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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对涉海高校大学生进行海洋意识教育对于增强大学生海洋情怀、投身

海洋事业、建设海洋强国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相关研究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我国涉海高校大学生

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了涉海高校开展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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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21th century was the century of the ocea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ducate college students 

about ocean consciousness to enhance their feelings about ocean, to devote themselves to ocean cause and to 

build a maritime power. Based on the literatures review, the main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marin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sea-related universities in China are analyzed. Some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are put forward to carry out the marine consciousness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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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意识是指国民对海洋知识、海

洋现象与规律、海洋作用与价值、海洋

开发与保护等方面的认识和情感。国外

海洋强国普遍重视海洋意识教育。我国

是一个海洋大国,但还不是一个海洋强

国。目前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还不够强。

2017 年,我国国民海洋意识综合指数为

63.71(指数区间值0～100),总体得分不

高,且仅有八成的省份达到了“及格线”,

有近二成的省份国民的海洋意识处于

“不及格”水平。为此,强化国民的海洋

意识势在必行,其中,重中之重是要加强

涉海高校大学生的海洋意识教育。为此,

本文拟对我国涉海高校大学生海洋意识

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 

1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在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研究方面,

学者们进行了有益探索。陈艳红(2010)

提出发展海洋文化的关键在于海洋意识

教育。吴青林(2010)提出大学生海洋意

识教育旨在树立海洋国土意识、海洋主

权意识、海洋资源意识、海洋强国意识、

海洋安全意识、海洋通道意识、海洋生

态意识。李明秋(2014)提出要构建蓝色

海洋意识的“海洋文化”教育课堂,建构

海洋特色教育课程体系。徐立特(2015)

提出应将现代海洋意识教育进入高校的

形势与政策课。雷超,等(2016)提出依靠

公选课、社团以及专家讲座为抓手的海

洋意识教育机制。高雪梅、孙祥山、于

旭蓉(2016)认为高校应从海洋自然意

识、海洋文化意识、海洋经济意识和海

洋政治意识等方面来研究海洋意识的培

养与教育策略。高良坚(2017)提出大学

生海洋意识的培育提升是实现海洋强国

的强大推动力与文化软实力,高校是培

育海洋意识的主阵地。杨光坤(2018)从

增加课堂海洋通识教育内容、营造校园

海洋意识宣传教育氛围、组织丰富多彩

的海洋文化活动等方面提出要践行新时

代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使命。姜昳芃

(2019)以大连海洋大学为例,提出实施

从“浅蓝-蔚蓝-湛蓝-深蓝”阶梯式递进

的蓝色教育模式。叶龙(2020)对美国、

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海

洋教育路径与趋势进行了研究。王永芝、

安杰晶(2020)提出要通过健全网络宣传

等途径来提高大学生的海洋意识。王静

(2020)提出要注重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中加强海洋意识教育,教师应首先进

行海洋观的自我教育。郑剑玲(2020)则

提出要将海洋意识教育融入大学生传统

文化教育中,并从海洋文化校本课程体

系开发等几个方面提出了建议。 

2 涉海高校大学生海洋意识教

育存在的问题 

据不完全调查,目前我国涉海高

校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2.1大学生海洋意识基础比较薄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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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知道中国有

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但不少大学生却

不知中国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

蓝色国土。虽在涉海高校学习,但不少大

学生对海岸带、基线、内水、领海、毗

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公海等概

念模糊不清,甚至对海与洋的区别、四大

海岛、四大洋等海洋常识性的问题也不

甚了解。 

2.2海洋意识教育的广泛性不够 

涉海高校一般有两类专业,一类是

涉海专业,另一类是非涉海专业。尽管涉

海高校在整体层面上都强调培养具有海

洋意识人才,但在实践中,“海洋意识”

的培养畸轻畸重。其中,涉海专业学生的

海洋意识教育相对比较重视,而非涉海

专业学生的海洋意识教育相对重视不够,

这既表现在人才培养方案中有关海洋意

识类课程的设置上,也表现在第二课堂

海洋意识教育活动的开展上。 

2.3海洋意识教育内容不够全面 

海洋意识教育应该让大学生树立海

洋国土意识、海洋主权意识、海洋资源

意识、海洋强国意识、海洋安全意识、

海洋通道意识、海洋生态意识等,相应地

教育内容就应该涉及到海洋资源与环

境、海洋经济、海洋政治、海洋军事、

海洋社会、海洋文化与海洋管理等。然

而,目前多数涉海高校虽开展了海洋意

识教育,但在内容上仍不够全面,或以海

洋文化或海洋管理一门课程来进行海洋

意识教育。 

2.4海洋意识教育手段比较单一 

海洋意识教育除了课堂教育渠道外,

还应建立海洋意识教育的网络、载体、

环境、基地、社团及文化活动等配套渠

道,这样才能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海洋

意识教育体系。大学生置身于这样浓厚

的海洋意识教育环境中,通过潜移默化

的作用才会培养起强烈的海洋意识。然

而,目前多数涉海高校海洋意识教育的

手段还比较单一,主要侧重于课内教育

方式,部分高校虽会通过邀请海洋专家

讲座、海洋知识橱窗等途径来开展海洋

意识教育,但其活动犹如蜻蜓点水,达不

到应有的教育效果。 

2.5海洋意识教育的师资力量不足 

海洋意识教育的关键在教师。拥有

一批具有海洋情怀、海洋专业知识渊博

的师资队伍是开展海洋意识教育的主要

基础与保证。然而,目前涉海高校的海洋

意识师资队伍建设比较滞后,难以满足

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的需要。表现为：

一是从事海洋意识教育的数量不够；二

是多数教师自身也缺乏一定的海洋意

识；三是囿于专业化分工,部分海洋专业

教师存在知识结构偏颇的现象。 

3 涉海高校开展大学生海洋意

识教育的对策 

3.1建立一支满足海洋意识教育的

师资队伍 

首先,从师资队伍的数量上要满足

开设海洋意识通识课的要求；其次,在师

资队伍的结构上要满足要求,要注重建

立在通识课、思政课、专业课以及团委

与辅导员系统中配置一定数量的具有海

洋教育背景的师资；再次,要广泛增强涉

海高校全体教师的海洋意识,发挥全员

育人之效果。 

3.2打造一批海洋意识教育课程

体系 

这里的课程不仅包括海洋通识教育

课程,而且包括海洋专业课、海洋思政

课、海洋实践课。海洋通识教育课程不

仅要在必修课中安排,而且要在选修课

中安排。思政课不仅要传授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要讲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也要

安排海洋意识的教育内容。当前要注重

将海洋意识教育纳入到课程思政中,让

教师在授课中融入海洋元素。此外,建议

实行必读书制度,学校可以为大学生列

出海洋必读书目,让学生在大学期间年

完成阅读。 

3.3注重构建海洋意识教育的网络

与载体 

针对大学生的心理特点与时代特征,

高校需注重构建海洋意识教育的网络与

载体。基于移动互联网时代,涉海高校需

建立海洋意识教育微信公众号,让大学

生从微信公众号中认知海洋、参与海洋,

实现海洋意识教育24小时不间断。基于

大学生喜欢直观教育的心理特点,涉海

高校应注重建立海洋意识教育载体,如

建立海洋教育展示馆、博物馆等,并配有

讲解员,在新生入学、海洋日等重要的海

洋教育节点,组织大学生参观这些展示

馆或博物馆,从而增强大学生的海洋意

识与情怀。 

3.4打造具有“海味”的海洋意识教

育环境 

环境具有陶冶情操、潜移默化的育

人效果。针对不少涉海高校“海味”不

足的现状,高校应注重“海味”的营造。

高校可以在校园中树立古今著名的海洋

人物雕像,如郑和、徐福等,也可以是现

当代奉献于海洋事业的科学家塑像；可

以在校园多点建立海洋橱窗与海洋文化

走廊；可以在校园中悬挂宣传海洋知识

与海洋精神的横幅、标语与名言；可以

在建筑物的造型设计、校内公园的景观

设计中加入海洋元素等。大学生置身于

这样立体式、形象化的海洋教育环境,

久而久之,海洋意识就会从量变到质变。 

3.5注重建立海洋意识教育的校外

基地 

在大学生海洋意识教育活动中,高

校可以借助校外资源,通过建立校外海

洋意识教育基地的办法实现海洋意识教

育之目的。譬如,高校或二级学院可以与

社会上的海洋馆、海洋博物馆、海洋研

究院所、海洋局、海洋环境中介组织等

单位开展合作,让学生走出校门,在新的

环境中感受海洋魅力,增强海洋情怀。很

大程度上,校外基地也愿意与涉海高校

建立起这种合作关系,一是可以体现其

更大的社会价值；二是可以利用高校大

学生的资源开展必要的活动,如联合调

查、数据处理、公益活动的支持等。 

3.6开展丰富多彩的海洋意识教育

课外活动 

高校可以利用第二课堂开展丰富多

彩海洋意识教育活动。高校或二级学院

可以邀请海洋著名人物、海洋研究著名

专家学者、海洋军事专家等来校做学术

报告；可以在中国航海日、海洋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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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支架教学(scaffolding)如何有效地促进任务型阅读教学的实现,从而体现语言学习的交际性

和自主性。以New Headway Intermediate教材Unit 1中的阅读为例,基于任务型阅读教学的三个核心阶段

来探讨支架教学对完成阅读任务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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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要 

近年来,任务型语言教学法凭借其

注重语言学习的交际性和强调学生学习

的自主性等优势,已成为语言教学领域

中的主流方法。而谈及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的能力时,支架教学在其中发挥了积

极作用。Wood,Bruner和Ross(1976)提出

“支架”这一概念已有四十多年。在教

学领域中,“支架”特指学习者所获得的

辅助性的学习手段。而支架教学则强调

教学过程应紧密围绕学生,利用师生间

和生生间的互动合作达到相应的教学目

标。基于不同学生的已知水平,教师应搭

建适当的支架,鼓励他们沿着辅助的支

架攀升,形成对新知识的建构。本文选取

了New headway(中级)第一单元的阅读a 

world of difference,基于Skehan(1996)

发展的任务型语言教学法,本课的阅读

教学分为阅读前任务,阅读中任务和阅

读后任务三个阶段进行组织。  

2 阅读前任务 

该阶段的任务包含词汇学习,背景

知识和小组讨论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

文章内容和减轻学生的认知负担,教师

在此阶段讲解阅读中的核心词汇,补充

相关的阅读背景知识,同时引导学生进

行小组讨论,这些任务都被视为教师为

学生提供的支架(Myhill和Warren,2005

年)。一旦学生对阅读内容获得足够的

理解,教师就可以淡化支架并将学习

责任主体转移给学生,从而使得学生

能够更加自主有效地控制他们的学习

实践。此外,教师在该阶段应当清晰明

确地解释任务的执行方式和预期达到

的结果,为学生进一步提供有力的支

架。例如,教师可通过与一名学生进行

角色扮演,共同演示如何完成整个任

务,从而直观地帮助学生明确学习任

务及其完成效果。 

3 阅读中任务  

该阶段要求小组合作共同完成切块

拼接阅读任务。首先,学生被均分为A

组和B组,各组分别阅读两个不同家庭

的故事。然后,组内成员通过讨论回答

各自阅读片段后面提出的问题。接着,

两个小组的同学互相组队,即A组的一

名同学和B组的一名同学形成配对小组,

以此类推。此时,每个配对小组中均包

含一名A组成员和一名B组成员,两名同

学通过口头交流讨论来分享各自的阅

读内容,并且完成该阶段的阅读任务,

即找到两个家庭之间的异同。在此过程

中,教师的作用是： 

(1)确保学生交流分享信息,而不是

简单地阅读课文。 

(2)监控话语模式,以确保各个任

务小分队是通过协作来完成切块拼接

任务。 

(3)当学生对文章内容的理解感到

困难时,教师及时提供适当的帮助。 

界环境日、校庆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上开

展大学生海洋论坛、海洋主题演讲、海

洋书画比赛等特色活动；可以建立大学

生海洋文化社团,建立大学生海洋文化

节等。学生自主设计的活动,学生参与的

积极性就高。在丰富多彩的海洋意识教

育活动中,大学生不知不觉地增强了海

洋意识,提高了海洋认知水平,强化了海

洋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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