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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海洋教育实践样态研究

徐聪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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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作为海洋大国，一向重视海洋及海洋事业，至今为止，美国已经建立了多层次的海洋教育体系。文章

从美国海洋教育实施的组织机构、实施形式和支持体系三个方面对美国海洋教育的实践样态进行了分析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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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教育的概念界定

关于“海洋教育”的概念界定，学界还没有统一共

识，我国官方的我文件中也没有直接的定义。下面是一

些组织或者学者所给出的定义。

198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报告，将海洋教育分

为专门性的海洋科学课程和普通海洋科学课程，专门性

的海洋科学教育，以培养海洋科学家和工程师为主要目

标，普通海洋科学教育作业一般民众为对象，目的是为

了使其了解海洋资源保护和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因在小

学和中学就开始引入并加强此方面教学的实施[1]。马勇

从人海关系的角度，提出海洋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认为广义海洋教育是指：凡是增进人的海洋文化知识，

增强人的海洋意识，影响人的海洋道德，改良人的海洋

行为的活动都是海洋教育；而狭义海洋教育则是指学校

海洋教育，是由学校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

对受教育者施以有关海洋自然特性与社会价值认识、海

洋专业能力以及由人的海洋知识（意识）、海洋道德与

人的海洋行为等素质要素构成的海洋素养的培养活动[2]。

张蕾结合文献资料也将海洋教育分为广义和狭义。她指

出，广义的海洋教育就是指对某一类对象在一定的阶段

进行海洋相关的知识教育，而狭义的海洋教育则是让学

生通过接触与海洋相关的素材来认识海洋，学习海洋相

关的知识，了解自身与海洋之间的关系，通过海洋知识

的学习来发展学生的智能[3]。

总的来说，海洋教育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界

定，大多数学者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研究

兴趣与研究方向，提出自身对于海洋教育概念的理解。

本文关于海洋教育的理解主要参考的是马勇关于广义海

洋教育的界定。

二、美国海洋教育的实践样态

（一）由点及面的海洋教育组织机构

自2000年以来，美国通过建立多层次的海洋教育体

系，在发展海洋教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有目

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的发展是重要原因。

1.卓越海洋教育网

随着互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发展，美国迅速将新兴技

术与海洋教育相结合，200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组

织包括美国中小学教育工作者，海洋科学家，信息技术

专家和高校教师在内的73人展开研讨，建议组织有多个

卓越海洋教育中心组成的全国性海洋教育网络，来促进

全国性的海洋教育的发展[4]。

2002-2006年，美国在各州建立了13个卓越海洋教

育中心，每个中心都有各自独立的运作方式以及各有特

色的相关活动，但它们拥有共同的使命与愿景。美国海

洋教育卓越中心的使命是透过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的共

同努力，促进公众对于海洋科学和公众对海洋在我们生

活中的重要性的认识。美国海洋教育卓越中心的愿景包

括:	大大提高公众对海洋的认识;	更多学生选择从事海洋

科学工作;	更多来自于少数社会群体的学生进入海洋科学

领域;	海洋科学知识更加丰富，海洋科学的气氛变得更加

浓厚，科学和文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

2007年，美国海洋教育卓越中心出版蓝皮书，阐述

了其海洋教育工作的目标:	(1)提高公众对海洋及其与社

会、经济、财富和人类生活质量的关系的认识和了解;	(2)

整合海洋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资源;	(3)扩大和丰富海洋

人力资源，扩大少数社会群体了解和参与海洋科学和海

洋科学教育的渠道;	(4)提高美国中小学海洋科学教育的

质量。通过研究人员和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促进海洋科

学的发展，海洋教育已推广到国家一级，使公众了解海

洋在生命和经济中的重要性。

美国卓越海洋教育网络作为美国海洋教育实施极具

特色的组织形式，使得幅员广阔的全美大陆能够统一集

中但又各具特色，因地制宜的进行海洋教育。

2.美国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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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家海洋教育者协会在2005年开始构建海洋素

养基本主题在K-12年级（幼儿园到高中）的范围与顺

序，随后在同年由美国国家海洋教育者协会联合美国国

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卓越海洋科学教育研究中心，劳

伦斯科学馆、探索学院正式发布，开始在全美幼儿园至

高中学生中开展海洋素养运动。

根据美国国家海洋教育者协会的《海洋素养2010》

规定，K-12年级海洋教育的总目标为：提高对海洋的认

识，增强海洋意识，培养海洋素养。美国构建起了由上

至下的具有权威性的中小学海洋教育发展体系。

除此之外，美国国内还有不少致力于推广海洋教育

的全国性，州立，私人等等非营利组织或协会，这些机

构通过各种方式为各个层面的人提供丰富多彩的海洋教

育资源。

（二）全社会协同合作的海洋教育实施形式

得益于海洋文化教育研究者及教育工作者的努力创

新以及社会各界的通力合作，海洋文化教育呈现方式逐

渐丰富。课外及校外资源不断丰富着海洋文化教育的呈

现方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海洋实践活动。

1.依托于涉海组织的海洋实践活动

美国的海洋实践活动主要依托国内多种类型的涉海

组织机构。许多高校及联合海洋机构会组织海洋夏令营，

由海洋相关专业的教授，博士亲自讲授海洋中的地理知

识，生物知识等课程，提高学生的海洋素养。同时，不

计其数的海洋博物馆，海洋生物保护区等机构，既有国

家的，也有私人的，基本都免费开放参观等，供中小学

开展海洋教育。如美国南帕诸岛有一个海龟救援中心，

原本是为了保护几种濒临灭绝的海龟，后来变成了所有

海龟的救援中心，该救援中心还有一个教育中心，专门

向人们科普有关海龟的知识，游客们，学生们在这里都

可以学到不少知识。美国南部科罗拉多港口的太平洋海

军基地也是进行海洋教育的重要机构，人们在那里可以

近距离参观游览军舰，甚至可以走上退役的中途岛号航

空母舰，在上面参观内部设施。

2.特殊形式的海洋实践活动

另一种特殊形式的实践——美国海岸警备队独具特

色，2010年5月，美国发行《海岸警备队民事权利手册》，

其中第一节要求海岸警备队参与教育计划，在第一节中，

该手册说明：本节所述政策是为了让海岸警备队实施的

全民参与的教育计划符合第5112总统令以及《1990年国

家与社区服务法》规定要求。第5112号总统令要求每个

行政部门又要与当地的学校建立伙伴关系，要求每个行

政部门成员以及自愿加入该计划的志愿者在当地进行实

地考察，参加学校课堂讨论以及举行客座演讲。《1990年

国家与社区服务法》则要求各个联邦机构制定并实施一

项综合计划，鼓励员工参与中小学的教育项目。

3.融合新兴技术的海洋实践活动

近年来，美国的海洋教育形式开始出现了与新兴技

术相结合的全新趋势，将AR技术，VR技术融入到海洋

教育实施的过程中，使学生更好的避免时间空间的限制，

多感官的感受海洋，认识海洋，培养学生的海洋素养。

2020年，来自美国加州的三位研究人员就海洋酸化问题

教学面临哪些问题以及VR技术如何能够帮助解决所面临

的问题进行了实验探索，初步得出了在教学中VR技术能

够使学习者身临其境，使学习者能够换位思考的结论。[8]

4.海洋文化知识体系融合其他知识体系

海洋文化知识具有明显的跨文化特征，为了更加顺

利地进行海洋文化知识的普及，美国也致力于将海洋文

化知识体系融入其他的知识体系。

1996年，美国科学院全国研究理事会联合其他相关

机构正式出版《美国科学教育标准》，规定了全美各州甚

至加拿大等其他国家与地区的科学学习标准制定，测试

标准制定，教材编写，教师教学等方方面面[5]，但过不

久海洋教育工作者发现了《美国科学教育标准》忽略了

海洋文化知识[6]。但是，海洋知识是美国k-12年级课堂

教学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国家地理学会，国家海洋和

大气管理局，全国海洋电子协会等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

下，2005年基本完成了对海洋文化的定义，将海洋文化

划分为7个基本范畴并在每个基本范畴下补充若干个海

洋文化概念，最后将7个基本范畴下的概念融入K-12的

不同学习阶段，至此形成了美国海洋文化教育的基本框

架。在7个基本范畴下又有44个基本概念进一步支撑专

家们对于海洋文化的定义。美国对于海洋文化的定义继

2008年11月，2009年1月和6月的多次更新后，在2009

年9月形成最终稿，至2010年最终出版。海洋文化经过

了最终的界定，为K-12的海洋文化知识教育提供了专业

的参照标准。

（三）全面有力的海洋教育支持体系

1.经费支持

美国有大量的海洋教育方面的补助金来资助海洋教

育活动的开展，如《海洋基金制度》和《国家海洋大学

计划》，还有美国许多著名海洋学家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在

60年代初创立的《海洋补助金计划》。以《海洋补助金计

划》为例，海洋补助金计划的任务在于：一，吸引科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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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研究有关沿海地区及大湖地区资源开发的问题；二，为

海洋教育相关活动提供资助；三，提供咨询及服务活动。

其目的是把美国沿海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力量相结合，为

他们提供资金来从事沿海地区和海洋相关开发利用的研究

项目。[7]。同时，美国的“赠海学院计划”对美国海洋科

教专业人才的培养，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与推广，海洋

科教协同创新平台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8]

对海洋教育的经费支持活动通过多年的检验证明不

仅有利于国内海洋教育活动的开展和国民海洋意识的提

高，同时也取得了客观的经济效应，是一项面向未来的

国家投资。

2.政策支持

美国是海洋强国，是世界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最早，

开发程度最高的国家，海洋强国的建设离不开相关政策

的支持。

20世纪50年代，美国意识到海洋强国的发展不仅仅

体现在海上军事力量的发展上，还要追求海洋经济，海洋

文化，海洋教育的多方面立体发展。这体现在1969年发

布的《我们的国家与海洋：国家行动计划》报告，报告中

阐述了需要扩展海洋技术、科学方面的课程设置，促进海

洋教育的发展[1]。1994	年颁布的《生活化的地理：国家地

理课程标准》对海洋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将海洋基

础知识和学生已有的实际生活经验相结合，同时也注重海

洋地理学科知识与其它学科知识间的联系[8]

2000年，美国制定了《海洋法》，并专门成立了美

国海洋政策委员会，自此，美国海洋政策拥有了专业的

制定团队。2004年，美国发布《海洋行动计划》，提出

除学校内的海洋教育外，还需要联合其他涉海组织机构，

增强公众对海洋的认识，形成海洋的终生教育[9]。同年，

美国海洋教育政策委员会发布《21世纪海洋蓝图》，其中

第三部分重点阐释了海洋教育对于加强全国海洋意识的

重要性，提出要构建相互协作的海洋教育网络，协调海

洋教育；主张联邦政府及涉海机构加大对于高等海洋教

育与小学海洋教育的投入，满足可能的对于海洋人才队

伍的需要；委员会建议在基础教育及高等教育中完整的

加入海洋科学课程以培养涉海人才，还建议开发一些非

正式活动来培养大众的海洋意识。

美国的海洋政策以有针对性地海洋教育方式来满足

不同层次的人群以达到最好的实效，从不同方面，分不

同层次的来促进国民海洋意识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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