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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通过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构建海洋意识教育课程框架 
◆黄东蛟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  北京市  100013） 

 
摘要：国家要求在十三五末期，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要受到基础的海洋知

识教育，将青少年培养成海洋强国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寻找学校可利用

的校内外课程资源，结合国家课程中丰富的海洋意识教育内容，从课程

目标、教学方法、教学特点、教学专题等提炼构建了适合中学特点的海

洋意识教育课程框架，在校本化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学生海洋意识不

断得到加强，并利用自身优势，不断向其他学校和地区辐射，起到带动

和示范作用。提出通过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来构建海洋意识教育课

程框架，是海洋意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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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海洋强国，不仅因我国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更因为这
是 21 世纪世界的发展趋势。中国海陆兼备，海洋为中国经济社
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十八大提出“提高海洋
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
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到十九大要求“坚持陆海统筹，
加快建设海洋强国”，再到 2016 年国家海洋局等五部委联合印发
《提升海洋强国软实力——全民海洋意识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
十三五规划》，为一线教师进行海洋意识教育提供了依据，指明
了方向，搭建了平台。 

一、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是海洋强国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的迫切需要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加强海洋意识教
育是我国从海洋大国走向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现在的中学生，
是未来海洋强国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因
此，国家希望到“十三五”末期，基础教育阶段的海洋意识教育
得到加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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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广大青少年掌握基本的海洋知识，营
造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的浓厚的认知氛围。 

二、构建海洋意识教育课程框架，让海洋知识“进教材、进
课堂、进校园” 

（一）寻找课程资源 
1.校外有海洋报等相关媒体的支持，有奋斗在海洋一线进行

宣传和研究的特聘专家。2.教学材料有中国海洋报、中国海洋报
亲海特刊、中国国家地理、《风雪南极》等系列报刊、书籍，《走
向海洋》、《大国崛起》等系列专题片。3.学校具备实施海洋教育
所需要的设施、设备和图书资料。4.有海洋教育兼职教师队伍，
可以开设课程、开展教育活动。5.学校建立了海洋教育实施经费
保障机制。加大海洋意识教育领域经费投入，支持海洋知识竞赛、
海洋意识科普讲座、教师培训等系列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开展。 

（二）结合学校实际，构建海洋意识教育课程框架 
海洋意识教育课程以地理学科兼职教师为主，因此主要发挥

地理课作为国家课程主渠道的作用，通过校本化实施来完成。 
1.海洋意识教育的总课程目标：了解海洋、关心海洋、热爱

海洋、经略海洋，宣传海洋建设成就，立志投身建设海洋强国。 
2.核心教学方法：国家课程教学的校本化实施。 
3.教学专题设置：（1）国家课程深化海洋教育：①中国的陆

与海：疆域；②中国人与海：爱海用海案例；③海陆变迁：我们
能改变地球的容颜吗？④中国人在极地：责任与贡献。（2）校本
课程拓展对海洋的了解：①大国崛起中的海洋意义，②海洋强国
建设前沿报道，③我与海洋的约会。（3）实践活动创造性、艺术
性地表达对海洋的了解：①各类海洋竞赛；②海洋茶席展示；③
《我心中的海洋》宣讲会。 

4.教学特点：在（行业、学科、知行）融合中发展，在创新
和艺术表达中成长。 

（三）发挥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的主渠道作用 
首先，从海洋意识教育进教材看，国家地理课程中已经有丰

富的海洋意识教育内容，深入挖掘，与学生的主要学习任务吻合，
其中中国地理部分 10 课时，世界地理部分 5 课时。通过海洋意

识时、空观的传递，便于引导学生理解海洋强国建设和 21 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些内容本身就是地理课学习的重点，也是
考察的重点。 

其次，从海洋意识教育进课堂的课时看，国家课程校本化
15 课时，占总学时的 43%。 

海洋意识教育课程，总学时 35。其中国家课程校本化，15
课时。其中中国地理部分 10 课时，（1）中国的疆域 2 课时，目
标：通过国家课程，了解中国的疆域，特别深化海洋国土概念：
300 多万 km²主张管辖海域，1.8 万 km 大陆海岸线，了解海洋资
源、海洋国土的政治、经济、战略意义，树立宁失千军不丧寸土
的海洋国土观念。（2）中国北方地区 3 课时，中国南方地区 5 课
时，目标：通过中国区域地理的学习，了解沿海地区人民在爱海、
用海、护海方面的成就，树立建设海洋强国的自信心。（3）世界
地理部分 5 课时，海陆变迁（人工岛屿 1 课时），南极地区 2 课
时，北极地区 2 课时。目标：通过世界海陆变迁的学习，了解中
国从古至今对海洋的理解就极其深刻，在现代化海洋强国的建设
中我国吹填岛屿的成就以及在南海为世界安全用海所做的努力，
树立和平利用海洋的信念；通过世界极地地区的学习，了解中国
人在开展极地科学考察方面所做出的的努力和成就，激发积极参
与极地事业的热情和责任。 

校本课程 10 课时（初一、二年级每年 3 课时：社团展示 3
课时，茶道课程融合 1 课时）。目标：通过校本课程深入了解大
国崛起过程中海洋的意义，深化海洋强国的认识。通过海洋探索
社社团活动、展示，将社员对海洋的热爱释放出来并带动给更多
的学生，发挥示范效用。 

实践活动 10 课时（含参赛、创作作品、听讲座、外出宣传
展示、参观等）。目标：通过实践活动，发挥学生创造性地表达
对海洋的理解、艺术性地表达对海洋的热爱的巨大能量，形成示
范能力。 

最后，从执行教师的影响看，学校主要海洋意识教育兼职教
师，作为国培计划培训专家、区兼职教研员、区学科带头人，为
国培计划全国骨干地理教师培训班的 50 位教师做《中国的疆域》
示范课，中国海洋报做过专题报道；为北京市推进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进校园现场会做《中国人在南极》现场示范课，北京电视
台作专题报道.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实现了海洋意识教育的
示范作用，受益面大，教育效果明显。 

三、海洋意识教育成果初现，学生取得的成绩斐然 
全校学生连续四年参加 2015-2018 年北京市学生海洋知识

竞赛，2015-2017 年共有 200 多人次获得北京市一、二、三等奖，
北京市现场总决赛中，2015-2017 年连续三年分别获得初中组第
三名 2 人，第二名 2 人，第二名 2 人的好成绩；共有六名学生代
表免费参加了市教委和国家海洋局宣传教育中心组织的海洋冬
令营活动，并获得优秀营员称号。 

在中国海洋学会组织的《畅想 2049 的海洋》活动中，我校
学生初一初二学生全员参与。积极查阅相关资料，与家长老师一
起畅想中国建国 100 年时我们的海洋科技发展前景，并利用多种
文学、艺术形式展示自己的理解。其中，段炳荣获国家特等奖，
她创作的中篇小说描述了为国家海洋探索的女性科学家奋斗的
故事，展现了学生强烈的海洋强国建设的参与意识。另外 7 名学
生分获一、二、三等奖，说明我校学生不仅海洋意识强，而且海
洋的创新意识也强，传播海洋意识的能力更强。 

海洋意识教育，任重道远，在学生在校时间有限的前提下，
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实施是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海洋意识教育课程
体系的丰富完善，需要有情怀的教师一同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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