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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战略空间，中国必将再次建成海洋强国，此是

世界形势和时代趋势所向。海洋教育作为海洋强国战略的基础，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将

提供重要的海洋战略教育资源。

近些年来，以人工智能异军突起为标志的科技革命飞速演进，AI风潮吹向世界各个

角落，科技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相互交织，世界文明秩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

传统由欧美主导的文明叙事体系风光不再，中华海洋文明的世界性重塑迎来重要变革机

遇。

欧美强盛的重要基础是依靠科技、经济与海洋文明所建构的软实力，而近代中国所

遭受的痛苦经历，使相当长时间以来的中华海洋文明叙述总体处于弱势，未能充分展现

其应有的地位。在过去 600年的时间里，欧美国家赖以影响世界的强大软实力，根源既

在于近代西方文明复兴之后的科技强盛及经济增长，也在于其在海洋文明方面系统性的

谱系和叙事体系的建构。西方软实力的根源来自其独特的海洋文明。中国近代落后的记

忆，使我们常将海洋文明归之为西方所特有的文明，或者说是一种发达文明，从而使得

中国在海洋文明话语体系上常有主观意识上的忽略。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海洋大国和海洋文明强国。从中华民族 5000年历史，甚至追溯到

更远的时间来看，海洋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基因。特别是从南宋至明前期，中国是当

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第一海洋强国。但目前这样的认知并未过多受到关注，国内的相关

研究也还远远不够。近代以来，中国的落伍以及传统陆地文明的强大，导致中华文明在

对于海洋文明的叙述中几乎处于一个退却甚至在某些程度上失声的境地。这种状态在客

观上是将海洋文明话语领导权推给西方国家，并在实践推进中人为地造成陆地和海洋的

Marine Education and Studies海洋教育研究, 2025, 1(1), 1-3

Vol. 1, No. 1, April 202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hyjyyj.com



战略竞争时代的海洋教育研究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Vol. 1, No. 1, 2025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hyjyyj.com. 2

二元割裂叙事。

当前的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但同时也是战略竞争和

秩序重整的时代。建构中华海洋文明软实力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意义非

凡。实现伟大复兴的魂魄在文化，它是基于中华海洋文明等为代表的具有世界引领性话

语权领域的复兴和建构。在当前世界文明秩序、经济秩序重构的特殊阶段，非常有必要

通过海洋教育研究，充分阐释中华海洋文明谱系，进一步还原中华海洋文明基因，重塑

中华海洋文明谱系，加强中华海洋文明基本内涵、体系特征的学理阐释。正是带着这样

一份使命和期待，《海洋教育研究》应运而生，并于今天正式创刊。

《海洋教育研究》，刊名即为宗旨，立足全球视野和中国立场，研究海洋教育现象和

问题，探索海洋教育发展规律，提升民众海洋素养，服务海洋人才培育。该刊旨在为海

洋教育领域拓展一个专业的学术研究阵地，希望假以时日，集聚一批海洋教育研究者，

形成一批海洋教育研究成果，孵化一些海洋教育研究基地，并在构建中国海洋教育学自

主知识体系和标识性概念，在海洋教育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等方面形成

新的发展。

建构“海洋教育学”交叉学科是深化海洋教育研究领域的关键环节。海洋教育具有

丰富的实践基础与广阔的学术空间，是基于教育学和涉海学科为基础的各类型涉海知识

在大教育视域的交叉融合。“海洋教育学”是以海洋素养为基础的、面向全体民众的学

校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和海洋安全教育等知识体系的总和，是一门服务国家教育事

业和海洋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的交叉学科。海洋教育研究需要不断生成新的理论

和标识性概念的领域，如探索“国家海洋战略教育”理论体系，建构“中国海洋素养”

“路口理论”“中国海洋事业发展 U形曲线”“中国海洋教育机构索引(CMIEII)”等标识

性概念。

海洋教育研究空间广阔，大有可为。从学科视域来看，“海洋教育学”属于新兴交叉

学科，其学科基础、学术知识和叙事体系有赖于实践积累和研究深化。就学科领域来说，

“海洋教育学”包括海洋教育学科理论、海洋教育史与海洋比较教育、中国海洋素养、

基础海洋教育、高校海洋通识教育、专业海洋教育、社会海洋教育、海洋资源保护和可

持续发展、海洋意识政治与安全、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十大研究领域。从战略教

育资源而言，“国家海洋战略教育”理论体系又包括学校海洋教育体系、社会海洋教育

体系、专业海洋教育、海洋科技教育、海洋经济教育、海洋文化教育、海洋安全教育体

系、海洋素养教育等八大战略性领域。与此同时，海洋教育除了具备科学性、教育性、

战略性特征外，还兼备人文性、疗愈性、未知性等个性特征，这三个个性特征又拓展了

对于生命个体而言的丰富的研究领域。

《海洋教育研究》是目前国内外第一本海洋教育研究的专业性期刊，凭借国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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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海洋强国的东风，恰逢文化建构机遇期，汇聚国内外学者，加强推进海洋教

育研究和中华海洋文明的话语重构，形成一批有标识性和引领性的论文、著作和实践作

品。刊物未来将在以下方面发力：

在社会层面，加强中华海洋文明的引导，如《哪吒：魔童闹海》《红海行动》《美人

鱼》等电影，形成一批涉及海洋文明的影视、歌曲等，有意识地进一步加强涉海场馆建

设，及相关城市的海洋文化符号构建。

在海洋考古、海洋文化教育等方面，加大投入，助力中国海洋软实力提升和话语权

重塑。进一步加强中国海洋考古的发掘、阐释和研究，形成系统的谱系梳理。通过考古

及实物证据，进一步阐释海洋文明的起源，中华海洋文明的特质，中华海洋文明的内涵，

中华海洋文明的主要特征、着力点，为增强中华海洋文明特质增添实力。

在公共舆论中，进一步凸显海洋叙事，强化中华海洋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主体地位。

利用电视、电影及社会文化符号等媒介，将中华海洋文明的考古的发现、文化的发现以

及中华海洋传说等相融合，形成一套可供中国社会、当代中国建立的文明谱系的知识概

念体系，从而助力中国海洋软实力的提升，助力中国海洋话语权的重塑，助力中国海洋

议题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

在大学、中学、小学和幼儿园，深入开展海洋教育工作，形成大中小幼海洋教育一

体化教育体系，让中华海洋文明进校园、进课堂、进头脑。进一步加大在海洋文明领域

的文化教育、社会传播等的投入，有计划地形成系列海洋文化教材，从娃娃抓起，播撒

好海洋文明的种子。从大中小幼各个阶段加强中华海洋文明教育，将海洋基因进一步根

植于各级各类学生乃至国民心中，进一步夯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基础。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有一份执着深藏心底却无处不在，为了这份

执着，我们创办了这份新刊，心情既忐忑又激动。通观第一期文稿，一股创新激荡之情

油然而生。愿襁褓中的《海洋教育研究》在学术探索的星辰大海中开辟出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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