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筑梦大道·新时代“大思政”创新发展

海南优秀案例

推荐单位 海南大学

案例题目 南海记忆工作坊

案例简介

南海记忆工作坊，旨在国家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背景下，以关心南海、认识

南海、经略南海为目的，通过“搜集南海记忆，分享研究成果；搭建交流平台，

培养训练人才”，运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积极引导大学生在学习实践中养

成海洋观念，培育大学生的海洋意识。工作坊始终立足海南在南海区域中的地理

区位优势，做足南海文章，讲好南海故事，逐步将南海记忆工作坊打造成国内加

强大学生南海主权教育的窗口，打造成各级政府有关南海三渔问题研究和决策的

智库，打造成国内南海历史文化记忆展示和交流的窗口。2019 年，南海记忆工

作坊入选教育部首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工作坊充分利用海南大学南海研究的资源优势和海南大学濒临南海的地缘

优势，在海南大学校党委的支持下，坚持以“支撑引领、特色取胜、高位嫁接、

开放创新”的建团理念，遵循“以服务求支持，以贡献求发展”的原则，以项目

研究团队为牵引，以南海史为切入点、以育人为导向，实现历史学科与马克思主

义理论学科的交叉融合，融入并服务学校文化旅游世界一流学科群建设，打造大

思政课平台。在建立的 4 年时间内，南海记忆工作坊着重开展口述南海（南海

研究学者、南海渔民）、南海记忆寻访等实践育人活动，开展南海历史档案资料

整理与分享、南海学术成果交流等科研育人活动，开展走进南海传统文化、走进

南海文化空间等文化育人活动，开设好南海专题形势与政策等课程育人活动。不

断的建设中，完善育人路径，提升育人成效，并将口述南海、南海历史资料整理

等成果在学术刊物发表，并结集出版，进一步提升社会影响力，为海南自由贸易

港的建设贡献青年力量。



案例创新点

1.“五位一体”育人模式，打造高质量南海记忆收集平台

南海记忆工作坊通过开展南海主题论坛、宣讲会等理论宣讲，积极将大思政

与南海地方特色结合，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南海主权意识教育、自贸港政策解读

教育等主题教育，提升工作坊学生理论水平。组织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在假

期走入南海周边的乡村、渔村，走进沿海城市的大街小巷，感受南海文化氛围和

自贸港建设现状，运用学习的知识，收集与寻访南海记忆，通过与人交流，收集

当下痛点问题，进行分析与讨论，提升工作坊学生的独立思考与解决问题能力。

将田野调查内容进行数字化存储，最后整合资源，产出成果。南海记忆工作坊逐

步形成“教、学、研、竞、闲”为一体的成熟的育人模式，也在不断的收集资源

中建立起高质量的南海记忆收集平台。

2.培养学生从学习到宣讲的有机转化，体现青年在自贸港建设中的责任担当

南海记忆工作坊重点打造品牌项目博士生论坛、博士后沙龙、口述南海、名

师讲坛、南海政策报告会、学习训练营、时事沙龙、时事论坛等丰富多样的活动，

以这些具有丰富意义的教育活动为载体，组织学生努力学习与了解南海相关知

识，积极鼓励学生参与自贸港的建设之中。提倡学生参与相关校园活动，开展特

色社团活动，在校园范围吸引更多感兴趣的学生加入。鼓励学生在活动中进行身

份转化，从学习者转化为宣传者，从校园走向社区、街边等公共场所，向更多人

传递南海记忆，讲好南海故事，讲述自贸港政策，体现出青年学子在海南自由贸

易港建设中的责任与担当。

3.运营南海记忆工作坊公众号，创新新媒体学习平台

南海工作坊认真运营南海记忆工作坊微信公众号，坚持每日发布与转载南海

相关知识的最新学习资讯，融合思政内容，收集大量南海记忆有关的资源，以详

细的史料证明中国南海主权，巩固与加强意识形态教育。进一步利用微信平台的

传播力与普及力，将理论知识以音频、视频、图片等多媒体形式呈现，在引起学

生阅读兴趣的同时，增强互动，拓展学习空间。

案例效果说明



1.坚持高位嫁接，拓展育人资源

南海记忆工作坊吸纳来自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

边疆研究所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和单位的十余名专家学者加盟指导教师团，

打造专家学者库，建立完善的育人资源体系。

2.坚持项目运作，夯实育人基础

按照“每个指导教师都有一个项目，每个加盟学生都能参与到项目”的工作

思路，南海记忆工作坊指导教师带领工作坊学生赴琼海潭门、万宁等 18 地调研

近十次，采访老船长 38 人，挖掘整理《更路簿》 5 本，归档 30 位老船长简

介，将老船长口述史、回忆录、手写信和航海照片等整理为纸质版与电子版档案。

通过数字化方式保存 655 张照片、1377 分钟录音、1552 分钟的视频；带领工

作坊学生收集到台湾国史馆藏南海档案资料 1000 余份；带领学生对南海诸岛的

历史文物进行寻访和普查，进一步增强大学生对南海历史文化主权的了解。工作

坊指导教师先后获得《中国政府南海经略史研究》等 10 多项国家社科基金以及

20 多项各类课题，教师和学生先后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

报》《民国研究》《海交史研究》等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 30 多篇。

3.坚持创新驱动，激发育人活力

打造品牌项目的同时，南海记忆工作坊进一步与学校“形势与政策”教育教

学紧密结合，让校领导、院士、国家教学名师、“长江学者”、国家杰青、辅导

员年度人物等纷纷走进时事论坛，并邀请 10 余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

学院、南京大学、国防大学的知名专家学者，讲解自贸港政策，海洋强国建设，

分析当前形势，累计吸引了近 5000 人次学生参与。开展南海童心行、山海寄童

心等系列南海文化宣传活动，将活动地点扩展到岛外，组织学生进入小学课堂趣

味支教，面向全海南大学学子给山区小朋友寄南海明信片等特色创意活动，累计

参与 500 人次。

4.坚持学赛结合，厚增学生本领

南海记忆工作坊继续依托全国各级创新创业大赛、志愿服务大赛、暑期社会

实践等平台和学科竞赛，积极选派学生围绕南海记忆搜集整理、海洋强国战略目



标、海南自贸港建设内容组队参加，并全程指导，通过学赛结合的方式，引导大

学生进一步了解全面南海知识，实现全面发展。工作坊同学将南海老船长的故事

讲述给更多人，实现跨区域宣传，打造自贸港文化名片，实现良好的社会效益。

在第八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省级决赛中，南海

记忆工作坊参赛项目《老船长和他的更路簿：中国人经略南海的历史见证》获得

了哲学社会科学类二等奖。在第十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

竞赛中，南海记忆工作坊参赛项目《风帆时代的航海记忆——最后一批南海老船

长的口述史分析》获得了哲学社会科学类特等奖的好成绩。在第十三届“挑战杯”

海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中，南海记忆工作坊参赛项目《即将消失的南海

“红船”精神》，荣获金奖。在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

赛海南赛区竞赛中，南海记忆工作坊参赛项目《南海“红船”，文创红“传”》

获得高教主赛道金奖。

在团中央青年全国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中，组织调研

队伍，进行实地走访调研，同学们通过运用学习的知识，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海

洋强国战略和自贸港的建设。至此，南海记忆工作坊成功攘括全国暑期社会实践

优秀调研报告、优秀团队、优秀个人和优秀指导教师等奖项。

5.坚持口述历史，激发家国情怀

工作坊成员前往琼海市潭门镇草堂村对苏承芬、黄庆河等多位老船长、老渔

民进行寻访调研并制作口述史，记录老船长的航海经历并将老村长世代传承的

《更路簿》利用数字化收集保存。口述南海在重点打造南海老船长口述之后，继

续重点打造南海守岛官兵的口述及资料整理，进而增强学生的家国情怀。相继推

出《天涯哨兵新风采:访海军驻守西沙群岛部队》《守卫那片海》《沧海孤礁砺

精兵 扎根南海写风流：南沙“礁长”海防“魂”》《天涯哨兵新风采:访海军驻

守西沙群岛部队》《大海为家守礁人———南沙群岛行》《走近南沙守礁人：一

年一半时间与大海风浪搏斗》《龚允冲：南沙守礁第一人》《南沙“守礁王”龚

允冲》等等。

6.坚持记忆寻访，推进实践育人



为让学生加深对南海的了解，工作坊利用暑期社会实践的契机，先后组建了

6 支南海记忆寻访暑期社会实践调查队，进行南海记忆寻访。工作坊学生分别前

往广东、广西和海南各地开展南海渔民信仰等民间记忆搜集活动，通过社会调研

与实践，让大学生对南海的历史文化有更加生动的认识。

7.坚持理论宣讲，营造育人氛围

为吸引更多的大学生关心南海、认识南海、经略南海，南海记忆工作坊还积

极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习近平新时代海洋强国建设思想做好理论宣讲，并组

件学生宣讲团，奔赴中小学、渔村开展理论宣讲。每年累计宣讲 30 余场，参与

人数高达 3000 余人次。同时，还积极参加全国各类涉海学术会议。先后参加首

届南海历史文化学术会议、第七届南海区域合作论坛、第五届南海《更路簿》暨

海洋文化研讨会等 9 场，做主旨发言 5 场，有效地提升了南海记忆工作坊的社

会影响力。

8.关怀三渔问题，做好示范服务

南海记忆工作坊通过拜访南海老船长，收集与制作南海老船长的口述史，向

更多人展示老船长的飒爽英姿，向更多人讲述风帆年代的南海故事和《更路簿》

记载与传承的果实。不断强化海洋强国战略，加强主权意识教育，弘扬大无畏南

海精神，让风帆年代的航海记忆成为国人之记忆、国家之记忆，向世界宣示我国

对南海诸岛无可争议的主权。

南海记忆工作坊积极引导大学生加强对南海渔民、渔业、渔村的关注，与智

渔建立紧密合作，不但做好《海南省休闲渔业发展规划》的解读，还推出《吃鱼

也要爱鱼及渔，讨海也要养海护海》《渔村影话|潭门听渔》《渔村影话|港北出

海》《渔村影话|烂船板与大良的小屋》等等文章，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渔业建

设提出建议与对策。

案例呈现



博士生论坛 博士后沙龙

采访南海老船长 口述史制作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海洋强国主题宣讲

第十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获得特等奖



第八届“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竞赛获得金奖

第十三届“挑战杯”海南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获得金奖并晋级全国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