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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江苏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教育

张春琳，裴军峰，孙　菲，曹　兵
（国家海洋局南通海洋环境监测中心站　南通　２２６００５）

　　摘　　　要：文章通过对江苏海洋防灾减灾教育现状的分析，指出海洋防灾减灾博物

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博物馆应立足自身，以新技术为工具，打造多空间、多方式的海洋

防灾减灾知识传播架构，让公众自觉接受并主动参与海洋防灾减灾教育，努力形成江苏全

社会共同关心、共同参与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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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是海洋灾害多发的省份之一。江苏

沿海因为其地质、地貌、气候等特征，以及根

据其主要致灾因子，主要受到海洋地质灾害

（包括海平面上升、海岸侵蚀、海岸坍塌）、海

洋气候灾害 （主要包括台风风暴潮）、海洋生物

灾害 （主要包括赤潮）等３种海洋灾害的危

害［１］。这些灾害的发生对江苏海洋资源开发、

海洋经济及沿海社会的发展有严重危害，这就

从客观上表明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而博物馆作为各地一种普遍的文化教育设施，

形式多样，生动易懂的教育方式，更利于知识

的传播，这也是博物馆相对其他教育方式所独

具有的特点。据了解，南通市已在海门东灶港

建立了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目前正在布设中。

本研究探讨了博物馆教育在江苏海洋防灾减灾

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海洋防灾

减灾博物馆的教育作用。

１　江苏海洋防灾减灾教育的现状分析

１１　宣传教育力度不够，公众防灾减灾意识

不高

　　自５·１２汶川地震之后，从２００９年起，每

年５月１２日为全国 “防灾减灾日”，旨在提高公

众的防灾减灾意识。在江苏，海洋灾害日趋严

重，各级政府也将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提上日程。

每年的 “防灾减灾日”，江苏连云港、盐城、南

通等地都会广泛开展海洋防灾减灾知识进校园、

进社区等一系列的宣传教育活动，但这显然还

未形成正规常态化的教育体系。而且单纯靠偶

尔的宣传教育不能达到灾害教育的目标，公众

难以形成普遍性和系统性的防灾减灾意识。

１２　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方式略显单一

海洋防灾减灾教育应涵盖灾前教育、灾中

教育和灾害教育３个方面的内容
［２］。目前江苏

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未能全面涵盖三者。江苏在

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方式上存在忽视灾害技能养

成、教学资源欠缺和教学方式呆板等诸多问题。

现阶段，江苏地方各级海洋主管部门只注重海

洋防灾减灾知识的传播，忽视了海洋防灾减灾

的基本技能训练，尤其是未对从事海上作业的

人员、沿岸地区与海洋打交道的人员进行灾害

技能的培训。

２　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教育的重要意义

２１　博物馆教育是江苏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方

式的重要补充，全面提高江苏海洋减灾

教育的综合能力

　　与其他教育方式相比而言，博物馆的教育

方式生动形象，有着其他教育方式无法代替的

优势，它一方面运用大量的海洋生物标本、海

洋仪器设备、模型等实物资料，作用于公众的

感官；另一方面利用各种灾害影像、仿真演示、

场景复原、历史录音重播、历史新闻纪实、各

种灾害讲座和画册宣传等，多感官、多渠道地

向公众传播信息。这种教育方式无论从人的生

理机制或者认知过程来说，都会使公众感到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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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易于接受和理解［３］，使公众树立起防灾、

抗灾、减灾的意识，认识到江苏海洋灾害的严

重性和治理的必要性，全面提高江苏海洋减灾

教育的综合能力。

２２　博物馆教育能推动海洋防灾减灾教育的

社会化，更好地为江苏社会发展服务

　　江苏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

教育的对象包括政府各管理部门 （海洋、水利、

气象、交通等）、沿海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

民众等。国际博物馆协会２００８年 “国际博物馆

日”主题：博物馆，服务于社会变革和发展。

这个主题从更高层次上明确了博物馆的社会责

任［４］。而在海洋防灾减灾方面，博物馆不再是

传统意义上的简单的收藏、陈列和科研，而是

多元化、多功能的文化设施。博物馆教育的触

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行业和各个阶

层，使公众深刻地意识到海洋灾害在现代社会

中所造成危害的综合性、广泛性和严重性。如

今，博物馆正增强责任感和自觉性，努力完善

其教育职能，推动海洋防灾减灾教育的社会化，

更好地为江苏社会发展服务。

３　如何更好地发挥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

的教育作用

３１　加强自身宣传，扩大影响，增强博物馆

教育的参与性

　　首先应注重博物馆自身的宣传，融入社会，

服务社会，增进广大公众与博物馆之间的相互

了解和广泛互动，这是提高他们接受海洋防灾

减灾博物馆这种教育形式的先决条件［５］。其次

博物馆应加强与江苏各地各级宣传、教育、海

洋部门及新闻媒体的联系，联手建立长期的海

洋防灾减灾教育基地，形成对公众进行灾害教

育的有效纽带，将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打造成

江苏海洋防灾减灾社教中心。

３２　以实体博物馆、体验式展览为基础平台，

以新技术为工具，打造多空间、多方式

的知识传播架构

　　随着江苏社会经济、技术的快速发展，社

会已经进入到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时代。

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也应与时俱进，走上现代

化的探寻之路，其中最主要的莫过于内容、陈

展方式、信息技术上的创新和发展，满足公众

多元化文化的需求，提升海洋防灾减灾知识传

播能力，实现博物馆教育的目标。

３２１　让海洋实物资料 “说话”

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在收藏大量的海洋生

物标本、海洋仪器设备、模型、历史海洋灾害

新闻纪实等实物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实现实物资

料的社会价值。让大量海洋实物资料 “说话”

是博物馆的语言特色。这些海洋实物资料最具

有真实感和原始性，具有文字所不能替代的感

染力。让实物资料 “说话”能够引起公众共鸣，

促使思考，传播海洋防灾减灾知识。

３２２　体验式展览呼之欲出

大量的海洋实物资料是防灾减灾知识无声

的 “传播者”，而海洋防灾减灾博物馆设立的体

验式展览打破了墨守成规的传统展览模式，以

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加新颖的陈展方式来

体现博物馆的参与性，实现与公众互动交流的

教育平台。如以江苏历史上某个台风灾害为例，

将其产生、路径走向、登陆到灾害影响整个过

程量身订制，让当时的台风灾害实景还原，使

公众产生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和融入感，更加的

深入人心。又如借助模型、影像等现场模拟演

练学习海洋灾害发生过程及如何逃生自救，养

成在发生海洋灾害时不害怕的心理素质，培养

安全应对能力。通过这种体验式的展览方式，

让博物馆与公众产生互动，更能形成生动的参

观记忆，强化海洋防灾减灾意识，达到海洋防

灾减灾教育的目的。

３２３　信息技术成为亮点

移动网络媒体、数字化展示无疑给海洋防

灾减灾博物馆展览面貌带来了巨大的改变。随

着信息技术的应用，博物馆海洋防灾减灾知识

的展示与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将实物展

览与新型多媒体技术的融合，公众不仅可以眼

看、耳听，而且可以触摸、亲自操作和演练，

通过数字影像、互动点播、数字化录音导览机、

光碟自动导览系统、多媒体电视等多媒体辅助

系统［６］，使公众更好地吸收博物馆展示的海洋

防灾减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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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小结

现阶段，加强海洋防灾减灾教育是提高江

苏海洋防灾减灾能力的一个重要突破口，而海

洋防灾减灾博物馆作为面向社会的教育机构，

承担着保护江苏海洋文化，宣传海洋防灾减灾

知识，提高公众海洋防灾减灾意识，并向社会

大众传播教育的责任。博物馆应立足自身，打

造新技术、新服务模式，全方位、多角度地传

播海洋防灾减灾知识，让公众自觉接受并主动

参与海洋防灾减灾教育，努力形成江苏全社会

共同关心、共同参与海洋防灾减灾工作的良好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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