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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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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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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洋课程体系的建立

从我校成为中国海洋大学附中的那一天起，海洋教育就注定
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海洋课程体系的创建也在学校领导的酝酿之
中。２０１０年，经过海洋和教育方面的专家论证，我校在全面规范
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构建了学校海洋特色课程体系。制订了
《青岛三十九中（海大附中）海洋教育创新人才培养工程实施方案》

以及与之相配的《课程方案》，海洋课程体系也应运而生。

我校这套校本课程体系是建立在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基础上
的。说因地制宜是因为我校地处沿海城市青岛，和很多的海洋科
研、海洋教育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拥有丰富的海洋教育资源。说
与时俱进是因为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时代需要海洋教育，国家需
要海洋教育，地方经济的发展也离不开海洋教育人才。这套校本
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专业基础、专业志向为主要目
的，目前初步形成了“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实践型课程”三
位一体的海洋特色课程体系，实现了海洋教育“每周一次海洋专家
讲座，每周一节海洋校本课程，每月一次海洋实践活动，每学期每
个学生一项海洋课题研究，每年一次海上科考活动”的“五个一”工
程。

基础型课程着眼于促进学生基础学力与基本素养，主要指国
家课程。拓展型课程是以海洋科学内容为主线，包括海洋知识讲
座和海洋学校课程。海洋知识讲座在高一开设，由来自中国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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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涉海单位的４０多名特聘专家教授团队
开讲，每周举办一次；海洋学校课程在高二开设，将大学课程体系
（海洋地质、海洋化学、海洋物理、海洋生物、海洋文化等）与中学课
程体系整合，建立相应的“海洋知识超市”，由本校相应学科教师授
课，每周五上午开设４门课程供学生选择，学生依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选课，满足了学生兴趣和个性发展的需要。

“海洋地质”校本教材

２１世纪，人类面临着人口、资源与环境的巨大压力和挑战，资
源匮乏已经在对陆地的开发过程中日益显现，开发利用与管理海
洋，已经成为各个国家的当务之急。开发海洋需要从了解海洋、认
识海洋、探索海洋开始，海洋地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但是，建立一个海洋地理教育的课程体系，还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
针对海洋科学发展的实际情况、教育科学发展的规律、中学阶段学
生的认知特点进行科学安排，精心设计。

纵观海洋科学的发展，海洋研究在地理科学领域中日益受到
地理学家的关注和重视，有远见的地理学家纷纷提出海洋也应是
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应积极推进海洋地理学的研究与发展。
科学家指出：“地理学不仅研究陆地，海洋也是地理学研究的重要
领域。”把海洋与地理学科结合在一起展开教学，也符合地理学科
研究和发展的特点。地理学注重研究地理事物和现象的时空变
化，从时间角度回顾海洋科学、海洋研究、海洋探索的脚步，从空间
角度比较分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海洋权益。这恰恰符
合中学生的认知规律，也易于引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同时在实践层
面上也方便学科教师编写教材、使用教材。

一、“海洋地质”校本教材编写的指导思路
海洋覆盖了地球表面７１％的面积，浩瀚无垠的海洋被认为是

生命的摇篮、气候的调节器、资源的宝库、人类生存发展的“第二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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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人类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随着人类对自然资源需求量的
与日俱增，海洋正在成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希望之地。开发海洋
资源和保护海洋环境受到了全球的关注，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在
内的世界各国普遍重视培养公民的海洋意识。

中国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海域辽阔、海岸线漫长、岛屿众
多、海洋资源丰富，开发海洋对于缓解我国人口、资源、环境的压
力，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我校这
样一个沿海学校来说，开设“海洋地质”校本课程选修课不仅是面
向现实、面向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需要。

在我们看来，开设“海洋地质”校本课程，首先要使学生改变
“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了解我们眼前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海洋，
增强海洋意识，重视对海洋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自觉爱护海洋
环境，树立新的海洋观。不管我们的学生将来走上何种工作岗位，
不管他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要让海洋先进的意识和观念伴
随他一生。

二、“海洋地质”校本教材的特点

１．注重渗透海洋意识，帮助学生建立现代海洋观念
专家指出，步入海洋世纪之后，青少年具有什么样的海洋观念

和海洋意识，是关乎我们国家兴盛的大问题，理应受到每个教育工
作者的高度重视。现实生活中，我国国民的海洋意识还很淡薄，对
海洋的作用和价值认识远远不足。作为海洋特色学校，我们有理
由通过“海洋地质”校本教材向学生渗透海洋意识，将现代海洋观
作为选择和编制教学内容的一条主线，利用海洋地质教材作为载
体，在传播海洋知识的同时，提升孩子们的海洋意识。作为沿海学
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海洋地理教育这一阵地，在选择教材内容和
组织教学过程中，将以下现代海洋观贯穿其中、渗透其中。一是海
洋资源观。海洋是资源宝库，人类未来的资源寄希望于海洋。海
洋资源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的空间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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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时间周期内，海洋资源几乎都是有限的；人类应当注意节约
和开展综合利用，加强海洋资源抚育与保护，这是当代公民对后代
幸福应当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是人类可持续发展代际公平的
要求；人类对海洋资源的无节制的开发利用甚至挥霍浪费，必然导
致自然对人类的反抗，并威胁人类的持续生存，每个公民都负有阻
止滥采滥用海洋资源错误行为的道德责任。二是海洋价值观。海
洋作为一种战略性资源，既是世界交通和货物运输的重要通道，人
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未来人类活动的重要空间，

还是国际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重要舞台。随着时间的推移，海
洋的价值将越来越重要。三是海洋环境观。以海洋环境的组成、
特点，海洋环境的重要性，海洋环境污染和保护等内容为基础所形
成的关于海洋的理性认识。保护地球，必须保护好海洋。海洋是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基础条件之一，没有健康的海洋，就没有
地球及其生命系统，人类就会灭亡。四是海洋国土观。所谓现代
“海洋国土”观，是指我们要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濒海大国，不仅拥
有领海，还拥有应属我国管辖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还拥有具有
开采权的国际海底矿产资源区。五是海洋权益观，即要树立“寸海
不能相让”的观念。可向学生渗透如下基本内容：当前海洋的争夺
和控制由过去的以实现军事目的为主变为以谋求经济利益为主；
由过去的以争夺具有战略意义的海区和通道为主，变为以争夺岛
屿、海域和海洋资源为主，斗争焦点往往在岛屿的归属上；加紧调
整海洋军事战略，大力加强海军建设，已成为世界各沿海国国防建
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维护我国海洋主权权益的形势十分严峻，

问题十分复杂，未来围绕海洋权益展开的斗争必将更加激烈。

２．注重知识结构的连续性、认知过程的渐进性
在教材内容选择上，我们尊重海洋地质知识的完整性和连续

性，既有静态的海洋地质地貌、动态的海洋水体、海洋水汽交换等
海洋自然地理方面的知识，也有海洋科考、海洋开发和海洋权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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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人文地理方面的知识，还有海洋环境污染及保护、海洋灾害及
预防等方面的知识作为以上二者的过渡，符合学生认知能力的渐
进性。

通过共同努力和精心策划，本套教材分为１０课，每一课相对
独立又有密切联系。按照知识领域来划分，１０课内容可以分为认
识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保护海洋、海洋权益四大组成部分。其中，
认识海洋部分包含海洋概况、海洋水体、海洋对气候的影响、海洋
地质和海岸与海岸地貌５课；开发利用海洋部分包括海洋科考和
海洋开发２课；保护海洋部分包括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灾害与预
防２课；海洋权益部分为海洋权益１课。其基本框架如表所示。

《海洋地质》教材基本框架

课 内容

第一课　海洋概况

世界的海洋

有关海洋的基本概念

我国的海洋

第二课　海洋水体
海水的性质

海水的运动

第三课　海洋对气候的影响

海洋性气候

热力环流与海陆差异

神奇的纬向环流

第四课　海洋地质

海底地形种类

世界海底地形

大陆漂移学说

海地扩张学说

板块构造学说

第五课　海岸与海岸地貌
海岸带形成因素

不同类型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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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课 内容

第六课　海洋环境保护
海洋环境污染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第七课　海洋灾害与预防

热带气旋

风暴潮

海啸

海洋灾害的防范

第八课　海洋科考

环球科考与“大洋一号”科考船

海洋深潜与“蛟龙”号

南北极科考

第九课　海洋资源及其开发利

用

海洋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海水化学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海洋生物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海底矿产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海洋能源及其开发利用

海洋空间资源及其开发利用

第十课　海洋权益

海洋权益方面的基本概念

我国海洋权益的维护

国际海洋新秩序与国际海洋合作

３．重视地理过程与方法，把课堂教学的主动权交给学生
海洋知识是载体，海洋意识渗透是目标，中间的过程自然就是

教学环节了。本着“让学生经历基本的科学探究活动，学习科学研
究方法，受到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的熏陶；强化学生的海洋探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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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活动，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勤于动手、乐于探究中获得发展”的理
念，教材集中安排了“活动”栏目，通过科学活动的设计，使学生体
验探索科学知识的过程和方法。

活动的设计既有着眼训练学生的“基本的科学过程技能”的活
动，包括观察性活动，如海洋地理景观、海洋自然地理现象变化过
程等的观察活动；地理信息分析与交流活动，如从图、表、地图等获
得海洋地理信息并解释；模拟性的实验活动，如模拟演示洋流形成
过程的活动；预测性活动，如预测“拉尼娜”现象可能带来的问题
等。活动的设计也注意培养学生“综合性过程技能”的活动，即围
绕“问题的形成、形成假设、资料的收集与分析、假设的验证、得出
结论、表达与交流”这种从提出问题开始，直到最后得出结论为止
的活动。教材安排的这几类学生活动，不仅能发展学生每一项能
力，更能使学生感知、领悟、运用、体验科学家是如何把“科学的过
程”仔细、恰当地应用到问题解决中来的。让学生体会每项“科研”
的全过程，从而更有效地掌握各项技能，体现这门课程的载体作
用。

提倡学生探究式的学习方式，留给学生足够的探索交流的空
间，是“海洋地质”校本课程的一个重要特点。海洋地理重要的概
念、原理大多是通过设置“活动”、“思考”等栏目，让学生通过探索
活动来发现结论，经历知识的“再发现”过程，在探究活动的过程中
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改变学习方式。

４．注意编排体例的合理设计，充分发挥其能力培养载体的功能
本套教材尽可能体现生动活泼、简洁明快、图文并茂的特点，

满足学生的认知需求。栏目设置包括正文、阅读、思考和活动等不
同功能的模块，承载着不同的功能，既有主干知识传播，也有拓展
内容的展示；既有海洋意识的渗透，也有创新能力的培养；既有注
重探究的“活动”，也有拓展思辩的“思考”。这些栏目承载着海洋
地理核心知识、学科能力以及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教学的要求，是教

·７·

前　言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