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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的历史性跨越，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选择。当前，我国正在实施“建设海洋强

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亟须进一步提高全民的

海洋意识。根据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为积极推动海洋知

识“进学校、进教材、进课堂”，引导中小学生树立热爱海洋、

经略海洋的理念，我们组织有关的海洋专家、教育专家和从事

海洋教育的教师编写了全国首套“中小学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

材——《我们的海洋》”，以及这套教材的教师用书。

本着努力提高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教师用书的科学性、

实用性、指导性、创新性的原则，在编写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

了以下几点。

1. 注重对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的编写意图、设计思路、

内容结构和主要特点的分析，使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的创新

精神和丰富内涵得以充分展现。

2. 科学地提炼各层次的教育目标，并对教育目标进行具体

说明，充分发挥海洋意识教育目标的引领、激励和评价作用。

3. 引导教师了解知识载体的选用与海洋意识教育目标达成

之间的关系，加深他们对有关载体内容的理解，并及时将新的

信息运用到海洋意识教育活动之中。

4. 充分地展现教材中的现代教育观点，引导教师从现代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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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观的高度来看待教材、分析教材，充分运用现代教育策略来切实增强学生

的海洋意识。

5. 凸显海洋意识教育。系列教材十分重视以活动体验来增强学生海洋意识

的特点，引导教师积极主动地组织学生开展自主探究、合作研究和实践活动。

6. 加强分类指导，引导教师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创新精神，使各地的海洋

意识教育活动开展得各具特色、切实有效。

教师用书共分五册：小学分上、中、下三册，初中、高中各一册。各册教

师用书皆包括本册总说明、单元说明、主题活动（小学版）或课题研究（中学

版）内容分析、教学设计和教学资源拓展等部分。

欢迎广大教师根据这套教师用书提供的建议和策略广泛深入地开展海洋

意识教育活动，切实有效地增强学生的海洋意识，也欢迎大家对这套教师用

书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使其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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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册教材总说明

本册教材总说明

一、本册教材海洋意识教育的总任务和总目标

全册教材围绕培养对海洋的感情、激发认识海洋的兴趣展开，从把握海洋概貌到

认知海洋与人类生活的关系，逐层深入地进行海洋知识的讲解及海洋意识的渗透，为

以后各册逐步深入探究海洋、增强海洋意识奠定基础。通过引导小学低年级学生初步

感知海洋基本概貌，认识可爱的海洋生物，了解人类与大海的交往活动，吸引学生产

生了解海洋的兴趣，激发学生对海洋的热爱，培养关爱海洋生物的情感，从而意识到

海洋是有趣的、海洋是博大的、海洋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

二、本册教材的内容构成

本册教材共包括三个单元：第一单元“你好，海洋”主要从海洋环境、海洋地

理的角度，整体上介绍海洋的概貌，使学生初步形成海洋是个大宝库以及海洋是人类

的家园的海洋意识；第二单元“认识海洋‘居民’”介绍了众多海洋生物，包括鱼、

海兽、虾、蟹、海贝、海洋植物以及海底动物中的“共生”族和“再生”族，使学生

进一步了解海洋生物知识，认识到海洋资源的丰富性；第三单元“和大海交朋友”主

要从大海与人类关系的角度，介绍海洋美食、大海中的船儿以及人类与大海的交往活

动，使学生亲海、爱海，初步树立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本册教材共设置了12个主题活动，每个主题活动皆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情

境创设，为每个主题活动做好铺垫。第二部分，主体活动，指主要在课堂上进行的活

动（有的活动要课上课下结合进行）。主体活动又分为若干板块，每个板块都以有关

的活动性栏目来体现，有关的教材内容和资料性栏目为开展活动服务。第三部分，拓

展活动（即“蓝色行动”），主要是学生课外实践活动，是本课内容的综合运用和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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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理解本课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实践与探究，从而更好地实

现海洋意识教育目标。

活动性栏目“我来查”“我来演”“我来说”“我来找”“我来画”“我来写”“我来

做”“迷你讨论吧”等，以提高学生参与活动课程的积极性和主体性为目的，突出学

生自主探究能力的培养，而“小小资料卡”栏目则是相关课程内容的知识性链接，目

的在于进一步开阔学生的视野，丰富他们对海洋的认识。

三、本册教材的主要特点

1. 海洋知识服务于海洋意识培养，以海洋意识教育为主线展开活动内容。三个单

元的内容设置，以使学生“亲海—知海—爱海”为线索，突出学生海洋意识的逐步

树立与逐层加深，用“总—分—总”的形式，将海洋的整体认识、丰富的海洋生物

知识以及海洋与人类的关系依次推入学生的视野，为下一步继续探究海洋奠定良好

的基础。

2. 凸显互动性、直观性、多样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提高学生探究海洋的兴

趣，激发他们热爱海洋的情感。本教材特意选取了大量的互动性场景并配以生动形象

的图片，以增强学生的融入感和亲切感。每课以“海洋万花筒”的场景形式切入，引

出问题，然后以丰富多彩的图片，辅以简单的文字性内容，有的还穿插了有趣的海洋

动物故事，在场景和故事中不断提出问题，引导学生领会知识、开展活动，非常符合

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兴趣特点。

3. 强调探究的主体性和过程体验，引导学生由“亲海”“知海”到“爱海”。本

册教材使学生在边学边思边做中自然地感知海洋、亲近海洋、热爱海洋，从而实现

海洋意识教育的目标。在相关活动中，以“迷你讨论吧”的小组讨论形式，引导学

生综合运用自己掌握的海洋知识思考、讨论并解决问题，既要培养他们的科学思维能

力，激发他们探究海洋知识的兴趣，又要在交流与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拉近他们与海洋

的距离。 

4. 结合实际进行活动设计，有利于教师因地制宜开展教学活动。“我来查”“我

来做”“我来演”等活动性栏目以及每课最后“蓝色行动”的设计，考虑到了地域差

异，无论是对内陆还是沿海地区的学生，均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可操作性，为学生进一

步走近海洋、探索海洋架起了桥梁。教师在教学活动中，可以根据当地和本校的实际

情况以及学生的不同特点，灵活选用或调整教材中的有关栏目，在教学课时上也可以

灵活安排，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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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你好，海洋

第二部分  本册教材具体内容分析

第一单元  你好，海洋

一、设置本单元的目的

本单元根据小学低年级学生的思维特点及认知规律安排内容，以使学生对大海产

生一个整体的形象认知。先从海洋的外部特征入手，让学生初步了解大海的颜色和味

道、大海是不断变化的、大海是连通的整体，让学生认识到大海是人类的蓝色家园以

及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从而建立对海洋的形象化认知。在活动性栏目设置上，以感

知海洋概貌为主，激发学生“爱海”的基本情感，为进一步了解海洋生物及海洋与人

类生活的关系奠定基础。

二、本单元的内容安排

本单元共包括“蓝色的海洋”“多变的海洋”“走近海与洋”三个主题活动，涉及

海洋生态、海洋环境、海洋地理等领域。

第一个主题活动“蓝色的海洋”主要从海洋的大小、海水的味道、海洋资源大宝

库的角度，为学生提供海洋是人类的蓝色家园的整体性认知。第二个主题活动“多变

的海洋”主要介绍了海浪、潮汐和大海颜色的变化，使学生感知大海的不断变化，形

成大海是运动变化的认知。第三个主题活动“走近海与洋”主要是引导学生了解海与

洋、世界四大洋以及美丽中国海，形成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的基本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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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蓝色的海洋

海洋意识教育目标

1. 通过观察讨论地球表面的三种颜色，引导学生感知地球是一个“蓝色水球”。

2. 通过“海洋有多大”的活动，使学生感受海洋的辽阔，激发他们热爱海洋的情感。

3. 通过“海洋是个大宝库”的活动，增强学生热爱和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活动分析与建议

本主题活动结合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以海洋的大小、海水的味道、

海洋大宝库为主要探究内容，引导学生通过看一看、说一说、尝一尝等方式进行探

究，在活动中培养学生善于观察、勇于表达和动手的能力，增强他们热爱海洋、关

爱海洋生物的意识。

本主题活动主要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情境创设（“海洋万花筒”）

情境创设主要通过学生观察图片中地球表面呈现三种颜色的情境导入活动。蓝色

部分表示海洋，绿色部分表示森林，黄色部分表示没有树木覆盖的陆地。教材旨在利

用直观形象的图像，让学生通过观察、交流和讨论，感知地球是个“蓝色水球”，同

时激发小学低年级学生探究海洋的兴趣。教学时，教师可先组织学生观察教材中的图

片，通过观察图片中地球表面的颜色，激发学生探究的兴趣。教师也可利用有关地球

表面的录像资料进行情境导入，或者以小组为单位观察地球仪等方式引导学生根据已

有的经验进行交流。教师可组织学生以小组交流的形式，讨论地球表面不同颜色各表

示什么，并在全班进行交流，争取让每位学生都有表达的机会。教师要注意组织与引

导，鼓励学生大胆表达，并注意语言表述的完整性。

第二部分：主体活动

这一部分分为三个板块。

海洋意识教育目标

活动分析与建议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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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本册教材具体内容分析

第一板块：了解海洋面积（“海洋有多大”）

这一板块的活动主要通过“我来查”栏目来体现。教材设置了两个学生和一个船

员在海边讨论“海洋有多大”的场景，旨在通过观察和谈话的方式，引导学生感受海

洋的辽阔。

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结合“我来查”栏目，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通过观察

地球仪，了解海洋有多大。接着出示有关海洋风光的录像资料或图片资料导入活动环

节，带领学生欣赏蓝色海洋的壮丽，以及水天相接、浑然一色的美景，引导学生感受

海洋的辽阔和美丽，激发学生喜欢大海、热爱大海的情感，以及进一步了解海洋的兴

趣。在整个活动过程中，教师要注意营造氛围，引导学生在参与探究活动的过程中，

体验探索的乐趣，增强学生亲海、爱海的意识。

第二板块：了解海水味道（“海水的味道”） 

这一板块的活动主要通过“迷你讨论吧”栏目来体现。教材呈现了“两个小朋友

给从海里捕捉来的小鱼换水”的情境，引出“海水与自来水味道不一样吗”的问题， 

旨在用充满童趣的故事激发学生探究海水味道的兴趣。

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讲故事或表演故事的形式导入，组织学生看故事，

并在故事结束后提出“为什么小鱼喝了自来水很难受”“自来水与海水的味道不一样

吗”等问题，引导学生进行讨论交流，并进行“品尝海水的味道”实验。 这个探究活

动特别符合小学低年级学生的认知特点，能充分调动学生的探究热情。活动过程中，

教师可以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准备三种不同的水，让学生通过看一看、尝一尝、

比一比，感知海水的味道，通过提供的资料进一步了解海水咸的原因。教师要引导学

生调动多种感官参与活动，进行体验，感知海水的特点，并让学生通过简单的记录学

会探究学习的方式方法。提示学生把研究过程中的信息资料加以记录，为进一步的交

流作准备。

第三板块：认识海洋宝贝（“海洋是个大宝库”）

这一板块的活动主要通过“我来唱”栏目来体现。教材主要呈现了“美丽的海底

世界”的场景，让学生在海底世界中找一找自己认识的“海洋宝贝”，并简单了解它

们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贡献。教材旨在通过介绍美丽神奇的海底世界，充分激发学生

探究的热情，让学生充满兴趣地认识各种海洋生物，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增强热爱

和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先播放歌曲，营造氛围，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组织他

们谈谈自己所认识的海洋生物，交流自己对海洋生物的了解。接着带领学生学唱歌曲

《大海啊故乡》。教师也可以播放海底世界的影像资料，带领学生“畅游”美丽神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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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海底世界，在活动中认识各种各样的海洋生物，简单交流海洋生物对人类的作用和

贡献。活动结束后还可以带领学生在歌声中，拿起手中的画笔，画一画美丽的海底世

界，画一画自己认识和喜欢的海洋宝贝，并在全班进行展示和交流。通过这些活动，

培养学生热爱海洋、保护海洋的情感，进一步增强学生关爱和保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及时对学生进行肯定和鼓励，让他们体验到参与活动的喜悦

和快乐。

第三部分：拓展活动（“蓝色行动”）

“蓝色行动”作为活动的拓展延伸。教材引导学生画一画美丽的大海，利用为大

海画张像的方式来展示大海的风采。

活动过程中，教师可以营造一种宁静的氛围，让学生闭上眼睛，听一听海浪拍

岸、潮起潮落的声音，想象大海的样子；用心聆听歌曲《大海啊故乡》，在音乐声中

画一画自己心中美丽的大海；然后进行“成果”展示，组织全班学生进行交流和评

价。在组织评价时，可采用学生自评、同学互评、教师点评等方式进行，使学生能够

就自己参与本主题活动的收获、体验进行总结，让他们从小小的成果中感受到乐趣和

喜悦，以此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海洋的兴趣。

活动重点

通过活动，引导学生感知海洋的大小、海水的味道，认知海洋是个大宝库，培养

他们热爱海洋的情感，初步形成海洋是人类蓝色家园的海洋意识。

活动设计案例

【活动准备】

教师准备：地球仪，演示实验器材一套，海水素，多媒体课件，海洋的相关视

频，图片资料，海洋拼图板，小转盘，《大海啊故乡》音频。

学生准备：搜集感兴趣的海洋宝贝的资料、水彩笔、图画纸。

【活动课时】

3课时。

【活动过程】

第一课时

一、玩一玩，初步感知“蓝色水球”

1. 观察地球仪。教师引导：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地球仪，地球是什么形状的？教师

活动重点

活动设计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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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轻轻转动地球仪，看看地球仪上主要有几种颜色，分别代表什么。

（地球仪上主要有三种颜色，蓝色代表海洋，黄色代表没有树木覆盖的陆地，绿

色代表森林。）

2. 教师引导：通过观察，你们发现哪种颜色最多？试着说说能看出什么？

3. 教师小结：大家说出了自己的看法，那么海洋到底有多大呢？让我们一起走近

海洋，探究海洋。

【设计意图：本环节旨在把握小学低年级学生的年龄特点，让学生转动地球仪，

仔细观察，由浅入深，激发他们探究海洋的热情。】

二、看一看，感知海洋的辽阔

1. 出示教材中地球的卫星云图。教师引导：看，这是宇航员叔叔在太空拍摄的地

球图片。让我们一起跟随宇航员叔叔的镜头，在太空中看看地球的样子。

2. 播放太空中看地球的视频：谁来说一说在太空中看地球是什么样子？（学生：

浩瀚的海洋；漂在海面上像海岛一样的陆地。）教师引导：蓝色的地球像什么？

3. 过渡：在太空中看地球，地球就是一个蓝色的星球。

4. 教师引导：如果我们有机会看到大海，大海又是什么样子呢？（播放介绍大海

风光的视频或出示教材中“海洋有多大”两个小朋友的图片）此时此刻，如果你就站

在大海边，看到这样的景色，你想说些什么？

5. 教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海员叔叔是怎么说的。（播放音频：教材中海员叔叔

的话）

6. 教师：听了海员叔叔的话，你想看看大海的样子吗？（学生：想！）（课件播

放海洋纪录片相关片段）

7. 教师谈话：同学们，观看了太空看海、海边看海、海上看海等视频，现在，大

家有什么感受？

教师总结：是啊，我们生活的地球大部分被海水覆盖着，蓝色的大海幽静美丽，

水天相接、浑然一色的美景，深深地吸引着我们。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大量的视频，生动活化了教材中的图片，从多角度看

大海，引导学生感受大海的辽阔、产生爱海的情感，激发他们深入探究海洋大小的

欲望。】

三、拼一拼，探究海洋的大小

1. 导语：同学们，咱们以小组为单位一起做个海洋拼图游戏。

2. 教师介绍游戏道具：从材料袋中拿出世界地图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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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课件出示游戏要求。

（1）请将陆地部分的拼图块取下来（3块）。

（2）小组成员将取下的陆地拼到海洋部分，看看能不能遮住海洋部分；如果要

全遮住看看大约还需要几块。

（3）组内讨论结果及发现。

4. 小组汇报发现：无论怎样摆，陆地都遮盖不住海洋，大约还需要4块。

5. 教师：将你的发现用水彩笔涂在海洋与陆地的小转盘上。

6. 教师结合拼图和涂色活动，引导学生谈谈感受。教师总结：同学们具有科学家

的探索精神，通过动手动脑，知道了如果把整个地球表面分成10 份，那么，我们生活

的陆地约占3份，剩下约7份都是海洋。

【设计意图：用拼图游戏，引导学生再次体验和发现地球上海洋面积大、陆地面

积小的特点，初步形成海洋面积大于陆地面积的认知。运用动手操作的探究方式，提

高学生的探究兴趣，呈现的效果也非常直观。】

第二课时

一、情境导入，引发思考

1. 教师指导学生读图，说图。教师：请同学们认真地观察画面，把自己看到的东

西告诉老师和其他同学。

2. 师生交流。（教师要注意引导学生不仅要看到画面上的事物，更要读一读人物

和小鱼说的话。）

3. 用小鱼的话引发思考：海水与自来水的味道不一样吗？

【设计意图：教材的情境图设计直观而富有童趣，教学中应充分利用，以激发学

生学习海洋知识、思考海洋问题的兴趣，同时培养学生读图、说图的习惯和能力。】

二、海水能喝吗

1. 说一说。教师谈话：夏天时，有的同学会在爸爸妈妈的带领下到大海里游泳。

游泳的时候海水可能会呛到嘴里。哪个同学有这样的经历？请告诉大家你尝到的海水

是什么味道。

学生交流。（有过这种经历的学生可能会说出海水苦、咸。生活在内陆地区或者

没有这种经历的学生可以通过下面实验中人工配兑的海水感知。）

2. 尝一尝。教师出示准备好的三杯水，让学生用筷子蘸一点，舔一舔、尝一尝，

引导学生在小组内说说是什么味道，并记录下来。（注意卫生，尝后应吐出并用凉开水

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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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方法 第一杯 第二杯 第三杯

看一看

闻一闻

尝一尝

结果

教师揭晓答案：感觉又苦又咸的是海水。

3. 猜一猜。

（1）教师：现在我们都知道海水是咸的，请同学们大胆猜一猜：海水为什么是

咸的？（对学生的说法，老师不要急于肯定或否定，鼓励学生大胆猜想并发表自己的

看法。）

（2）下面让我们听一听科学家是怎么说的。（播放科学家解释海水不适宜直接饮

用的视频或音频）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多种形式的活动引导学生感知海水是咸的。“说一说”

注重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尝一尝”注重让学生亲身体验，通过科学家的话知道直

接饮用海水有害健康。】

三、实验小屋

1. 编创小故事：小明到海边玩水，把衣服弄湿了。衣服直接晾干后留下了白色的

痕迹。同学们猜一猜衣服上的白色痕迹是什么。（教师对猜想是盐的学生给予肯定）

2. 教师：下面让我们来做个小实验验证一下海水中是否真的有盐。（教师做演示

实验，引导学生观察。）通过实验，师生明确海水中的水分蒸发后剩下的白色粉末就

是盐，从而得到海水中含有盐这个结论。

【设计意图：本环节让学生先猜想再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渗透尊重科学的思想意

识。】

四、你知道吗

1. 教师：阅读小小资料卡，你还知道哪些信息？

2. 小组交流课前搜集信息，教师适时补充说明：不同的海域海水的咸度是不同

的，河流入海口的海水较其他海域的海水咸度低；无河流入海、蒸发强的海域较有河

流入海、蒸发弱的海域，海水咸度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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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意图：本环节采用开放式教学，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使学生知道不同

海域的海水咸淡不一样，提高其合作、交流学习的能力。】

第三课时

一、创设情境，激情探究

 1. 组织学生观看视频《美丽的海洋世界》。交流：在这段视频中，你都看到了

哪些海洋宝贝？

 2. 学生交流自己的所看所想。

3. 教师小结：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不但有各种各样的海洋动物，还有千姿百

态的海洋植物。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都是海洋中的宝贝，让我们和它们做朋友。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教师谈话和视频，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他们初步

感受海洋的美和海洋宝贝的丰富与多样，激发他们进一步探究的欲望。】

二、演一演，海洋宝贝展示会

1. 教师出示教材中的海洋宝贝图。教师：仔细观察，都有哪些海洋宝贝？

2. 教师：结合课前搜集的资料，选取你感兴趣的海洋宝贝资料在小组内交流。

3. 情景剧表演《海洋宝贝用途大》。（几个小朋友分别佩戴海洋宝贝的头饰，向大

家介绍海洋宝贝的生活习性，以及对人类的作用和贡献。）

4. 教师引导：看完表演，你们知道了什么？说说各自的感受。（学生交流自己的

理解：海洋是个大宝库，蕴藏着许多宝藏；海洋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海产品，可作为

食物、保健品、药材。）

5. 教师引导：你想对这些为人类作出贡献的海洋宝贝说些什么？

【设计意图：本环节旨在采用情景表演的形式，将海洋中各种宝贝的作用、特点

生动地交流出来，在活动中让学生感知海洋宝贝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贡献，增强他们

爱护海洋生物的意识。】

三、唱一唱，抒发情感

1. 播放歌曲《大海啊故乡》。

2. 听后让学生谈感受：歌曲中为什么说大海是故乡？

3. 教师：听了这首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4. 组织学生怀着对大海的热爱之情，轻声跟唱这首歌。

【设计意图：本环节通过学唱歌曲，进一步感受人类与大海的亲近，激发学生热

爱海洋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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