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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作为海洋大国,拥有广阔的海域和丰富的海洋资源。在全球海洋布局的时代背景下,加

快海洋强国建设成为重中之重。国家开展海洋强国建设需要全民海洋意识的全面提升,由此海洋

意识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文章根据多年工作经验,从各方面研究数据出发,分析了海洋意识教育

的含义以及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根据我国国民海洋意识调查的现状,从基础教育、高等

教育和大众宣传等方面提出了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举措建议。最终得出应加强我国海洋意识教

育,建设过硬的海洋人才队伍,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加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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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abigmaritimecountry,Chinahasvastseaareasandrichmarineresources.Intheera

ofglobaloceanlayout,acceleratingtheconstructionofamaritimepowerhasbecomethetoppri-

ority.TheconstructionofChina'smaritimepowerneedstheoverallpromotionofthepeople'sma-

rineawareness,sothemarineawarenesseducationisparticularlyimportant.Basedonmanyyears

ofworkexperienceandresearchdata,thispaperanalyzedthemeaningofmarineawarenesseduca-

tionandtheimportanceofstrengtheningmarineawarenesseducation.Accordingtothecurrent

situationofthenationalmarineawarenesssurveyinChina,somemeasuresandsuggestionswere

putforwardtostrengthenthemarineawarenesseducationfromtheaspectsofbasiceducation,

highereducationandpublicpublicity.Finally,itwasconcludedthattheeducationofChina's

marineawarenessshouldbestrengthened,aqualifiedmarinetalentteambebuilt,andthesocialist

corevaluesbetakenastheguidancetospeedupthepaceofChina'smarinepower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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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海洋是人类生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物质

基础,人类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对海洋的依赖,海洋

是全球沿岸国及使用国人民的共同空间,也是大国

崛起的重要战略发展途径[1-2]。随着世界人口的不

断膨胀,生态环境压力增大,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人

类对生存资源的竞争,以求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重视对海洋的

开发、利用和保护,对海洋事业进行布局,向海洋寻

找资源,挖掘资源,这就需要海洋开发利用水平的

提高,以达到其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发展海洋事业

是促进经济贸易、开发海洋资源、确保人类生存和

发展的重要方法,也是人类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重

要方式。

我国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我国拥有

辽阔的海域,丰富的海洋资源,将海洋资源优势转

化为国家发展优势的潜力很大。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是顺

应我国发展趋势和世界发展潮流,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我国不仅是海洋大

国,还要做海洋强国。海洋强国建设要从海洋经

济、海洋科技、海洋合作、国防建设、国民素质等多

方面入手,本研究仅对国民素质中的海洋意识教

育这个领域进行初步探究,以证明其对国家海洋

强国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相应的举措,来实现国

民海洋意识的提升,以加快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

步伐。

1 海洋意识教育的概念

关于海洋意识,学术上尚无统一的定义,很多

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有的学

者提出海洋意识是人类在与海洋构成的生态环境

中,对本身的生存和发展采取的方法及途径的认

识[3]。这其中包含了人与海的关系,人类如何开发

利用海洋以及如何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等内容。也

有学者认为海洋意识教育分为海洋国土意识、海洋

资源意识、海洋经济意识、海洋环保意识、海洋权益

意识和海洋合作意识等方面的教育[4]。相对来说,

这就是个内容很综合的概念。海洋意识就是认识

海洋并开发利用海洋的一种意识,海洋意识教育就

是对人们进行认识海洋、利用海洋、保护海洋、发展

海洋等方面的教育。我国要建设海洋强国就需要

将海洋意识普及于民、根治于民、实践于民、发展

于民。

2 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性

我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化的大国,古代中国

属于典型陆地农耕文化国家。人们长时间的关注

点都集中在广阔的陆地上,我国是个陆地意识极强

的东方大国。我国古代虽然有海上丝绸之路,海洋

贸易繁荣一时,还拥有千年古港广州、泉州、宁波,

但明清统治者实行海禁制度,还曾一度闭关锁国,

造成了当时一定程度的落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

期里,“重陆轻海”的思想占主流地位,认为海洋只

是陆地的延伸,严重阻碍了国人认识“海那边”的世

界,海洋意识也无从形成。

我国除了拥有约960万km2的陆地面积,还拥

有300万 km2余 的 主 张 管 辖 海 域,海 岸 线 长 达

18000km余。共青团中央曾经对中国某大城市的

部分大学生做过抽样调查,有超过90%的大学生认

为中国的版图只有960万km2的陆域国土,能够明

确地说出我国主张管辖海域面积约为300万km2余

的学生不超过10%。在对另一个城市部分高校的

问卷调查中,能够说出我国四大岛屿的学生仅有

7.2%,其中更有约31%的学生一个都不知道。对

“中国国土面积那么大,争几个小岛是否有意义”问

题的回答中竟然近23.4%的学生认为没有意义[5]。

大学生作为我国国民中知识素质较高的人

群,对于海洋基础常识的认识都是这种情况,更何

况众多的普通民众呢? 只知陆地国土,对海洋国

土没有清晰的认识,就是海洋意识薄弱的表现。

民众对基础性常识认识的薄弱就会造成理论研究

的断层,从而无法形成全民族的共识。可见,要建

设海洋强国,加强对国民的海洋意识教育是至关

重要的。

3 我国国民海洋意识调查的现状

2018年5月,《国民海洋意识发展指数(M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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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报告(2017)》在北京大学发布。该报告显示,

我国各省(自 治 区、直 辖 市)海 洋 意 识 发 展 指 数

(MAI)2017年的平均得分有近八成省份达到了及

格水平[6]。该报告在2016年调查数据的基础上,

优化升级了国民海洋意识的测算方法和评价指标

体系,结合互联网线上线下调查数据对我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海洋意识发展情况进行了

跟踪评估。

结果显示,北京位列第一,上海位列第二、海

南位列第三;陕西在内陆省份中表现比较突出,位

列第九;天津、浙江、江苏、山东、广东、福建沿海

省、市排名进入前十;沿海省、自治区广西和河北

得分相对较低,分别位列第十八和第十九;内陆省

份西藏、新疆、贵州、云南、青海、甘肃、内蒙古排名

落后,不 到 及 格 线,其 余 省 份 均 达 到 及 格 线

以上[7]。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民众海洋意识发展指数

呈现从沿海地区往内陆地区递减的趋势,部分内

陆地区表现不错;我国国民海洋意识的发展指数

得分整体上偏低,海洋意识教育提升的空间和潜

力较大,我国的海洋意识教育工作仍有待进一步

加强。

4 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举措建议

4.1 从基础教育入手是海洋意识教育的立足点

加强国民海洋意识,首先要从基础教育入手,

增加基础教育的知识性和趣味性,编写一些海洋

教材教辅,制订海洋宣传活动计划。毕竟基础教

育是海洋意识教育的立足点。国家海洋局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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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海洋基础知识教育。修订中小学的课程

标准,充实海洋领域教育的相关内容。推动海洋

知识教育与中小学有关学科教学的有机融合,在

实践活动课程、地方课程、学校课程中安排海洋知

识相关内容。依托现有的资源,加快建设全国海

洋意识的教育基地,依托涉海机构搭建开放灵活

的教育资源共享平台。

每年6月8日的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

日,政府有关部门、社区、学校等组织带领中小学

生开展各种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海洋宣传教育

活动,以此来弘扬我国的海洋文化,增强孩子们的

海洋意识。例如:开展中小学海洋夏令营及知识

竞赛等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展现知识性和趣味性。

通过带领孩子们做模型、科学实验、画渔民画等方

式对其进行国土教育、科学教育、艺术修养等素质

教育培养,一点一滴让孩子们形成习惯。孩子们

乐在其中,玩耍的同时学习了海洋知识,增强了海

洋意识。

历年来有关宣传部门组织了海洋知识进内

陆、进校园的各种活动。2015年4月,海洋出版社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中学启动了海洋知识进

内陆的试点活动。2018年12月,中国海洋学会组

织海洋专家走进河北隆尧一中,为孩子们上了生

动有趣的海洋知识讲座。在此基础上,在全国中

小学还设立了一批海洋知识教育示范学校,巩固

海洋意识基础教育成果,进一步加强了推广宣传。

北京的向东小学作为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地,参

与了中国海洋学会组织的海洋科普进校园活动。

4.2 海洋高等教育的发展是海洋意识教育的重

要基石

我国海洋高等教育涉及海洋资源、经济、生

态、环境、权益等诸多专业领域,近些年由于国家

政策的扶持,建成了很多海洋类高等院校,为我国

海洋事业培养了大量专业人才。1959年3月,山东

海洋学院在青岛诞生,这是我国第一所独立的海洋

高校,也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前身。20世纪90年代

至今,在湛江水产学院、上海水产大学、大连水产学

院等多所海洋院校的基础上先后建成了多所海洋

类大学[8]。除了越来越多海洋类大学的成立,很多

大学也开设了海洋类专业,如北京大学、同济大学、

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山东大学等。海洋类大学及

海洋类专业的开设,为培养我国海洋专业人才提供

了更好的教育平台。

大学生是国家未来的建设者,海洋意识的教

育程度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国民海洋意识的

发展,将影响国家海洋宏观政策的走向[9]。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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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大力发展海洋高等教育,做好海洋基础专业教

材和海洋通识教材,加强“蓝色国土”教育,提升海

洋意识[10]。各学校要有意识地进行海洋通识教

育,促进各学科之间的交流,并在所在省份进行区

域性的海洋意识教育,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对海洋

专业人才进行海洋意识教育。

每年举办的全国大中学生海洋知识竞赛、全

国大学生海洋文化创意大赛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通过对海洋民俗、非遗传承等海洋文化知识

的宣传,宣传了海洋意识教育,增加了学生的文化

自信。部分学校还鼓励学生建立各种海洋社团、

志愿者组织,用海洋意识教育对学生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引导学生不但要成为国家海洋事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还要成为我国海洋意识教育的成功

范例。海洋高等教育培养的海洋领域优秀人才,

是保证海洋事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

进我国海洋意识教育的重要基石。

4.3 推广海洋意识教育宣传活动,形成社会宣传

环境

2008年,国家海洋局决定启动“全国海洋宣传

日”活动,定于7月18日在组委会的统一部署下,

每年组织不同主题的大型海洋宣传活动。通过此

活动希望进行连续的、大规模的、多角度的宣传,

作为全民参与的社会活动,通过多家宣传媒体报

道,构建海洋意识宣传平台,传播海洋知识,传承

海洋文化,引起舆论关注,形成社会热点,让大家

认识海洋、关注海洋、保护海洋,以提高大众的海

洋意识。全国海洋宣传日每年设不同的主会场,

如青岛市、珠海市等。活动期间,海洋系统各单位

所在地也会响应号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海洋宣

传日活动,举办各种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活动。

自2010年起,我国于每年6月8日举办世界海洋

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活动,对推广社会海洋意识

教育起 到 了 显 著 的 宣 传 效 果,形 成 了 品 牌 宣 传

活动。

除了海洋宣传日的一系列活动,我国多地每

年还会举办自己传统的海洋节活动,例如,山东青

岛的青岛国际海洋节、浙江象山的开渔节、浙江舟

山的海洋文化节、福建厦门的国际海洋周等,以及

相关的海洋旅游推广活动,都将海洋意识教育融

入其中。此类活动不仅为发扬海洋文化、推广海

洋意识教育起到了宣传作用,还带动了地方的经

济发展,加强了文化交流。每年的年度海洋人物

评选,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海洋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事,体现了

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也反映了我国海洋事业

发展的光荣历程。此外,还有年度海洋大事评选、

海洋文化长廊建设等活动都为我国海洋意识教育

做出了贡献。

每年相关单位还会组建海洋意识宣传志愿者

队伍,进行海洋支教、教育扶贫、海洋文化推广等,

这都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有关部门开展的“海

洋知识进内陆”等活动,以海南、贵州、新疆等内地

偏远地区为试点,对内陆群众进行海洋知识宣传

推广,向内陆地区学校捐赠海洋图书制品等。志

愿者团队还会帮助一些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等

进行海洋展览,做海洋知识专题宣讲等。如此多

角度、多形式的活动形成了社会宣传环境,有利于

国民海洋意识的提升。

5 结语

近年来,从总体上看,我国国民海洋意识正稳

步增强,内陆部分地区虽然表现突出,但依然存在

着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递减的特点。因此,我

国海洋意识教育工作仍不能松懈,要巩固发展沿

海地区的海洋意识宣传成果,继续加强内陆地区

的海洋意识教育力度,可以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教

育模式和理念,因地制宜地不断改善我国海洋意

识教育的方式方法。从基础教育入手,以高等教

育为基石,进行全民的海洋意识教育至关重要。

国民海洋意识的提高有利于海洋人才队伍的建

设,有利于提升海洋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有

利于加强我国国家海洋权益的维护,有利于提升

我国的海洋实力和竞争力,从而加快我国海洋强

国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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