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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岛３９中我看到了教育的希望

（代序）

青岛３９中的海洋教育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从青岛３９中
的探索中，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青岛３９中本来是一所以艺术
教育特色见长的学校，从这所学校走出了一批又一批艺术界的优
秀人才，如活跃在影视界的唐国强、著名主持人倪萍等，都是这所
学校培养的。白刚勋校长告诉我，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活跃在北
京艺术舞台的著名艺术家就有１００多人。

但是，学校并没有固守传统不求创新，在山东省推进素质教育
的过程中，他们不断思考：学校新的发展空间到底在哪里？如何抓
住教育发展的新形势，走出传统，求得学校发展的新突破？他们在
充分分析教育发展形势以及自身资源优势的基础上，２０１１年起，
开始探索一条以海洋特色建设为载体、与大学联合育人的人才培
养新模式。

　　一、与高校合作开办海洋教育实验班

青岛３９中开展海洋教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青岛是我国
著名的海洋科学城，很多海洋科学方面的院士、科学家集聚在青
岛。同时，３９中是我国著名涉海高校中国海洋大学的附中。３９中
在广泛听取中国海洋大学的专家和发动全校师生大讨论的基础
上，毅然把海洋教育确定为学校发展和培育的新特色。

一是加强与大学联系，拓宽学校发展平台。除了中国海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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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外，与有涉海专业的包括清华、北大、南大、浙大等２６所著名高
校建立了联系，并且都是与国家海洋局签约的单位。

二是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系，建立学生实践平台。学校与国
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黄海水产研究所、国土资源部青岛海洋地质研
究所、青岛海洋科技馆等驻青岛海洋科研机构签订了《海洋教育联
合育人协议》，建立学校海洋教育实践基地。

三是聘请著名专家教授组成课程研发和教授团队。学校聘请
了４０多位专家教授组成专家团队，同时聘请海洋大学有关海洋科
学方面的研究生作为学生海洋探究的校外辅导员，定期指导课程
学习、研究性学习、课外活动、课题研究，最终形成一支专兼职相结
合、课堂教学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二、建设富有特色的海洋课程体系

３９中在课程建设与开发上，依据不同阶段学生的认知规律，

针对海洋班和普通班学生的不同特点，形成了“Ａ基础型课程＋
Ｂ拓展型课程＋ Ｃ实践型课程”三位一体的海洋特色课程体系。
实现了“四个一”工程：每周一节海洋科普讲座，每月一次海洋实践
活动，每学期一项海洋课题研究，每年一次海上科考活动。

１．基础性课程，即国家课程，主要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
要求，夯实学生基础，实现全面发展。开全、开齐、开足国家课程，

在落实国家课程过程中结合学科特点渗透海洋知识、培养海洋意
识和海洋文化。

２．拓展型课程，以海洋科学内容为主线，建立相应的“海洋知
识超市”。目标是激发兴趣、开阔眼界，对大学相关课程有所了解，
为实践型课程尤其是课题研究做准备。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课
程，高一、高二各４０课时。课程内容包括海洋物理、海洋化学、海
洋生物、海洋地质、海洋权益、海洋矿产、海洋文化等。

３．实践性课程，课程目标是激发兴趣，培养实践能力和创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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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每月一次海洋实践考察，每学期一项课题研究，每年一次海上
科考和海洋游学。举办丰富多彩的海洋实践活动，开阔学生的眼
界。

　　三、海洋生物学博士主持海洋生物实验室

为了打造高水平的海洋教育教师团队，在青岛市教育局的大
力支持下，学校已经专门招聘了海洋科学方面的两名博士生。海
洋生物学博士白晓歌曾经两次到南极进行科学考察。青岛３９中
为了搞好海洋实验教育，专门配备了海洋生物实验室，这个实验室
的配备水平与海洋大学大一学生的实验室是一样的。学校正在筹
备建设海洋地质实验室。在海洋生物实验室，我问白博士为什么
喜欢到青岛３９中工作？她说，自己喜欢在这里带领孩子们做海洋
生物实验，自己在大学里工作可以做研究，在这里同样可以做研
究。白老师的工作时间主要是每天下午４点至６点，还有周末、节
假日。有些孩子做实验常常做到下午６点多。我问白老师今年刚
刚入学的高一学生到这个实验室做过实验的有多少，她说，已有

７０多位学生。这个数字是令我吃惊的。要知道，青岛３９中高一
只有五个班，不到２００个学生，这其中，还有一个班是学艺术特长
的。这说明，到这里做实验的不仅仅是海洋实验班的学生。白老
师告诉我，高一的孩子已经从大肠杆菌中提取出了ＤＮＡ。

　　四、在实验研究中学习科学

开展海洋课题研究是３９中海洋实践课程的一大亮点。研究
型的学习方式深受学生的欢迎，首轮海洋课题共有９个，其研究内
容涉及“海洋有孔虫”“斑马鱼胚胎发育”“虾类解剖”“从海洋贝壳
中提取糖蛋白”“海洋生物生活习性”“海洋旅游文化”“海洋岛屿”

等。
请看参与“斑马鱼早期胚胎发育形态学观察”研究的两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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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想。
张鑫瑞同学：这两个多月来我们组积极进行了研究性学习的

研究工作，我是本组的一名组员。我们经常一大早去海洋大学生
物实验室进行斑马鱼的胚胎观察，一直要观察到下午。虽然说一
个斑马鱼胚胎的发育很缓慢，要１５分钟才能分裂一次，但是我们
没有丝毫的厌倦，大家都耐心地观察，有时候我们还进行一点剥离
细胞膜的训练，这个很锻炼人的耐心，我很喜欢。我还参加了海洋
大学内部的一次讲座，感觉他们讲得高深无比，我才疏学浅，很难
听懂多少，感觉我应该学的还很多。

尹震霄同学：我自幼就喜欢各种动物、植物，长大后我对生命
的奥秘愈发感兴趣。感谢学校给我这个探究生命始源的机会，研
究斑马鱼从鱼卵到胚胎的发育过程。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
但是在观察斑马鱼鱼卵的时候，我却能耐住性子，我想这就是兴趣
的力量吧。不得不说，生命是神奇的，即使是比人类简单得多的一
条斑马鱼，也将生命的瑰丽展现得淋漓尽致。从鱼卵上一个小小
的细胞开始分裂，每时每刻都有微小的变化。一变二、二变四、四
再变八……直至最后变成一条鱼。研究性学习绝不仅仅是了解一
些课外知识而已，在研究和学习的过程中我得到的是耐心、得到的
是快乐、得到的是对生命更深的理解。

青岛３９中海洋教育实验班给我们的启示：

１．校内、外资源合作育人
学校总是生活在社区之中，总有学校可以利用的各种资源。

按照我省《教育规划纲要》的要求，推进普通高中与高校合作育人，
是我省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现在，我省普通高等
学校已有１４０多所，这些高校应该打开大门与普通高中通过开放
实验室、联合开发课程、教授走进中学等方式，与普通高中合作育
人。

不仅是高校的资源可以为我所用，一切有益的自然、人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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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源都可以为学校所用。以高密的莫言文学馆为例，完全可以
以此为载体为那些对文学有兴趣的学子开发出一系列课程……

２．与世界科学教育潮流接轨
在做中学科学，在实验中学科学，这是世界科学教育的潮流。

很遗憾，我国的科学教育由于受到应试教育的影响，科学实验长期
受到忽视，致使我国的科学教育无法真正培养孩子的科学素养，给
予孩子们只是一些死记硬背、生吞活剥的知识。这些知识当考试
结束之后、当考上所谓的大学之后，也就全部还给了课本，还给了
老师。

从青岛３９中的实验中，我想到了当前许多学校的理化生实验
室除了做少量的实验，大部分时间处于闲置状态的情况。我认为，

到了改变目前做实验的师生不管实验室，管实验室的人又不懂实
验这种状况的时候了。我想，我国中学的科学教育可以借鉴３９中
的经验，引进高学历的科学人才，除承担少部分授课任务外，主要
负责实验室工作，专职担任学生研究性学习课程的指导老师。这
对于充分发挥实验教学在中学科学教育中的基础作用，培养学生
们的科学兴趣，激活我国科学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高校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在高中
中国海洋大学前校长管华诗院士曾说：“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专

业的学生入学分数很高，但培养潜力不大，因为他们缺乏对海洋的
兴趣，缺乏一定的海洋专业基础，更缺乏海洋专业发展的志向，对
于毕业后是否从事海洋领域的工作，也很茫然。”不能不承认，国家
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在普通高中。如果我们任由当下的应试教育
将孩子们的兴趣、社会责任感、自主管理能力摧残殆尽，高等学校
还培养什么创新人才呢！

３９中开展的海洋教育通过校本课程的开设，让学生通过科普
讲座多了解相关专业，激发学生的兴趣；通过实践型课程培养学生
的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在学生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科学的种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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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动手实践更感兴趣，实践能让学生真正感受到学习的意义。
有的学生说：“活着的意义就在于改变这个世界。”两年多的探索实
践，使３９中对如何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有了新的理解：一是培
养学生的兴趣，二是将兴趣爱好培养为一种能力；三是实现兴趣与
专业发展的对接。只有将专业的选择建立在兴趣基础之上，才能
充分挖掘学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如此，将来孩子在选择上什么大
学时还会盲目吗？如此，将来大学还会选不到适合自己办学特色
的学生吗？如此，普通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人才培养还会脱节
吗？

我从３９中的改革，看到了中国教育的希望！

国家督学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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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课程性质

海洋文化，就是和海洋有关的文化，就是缘于海洋而生成的文
化，也即人类对海洋本身的认识，利用和因由海洋而创造出来的精
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
就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其范畴应该包括海洋精
神、海洋意识、海洋文学、海洋艺术以及海洋民俗等方面。

二、课程目标

增强学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意识。让学生认识海洋、热爱
海洋、亲近海洋，激发学生热爱、探索、开发与保护海洋的热情。建
设和弘扬海洋文化，让海洋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三、课程内容

本课程共分为六个章节，从海洋精神、海洋意识、中国海洋文
学、外国海洋文学、海洋艺术、海洋民俗的角度，全面分析海洋文化
的性质和内涵。

第一章《海洋精神》侧重于将海洋精神同中华民族精神相结
合，分析其价值、内涵；同时带领学生回答在海洋强国的背景下，
“为什么培育海洋精神”“应该培育什么样的海洋精神”“培育海洋
精神的意义何在”等问题。

第二章《海洋意识》分析了海洋意识的内涵和特点，介绍了中
华海洋民俗及海洋意识的发展阶段，同时，提出了新时代应该如何
增强公民的海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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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中国海洋文学》和第四章《外国海洋文学》按照文学体
裁的不同进行划分，介绍了古今中外的一些代表性的海洋文学家
和部分优秀的海洋文学作品。

第五章《海洋艺术》按照艺术作品的形式进行分类，分别介绍
了国内和国外有代表性的优秀海洋艺术作品。

第六章《海洋民俗》通过海洋生产生活习俗、海洋民俗节会等
部分概述中国的海洋民俗，并对青岛地区的海洋民俗文化做了详
细介绍。

四、课程设计

海洋文化课程均按模块组织学习内容，共２１个课时在高二开
设。海洋精神２课时，海洋意识４课时，中国海洋文学４课时，外
国海洋文学４课时，海洋艺术３课时，海洋民俗４课时。

五、教材编写

教材编写以思想性、趣味性、拓展性、科学性、灵活性为原则，
尽可能采用探究式、发现式的学习方法，促使学生拓展思维、开阔
眼界，培养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教材按照章节编写，每一章节内
容有概述、基本内容、问答题、资料平台等。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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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洋精神

第一节　海洋精神的内涵解读

精神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形成的意识、风貌和特征的综合
体现。一个人没有精神难成大器，一个民族没有精神难以持久。

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这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我国政府对发
展海洋事业也十分关心。海洋精神是决定海洋事业成败的重要因
素，是推动海洋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力量源泉。因此，在开发、
利用、保护海洋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海洋精神的内涵。

一、四海一家的和谐精神

和谐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热爱海
洋、善待海洋的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传统海洋文化中，平等亲和的
海洋精神深入人心。“四海之内皆兄弟”“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
邻”等中国先贤的著名言论，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海洋时的
“以和为贵”的精神。而这一精神具体体现在“人海和谐”和“和平
共处”两个方面。

其一，人海和谐。中国海洋文化强调天人合一、亲海敬海。我
国沿海各地的海神信仰和祭海习俗都包含着感恩海洋和热爱海洋
的成分。如每年休渔时节，浙江岱山就举行大规模的祭海谢洋庆
典，渔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向大海诉说自己的拳拳之心，道出海
岛人心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

其二，和平共处。海洋和谐精神不仅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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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上，还体现在各
海洋民族之间的和平
共处上。早在商周时
期，就有人道出中国
“协和万邦”的整体和
谐观。郑和下西洋是
这一观念在海洋发展
过程中的最好体现。
明代，郑和率领当时
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七下西洋，给沿途各国带去中国茶叶、丝绸、
瓷器等，带回各国人民对中华民族的信任和友谊，没有掠夺一件物
品，没有带回一个奴隶，更没有强迫别人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圆
满完成“和平之旅”“友谊之旅”，是互通有无，而不是侵略掠夺，体
现的就是四海一家的和谐精神。

二、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

大海拥有一种不择细流、终成浩瀚的包容精神。“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大海由于地势很低，所以能接纳众多江河小溪的水流；
启示我们要有像海洋一样博大的胸怀，学会去包容、接纳。

对个人而言，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别人思维判断和行为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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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容忍别人发表不同于自己或传统认识的思想观点。对国家
和民族而言，更应该用包容和开放的心态进行发展，坚持对外开
放。

三、勇往直前的开拓精神

海洋的浩瀚阻断了人类赖以生存的陆地空间，同时海洋中蕴
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这就需要人类进行勇往直前的探索。古今
中外，留下了诸多人类对海洋的开拓足迹。

秦始皇统一后的五次出巡，其中四次来到海滨。他派遣徐福
“入海求仙人”，实际上也是进行海洋开拓的一种特殊形式。

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方，以达伽马、哥伦布为代表的航海家们，面
对未知的海洋，勇往直前，发现了一个个“新大陆”，创造出历史上
著名的“大航海时代”。

近年来，中国的
海洋科技工作者攻
克技术难关，自主设
计、自主研制出深海
潜 水 器———“蛟 龙
号”，不断刷新中国
人探索海洋深度的
记录。２０１２年７月，
“蛟龙号”在马里亚
纳海沟试验海区创造了下潜７　０６２米的中国载人深潜纪录。

四、战风斗浪的拼搏精神

李白在《行路难》中的名句“长风波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
海”，道出了自己面对重重困难，依然坚定信心，满怀抱负的意志。
这种战风斗浪的拼搏精神也是海洋精神的重要方面。

渔民和海商是两大海洋群体。人在海上，免不了要遇到狂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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