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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教学 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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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育融合”视域下的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研究
许李易

(东山第二中学ꎬ福建 东山 ３６３４０１)

摘 要　基于生态旅游岛的海岛文化、海岛民俗及海洋生物等本土资源，设计与实施“五育融合”的海洋研学旅行课程。

通过海洋知识学习、海洋科技探究、海洋生态保护及海洋文化传承等形式的海洋研学活动，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育

人价值，旨在“五育”并举，全程、全方位育人。

关 键 词　 五育融合；海洋研学旅行课程；东山岛；海洋生物

　 　 ２０１６ 年ꎬ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印发«关于推进中小

学研学旅行的意见»ꎬ明确指出中小学研学旅行是学校

教育与校外教育衔接的创新形式ꎬ是教育教学的重要

内容ꎬ是综合实践育人的有效途径ꎮ[１] 早在 ２００８ 年ꎬ国
务院批准印发的«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就要求

将普及海洋知识纳入国民教育体系ꎬ并加强中小学海

洋教育ꎮ[２]根据“五育融合”教育发展目标ꎬ笔者尝试进

行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与实践ꎬ旨在以“立德树

人”为引领ꎬ通过海洋研学活动ꎬ融入海洋强国意识培

养、海洋生物知识及科技探究实践等教育活动ꎬ普及海

洋文化知识ꎬ提升学生海洋意识ꎬ培养“五育”全面发展

的创新人才ꎮ
一、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的设计

以东山岛独具海岛特色文化及 “无声的海洋世

界”———海洋生物标本馆等为教育资源ꎬ设计海洋研学

旅行课程ꎮ
(一)独具海岛特色文化的东山岛

东山岛自然资源丰富、岛貌多样、生态环境极佳ꎬ
近年来ꎬ荣获全国“最美十大海岛”之首、国家生态县等

多项荣誉ꎮ 自古人才涌现ꎬ文化底蕴深厚ꎬ故有“海滨

邹鲁”美称ꎮ
岛民世代牧海ꎬ逐渐形成闽海特色海岛文化ꎮ 数

万年前ꎬ东山岛先民就在这里繁衍生息ꎬ穿越“东山陆

桥”往返闽台两地ꎬ以独特的“南岛语族”文化向西太平

洋地区传播海岛文明ꎮ 宋朝时期ꎬ东山磁窑村盛产的

民窑陶瓷ꎬ远销海内外ꎮ 明清时代ꎬ周德兴建设铜山水

寨ꎬ护明抗倭ꎬ郑和下西洋多次途经东山古港避风补

给ꎬ郑成功、戚继光、施琅等英雄活动留下了“九仙山水

操台”“铜山古城”及“万军井”等海事特色遗迹文物ꎮ

(二)创建“无声的海洋世界”———海洋生物标本馆

闻名全国的海洋生物标本馆坐落于依山傍海、四
季常青的东山一中校园里ꎮ 上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我校教

师充分利用东山岛地理优势和丰富海洋资源特点ꎬ引
导学生走近大海ꎬ开展校外兴趣小组活动ꎬ探索海洋奥

秘ꎮ 如生物教研组师生开展海洋生物资源调查、生物

标本的采集与制作等活动ꎮ 始于 １９８４ 年初建立的“海
洋生物标本陈列室”ꎬ现今已成为种类齐全、规模完整

的海洋生物标本馆ꎮ 曾先后荣获“联合国生物多样性

保护项目基地”“全国海洋意识教育基地”“全国海洋科

普教育基地”及“中国海洋学会第一届研学工作委员会

委员单位”等荣誉称号ꎮ 海洋生物标本馆共展出 １２００
多种标本ꎬ展馆分为两区八厅ꎬ分别是展示海藻及腔肠

动物、节肢动物及软体动物等无脊椎动物展区ꎬ以及鱼

类、海龟、鲸豚等脊椎动物展区ꎬ全面反映中国南部沿

海海洋生物多样性ꎬ它是汇集生物学教学、科普宣传、
科研探究及标本制作于一体的海洋生物学研学基地ꎮ

二、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的开发

(一)聚焦“五育”ꎬ科学规划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是教材编写、课程资源选取及课程方案制

订的依据ꎬ是课程开发的核心ꎮ[３]海洋研学旅行课程聚焦

“立德树人”教育目标ꎬ旨在通过海洋知识学习、海洋科

技探究、海洋生态保护及海洋文化传承等形式的海洋研

学活动ꎬ充分挖掘海洋文化育人价值ꎬ实现“五育”并举ꎬ
全程、全方位育人ꎮ

１.以海明德

我国海洋面积辽阔ꎬ树立海洋意识对建设海洋强

国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ꎮ 党的十八大以来ꎬ习近平

总书记高瞻建瓴ꎬ提出生态文明保护的新理念、新战略

９１１



２０２３０４

与新举措ꎬ要求陆海统筹ꎬ实现海洋生态保护及海洋事

业优先发展ꎮ 当前ꎬ将“海洋”纳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ꎬ实施山水林田湖草沙和海洋一体化保护与系统治

理ꎮ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目标要充分体现生态文明保护

理念ꎬ促进学生树立海洋大国意识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与世界观ꎮ
２.以海启智

“纸上得来终觉浅ꎬ绝知此事要躬行”ꎮ 学校充分

利用学校海洋生物标本馆丰富的生物类群、海洋科技

互动等教育资源ꎬ设计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目标ꎬ引导学

生与大海相遇ꎬ领略大海的无穷秘密ꎮ 与海洋生物馆

相遇ꎬ学习有关海洋知识ꎮ 与绿色丰碑相遇ꎬ以谷文昌

同志的先进事迹淬炼灵魂ꎮ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既是学

生直接接触生活、体验生活的重要方式ꎬ更是践行“观
察、质疑、探究及归纳”的学习途径ꎮ

３.以海强体

“行是知之始ꎬ知是行之成”ꎮ “知行合一”是达成

核心素养的重要体现ꎮ[４]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目标重视

体现体育元素ꎮ 如组织学生参与东山岛最古老的捕鱼

方式———“拉山网”活动ꎮ “拉山网”主要靠人体力量进

行手工拉网ꎬ通过“备网—下水—撒网—收网—分拣—
收获”等一系列动作ꎬ让学生用运动技能与辛勤的汗水

换取美味的海鲜ꎮ 同时ꎬ体验东山人“爱拼才会赢”的

顽强意志ꎮ
４.以海蕴美

美育有助于学生提升审美和人文素养ꎬ全面发展ꎮ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引导学生领略大海的自然景观ꎬ培

养学生对自然美的欣赏ꎬ不仅有利于学生身心放松ꎬ而
且是心灵美德的塑造ꎮ 此外ꎬ引导学生观察海洋软体

动物为适应生存而留痕于贝壳上天然纹理、色泽及“鬼
斧神工”形态ꎬ对此构思赋予画图章法ꎬ设计粘贴不同

图案ꎬ制作海洋工艺品ꎬ具有独特的体验和欣赏的

美感ꎮ
５.以海促劳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ꎮ 劳

动教育是一种通过劳动的教育行为ꎬ以劳动作为教育

的手段ꎬ让学生在参与劳动过程中获得劳动价值观ꎬ提
高精神面貌及动手技能水平ꎮ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以寓

教于乐的方式ꎬ设计一系列小组合作任务与活动ꎬ促进学

生亲身参与劳动ꎬ理解劳动的价值内涵ꎬ并体验海洋垃圾

对海洋生物生存的影响ꎬ认识海洋生态保护的重要性ꎮ
(二)融合“五育”ꎬ实施海洋研学旅行课程

充分挖掘与利用东山岛及我校海洋生物标本馆的

地理优势及文化优势ꎬ实施以人文历史与自然科学、知
识与实践为一体的“五育”融合、本土化的海洋研学

课程ꎮ
例如ꎬ带领学生参观东山岛海产基地ꎬ学习养殖技

术以及参与沙滩捕捞活动ꎬ体验渔民劳动的艰辛ꎬ培养

学生的劳动精神ꎮ 组织学生参观谷文昌干部学院ꎬ开
展南门湾现场教学ꎬ帮助学生了解谷文昌书记与生态

旅游岛的渊源、东山关帝文化信仰及海岛抵抗外敌入

侵故事等ꎬ提高道德素养ꎮ 利用我校海洋生物标本馆

实物资源及科普实验室ꎬ开展生物观察、探究及实验操

作等实践活动ꎬ开启学生的智育大门(表 １)ꎮ
表 １　 东山岛海洋研学旅行课程

研学项目 研学活动设计 五育关联点

参观谷文昌干部学院
南门湾现场教学

解放前ꎬ生态恶劣ꎬ盐碱沙地ꎬ风沙狂暴ꎬ草木不长ꎬ田屋荒芜ꎮ 解放后ꎬ谷文昌书记率领
东山百姓艰苦奋斗ꎬ植树造林ꎬ让木麻黄树改变海岛生态环境ꎬ使得如今东山岛华丽蜕
变ꎬ塑造一座不朽的绿色丰碑ꎮ 通过现场教学ꎬ开辟谷文昌精神体验教育专线ꎬ开展红
色教育ꎮ

德育

走进海洋生物标本馆
种类齐全的海洋生物标本ꎬ代表台湾海峡的全部物种基因库ꎮ 每一个藏品都凝聚着东
山人民对海洋的敬畏与呵护ꎮ 海藻厅、鱼类厅、软体动物厅、海龟厅、腔肠动物厅、节肢
动物厅、鲸豚馆等展区ꎬ让海洋生物讲述自己的海洋故事ꎮ

缢蛏实验探究
观察软体动物缢蛏的结构、解剖缢蛏的内部结构ꎬ思考外套膜、鳃、足的作用ꎬ使用红墨
水探究入水管和出水管ꎮ

智育

贝壳工艺品制作
提前收集生活中贝类ꎬ让学生主动根据贝壳的外形特征、色彩及图案构思创作ꎬ利用贝
壳天然造型ꎬ变废为宝ꎬ赋予主题内容设计ꎬ体验创作的乐趣ꎮ 美育

“海好有你”净摊行动

沙滩是人与大海结合最紧密的地方ꎬ在“干净”的海滩上寻宝ꎬ捡拾、分类、统计ꎬ这片小
小的沙滩受到人类活动怎样的影响呢? “净滩”的目的ꎬ并非只是捡垃圾ꎮ 更重要的
是ꎬ让学生知道垃圾来自哪里ꎬ如何从源头减少垃圾的产生ꎬ才是我们活动的主要目的ꎮ
树立环保理念ꎬ从我做起ꎬ减少垃圾的产生ꎮ

劳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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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教学 教学研究

研学项目 研学活动设计 五育关联点

海岛民俗体验

体验东山岛最古老的捕鱼方式“拉山网”ꎬ“拉山网”是靠腰力和手工拉网ꎬ“备网—下

水—撒网—收网—分拣—收获”的动作ꎬ一步一个脚印ꎬ让研学者用运动技能与辛勤的

汗水换来美味的海鲜ꎮ

走进海马养殖场

海马属二级保护鱼类ꎬ竖立游泳ꎬ神似骏马而得名ꎮ 雄性海马有育儿袋ꎬ负责养育幼鱼

成长ꎬ生活的水质条件较高ꎮ 由于环境污染、生境改变ꎬ过度捕捞等原因ꎬ野生的海马数

量锐减ꎮ 养殖对于保护野生资源也有着重要的意义ꎮ 走进养殖场ꎬ让学生了解人工养

殖技术ꎮ

体育

　 　 (三)基于“五育”ꎬ创设海洋研学旅行课程评价体系

研学评价是对研学旅行成效的检验ꎬ更是学生对

整个研学旅行进行总结反思、对新认知进行内化与升

华的关键环节ꎮ 科学设计海洋研学旅行课程评价体

系ꎬ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ꎮ 海洋研学旅行

课程的本质是研学ꎬ注重评价学生在研学过程中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以及知识获取的方法与途径ꎬ强调进行

过程性评价和结果性评价(表 ２)ꎮ[５]

表 ２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评价表

评价导向 评价指标
分值比重
(１００％)

学生
自评

教师
评价

过程性
评价

参与积极性 １０

团队合作交流能力 １０

活动能力 １０

迁移运用知识能力 １０

结果性
评价

研学记录 ２０

调查报告 ２０

作品展示 ２０

得分

总分

(注:按学生自评×６０％＋教师评价×４０％计算总分)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创新实践“五育”育人模式ꎬ有
机结合自然与社会、人文与科技ꎬ全方位对接德育、智
育、体育、美育及劳动教育ꎮ 海洋研学旅行课程以人才

培养体系为主轴ꎬ通过系统化的课程设计与实施ꎬ引领

学生走近海洋ꎬ感悟自然ꎬ既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论ꎬ同时有效破解“五育分裂”问题ꎬ创新

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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