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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和：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路径探

索——以“哪吒闹海”为例

林 兰（LIN Lan），罗逸雯（LUOYiwen）

摘 要

海洋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也是推动当代海洋教育优质发展的宝贵资
源。当前我国国人存在海洋意识的缺乏的普遍情况，海洋意识的提升显得尤其重要。幼
儿园是人生受教育的起始阶段，也是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形成的奠基阶段，更应该
重视培养中国幼儿的海洋意识。文章以传统海洋叙事“哪吒闹海”为例，分析其叙事中
所传达出来的“亲”“爱”“和”的故事路径，探究其中对于当代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
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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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重要意义

自1903年，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经历了多次的改革，自2001年至今，我国的幼儿园课

程越来越关注质量和改革的多元化。传统海洋神话故事对于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具有

重要意义。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更是顺应时代发展、

回应文化传承与生态保护需求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能够推动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创新，还

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传承和弘扬海洋文化。通过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海洋课程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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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为幼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

奠定坚实基础。

（一）推动幼儿园课程创新

将优秀传统海洋叙事融入幼儿园课程，对幼儿园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海洋

叙事为幼儿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课程内容上，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丰富

了课程内容，突破了传统课程的地域局限性。传统幼儿园课程多以陆地文化为主导，内

容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幼儿多样化的发展需求，而海洋课程通过引入海洋生物、海洋生

态、海洋文化等主题，为幼儿提供了全新的学习领域。其次，在课程目标上，海洋文化

拓宽了教师的视野，丰富了课程目标设定的切入点。当前幼儿园课程目标的设定主要采

用的是三维目标的方式，包括了认知、技能和情感三方面。以情感方面为例，海洋文化

的浸润让幼儿的情感拓宽到对于自然整体的爱，而不仅仅针对陆地自然的热爱。陆地文

化与海洋文化的双重浸润和融合，更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再次，在课程的组织实施

上，海洋课程的实施应比陆地课程的实施更为灵活多变。陆地课程的实施大多已呈模式

化，但大海是流动多变的，因此海洋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教学模式应灵活多变，这

对教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高度。最后，在课程评价上，海洋文化的浸润让幼儿园的课程

评价更加多维化。幼儿园阶段的课程评价不同于其他学段，其他学段有考试分数作为标

准，但幼儿园没有考试，所以幼儿园能够有更好的多维评价空间。兼容并包是大海的核

心精神之一，这也应该成为当代幼儿园评价的核心精神。因此，幼儿园的课程评价应该

更加多维，评价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有老师，还应该有幼儿、有家长，评价的内容也不应

该仅局限于活动过程中的表现，更应该有长期的连续性的评价。

总之，优秀传统海洋叙事是提升幼儿园海洋课程质量的重要资源。课程应以幼儿兴

趣为基础，目标应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实施应灵活多变，评价应多维全面。海洋文化的

回溯与新生是传统文化发展的趋势，也是教育行业的新动力。幼儿园应紧跟时代潮流，

充分利用海洋文化，为海洋课程的开发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应是每个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评价课程成功与否的重要

标准。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与陆地资源，但由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国人的视野更多

聚焦于陆地，从而缺乏海洋思维，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海洋文化浸润在幼儿

园课程之中更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古代时便注重海洋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元明清

更设立了专门的海上管理机构。民间也流传着大量与海洋相关的故事，如“哪吒闹海”

“孙悟空大闹龙宫”等。但后来随着清代“闭关锁国”的政策施行，海洋便逐渐淡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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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视野，直至改革开放后人们才重新重视海洋。幼儿园阶段是幼儿世界观、人生观、

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时培养其海洋意识更有利于其未来的全面发展。优秀传统

海洋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对幼儿成长具有重大作用。通过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可以提高幼儿的道德素养和人文素质，培养幼儿及早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

值观。首先，有助于提升幼儿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传统海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

史、地理、生物等方面知识，通过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有效组织，能够将这些内容传授给

幼儿，培养起幼儿的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智能。幼儿在环境和活动中接触和了解海洋神话、

海洋生物多样性等知识时，不仅能够增长见识，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促

进认知、情感和社交等多方面智能的发展。其次，有助于培养幼儿对于海洋与自然的意

识。传统海洋文化中包含了对自然和谐共生、尊重生命等价值观的强调，教师通过讲述

海洋故事、参与海洋节庆活动等方式，可以培养幼儿对海洋环境的爱护之情和对生命的

尊重，从而塑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同时，海洋文化中的许多元素，如海洋保护、海

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都是培养幼儿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内容。通过教育活动，幼儿可

以了解到海洋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培养幼儿从小树立环保意

识和社会责任感。最后，有助于幼儿各项能力的培养发展。例如在美育环节，海洋文化

中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往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等活

动，可以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他们的艺术表达能力。

总之，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不论是对于幼儿本身的民族认同感，抑或是对于海洋

自然的保护意识以及自身各项能力的发展都是一种补充与更新。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

打开了幼儿和教师的视野，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三）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赵冬梅（2021）等人研究发现虽然

当前的幼儿园课程的改革与开发虽然取得重大的进步，但对于帮助幼儿建立“文化自觉”

的探索还比较少。海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传承与弘

扬，更是帮助幼儿建立“文化自觉”的重要切入点。幼儿园作为教育阶段的起始点，也

是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的重要基地。幼儿园与其他阶段学制最大的区别，便是没有统一

的教材。没有统一的教材意味着课程的安排能够更加灵活多变。海洋文化能够更好展现

于幼儿园课程之中。同时，处于幼儿园阶段的儿童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与学习能力，因此，

在此时是教授和学习中国海洋文化和培养海洋思维的最好时机。

近年来“哪吒”电影的爆火，“哪吒闹海”作为中国经典的海洋神话故事进入到全

球的视野之中，中国的海洋文化也迎来了新的突破口。幼儿园海洋课程能够借助“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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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海”等丰富的神话故事开展课程，弘扬海洋文化。挖掘海洋神话故事中的海洋元素，

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创新性传播，可以为弘扬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提供有力支持，同

时向世界展示中华海洋文明的独特魅力。以哪吒的故事为例，深挖其中的海洋符号，东

海龙王及其龙宫是重要的叙事场景，哪吒与龙王的冲突与和解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复

杂关系，也折射出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认知与想象，这些都是海洋文化的切入点与宣传

点。通过“哪吒”的形象传播中国特色海洋文明，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还能为当代

海洋意识教育提供独特的文化视角。哪吒故事中的海洋元素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重要

体现。东海龙王作为海洋的象征，掌管风雨和水域，反映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与依赖。

哪吒与龙王的斗争，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挑战，又体现了人类与海洋共生的智慧。这种文

化叙事可以为当代海洋文明传播提供历史依据，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海洋

的关系。

因此，对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有利于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通过课程开发的形式

深挖海洋神话故事中的海洋元素，让海洋以幼儿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方式进入到幼儿的

体验之中。这不仅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更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让非临海地区的幼儿也能

够感受到中国海洋文化的魅力与精神。

二、回溯分析：“哪吒闹海”中的海洋课程价值

目前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存在着多样的困境，例如课程内容选择脱离实际、课程

目标独立于幼儿发展以及课程组织实施僵化、课程评价维度单一，这些均是幼儿园海洋

课程开发过程中着重解决的问题，而“哪吒闹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课程开发价值，其

叙事文本中所传达出的“亲”“和”“爱”皆正是解决这些困境的关键路径。

（一）“亲”：不变的哪吒

哪吒原是佛教毗沙门天王之子，属于佛教护法神，具有为众生消除魔障、摧伏恶鬼

之责。后在《三教源流搜身大传》中变为玉皇大帝驾下的大罗仙，成为了道教的大罗神

仙，因人间妖魔四起，于是玉皇大帝便让大罗仙下凡托生于托塔天王李靖殷夫人肚中，

以此来维护人间和平。再或是现代电影叙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变为替沿海村民除去

掠夺孩童的海夜叉的魔童。从上可知，哪吒神格中始终不变的便是维护人间和平的少年

英雄，受到百姓的推崇与爱戴。根据流传最为广泛的哪吒闹海故事，哪吒的生活年代为

殷商末年，父亲为镇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哪吒因天气炎热，决定去东海游泳解暑。在

海边，他遇到一群因东海龙王敖广禁止下海而苦恼的孩子们。得知龙王每年要求献祭童

男童女后，哪吒愤怒不已，决定挑战龙王。他下海游泳时，用混天绫搅动海水，震动了

龙宫。巡海夜叉李银前来制止，被哪吒用乾坤圈打死。龙王三太子敖丙随后出战，也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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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击败并抽筋。哪吒的胜利让孩子们得以自由下海游泳，他们欢呼雀跃，将哪吒高举

庆祝（1982，pp. 25-37）。

（二）“爱”：复杂的关系

“哪吒闹海”故事中主要有三条明线：一是哪吒与师傅之间的关系；二是哪吒与东

海之间的关系；三是哪吒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除了明线，还有一条哪吒与百姓的暗线，

上文论述了哪吒闹海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沿海的百姓铲除作恶的海妖与龙族，这四种关系

都贯穿着不同的“爱”。

首先，是哪吒与师傅太乙真人的关系。太乙真人对哪吒既有知遇之恩，也有再造之

恩。《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哪吒出生后被李靖抛弃，太乙真人将其救下并赐名，

收为徒弟，传授本领并赠予法宝。后来，哪吒剔骨还父后，太乙真人又为其重塑肉身，

体现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其次，是哪吒与父母的关系。哪吒的父母形象是典型的“母慈父严”。哪吒虽对父

亲李靖心存不满，但在伦理束缚下无法直接反抗。为保全父母和百姓，他选择剔骨还父

还母，展现了极端的孝道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家庭伦理的复杂性。第三，是哪吒与

东海的关系。哪吒闹海的故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东海龙王作为海洋的象征，反映

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与依赖。哪吒与龙王的斗争，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挑战，也蕴含了人

类与海洋共生的智慧。

最后是哪吒与百姓的关系。百姓虽非故事的核心角色，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

量。哪吒闹海是为民除害，剔骨还父也是为避免百姓遭受灾难。这种“双向奔赴”的关

系，凸显了哪吒对百姓的责任与关爱。

这四种关系——师徒之爱、家庭之爱、人与自然之爱以及对百姓的责任，共同构成

了哪吒故事的动人内核，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象征。

（三）“和”：融合的信仰

哪吒最早起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社会需求融入了道教思想，逐渐形成了佛道交

融的形象。辽宋时期哪吒形象初现，至明代“闹海”主题取代“降龙”，故事从佛教传

说中独立出来。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详细记载了哪吒的出身、形象、经历及封

号等信息，体现了其宗教背景的复杂性。例如，哪吒从佛教护法天神转变为“玉皇驾下

大罗仙”，父亲也从毗沙门天王变为“托塔天王李靖”。同时，故事中“玉皇”与“世尊”

并用，表明哪吒的宗教背景已非单一佛教，而是佛道融合的产物。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儒、

释、道三教融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佛教的禅宗、净土宗与道教的正一道备受推崇，

宗教思想与实践广泛传播。明代政府通过宗教管理机构和度牒制度严格控制宗教活动，

同时皇室对道教尤为推崇，推动了武当山等道教圣地的建设。民间信仰也极为繁荣，地

方神祇崇拜、祖先崇拜及宗教节日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不仅是精神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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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载体，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哪吒故事的演变正是这一宗教

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典型体现。

三、启示：“哪吒闹海”中的海洋课程路径

（一）“亲”：课程内容源于幼儿

中国学前教育家陈鹤琴倡导“活教育”，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幼儿

园课程是要源于幼儿的经验，同时幼儿园也要丰富幼儿的经验。

哪吒故事之所以被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其贴近百姓的精神需要。因此，海洋课程开

发中的内容也要更亲近于幼儿才能被幼儿喜爱。哪吒闹海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海边，大海

本身就对幼儿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在进行海洋课程内容的选择时要从幼儿的兴趣

出发。沿海的居民可以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借助哪吒闹海的故事进行课程创设，例

如海里有什么？基于此线出发，可以探究沿海居民的生活起居。例如海洋劳作有敲牡蛎、

织渔网、穿鱼线、捡螺等。从环境角度而言，沿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海洋地貌特色。例如

沙滩，可以进行捕鱼、沙滩运动、海边露营等。还有特色海洋饮食文化，就可以在幼儿

园的游戏中融入海鲜大排档之类的特色地域饮食。对于非沿海的幼儿来说，看似幼儿园

海洋课程的实施并不容易，但其实细细想来并不困难。大多数人以为内陆地区的幼儿不

需要海洋课程，恰恰相反，其实更加需要海洋知识的学习。当前幼儿园课程的创设存在

着僵化的情况，很多幼儿园老师因为“课程要基于幼儿经验”反而困住了自己的步伐，

但是幼儿园另一大职能便是丰富幼儿的经验。这个丰富的过程不是以间接经验的形式传

授，而是通过让幼儿体验学习直接经验。“哪吒闹海”作为在海上发生的故事，幼儿首

先要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具体的实施方式比如观看海洋的视频，对比得出与河、湖的

区别，其次引发幼儿的对比经验，在陆地上战斗和在海洋上战斗的区别。在此经验的基

础上幼儿能够对海洋有新的认识与经验。

因此，课程内容要灵活亲近幼儿，而非将课程内容僵化限制。内陆幼儿园只教授内

陆的文化，沿海幼儿园只教授海洋的文化，这并不是陈鹤琴先生所提倡的“活教育”。

幼儿的经验应该是完整的、基于现实的，而不是单独割裂的，要利用所有的“大自然”

“大社会”，让课程亲近幼儿，让幼儿亲近“自然”。

（二）“爱”：课程目标有助于幼儿

如果把课程比作一个“人”，那么课程内容则是课程的躯干，课程实施是课程的四

肢，课程目标则是课程的大脑，驱使着整个课程的活动，也是最后评价课程成功与否的

重要标准。从课程目标整体的设立来看，首要的便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助于幼儿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其次要定位于幼儿能力的最近发展区，有

助于幼儿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最后，目标要激发幼儿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萌

发幼儿的爱国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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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哪吒闹海对课程路径探究的角度来看，哪吒闹海中充满着多样的爱，所以故事

才会生动进而打动人心。所以幼儿园在设计课程时要把爱放在课程目标的首位，要培养

幼儿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例如通过实施以“哪吒降妖”为主题的课程，幼儿可以

学习到无私帮助他人、勇敢面对困难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课程目标着重于让幼儿

理解并实践哪吒中蕴含的复杂而又真实细腻的爱意，太乙真人对哪吒的爱让幼儿明白家

族中长辈对于小辈的疼爱，海边百姓对于哪吒的爱戴让幼儿明白感激的爱，哪吒为百姓

而献身让幼儿明白无私的爱，在潜移默化之中让幼儿学会关心和尊重他人，培养他们成

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小公民。幼儿在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叉影响下，能

够形成对他人与世界的包容和理解，能够更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三）“和”：课程实施适于幼儿

哪吒闹海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各方渗透，和谐共存，结合到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的“

和”应该是课程与人的“和”和课程与课程的“和”。

首先，就课程与人的“和”，幼儿园中的人无非是幼儿与教师。从幼儿角度而言，

课程的实施应该适合于幼儿的天性。斯宾诺莎曾说“人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人被迫服

从自然的规律。要想人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遵循自然的共同秩序乃是不可能之事。”（

1991，p. 229）因此，在幼儿园课程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适合幼儿的天

性。就幼儿心理而言，3—6岁的幼儿主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更加偏好直观具体的直

接经验。所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选择整体的经验，运用直观的方式教授给幼

儿。具体而言，在教授海洋主题课程时，不能只说海洋是蓝色的，应该直接让幼儿触摸

到海水。沿海的幼儿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可以直接在海边进行授课，但内陆的幼儿无法

直接面对海，但可以模拟海水的成分让幼儿感受海，尽可能的贴近真实的海洋。从教师

角度而言，教师不仅要选择与幼儿相“和”的课程组织形式，也要选择与自己相适合的

课程组织形式。有的教师经验充足，性格活泼，适合开放活泼的课程组织形式；有的教

师可能性格内敛，可能比较适合于沉稳的课程组织形式。何为“教学”，无非是教师的

“教”与学生的“学”。选择合适的课程内容是基础，选择合适的课程组织形式更是关

键。

其次，就课程与课程的“和”，结合课程组织实施而言，应该打破领域之间的壁垒，

形成横向的主题课程，将课程内容以连续完整的方式传授给幼儿。传统的课程组织实施

形式可分为分科课程与整合课程，幼儿园活动主要有五大领域，分别是：健康领域、社

会领域、语言领域、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这也分别满足了“五育”的人才培养需要。

不同课程领域融合是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中面向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注重在探索

教育中实现德智体美劳相辅相成、相互贯穿的可能性，将未分化或已分化的教育要素置

于同一个教育场景之内，采取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的全面融合式发展。赫尔巴

特也曾提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德性或意志，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教材不利于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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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或意志为核心的完整人格的形成。以“哪吒闹海”为例，“哪吒闹海”作为传统海洋

故事的经典片段，其中有十分丰富细腻的环节，如果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那么对于“

哪吒”以及海洋文化的认识终将是片面的。“哪吒”作为一个少年英雄，首先涉及的便

是社会领域。哪吒的形象是丰富多样的，有孩童的模样，有成年的模样，也有三头六臂

的模样，这可以衍生至艺术鉴赏或创造等活动。“哪吒闹海”作为中国传统海洋神话故

事，这些故事是最吸引幼儿的，教师可以衍生出语言领域的课程活动。另外，“哪吒闹

海”的故事背景为海洋，沿海的人民需要靠海吃海，因此也代表着沿海人民的特色饮食

文化，可凭此生成健康领域的饮食活动。综上，越是丰富的文化整体，越不能分割开来

实施，应该是互相联合统一的实施模式。

（四）“亲”“和”“爱”：课程评价立足于幼儿

“哪吒闹海”故事的成功离不开“亲”“和”“爱”贯穿全篇，因此，幼儿园课程的

评价也应该将“亲”“和”“爱”贯穿于全程。课程评价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目标为导

向的评价，以过程为导向的评价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根据研究表明，中国的幼儿

园课程评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教育教学评价和儿童发展评价。由此可见课程

评价的主体分别是教师和幼儿。不论是课程评价的导向还是课程评价的主体，评价的过

程都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终的目的都应是让幼儿教育水平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本

研究所谈课程评价应立足于幼儿自身，以“亲”为导向，“爱”为出发点，“和”为过程。

所谓评价，应该是由评估和价值判断两方面组成，评估是为诊断出幼儿当前的发展水平，

价值判断是为判断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为幼儿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方向。首先，以“亲”

为导向，课程评价的立足点应该聚焦于每个幼儿的真实发展情况，而不是个别幼儿或者

幼儿教师的单独成长。教育的目标应该促进全体幼儿的共同成长。其次，以“爱”为出

发点，教师对于幼儿的一切行动都应是出于“爱”。由内隐而外显，做到观念上的改变，

树立正向积极的儿童观，才能够对幼儿教育课程做出科学而客观的评价。最后，以“和”

为过程，课程评价的过程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搭建“横向”与“纵向”相互结合的

评价模型，切勿一刀切地评价幼儿。同时在评价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以

及个性化发展差异，不应以单一的标准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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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oseness, Careness and Harmony: Exploring the Path of Ocea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Kindergartens - Taking Nezha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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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arine culture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in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marine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omote
marine awareness. As kindergarten is the beginning stage of life edu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stage for the
formation of life view, world view and valu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young children’s marine awareness.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traditional sea narrative “Nezha Fights the Sea”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 the story paths of “closeness” “careness” “harmony” and so on, which are
conveyed in the narrative,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the sea.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story path of “Ne Zha Follies the Sea” and explore th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kindergarten marin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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