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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第五次全国边

海防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要坚持把国家主

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周密组织

边境管控和海上维权行动，坚决维护领土主权和海洋权

益，筑牢边海防铜墙铁壁。”[1]海防意识是建设海洋强国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

义。中国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定位于“蓝色海洋战

略”，是中国坚持和平与发展目标的客观要求， 也是实

现国家利益拓展的必然选择。 [2]当代大学生是海洋强国

建设中的可持续力量，也是未来海洋事业发展的中坚力

量。[3]大学生群体海防意识水平的高低将影响国家海洋强

国建设的程度。加强大学生海防意识培育是现实需要，

更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由之路。

国内大学生海防意识培育的发展趋势

“古有边防而无海防，海之有防自明始也。”[4]从历

史上看，国内学术界普遍认同我国的海防史记述始于明

代。建国后，百废待兴，国内学界对于民众海防意识培

育的研究较少，建国初期的高等教育普及率低，针对大

学生群体的海防教育研究更显不足。我国聚焦于高校大

学生的海洋意识培育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起

步时间较晚，发展速度较慢，进入20世纪90年代，相关

研究陆续展开。直到20世纪末，国内关于民众海防意识

的相关研究才日渐丰富和深入，面向大学生群体的海防

意识培育的相关研究内容也日趋活跃，研究成果日渐丰

硕，相对应的针对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培育的相关研究也

渐成系统。

建设海洋强国的路径是循序渐进的，在不同阶段有

着不同的目标和任务，提升全民海防意识是基础。对于

高校而言，提升大学生海防意识可从提高大学生国防意

识和海洋意识着手，相辅相成，循序渐进。国家海洋强

国战略稳步推进，面向高校大学生海洋意识培育也应齐

头并进，紧跟国家战略方针，各高校应及时构建形成完

善的海洋意识培育体系与教育模式。

审视目前大学生海防意识培育存在问题

随着世界海洋环境的改变和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越

来越多的国家愈发重视对于大学生海防意识的培育，将

其作为大学生国防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教学大纲。

为切实提升高校大学生的海防意识，在整个大学阶段的

培养教育过程中，海防意识都应当受到重视。海防意识

培育可从如何培养大学生海防意识、如何构建海防教育

体系和如何进行海防教育等方面开展。在高校教师和学

生骨干中培养与海防教育研究相关的专业人才，并在此

基 础 上 逐 渐 面 向 全 民 普 及 海 防 意 识 。 培 养 大 学 生 的 海

防意识有助于强化其爱国主义精神和责任担当，有利于

大学生群体海洋价值观的形成。通过文献梳理和实地调

研，目前国内高校在大学生海防意识培育过程中存在的

突出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高校专项研究资源投入不足

首先，在大学生海防意识培育研究方面，部分高校

教研和科研投入不足，我国高校关于大学生海防意识教

育的教研和科研起步晚，相关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较少，

海防教材不足，师资力量薄弱，大学生海防教育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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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利用海洋的国家之一，拥有悠久的海洋文明和广泛的海洋国

土。进入新世纪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海洋发展，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奋斗目标。应培

育大学生海洋意识，加强高校海防教育质效，强化其爱国主义精神和责任担当，为国家

海洋国防事业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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