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海洋科学学院“海洋大讲堂”记录表 

主讲题目 从知识到行动——大学生和科研院校如何参与海洋环境教育 

主讲嘉宾 莫雅茜 讲师 活动序号 总第 95 讲 

活动地点 珠海校区教学楼 C307 活动时间 2023 年 6 月 2 日 19:30-20:30 

学生参与情况（参与学生人数、年级、专业、学院，学生兴趣、参与度等）： 

海洋科学学院 2020 级、2021 级，参与人数约 110 人。 

内容摘要（主讲的大致内容、学生提问与互动情况等）：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升大学生的生态文明素养，使尊重自然、顺

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深入人心，培养具有生态文明价值观和实践能力的建设者和接班

人。2023 年 6 月 2 日，海洋科学学院举办了世界海洋日暨第十一届海洋科技文化节系列活

动主题讲座：从知识到行动——大学生和科研院校如何参与海洋环境教育。讲座由北京师

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全人教育中心讲师莫雅茜主讲，莫老师目

前是一名环境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我院 2008 级第一届本科生，她表示非常高兴和师弟师

妹们作此次分享。讲座在珠海校区教学楼 C307 举办，共有一百多名师生参加此次讲座。 

 莫老师从个人成长与工作经历开始谈起，展示了有趣的图片和视频，带领同学们领略

海洋生物的神奇与魅力，比如青蛙鱼，通过拟态逃避天敌，背鳍形似鱼钩，可以诱捕小鱼，

也被称为“会钓鱼的鱼”。莫老师对比不同时期海滨的图景，表示现代人正经历一种体验的

“绝迹”，“赶海”变成稀缺品，取而代之的是挖沙堆城堡。当越来越多的人工岸线取代自

然的海滨，栖息地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人与自然的互动方式和亲密度发生改变，将影

响对于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同学们深深被莫老师的分享所吸引，不时与老师互动，现场氛

围十分活跃。 

环境教育尤其是海洋环境教育，显得尤为重要。莫老师向同学们详细介绍了环境教育

的关键、教育形式和受众分析。根据第比利斯宣言，环境教育应包含环境意识和敏感性、

知识、态度和价值观、技能、参与等五个要素。环境教育形式多样，针对目标群体，采取

不同的方式才能被更多人接受，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同时，环境教育是一个跨学科领域，

需要借助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基于社会心理学中的改变理论，环境教育需要从终极目标、

行为改变、中间成效和活动设计等方面去考量。在海洋环境教育方面，或许我们无法清理

全部的海洋垃圾，但通过不断思考和分析，一部分人可利用洋流知识解释垃圾如何汇聚、

转移，另一部人从管理层面推动建立垃圾回收的制度，还有人可研究海洋垃圾的降解情况，

通力合作、增进认同感，建立自然连接性，以此推动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莫老师由“北京将在平原区建自然带提升荒野度”，想到海滨的“再野化”。她说，给

自然一点空间，允许自然发生，它们就能喘息。最后，莫老师倡议，科学家“走出”实验

室，论文“走出”期刊，公众“走进”大学，标本“走出”储藏室。 

通过本次生动而丰富的海洋环境教育课，同学们意识到了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保

护海洋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油然而生。从知识到行动，莫老师希望大学生和科研院校推动

科学融合传播，让海洋保护逐渐主流化，让更多人看见并关注!  

 

【主讲人简介】 

莫雅茜，环境教育工作者，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通识教育学院全

人教育中心讲师，曾在英国访学期间拜访多所大学、动植物园和博物馆等机构进行环境教

育调研和学习；中山大学海洋生物学硕士，研究方向为鲸豚行为生态学和保护生态学；科

普作者，在科普网站及期刊发表科普作品 30 余篇；PADI 潜水员、Reef Check EcoDiver、

观鸟者、自然观察爱好者。 

参与老师： 

张西阳、林玮 

记录人： 林 玮  

 2023 年 6 月 7 日 

备注： 

 

 

 

 

 

 

 

 

 

 

 

 

 



 

 

莫雅茜老师主讲 



 

同学们认真听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