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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舍素质教胄在海洋人才培荠

／ilIi巾硇重要地位

杨娟1屠傲凌2

随着我国海洋事业不断发展，近年来，国家

对海洋科技领域的投入大幅度增长。2006年11

月，四部委联合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海洋科学

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

根据《规划纲要》，在“十一五”第一阶段体制改

革任务完成后，海洋院所、大学将被列入重点支

持之列，提高人均经费，院校建设、大型仪器设

备购置经费将得到国家大力支持。海洋作为国家

重点公益行业之一，将得到专项的支持。

《规划纲要》还明确提出了“十一五”期间，我

国海洋科技发展的八大重点任务。这八大重点任

务，都事关我国的海洋科技发展和科技创新，其

中，“加强海洋科技教育，培养海洋科技人才队

伍”这项任务，是国家海洋事业发展对教育界提

出的标准和要求，也是为了能在“十一五”期间

实现大幅度提高我国海洋科技研究水平和海洋

科技创新能力的目标，海洋专业教育界所肩负的

重要历史使命。

高等教育是科技人才培养和专业教育最重

要的组成。在我国，与海洋专业密切相关的大学

有近十所，还有许多知名高校设有海洋院系。此

外，为了培养中高级海洋专业人才，中国科学院

和国家海洋局还设有专门的海洋研究单位。这些

单位，一直是我国培养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的阵

地，对我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功不可没。目前，经

过海洋专业教育事业数十年的发展，我国海洋专

业人才梯队已经初步建成，各层次海洋人才已经

成为建设我国海洋事业的栋梁。

不过，与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困境一

样，海洋专业教育领域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也不

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特别值得所有

教育工作者重视的，就是对当代大学生，特别是

海洋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问题。

一、综合素质教育的重要地位

素质教育目前已经成为在我国高等教育实

施的过程中人们提到最多，但实施起来又最无章

可循的一个方面。素质教育，概念众说纷纭，难

以准确界定，但其基本含义可作如下概括：它利

用遗传与环境的积极影响，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

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

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地发展，促

进人类文化向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而为

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这里的素质，

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心理学上的术语，而是指人的

生理、心理、社会特性品质的总和。

长期以来，我国的教育确立了一种选择的教

育观。正是由于这种以层层选择作为人才开始接

受教育的初级条件，使我国的教育形式总是难逃

功利性和机会性。被选择出局的学生，由于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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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进一步接受更高级教育的基本条件，因而过早

地进入社会，面临种种基本的生存困境；而那些

被选择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则由于选择的过程

过于辛苦和疲劳，有的对“跨过门槛”之后的紧

张感过度释放；有的已经被体制格式化成为只有

共性没有个性；有的则一头扎进专业学习的“苦

海”中随波逐流。这些，对于新时代对人才所提

出的种种不能单纯以专业素质来衡量的高标准

和严要求来说，都已经远远难于满足。

一个人在成长(社会化)过程中应具备健康

素质、文明素质和专业(职业)素质。因此，素质

教育也自然分成三个方面或层次：健康素质教

育、文明素质教育和专业(或职业)素质教育。健

康素质教育包括身体(生理)健康教育、心理健

康教育和社会适应、协调能力的培养等三方面；

文明素质教育包括自然科学知识与技术的教育

与训练、人文精神(思想政治道德品质)的养成

与人文科学知识教育、艺术品质的培养等三方

面；专业(职业)素质教育包括专业知识教育和

能力的培养、相关学科的知识与技术教育等两方

面。

素质教育的目标，不是把受教育者塑造成具

有某种功能的定型产品，而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

可再次开发、具有自我生长活力，并能主动适应

社会发展的主体。在海洋专业人才培养方面，更

是如此。

二、海洋人才综合素质教育的主要方面

学习海洋专业，实际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都

比其他许多学科要多得多。举个简单的例子，一

名作基础海洋调查的研究人员，在进行简单的海

洋样品采集时，将面临到的有关专业问题，就会

涉及地学类、生命科学类、气象学方面、理化学

科类等。如果身临海上，长期出海，还将面临有

关生活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心理学方面的、生

理学方面的、救生抢险方面的、与人交往方面

等。所有这些交织在一起，对一个简单个体所提

出的要求，可以说是相当高的。那么，作为一名

合格的海洋事业栋梁之才，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

质呢?概括起来讲，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素质方面。海洋事业对从业者的思

想政治水平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众所周知，海

洋因其地理属性的复杂性、地质条件的特殊性、

资源效应的广泛性和政治权益的敏感性而在诸

多学科领域当中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专业人

才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在很多情况下甚至可以

影响到面对大是大非问题时做出的选择。从基础

教育开始，尽早加强受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觉

悟，可以使其成为一种基本素质在潜移默化中成

为受教育者的行为准则，为其在关键时刻的行为

产生积极和健康的影响。

海洋专业素质方面。作为一名致力于为海洋

事业奉献出毕生精力和热情的专业人才，学好专

业知识，打下坚实的专业基础，理所当然是一个

最基本的要求。目前，在我国大学阶段的专业教

育和学习中，由于就业压力和社会价值观念的类

病态变化，许多本处于迷茫状态的学生越发走上

了盲目发展的迷途。轻视专业课的学习、专业学

习无用论现象泛滥，许多人放弃了对专业课程的

精心学习，而把主要精力转向电脑、网络、财经、

法律等热门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一方面暴露

了教育机构对年轻人的引导不力；另一方面，也

明显表现出，部分海洋专业学生对我国海洋事业

发展形势认识不清，对海洋事业发展的恢弘前景

严重盲视。因此，多为海洋专业学生提供深切了

解我国海洋事业发展状况的机会，帮助他们认清

目前的形势，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价值取向，真

正培养起健康全面的专业素养，是基础人才培养

的当务之急。

综合科学素质方面。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人

都知道，海洋是包罗万象的学问，一名学者即使

仅有志于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也必须同时了

   



解多种学科的许多相关知识，具备基本掌握多学

科基础知识的科学素质。也许，他不必(并且也

很难)成为各个领域的行家里手，但至少应对所

研究领域有可能涉及的学科有一定的认识和了

解。在我国海洋科学界，许多知名的院士专家，

如果不具有在许多学科领域都堪称专家的高屋

建瓴，很难取得目前的成就。

创新素质方面。众所周知，海洋是一个尚存

许多未解之谜，等待人们充分发挥巨大想像力创

造性地去发现和探索的领域。因此，创新性、创

造性素质也是对海洋科学人才素质的一个基本

要求。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一个没有创造能力

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创新

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

动力”。胡锦涛同志也指出：“要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摆在全部科技工作的首位，加快形成有利于

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努力建设宏大的科技创新

人才队伍。”在《规划纲要》中，也明确提出了“增

强海洋科技创新能力与国际竞争力，构建国家海

洋科技创新体系”这个中心工作。这些都是国家

在新时期，为了应对世界强国、大国经济、科学

的不断飞速发展而对我国科研人员提出的根本

要求。

其他素质方面。长期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人

都有所体会，虽然海是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的，

但在海上进行科学调查时的经历，却经常是枯燥

乏味、令人窒息的，这样说应该毫不为过。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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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在海上进行科学考察时的角色与水手是不

同的，所经受的考验和承受的压力也是完全不同

的。如果难以忍受有时有可能长达数月之久的长

时间看不到陆地的单调，意志品质薄弱，就很可

能无心科研，更不用说及时获得正确的成果了。

因此，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思想品质，以及乐

观豁达的性格特征，甚至娱乐大方的精神，都对

以健康进取的良好心态顺利完成航次任务有巨

大的帮助。

综上所述，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才培

养的附加值，改善高等教育结构是当前教育界的

一项重大任务，势在必行。而适应我国海洋事业

的飞速发展形势，科学规划海洋人才培养战略，

增强综合素质培养与教育，培养具有全面的科学

素质、思想素质、心理素质和创新素质的综合型

人才，是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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