和语境，应凸显活动

的组织性、目的性与计划性的“三有”特征，它与零碎、散漫与随意性无关，不然就谈

不上培养或教育。以此为参照，则映照出当下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体系不健全的问

题。首先是人的海洋素养培养的主体体系不健全。从整个参与活动面上看，一方面整个

学校与社会主体参与的少，另一方面，即便是参与了，也缺少系统性的整合行动。具体

到大、中、小学学校海洋素养教育，广大内陆地区的以大学为主体的海洋通识教育根本

就没有开展起来，内陆中小学开展的海洋意识教育几乎空白。即便是引以称道的沿海地

区呈区域状推进的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的实施主体大都为小学，初中因“中考”升学的

压力参与得较少，高中因高考的存在几乎没有参与。目前国内青岛 39中在搞海洋特色

教育，因其在高中部大办“海洋班”显露的特色而著名。社会海洋素养教育主体虽多元，

但大都在节假日搞一些各自零散的活动，缺乏主体协调一致的行动，故难以形成合力。

其次，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内容体系不健全。就学校海洋素养教育看，大、

中、小学海洋素养教育没有建立起相互连接、层层递进的内容体系，因是以海洋意识

（海洋知识）为主要内容，以及各自为政的课程安排，在各学段都存在大量重复的内容，

故内容的科学性与系统性不强。再就社会海洋素养教育而言，因活动开展的零碎与公众

参加活动的偶发性，教育内容的不系统、不连贯则更为明显。那么，由此引发的人的海

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课程体系与方法手段体系的不健全等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综上，问题早已显现，解决上述任何一方面的问题，需要给以系统完整性的考量与

应对。如果没有高屋建瓴的整体思想加以指导和行动，那么，解决起来都属于头痛医头

与脚痛医脚，整体思想来自哪里？在中国大地上，唯有依靠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

的指引与观照，并使之在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中全面得以贯彻。

三、以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为指导的人的海洋素养提升方略

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对于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具有全面的指导意义和深

化改革的推动价值，其“基于人、依靠人、发展人与为了人”的海洋发展价值导向，更是

驱使新时代海洋素养教育消解问题、弥补不足、实施改造与进行变革的思想与行动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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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塑造战略性海洋素养教育观

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的核心思想之一是习近平海洋强国、向海图强的信念，自党

的十八大以来，这一信念早已成为国家战略。那么，如果把为国家海洋强国战略提供支

撑的海洋素养教育视为众多教育类型中的一种一般教育，甚至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

一般教育，那就人为主观地降低了它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与海洋强国理念相适应，以

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为目标、任务的海洋素养教育应是一种战略性教育。

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是一种战略性教育的规定具有多重的意义，一是具有全局

性。要把海洋素养教育置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进程中予以布局；二是具有

奠基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基于人”“依靠人”的海洋发展价值取向，应在国家海洋

强国战略、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等战略耦合中把握海洋素养教育，并给予恰当

定位，即海洋教育既是海洋强国战略的基本构成和基础，又是海洋强国战略、科教兴国

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的奠基战略；三是发展性。海洋强国建设在不断推进，海洋可持续

发展目标日益清晰，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发展人”“为了人”的海洋发展价值导向，以

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为职责的海洋素养教育也需不断发展，因为新时代海洋发展要

求人的海洋素养整体水平需进一步提升，其海洋素养结构需进一步优化；四是具有前瞻

性。战略性海洋素养教育是立足当下、面向未来的事业，是为当下海洋强国建设和未来

中国海洋和谐社会培养、造就高海洋素养的人的未来型事业。同时，依据习近平中外融

通的海洋发展思想，中国战略性海洋素养教育也需培养今后能够参加构建海洋命运共同

体的国人，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

（二）依据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优化与完善海洋素养教育政策体系

海洋素养教育政策是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与海洋素养教育实践相连接的中介。

缺少与降低了这一中介桥梁的支撑与过渡作用，或者政策效力过弱，就难以在海洋素养

教育改革中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难以促进海洋素养教育实践达到新高

度。因此，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指导下优化与完善海洋教育政策体系。

1.变海洋素养教育相关政策为直接专门政策

三十多年来，国家颁布的有关普及海洋知识、提高海洋意识的政策大都散落在海洋

发展规划与纲要中，属于海洋素养教育相关政策。现今看来，这些政策具有间接性特征，

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因此，要变海洋素养教育相关政策为直接专门政策，所谓海洋素

养教育直接政策就是促进海洋素养教育发展、提升人的海洋素养的专门政策，具有相对

独立的系统完整性。有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的指引，有海洋强国建设对人的海洋

素养提升的客观需求，也有长期以来海洋意识教育的基础和积淀，以及海洋素养教育自

身走出“瓶颈期”的需要，国家出台新时代海洋素养教育专门政策已成为当务之急。战

略性海洋素养教育的发展也应发挥举国体制优势，施以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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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晰政策主体

海洋素养教育政策主体有政策制定主体与执行主体之分，我国既有的海洋意识教育

政策制定主体主要是原国家海洋局，政策执行主体则主要是各级教育部门与机构，涉及

各级各类教育。由于管理职能的划分，原国家海洋局制定的海洋意识教育政策就难以贯

彻到教育部等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管理的各级教育机构中，出现政策效力不强或减弱的情

况。因此，海洋素养教育政策制定主体应该转换为教育部或由教育部牵头、连同自然资

源部等部门组成的综合主体，以使海洋素养教育政策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执行。就政策执

行主体而言，大、中、小学等纵向主体结构清晰明了，但横向覆盖社会公众的社会机构

主体系统则不够明确，如对基层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宣传媒体机构等社会海洋素养

教育主体的包含等，需给予明确的规定。

3.健全政策体系

首先，应建立与健全国家、省（市）与地市上下一致、层层具体化的政策体系，国

家政策应由教育部牵头制定，各省、地市给以配套。其次，应制定分门别类的横向政策，

如大、中、小学与社会公众海洋教育政策等。目前，除了原国家海洋局颁布的一些海洋

意识教育相关政策、海南省出台了全省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政策与山东省青岛市、浙江

省舟山市的区域性政策以外，国家范围内再无海洋素养教育政策。从政策驱动的层面看，

政策体系的健全与执行能够全面推进海洋素养教育的开展，使其覆盖到全国与全民。

（三）依据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提升海洋素养教育目标

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对人的海洋素养全面提升的要求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上，

特别是提出的建设海洋强国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与“要像对待生命一

样关爱海洋”的指示，是对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直接目标要求，蕴含了培养人的

海洋知识素养、海洋情感素养、海洋道德素养、海洋意志品质、海洋专业素养与海洋行

为素养等具体内容，也对当下的海洋意识教育目标提出了改造、优化与升级的任务。至

今海洋素养教育目标仍设定为培养与提升人的海洋意识，海洋素养教育仍是海洋意识教

育，在新时代这种目标设定明显偏低了，因此，要把人的海洋意识教育目标提升为人的

海洋素养教育目标，变海洋意识教育为海洋素养教育。

海洋连通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也昭示了中国海洋素养教

育与世界的连通性，即海洋素养教育的国际性。近年来世界范围内掀起的海洋素养教育

运动都是以海洋素养（ocean literacy）培养为核心展开的。2017年 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发出《全民海洋素养：提高人们对海洋的保护、恢复和可持续利用的认识的全球战略》

的倡议，“鼓励海洋素养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交流，以改善海洋素养框架；提高海洋与人

民日常生活之间双向互动的意识，使公民能够调整日常行为；采用创新手段培养具有海

洋素养的公民，承认环境挑战，并就海洋管理和海洋资源利用问题作出系统的知情和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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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决定”（刘训华，2021，pp. 9-12）。并于 2020年 6月召开海洋素养的世界大会，

这是国际海洋素养教育联动的新表现。尽管各国海洋素养教育的组织架构、运行模式等

方面有较大区别，但在一些教育内容与方法上有共同、可借鉴之处。按习近平新时代海

洋发展思想来认识，中国海洋素养教育更有其战略性特质，如在人的海洋知识素养培养

中应凸显海权认知素养的内容和作用。因此，在中外互鉴、交流融通的背景下，中国海

洋素养教育目标应为培养与提升具有显著中国特质的海洋素养。

在海洋素养教育目标的升级与提升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海和谐理念也对目标

的设定有指导意义和至高的要求。如果说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是伴随海洋强国建设

而设立的海洋素养教育中、长期目标的话，那么，培养能够实现人海和谐的人则是海洋

素养教育的终极目标（见图 1），即人能够在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的同时能够主动自

觉地把海洋变成了自己赖以生存、发展的家园。由于地球与海洋的一体性，国际海洋教

育的终极目标也应是如此，因此，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海和谐理念对国际海洋素养教育目

标的趋向一致也具有普遍的指导价值。

图 1 中国海洋素养教育目标图

（四）依据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改造与完善海洋教育内容与课程体系

课程即为教育内容的编排与实施进程，是实现教育目标的载体。以习近平新时代海

洋发展思想为理论依据，与海洋素养教育目标相统一，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必须落

实到海洋素养教育课程与具体实施上，这就需要对既有的课程体系给以改造、健全与完

善。

1.建立、改造与完善中小学海洋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对于广大内陆地区几乎零基础的中小学，建立课程体系是其主要任务。首先各校应

在国家课程中渗透海洋素养教育的因素，建立一批海洋素养教育学科渗透课程。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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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借鉴沿海地区海洋特色教育先进学校的经验与成果，结合学校实际编制专门教材，建

立面向全体学生的海洋素养教育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第三，因地处内陆，缺乏近海的

环境，应创造能够让学生知海、近海、亲海与护海的条件，创建少而精的活动课程和学

生能够耳濡目染的校内环境课程，使课程覆盖到全体学生，从而高起点地达到培养学生

的海洋知识、海洋情感、海洋道德、海洋行为等基本素养的目标。

对于沿海地区中小学而言，整体上要变海洋意识教育为海洋素养教育，其中课程体

系的改造与完善是关键，所谓改造，是指对现今开设的各类海洋意识教育课程的教学要

点对照海洋素养培养目标逐一挂钩与提升，形成每一类课程的具体目标并给以相对分解，

落实到每一节课的教学任务中；所谓完善则指要注重各类课程的连接与对学生海洋素养

养成的相互支撑，如序列化的活动体验课程与课堂上讲授的海洋知识的有效对应与衔接，

从而在教育过程中养成学生的海洋知识、情感、道德与行为素养。此外，在课程体系的

完善中，应逐步增设海洋素养教育的项目式学习课程，该类课程能够有效培养学生的海

洋科学探究素养与其他基本素养。

2.建立与健全大学海洋基本素养教育课程体系

我国大学海洋学科专业教育已有百年的发展历史，现今几十所海洋类大学与涉海综

合性大学承担起培养和提升人的海洋专业素养的重任，为国家培养了海洋强国建设需要

的各类海洋学科专业人才。但大量非涉海学科专业的大学生海洋基本素养的培养与提升

则需要在所有大学开设海洋基本素养教育课程来达成，主要包括海洋素养教育渗透类课

程与海洋通识类课程。

首先，有目的、有计划地在大学思想政治理论等公共基础课与通识教育课程中渗透

海洋素养教育。目前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的思想政治理论类课程群，包含了《思想道德

修养和法律基础》《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形势与政策》等必修课程，已成为提高学生思想政

治觉悟和理论水平的主渠道。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海洋强国建设不断推进的

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理应融入其中，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在教学内容

编排与课程实施中应设计与渗入海洋素养教育的因素，并使之系统化，这是目前最为行

之便捷、行之有效地实施大学生海洋素养教育的重要方式与渠道。其次，创造条件，开

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现今国内大学普遍进行了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人才培养

改革，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大都有公共基础课、通识教育课与专业课的课程板块序列，

故大学需组织协调优质教育资源开设诸如《海洋科学与技术概论》《海洋文化与艺术》

《海洋资源与保护》等海洋通识教育课程。中国海洋大学在面向非涉海专业学生开设一

系列海洋通识类课程的基础上，于 2022年又组织院士等专家启动开设了《经略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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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甘波澜、姜楠，2022），开辟海洋通识教育新路。此外，鼓励大学生组建海洋活

动类社团，定期开展体验性活动，也是有效提升学生海洋素养的重要途径，特别是在涵

养学生的海洋情感与道德素养、提高其海洋行为素养方面能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3.创建与打造社会海洋素养教育“大课程”体系

从教育本质上看，社会海洋素养教育是属于有别于学校正式（正规）海洋素养教育

的一种非正式教育。鉴于新时代海洋发展对于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迫切需要，再

加上社会公众是 14多亿人口的主要构成因素考虑，应将非正式的带有散漫、随意性的

社会海洋素养教育施以相对正式化的打造，正式化的主要用力应放在大课程体系的构建

上。从社会多主体广泛参与意义上看，凡是增进公众海洋知识、涵养海洋情感与道德、

改善海洋行为等素养培养的活动安排与实施都可视为社会海洋素养教育大课程，该类课

程建设能全面增强活动的计划性与目的性，因此，大课程体系是一个主体多元、主题鲜

明、内容编排有序、目标层次清晰的系统。

社会机构主体种类较多，对于企事业单位与基层街道办等松散式主体来讲，在定期

举办活动中应突出主题与目标，并明确教育者、受教育者范围与活动内容，如在每年的

“世界海洋日”与“全国海洋宣传日”的宣教中，应进一步围绕主题，精心设计与编排

内容。其次，为进一步提高松散参与式社会机构开展宣传教育活动的计划性与目的性，

应建立由地方宣传与教育部门负责审批的制度，并制定年度性的社会海洋素养教育纲要，

减少随意性，增强系统性、科学性。对于专门性的海洋类博物馆、展览馆等机构而言，

应发挥机构专业团队力量，编制适合不同公众年龄层次的教材，能够开设一次性或系列

化课程。如青岛贝壳博物馆除了现场开设“小贝壳、大世界”的讲授与活动体验类课程

外，又开发出网络课程，近年来有几十万公众参加并受益。此外，应发挥社会正规媒体

的宣传教育作用，营造良好的社会海洋素养教育氛围，其中，变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活动

为课程化教育活动则是主流媒体深化改革的着力点。

四、结语

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是一个由海洋发展方向、目标、途径和手段构成的思想

体系，对于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具有全面、深刻与长远的指导意义和引领价值，内

含的海洋发展要“基于人、发展人、依靠人、为了人”的价值取向则昭示了人的海洋素

养教育的方向、目标和道路。根据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的要求和海洋强国建设的

需求，我国海洋素养教育应上升为战略性教育，而且还是海洋强国、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战略相叠加的战略性海洋素养教育。因此，战略性海洋素养教育改革必须构建与完善

覆盖全民的学校与社会海洋素养教育体系，并且要从政策、目标、内容与课程等要素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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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过程的改造、优化与提升，涉及全区域与全社会，而非仅仅限于沿海地区，其中，

海洋素养教育政策体系的健全、完善与贯彻执行是撬动固有模式、深化改革与发展的杠

杆，自上而下、政策驱动与举国体制则是培养与提升人的海洋素养的中国优势；原有的

人的海洋意识培养目标升级、更新为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则是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海洋发展思想的关键，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并统领人的海洋素养教育全过程、

全要素的改革。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适逢学习到 2023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

会上的讲话，其中重点对新发展阶段的高质量发展作了新阐释，实际上，新时期的高质

量发展也包含了海洋的高质量发展，应把它列为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发展思想的基础与重

要构成，同样内含了对支撑海洋高质量发展的人的海洋素养教育的要求，对此，今后我

们将认真研究和深入学习，使其成为人的海洋素养培养与提升的重要理论支撑，并发挥

其应有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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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has delivered a series of speeches on marine development, forming a Chinese and systematic thought of
marine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nd having an ideological system composed of the direction, goals, ways
and means of ocean development. This thought is the theoretical basis to guide the construction of marine
power, and embodies its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concept of basing on people, relying on people,
developing people and being for people ,which contains the ocean literacy tr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has comprehensive guidance and leading significance .According to the height of this
thought,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in China over the past more than 30 years,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regional imbalance, imperfect policy and weakened effectiveness, low
educational goals, and imperfect training system of ocean literacy. In this regard, it is necessary to mould the
strategic view of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with Xi Jinping’s thought on ocean development in new era,
improve the goal of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improve and optimize the policy system, and transform and
perfect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ocean literacy education in schools and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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