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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是将专业课与思政课教学同向而行的一种教学模式，可以巧妙地将思政教育与

专业知识讲授有机结合起来。文章探讨了《安全评价技术》课程施行课程思政改革的实践模式，巧妙地

深度挖掘专业课程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想道德元素，找到了一条以工科类专业课程课堂教学内容为主体，

唯物辩证发展观为思政元素融入点的思政教育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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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professional courses is a kind of teaching mode 
that goes in the same direction as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ch 
can cleverly combin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eaching or-
ganically.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practical mode of implemen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re-
form in the course of “Safety Assessment Technology”, cleverly and deeply excavates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knowledge points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and finds a new 
method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takes the classroom teaching content of engi-
neering courses as the main body and integrates the materialistic dialectical development view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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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课程思政”是一种开放且拥有创新模式的教育理念，“立德树人”作为其教育的根本性任务，通

过多角度多方位挖掘各类课程(包含专业课)本身所隐藏的思政教育元素，将这些元素融入到课程的日常

教学及实践中，通过相关课程的讲授将其蕴含的思政教育功能凸显出来，从而达到各类课程与思政理论

课程齐头并进，从而实现专业课程与思政课程协同发展的目的[1]。 
目前开展《安全评价技术》这门课程的研究成果并不多，江苏大学的展望、许小红等人开展了《基

于 OBE 教学理念的“安全评价技术”课程教学改革及实践》的教学改革研究，她们在教学中引入具体的

安全评价实例，不仅弥补了《安全评价技术》这门课程在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

加深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认知。 
《安全评价技术》是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的主要核心课程之一。这门课程与工程实践现场危险源辨

识工作紧密联系，危险源辨识及安全评价工作是控制事故发生的重要步骤。因此，当谈及安全评价技术

时，务必向学生弘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 
考虑到学生在上学时的思政觉悟意识及综合素质能力普遍不高，而且各任课教师的教学及专业能力

各不相同，很大程度上使得多数学生不能将专业知识技能、思想、道德、政治等因素恰当地融为一体，

也就不能很好地树立正确的“三观”，即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而这就需要我们专业课教师

在日常的专业课程教学中，充分利用专业课程的思政元素、“双创”(创新创业)教育元素，积极将日常课

堂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呈现出来，全力将思政教育贯通于专业课程教学的全部过程，竭力把立德

树人的基本任务贯穿于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讲授之中，彰显专业课程教育教学的功能[2]。所以，本研究

开展安全技术与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安全评价技术》的思政改革和实践是极具有核心意义和

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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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全评价技术》课程融入课程思想政治元素的思路 

(一) 完善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专业课教师主动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性 
在现行的教育教学中，教师作为控制整个课堂教学和把控教学秩序的执行者，也扮演着积极将“课

程思政元素”付诸于实践的重要角色。因此，能否把“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成功而有序地持续下去，最

终的教学情况如何？在这些过程中，教师的个人背景和能力都起到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专业课程教师

应该积极主动参加各级别的教育教学思政改革专题教研培训，向专门从事思政教学的教师和学校专业辅

导员交流沟通，从而可以提高自身的品德及教育能力，且需要在日常课堂教学过程中积极研究，在每一

堂课的教学中主动实践，力求让自己做到不忘初心，德技双馨，知行合一，身正为范。 
(二) 深挖思政元素和“双创”(创新创业)教育元素，向学生传递正确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 
通常情况下，学者们通常将思想道德理想信念教育元素看作是课程思政的根基和源泉。我国传统的

五千年优秀文化、具有区域特色的各地地方文化以及各高校所开设的本门课程教学资源等等，都包括大

量的思想政治道德元素，其所弘扬的道德理念和正确的素质都可以以教学的形式在专业课程中教授。在

备课的过程中，相关专业课教师需要充分找到课程中所隐含的思政元素资源以及“双创”教育元素，仔

细考量教学中每一个可能融入思政元素的环节，拟定合适的教学重难点和教学方式，经过精心的设计和

实施教学大纲、教学重难点以及教学方法等各个环节，在讲授专业课和传递专业技能时，可以很大程度

上指引学生潜移默化地丰富自身的道德修养及强化自身的“创新”意识。针对《安全评价技术》这门课

程，鉴于其较强的理论性，在挖掘相关道德元素教育资源及创新资源时，需要与具体的某个知识点融合，

千万不要生搬硬套，使得思政元素感觉过于生硬，且创新点的强行融入不自然，例如在讲解危险因素及

危险源辨识的时候，可以通过事故案例的讲解让学生知道危险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变成事故(图 1)。 
 

 
Figure 1. Relationship between risk factors and accidents 
图 1. 危险因素与事故的关系 

 
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作为融入课程思政的主要手段，相关专业课教师在课前准备教学内容时，就可以

把问题视作引入思政元素的切入点，然后再将教学目标和育人效果作为最终的考评指标来深挖课程思政

点，巧妙制定教学实施过程[3]。与此同时，专业课老师也可以积极使用具有现代模式的教学方式，比如

生产现场视频、图片、以及动漫动画等等多种多样的现代化教育方法，经过这些现代化的教学方法可以

完全呈现“课程思政”，提升学生在学习专业知识时的兴趣，从而达到提高课程思政的育人品质效果。 
(三) 革新教学方法，使思政元素融入后的教学显得自然生动 
采用案例展示 + 案例结合理论知识点 + 实践操作的教学方法。将课程的相关内容以某些案例为实

际展示基础，使学生在理解相关案例事故发生过程中，切实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处理实际现场问题的能力

[4]；设计虚拟场景，让学生通过模拟虚拟的案例(图 2)设计方案，与老师及小伙伴讨论、丰富方案，加深

学生对知识点的理解，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和提升职业认知；开展现场实操环节，加深所学知识点的理

解，积极宣扬动手操作能力，提升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素养，力求将学生塑造为具有高素质高品格的

专业型应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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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irtual simulation of tunnel collapse construction during expressway construction 
图 2. 高速公路施工过程中隧道坍塌施工虚拟仿真模拟 

 
实践操作，例如在讲授课题二——危险源的辨识时，给同学们安排了一个在校园里寻找危险源的实

践，即“找出校园里图书馆具有的危险源及危险源种类并划分”。给同学们安排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任

务，鼓励同学们勇于克服困难，不怕吃苦，能够在实践过程中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任务布置后，同

学们都比较热情，急于将学到的理论知识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拓宽了同学们认识的范围。创新的确不是

每个同学都可以达到的，但是要训练同学们乐于思考的能力，让同学们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同时也可以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 

3. 《安全评价技术》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路径与实践 

(一) 将思政育人目标恰当地融入专业课程过程中 
根据《安全评价技术》课程教学的章节和内容特点，将五个章节内容分别划分为安全评价理论、危

险源辨识、安全评价方法和安全措施四个大类。课题一主要阐述安全评价理论，深挖安全第一，预防为

主及综合治理等相关思政元素。课题二为危险源辨识，该课题重点深挖事故的根源，让同学们认识到发

展经济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课题三为安全评价方法，该课题主要

深挖爱岗敬业、不怕牺牲以及工匠精神等有关思政元素；课题四及课题五为安全措施类，这两个课题主

要深挖事故是可以预防的，需要我们发挥专业优势控制危险源等思政元素。 
(二) 指导学生学会用发展的思维去学习和工作 
马克思对于发展中的世界观及其所提出的方法论，集中显示了科学发展观是当今时代指导所有工作

的基本原则[5]。同学们需要通过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智能科技的发展，AI 技术的盛兴，以及大数据技

术的流行，都为我们现阶段的学习提供多种资源，安全的评价技术及事故的救援技术也是得到很丰富的

补充，这就让学生知晓任一事物的发展都不能违背客观规律，安全与事故是既对立又并存的统一体，只

有明确没有百分之百的安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样才能知晓事故是无处不在的，我们只有

坚信安全是一个相对概念，安全是在某一阶段的可以接受的危险，这样才会对安全的相对性有一个准确

的理解。例如，2018 年，13 名游客在湄公河附近洞穴探险时受困，急需救援，但洞穴环境复杂，所在地

区网络覆盖很差，给救援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接到紧急指令后，工程师们迅速在现场搭建了应急通信

网络，救援指挥调度台才得以看清洞穴内的实时图像，并与救援人员建立了实时语音通信，实现了救援

实时可视，情况实时通报，决策实时下达。最终，13 名游客均被成功救出。这就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

展，传统的技术最终要被新技术取代，同学们要摒弃过去根植于内心的淘汰技术，要学会用最新的科学

技术武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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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将典型安全生产事故案例融入课堂专业课程设计及教学环节 
正所谓“事故猛于虎，安全重如山”，事故是我们在进行安全生产及生活中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在进行讲授的过程中，结合有关安全评价的知识点，讲授在我国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当时技术的局

限及安全设施设备的落后，发生了多种不同的生产事故，从而激发学生担负起作为安全生产责任者的使

命，让他们对专业的认识更加深刻。安全技术及应急救援技术的发展相当迅速，很多安全新技术以及应

急救援与我们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在讲授这部分知识点时，补充阐述我国安全技术的发展历史，有利

于学生对于安全行业有一个准确的认知，激发他们对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的学习动力。比如，在介绍危

险源的识别及辨识时，可以融入社会影响比较大，使国家遭受较大损失的事故案例。明确危险源一旦处

理不当就会发生无可预估的事故。例如，2024 年 5 月 1 日 2 时 10 分左右，发生于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

方向 K11 + 900 m (梅州市大埔县茶阳镇茶阳路段出口方向 2 公里左右)附近的高速公路路面塌陷灾害，受

灾路面塌方长约 17.9 米，面积约 184.3 平方米，并导致车辆陷落和 48 人遇难的重大安全事故。通过鲜活

的事故案例(图 3)，让学生仿似身处事故现场，通过该事故案例表明安全学科的重要性及不可或缺性，提

高学生主动获取专业知识的学习动力，激发学生的民族意识和保卫家国的责任感。 
 

 
Figure 3. Typical accident cases 
图 3. 典型事故案例 

 
(四) 鼓励学生从多个方面追寻问题的根源，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作为一门评估事故发生前安全状态的工科课程，安全评价技术的目的、任务始终是围绕发生的生产

安全事故，根据这些事故衍生了众多具有学科特点的安全应急处理办法，其演化规律既有一般性又有特

殊性，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体现。例如，在讲授安全评价中重要的知识点和安全评价方法时，

由定性的安全检查表、故障和类型影响分析到定量的概率评价法、故障树，再到化学火灾。安全评价方

法的发展也是从描述现象的定性方法到能够进行量化的定量方法。安全评价方法是从众多事故中得到的

可以预先将事故隐患进行处理的方法。以安全评价的对象为主线，以讨论唯物辩证法的原则作为思政元

素的融入点，引导学生从多个方面找寻问题的根源，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以安全评价技术本身所

独有的众多客观科学方法为主要目的，传授危险源的辨识课程，让学生对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产生

积极的态度，达到专业课与思政元素无缝连接的效果。 
(五) 通过弘扬团队精神，使学生意识到“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新时代不仅给予个人施展的舞台，而且也包括多人合作、协作奋进的团队精神、追求创新的敬业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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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6]。《安全评价技术》是一门工科类课程，需要加强学生间互帮互助精神的培养，使他们拥有“安全

无小事、安全大于天”的信念。在安全评价技术有关理论的讲授中，可以通过增设课堂小组讨论的环节，

强化各小组之间对安全评价技术有关理论的理解；在课程实践环节，通过实际的场景作为实训项目，比

如让学生从辨识危险源做起，到选用安全评价方法、危险源等级划分，直到最后采取适宜的安全措施。

通过多个同学的互相协作完成整个实训项目，并按小组撰写安全评价报告，目的是让学生拥有严谨的学

习态度、团队合作的精神风貌，最后形成良好的个人习惯。 
(六) 全方位多元化过程考核，知识技能兼修科学评估 

《安全评价技术》作为一门理论与实操并修的专业核心课程，可将其教学评价划分为过程考核和结

果考核两个评价阶段，同时还应当增加过程考核在整个教学评价过程中的比重，使过程考核及结果考核

所占的权重比为 6:4 [7]。在这两者中，过程考核是通过学生、任课教师及外聘企业导师等多个多元主体

组成的小组来对学生在整个教学学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进行考核，内容包括课堂出勤率及积极性、实践

操作、课后作业完成等等多个情况；而结果考核主要依据学生在期末理论考试中的卷面成绩来进行判断。

这种采用全方位多元化的考核评价模式，可以让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验技能方面得到极大的提升。 

4. 结束语 

专业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是目前对学生能力及综合品德培养与树立正确价值观的有效路径，这一做

法为专业课教师明确了“课程的主要方向”，使得相对枯燥的理论教学绽放出新鲜的“活力”，为专业

课程建设及其改革注入了“精气神”。本文研究了《安全评价技术》课程融入“思政元素”教学的改革

方法，从完善教师的教学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升专业课教师主动融入思政元素的积极性着手，深挖

精练安全评价技术课程中所隐藏的思政元素和传递的思德功能，以专业课程知识点为主线，以探索唯物

辩证发展观为思政元素融合点，以安全评价技术本身所隐含的众多科学理论方法为其课堂教学法来讲授

该门课程，将育人育才工作落实于日常的课堂教学及实践中，鼓励学生利用辩证的方法及发展的观点去

剖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可以达到“塑造教师和学生的正确价值观、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

及素质、教师课堂融入思政元素讲授知识”三位一体的安全评价技术教学模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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