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1月，青岛出台《关于加快
建设全国海洋教育示范城特色市的实施
方案》，提出打造海洋教育改革创新示范
区、海洋特色人才培养高地和国际海洋
科教中心城市。2020年，青岛将围绕这
一方案的落地，深挖海洋教育内涵，在现
有100所海洋特色校的基础上，重点建
设20所高水平海洋教育特色校。与此同
时，海洋教育集团也正在筹建中。
青岛海洋教育的实际成效如何？海

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又对学生的后续发
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近日，我们带着这
些疑问走近青岛三十九中——— 这所青岛
最早发展海洋教育的学校，并对学校历
届海洋班毕业生进行了跟踪抽样调查，
试图从中找到答案。

数据采集
海洋班毕业生参与问卷调查
我们设计了《青岛三十九中历届海

洋班毕业生跟踪调查问卷》，在三十九中
海洋班班主任的协助下，2014届～
2019届六届海洋班毕业生中的246名学
生接受了问卷调查。其中，2014届占
13 . 4%；2015届和2016届均占19 . 9%；
2017届占10 .2%；2018届占11%；2019
届毕业生最多，参与问卷的人数也最多，
占25 . 6%。从抽样毕业生的分布情况来
看，该问卷调查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

数据分析
学生对海洋班学习方式认可度提高
在“当年为何报考三十九中海洋班”

的问题中，63 . 8%的学生选择“听说海洋
班学生的发展前景好”；52 . 8%的学生选
择“喜欢海洋班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海洋班的哪些教育教学活动你更
喜欢？”73 . 6%的学生选择了“海洋班的
专家讲座、海上科考等‘四个一工程’开
拓了眼界”，65 . 4%的学生选择了“海洋
班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培养了自主学习
能力和创新思维”。
设计的第一个问题，是了解学生当

初报考海洋班的动机。数据显示，多数学
生对海洋班的创新人才培养方式很期
待。设计第二个问题，是了解学生对三年
培养方式的实际感受。数据显示，经过三
年，认可海洋班培养方式的学生数量明
显增多，说明实际培养效果比学生报考
预期要好得多。
半数学生表示从事科研得心应手
“海洋班哪种学习方式对你大学学
习影响最大？”有55 . 3%的学生选择了
“因为在海洋班有过课题研究经历，所以
在做实验、写论文方面得心应手”。

进入大学之后，学生进入了独立学
习生活阶段，学习能力、实践能力都面临
了巨大挑战。设计这个问题，是想了解海
洋教育对学生专业素养的培养情况。数
据显示，55 . 3%的学生表示自己在科研
方面可以做到得心应手，说明海洋教育
给他们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素养能力基
础，也使他们在大学里比身边的同学更
具竞争力。
近九成学生选择在专业领域继续深造
对于“大学毕业后你是否选择继续

读研”这一问题，89 . 43%的学生表示大
学毕业后会继续读研或已经在读研了。
其中，2014届和2015届毕业生目前已经
大学毕业，2014届毕业生的读研率高达
90%；2015届毕业生的读研率81%。
设计这一问题，是为了了解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情况。我们查询发现，每年全
国参加考研与实际录取人数比例是25%

左右，而参与问卷的两届海洋班毕业生
的读研率高达80%以上，远高于全国平
均数。

数据揭秘
学生呈强劲可持续发展态势
据了解，青岛三十九中海洋班学生在

高中期间至少聆听36场专家讲座，参加12
次实践考察、2项课题研究、1次海上科考，
这些经历能给学生带来什么？
以679分考入厦门大学的左浩然认

为，最大的收获是海洋班培养了他探索
和质疑的科研精神。以651分考入南开大
学临床医学专业本硕连读的王焕宇说：
“海洋班的系列讲座和课题研究培养了
我的科学思维和动手能力，激发了我对
科学研究的巨大兴趣。”以643分考入中
山大学的王童则认为，海洋课题研究的
经历锻炼了自己的探究能力，刚步入大
学他已经能熟练完成一些实验课题。
曹君原正在海大读大四，刚刚拿到

同济大学海洋地质专业的直博资格，他
说：“我高中的课题研究经历直到现在仍
记忆犹新，我当时关于‘甲壳素的提取与
研究’的论文获得过很多奖项，也因此激
发我一直奋斗在科研的道路上。”
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副所长杨红生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青岛海洋科技资源在
全国首屈一指，青岛发挥区位优势发展
海洋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建设海洋教育
特色示范城市的定位，符合青岛教育发
展的实际，而这也是青岛教育发展的机
遇所在。”对于我们的调查数据及分析，
杨红生认为，海洋教育有助于学生的可
持续发展，尤其步入大学后，他们的受益
更加凸显。 文/孙雅琴

青岛发展海洋教育 攻占教育发展新高地
以青岛三十九中海洋班为样本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毕业生后续发展强劲

青岛三十九中海洋班学生在向阳红9号科考船上观察刚刚采集到的海水水样。

承办市级海洋教育发展论坛，作为
典型交流经验，助力青岛“海洋攻势”；与
海洋所、海大海洋与大气学院等合作共
建，为孩子们引入“高端海洋资源”；结合
疫情防控开展主题学习，从小树立孩子
的海洋保护意识……十九年来，青岛同
安路小学始终在海洋特色教育的道路上
不懈探索，精心打造了独具特色的海洋
教育名片。海洋教育，不仅让学生收获了
知识，还让他们更加热爱大海故乡，拥有
了阔大的海洋情怀。

特色校齐聚，分享海洋育人经验

青岛同安路小学作为全省第一所少
年海洋学校，其海洋特色教育早已成为
青岛的一张蓝色名片。2019年底，岛城
教育家成长系列论坛：青岛市中小学海
洋教育发展论坛在青岛同安路小学举
行，来自全市的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海洋
教育主题课题组、海洋教育特色学校代
表200余人参加会议。论坛上，各区市中
小学交流了在海洋教育课程、育人中的
先进经验，为推动全市海洋教育发展、助
力“海洋攻势”献计献策。
从“普及海洋知识”为主，到探索提

升学生的各种能力；从形成“海洋文化磁
场”，到构筑“容纳致远”的特色文化；从
设立“海洋科普”专题系列讲座，到打造
校园版“海洋博士班”；从海洋教育本土
化，到逐步走向全国化……在本次论坛
中，同安路小学校长纪玉元以《小学生
大研究 点亮蓝色梦想》为题，深入交流
了学校“科研兴校，课题引领”的海洋教
育发展历程，展示了从学校特色走向特
色学校的海洋教育发展过程。
与此同时，与会人员还跟随同安路小

学的海洋小记者们一同参观了学校海洋

馆，这里232种各类海洋生物标本和30个
有孔虫模具，是孩子们学习海洋知识的宝
贵资源库；观摩了海洋课程，海洋小记者们
用展牌形式展示了海洋教育发展的成果，
显示出了极高的海洋综合素养，圈粉无数。

引入高端资源，打造“海洋小院士”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孙永根
高级工程师到校为低年级学生讲授海洋
兴趣课，通过图片展示和视频播放，孩子
们学习了领陆、领海、公海、领海基点、领
海基线、海岛等基本概念；从事航运业的
工程师曹瑞海给学生讲解了“一带一路”
海上航运知识，带同学们走进了神奇的
海上运输世界；青岛海洋所的李彦龙教
授也开设了“深海正能量-可燃冰”公开
课，从海洋地质结构的特点到可燃冰的

开采利用，让孩子们见识了强大的海洋
科技……这些都是同安路小学学生们寒
假前刚刚开展过的“海洋博士班”活动。
“海洋博士班”是同安路小学海洋教
育的名片，由学校和自然资源部第一海
洋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黄海研究所等共
同商定成立，学校定期聘请博士走进班
级为学生授课。近两年来，就有30余位中
外海洋专家讲座走进学校的课堂。前不
久，中国海洋大学海洋与大气学院也挂
牌成为同安路小学的实践基地，将为孩
子们提供更加丰富的“高端海洋资源”。
海洋教育不仅“请进来”，也要“走出

去”。学生们曾走进中国科学院海洋生物标
本馆，见识了从沿岸、潮间带到数千米深的
深海海底千余种模式的标本；开展以“小学
生大研究”为主题的海岛科考系列活动，学

生足迹遍布青岛周边小岛，围绕海岛生态
环境、动植物分布、生物链等课题，展开实
地考察和探究……“我们希望能让‘海洋文
化’适合每一个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同时
与德育教育相融合，引导学生更好地认识
海洋、关心海洋。”纪玉元校长说。

树立海洋保护意识，追求海洋精神

同安学子们在海洋教育的熏陶下，不
仅学到了丰富的海洋知识，激发了对海洋
领域的热爱，更从小树立起了保护海洋的
责任和意识。学校二五中队最近刚刚开展
了“同心战‘疫’—保护海洋动物”的活动。
孩子们各自居家在线上学习海洋动物，并
拿起五颜六色的画笔，画出最喜爱的海洋
动物。结合当下的疫情防控工作，孩子们
还认识到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并为保
护海洋给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做法。
“不要乱扔垃圾，不要把塑料袋扔进
海里”“不要过度捕捞海洋动物，不能破坏
生态平衡”“防止各种船只漏油，避免海洋
受到污染”……孩子们彼此认真地交流着
自己的建议。“我们人类是地球妈妈的孩
子，海洋动物也是。所以它们是我们的兄
弟姐妹，我们应该像对待朋友一样地对待
海洋动物。”赵锦衣同学说。在去年举办的
第三届全民净滩公益活动(青岛会场)中，
同安路小学的孩子们也作为小学生志愿
者参与了启动仪式，倡议保护海洋生态资
源，呼吁更多人重视海洋环境，共同呵护
美丽而神秘的“蓝色家园”。
看着孩子们的收获，纪玉元也真切

地感受到他们在蓝色教育中的成长。“给
每个孩子自信而愉快的发展动力，赋予
每个人包容、创新、百折不挠的海洋精
神，同安人将为此一直努力着。”纪玉元
表示。 文/孙雅琴

十九年“蓝色实践”创海洋教育“样板校”
青岛同安路小学：打造小学里的“高端”海洋教育，助力青岛“海洋攻势”

同安路小学学生在海洋一所王博士的指导下观察海洋真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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