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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教学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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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落实学分”是高校落实安全管理责任的重要内容。目前该课程教学存在
落实不够、效果欠佳等问题。通过对湘潭大学安全教育课程教学的研究，明确课程定位，开展安全教育选修课教学实践，

突破大学生安全教育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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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生是知识层次较高的青年群体，是实践“中国
梦”的主力军，必须具备系统的文化知识和全面的综合素

质，安全素养就是其中之一，它不仅能提高自身安全，更

是全民族安全素养提升的重要支撑［１］。

１　当前大学生安全教育现状
１．１　教研失衡

自１９９４年首篇文章发表，现有相关期刊论文４００余
篇，著作１２０余本，硕士毕业论文６篇，近３年论文年均发
表５０余篇，著作年均出版２０余本，其中８０％的由高校或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内容由最初的现状研究，到教学手

段、发展方式的思考，不断拓展深度、广度，近年还有一些

省部级、保卫学会的相关研究课题立项。总体上，理论研

究不够，实践教学滞后，教研失衡。

２００４年４月，教育部下发通知：加大安全教育力度，
强化师生安全意识；同年，北京林业大学在全国首开先

河，把安全逃生课列为必修课并纳入学分制；２００６年，在
奥运安保的大背景下，北京市教委召开“北京高校大学生

安全教育工作会议”，要求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

材、落实学分”［２］；２００８年上海市颁布了全国首个《大学
生安全教育大纲》，明确了安全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式。

目前，北京、上海、天津、山西等是。安全教育做得较好的

省市。但令人遗憾的是，缺乏国家政策支持，大学生安全

教育“三进”没有“尚方宝剑”，虽然多年来从上到下都在

推进，但力度明显不够。教育部２００７年出台了《中小学
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但是《大学生公共安全教育指

导纲要》却迟迟不见出台，全国性的大学生安全教育规范

性政策文件仍未颁布。

如今，对于全国大多数高校而言，大学生安全教育依

然仅处于宣传阶段，实践教学远未达到有计划、有目标、

规范开展的层次。如：对 １７所高校（上海交通大学、复旦
大学、上海大学、上海戏剧学院、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

学、武汉理工大学、湖北大学、中山大学、江苏大学、南开

大学、扬州大学、云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山

东大学、重庆大学）“三进”情况调查发现，实现安全教育

“进课堂”的不到 ６０％，“进教材”的不到 ４０％，“进学分”
的只有１０％左右［３］。

１．２　缺乏实效
对于已经积极开展了安全教育教学的一些高校，虽

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在校生因安全意识差被抢、被盗、被

骗、被害的案件和火灾、交通事故仍屡屡发生，大学生参

与违法犯罪仍时有发生，安全教育缺乏教学实效的现状

不容忽视。如，北京某大学从２０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就组
织学习安全知识，先后策划了六次安全知识竞赛，部分学

生对学习和开展竞赛态度积极。但客观地说，相当一部

分学生在应付，竞赛答题中照抄现象十分普遍。据其统

计：２００５年的大学生安全知识竞赛有１０００余名学生参
赛，在可以讨论、查阅资料的情况下，竟有１１７名学生成绩
不及格，其中有６名获得零分［４］。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通过问卷调查湘潭大学１１６名选修大
学生安全教育课的学生，在做“你认为应从哪些方面加强

校园安全”一题时，对“增加保安和管理员、改造宿舍安防

设施、建设门禁监控、控制外来人员”的选择占了９３％，仅
有７％的学生选择了“加强安全教育”；在“你认为学校的
安全教育效果怎样”一题上，选择“没效果、效果不明显”

的占到了７８％，认为“有效果”的占 １６％，认为“效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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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仅占６％。

２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定位
课程定位的缺失或不合理，不仅影响师生对“安全教

育观念”的认同，更导致师资、课程设置、经费保障等一系

列问题，必然出现实践教学组织开展维艰、教学实效不佳

的问题，因此，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应有准确的定位。

２．１　大学生安全教育应定位为必修课
将安全教育课程定位为必修课，从制度上规定“进教

材、进课堂、落实学分”，如此，准备教材、安排教员、经费

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就都能得到顺利解决。这样的课程定

位，对学生也是一种约束，因为安全教育是必修课，有教

材、学时、考试，要算学分，所以必须学，如果不及格，修不

到学分就毕不了业。总之，在高校师生对安全教育的

“教”与“学”还未达到十分自觉的情况下，将安全教育课

程定位为必修课，无疑是保证安全教育质量和效果的一

种重要手段。

２．２　现阶段应积极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选修课教学
《上海市大学生安全教育大纲（试行）》中规定，２００８

年秋季开学后，大学生安全教育课将率先在新生入学教

育中展开，随后融入每学期第二课堂主题教育活动之中，

在此过程中，高校可结合各自特色形成本校教育体系；从

２００９年起，上海市教委将组织评选和推广安全教育课程
优秀教案和多媒体课件，并开展安全教育师资培训；２０１０
年，将积极创造条件组织编写和出版课程教材，在全体大

学生中普遍开展安全教育［５］。用２年的执行缓冲期锻炼
师资、交流教法教案、编写教材、组织培训，以解决师资力

量建设的问题，上海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现阶段应积

极开展安全教育选修教学。通过积极鼓励、组织高校保

卫、学工等部门的老师和管理干部，大胆尝试安全教育选

修课教学，将安全教育先开展起来。一是选修课由高校

自行开设，只要申请就能实现，且选修课有学分、有学时；

二是要有教案、课件、教学计划、考评。如果高校都积极

开展，那大学生安全教育的格局将发生变化，有利于积累

实践教学经验，提高大学生安全教育实效。

３　湘潭大学安全教育课程教学探讨
为提升校园安全管理，推进大学生安全教育“三进”

工作，增强大学生安全意识，２００８年９月，由湘潭大学开
设了大学生安全知识教育选修课，课堂规模３５０人，３２学
时，计２学分。
３．１　明确教育主体、目标和教学内容

首先，安全教育必须明确教育主体。长期以来，学校

部门之间对大学生安全教育权责不明，学院认为安全教

育是保卫部门的工作，而保卫部门则认为主要是学院领

导和学工处的责任［６］，因此，唯有先明确主体，才能使职

能部门一心一意开展工作。保卫部门是校园安全归口职

能部门，牵头安全教育名正言顺，又熟悉校园及周边治安

状况，安全教育能有的放矢，应成为教育主体。同时，学

工、团委、后勤等相关部门，也应根据自身职能和特点做

好相关工作。

其次，安全教育应以培养学生安全意识为教学目标。

安全的最高境界绝不是仅关注事发时的处置，而是事前

的防微杜渐。该目标分为：一是感性层面，主要进行具体

安全知识、技能的学习，开阔安全阅历，积累知识量；二是

理性层面，在学生具备了一定的安全知识储备、实践能力

后，引导学生从安全角度看问题、处理问题，养成安全生

活习惯，树立起牢固的安全意识。

最后，教学内容的选择则应以学生需求为原则。以

学生反映强烈、感兴趣和有必要掌握的安全知识为重点，

如校园多发频发的治安与刑事案件，火灾、意外事故的预

防和应对等。相应地，课程安排就是：安全意识概述与培

养，防范偷盗，防范抢劫、抢夺，识别诈骗，揭秘传销，国家

安全知识，交通安全，防火和火场逃生，应急救护与灾害

避险。

３．２　激发学生兴趣，提升教学效果
安全知识强调实践应用，必须在教学方法上下功夫，

才能激发学生对课程学习的兴趣，为此，我们尝试新颖的

教法和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兴趣。同时，鼓励

教师发表论文、参加学术交流、编写教材、立项课题，以科

研促教学。

４　结　语
虽然现阶段全面实施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必修课教

学的条件不够，还面临许多困难，但只要我们积极面对，

认真探索，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的开设与实效一定会有

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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