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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政课堂热议北部湾海洋人文元素
李金榕　陆荣记

（北部湾大学人文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在大学生思政课堂中，为了提升更高的视野格局和更

优质教学水平，从思政课堂中用情怀去挖掘海洋文化，寻找热爱

海洋、理解海洋文化以及向海经济政策中的人文元素，讨论向海

经济战略存在的人文元素，意在培育大学生更加爱海、敬海、建

设海洋强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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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学生在思政课堂中，“文化自信”这个论题理解

不是很明晰，学生从通俗上理解文化是我们一种很深的印记，但

如何能让大学生理解得更充分更深入人心，还得更深入一层次举

例理解与把握。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爱国力量”。

因此，充分认识和学习向海经济折射出的人文元素才能更好“充

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 增强教学的吸引力、

说服力、感染力”更好培育热爱海洋，建设海洋强国，从而担当

起建设祖国的使命。

一、思政课堂讨论向海经济发展中包含的海洋人文元素

相关书籍记载：中国海洋沿边人民有敬海、爱海精神，关于船、

贝类、妈祖、海洋神话故事等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大学生

思政课堂应当传授海洋文化知识，让大学生理解在海洋历史演进

中形成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从而促进规范正确的海洋生态文

明行为，促进海洋文化传承与发展。

从北部湾海洋历史和民俗中发现，宋代到今天还流行有独木

舟，俗称古船之首的福船，有大美海洋、壮美海洋、醉美边海，边风、

海俗、山韵文化，从不同时代上看，寓意从江向海发展的过程十

分明显。在思政课堂中，应当让大学生们理解向海经济思想的理

论演进，从而探索出更多的海洋文化知识，在海洋文化发展过程

中不断反思与继承，这对大学生形成强烈的海洋爱国人文情怀，

才能有效制定海洋建设大发展方向观，才能更好为建设壮美家乡

和发展海洋强国做出更多贡献。

大学生思政课堂热议山海经济思想。沿海思想是沿海地区带

动山区的陆海统筹经济发展模式，有一种“飞洋过海向外飞”意

思，由海洋经济推动山区和沿海横向经济联合；大学生们从目前

看到的景象来发言，现代养殖业作为代表的海上经济已经开发起

来，老百姓都富起来，但是，大家都认为经济发展起来的同时也

要既要保护好海洋、也要合理运用海洋规划，大学生对海洋布局

规划有一致看法，用高速公路把沿海县域连起来，打造海洋地区

为高生产力发展中心的经济布局，讨论把地处江海交汇地设立为

经济开发区，可以继续讨论如何由海上到海边的快速度发展，像

改革春风一样把沿海地区发展起来。深一层次理解与讨论由沿江

向海发展向陆海联动思想发展，把封闭的海防城市建成开放的海

上花园，由本岛向跨岛发展，讨论自由港型经济特区建设，推动

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从而形成区位、特色产

业、城乡协调发展，从而形成山海资源、社会环境生态发展，释

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力，这一优势，超越“海岛意识”

得出山海经济思想富含“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治国平笑下”

思想元素，得出要建设海洋强国思想培育。

大学生思政课堂热议陆海统筹，探讨出更多的北部湾海洋文

化元素以培育海洋强国意识。原来的“向海经济思想”实行东盟

国际大通道的开放、对中南和西南地区实行开放，与一带一路相

互衔接，这些举措促进了国家地区的大发展。然而“向海经济思

想”大学生们理解认为不是简单重复原来早些年代的“山海经济”

联动开放的经济的论述，大学生们理解认为“向海经济思想”是

有新定位的，包含了原有的内容而又超过原有的山海经济思想，

并且包含了许多海洋人文元素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新时代向海经

济发展理念富含以人民为中心和救世济民的中国经济思想观，富

含“天人合一”“天下大同”“治国平笑下”思想，是海洋人文

思想及人文元素有机组成部分。

创造性地运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海洋文化元素“天人合

一”“天下大同”“治国平天下”思想，才能教育好大学生。要

营造和谐高质量的思政教学课堂，要从民众情怀中去发现海洋文

化的根源，寻找海洋文化渊源，理解海洋文化本质，情怀要深，

才能在思政课堂上思想放开，讨论的眼界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二、“实现天下大同”人文思想

根据笔者对资料的学习理解，“天下大同”原是儒家宣扬的

人人为公理想社会中一种精神品质。

首先，大学生在思政课堂讨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问题。“实

现天下大同”，是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的思想，体现出国家发展

格局，站得更高，看得远的方向导向。

其次，大学生在思政课堂中讨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长江经

济带、环渤海经济带以及推进西部大开发等系列区域和发展战略

和规划这些格局充分展现了一个海边的小乡村到海边的小县城到

大城市，从海边的一小段公路到千里远的大公路，从少部分的人

群到大部分的人群，逐步形成天下人均有“人人为公”的大同思

想大局观。

再次，大学生在思政课堂讨论如何利用地理优势，充分开发

江、海、边功能的相互协调发展方面，讨论中国制定出的许多方案，

其中对红树林保护、保护珍稀植物等以形成天下大同的意识。

最后，大学生在思政课堂总结北部湾海洋中的人文元素中大

同思想观。最根本的目的在于理解我们所处的新时代是以普惠人

民及全人类为出发，我们所做出的许多举措如：推动沿海开放、

改革海洋制度、促进扩大内需、共建一带一路、推动高质量发展，

归结到底的意义在于让人民更加主动地深化对外合作，更加积极

地融入全球市场，促进全球化和谐发展，从而让人类在全球中获

得平衡的利益，让这些和谐平衡的利益惠及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

人民，有了平衡和生态的经济发展，才能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从而实现天下大同。

三、“天人合一、治国平天下”人文思想

大学生在思政课堂讨论向海经济战略思想折射出创造性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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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治国平天下”思想。“天人合

一是人类本体与自然本体共生、人事规则与自然规律协调、人为

品行与自然意志契合的三位一体，三者层层递进，缺一不可。”

地球资源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空间，要求实行天人合一，不

让生态系统受到破坏，更重要的是“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治国平天下是孔子的仁政思想，意在“惠民政策、利民方

针落到实处，以此取得百姓信任，为官者自身也富足了。”由此，

大学生思政课堂讨论“惠民政策、利民方针，”讨论建立人与自

然和谐与共生态环境的方法措施，才有利于形成人们坚定的内心

文化信念，形成全社会思想共鸣。

大学生思政课堂讨论港区联动经济模式，从中探讨海洋新文

化元素。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由海边已经发展的区域，带动并推

进欠发达地区跨越式发展，这一区港联动举措超越了“海岛意识”，

树立起“向海洋进军要效益”的方法，使海洋经济中心区和欠发

达地区的发展成为互相扶持点，海洋新文化也在这过程中增长起

来，也体现了治国方略。

大学生思政课堂讨论山区、海洋经济圈发展模式。“陆海统筹”

发展导向，“外拓腹地，内联互通”布局方针，统筹陆海资源配

置和海洋生态保护，强化沿海与腹地之间的经济联系。“陆海统筹”

体现出治国方略，老百姓要把海上养殖业发展好，同时，也要把

海洋、山区的自然生态保护好，老百姓都能够富裕起来，惠民政策、

利民方针落到实处，老百姓的思想能够认同生态发展观，并且能

够按照国家的政策来进行生产生活，才能终究能平定天下。

四、新时代“共赢”人文思想

大学生思政课堂讨论向海经济政策“共赢”的人文思想。北

部湾地区的“向海之路”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政策，体现出许多“共

赢”的人文思想。

从北部湾港口建设景象中可以看到，这些地区的人民建设港

口有着很浓重的人文思想元素。

北部湾发展港口，在边疆民族高质量发展建设中发挥独特优

势，立足独特的地区位置，体现“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大作用、

新作为、新发展格局，体现出在绿色发展上迈出的新步伐，在边

疆民族高质量发展上闯出新路子，促进了人民生活水平高质量发

展，在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上起到很大作用，北部湾港口发展

实现了边疆民族共同高质量发展的“共赢”大局观。

北部湾发展港口，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发展政策上，响应国

家重大战略号召。在建设中，主动链接长江经济带发展、与粵港

澳大湾区建设对接。比如，共同实行渔业作业政策，共同开掘海

外市场、共同发展远洋研究、共同把海洋产品运输到边远大陆，

共同把港口打造成通向其他各国的新通道，共同打造特色产业经

济，促进开放，注重海洋科学研究，从而促进巩固发展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在建设壮美家乡中彰显新担当，实现了建

设世界一流的现代“共赢”生态观。

从北部湾“向海经济”目标看“共赢”人文思想元素。

北部湾“向海经济”措施能够促进国际社会人文交流，实现“共

赢”。比如：国际海洋生态管理制度建设、国际海洋发展规划基

础设施建设、国际渔业发展条例、国际环境保护条例等等，这些

都促进国际的人员交流，彼和此尊重融合文化，达成共识。北部

湾“向海经济”措施与其他地区和其他国家许多方略举措都有着

类似共同目标，这些共同的地方在于“必须立足于各国各地区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每一个人都能实现全面发展，

必须立足于促进经济共同发展和共同富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有着这一致的目标，最终的成果在于普惠人民，普惠全人类，从

而实现“共赢”。这一目标体现向海经济政策“共赢”的人文思想。

五、辩证统一人文思想

大学生思政课堂讨论向海经济战略布局带有的辩证人文思想。

在向海经济发展要求中，要求相互扶持、区别对待不同地区，

要求从开发经济区的发展模式，向带动山区经济转型。这一转型

是从政策的大方向上提出来的，是基于对沿海发达地区与内陆欠

发达地区辩证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这一发展谋划始终贯

穿广阔领域，体现出坚持事物普遍联系的整体思想和运用矛盾对

立统一的辩证思维，向海经济战略布局体现出坚持事物普遍联系

和运用矛盾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从而向海发展观升华到更高远

境界。

在“向海经济”发展探索中，巩固原有的“向海经济”优势，

实行陆海一体化，把现有劣势转化为优势，使优势更优，实质上

就是要按照优势互补、补齐短板，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分工协作，

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体现出科学持续、协同发展科学方法论。“陆

海一体”体现了一条科学持续、协同发展的路子，始终贯穿向海

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科学方法论。

六、结语

相关研究提出“塑造海洋强国需要提升国民海洋意识，坚定

海洋文化自信”大学生对海洋文化存在理解欠缺现象，许多大学

生对海洋文化是什么而没法回答，海洋文化我们也可以通俗理解

成海上渔船、海岸边的妈祖庙、龙王庙、停靠在码头的海货，还

有这些海上的建筑物、岸上的警示灯、海上天气等这些都是海洋

文化的一部分，归结为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联的文化。通过

对向海经济发展中的人文元素的探究，大学生可以对海洋文化具

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和提高。

此外，大学生将来的就业发展要有新理念，在实践中，要通

过辩证科学的方法论来即落实构建“向海经济”新发展格局，通

过天下大同观及共享经济观的大局思维意识，实现本地区及周边

国家的共同发展，对不同的民族的历史，现在和将来发展达到生

态持续平衡共赢。通过课堂的对海洋人文元素认知，大学生要秉

持向海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依赖于健康的海洋生态系统，健康的海

洋生态是向海经济发展的生命线的理念走海洋经济绿色发展可持

续发展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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