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 卷·第 22 期·2021 年 11 月

142

10.12345/jxffcxysj.v4i22.9479

Course

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探索
耿加波 曾高雄

江西省矿业工程重点实验室，中国·江西赣州

在课程思政教育的重要性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背景下，以中国赣南地区某高校安全工程专业开设的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专
业课课程思政做法为例，对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教学成效检验标准等方
面进行阐述，以期为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课程思政教育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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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项目】江西理工大学研究生课程思政改革项目《灾害

科学及防护工程》（项目编号：YKCSZ-2021-09）。

【作者简介】耿加波（1988-），男，中国四川人，博士，

讲师，从事安全工程专业教学研究。

1 引言

目前的大学生教育过程中，课程思政已经成为检验是

否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贯彻落实的显性指标。这一思想

不仅是各项政策文件中的内容，也越来越实、越来越深入地

渗透到了现阶段教育的各个方面。2016年的全国思政工作

会、2018年的全国教育大会和 2019年的全国思政课教师座

谈会是课程思政改革工作发展最重要的会议。在会议中，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

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

应。这就明确了，对大学生政治意识的培养是课程思政的基

本宗旨，仅讲授专业知识是不能达到要求的，要把课程思政

作为落实“三全育人”的重要手段。线上线下的课堂是当今

育人的主要渠道，全部课程的教师都应担当起课程思政的责

任，把所有课程都放入思政的“盐”。

安全科学与工程专业是近些年开办，以控制或减少人

类生活生产活动中所发生灾害或事故所造成损失为研究目

的的学科。在中国高校的安全工程专业中开设了系统的相关

课程，而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课程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中国及其他国家专家学者就开始了防灾减灾

的相关研究。中国的自然灾害具有种类齐全、发生频繁、分

布区域广等特征，这就决定了安全工程专业中防灾减灾工程

课程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本课程的思政教育也显得尤为

重要。

当前大学教育中，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参与规模

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也存在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对

该项工作的目的理解存在偏差，对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思

政元素的挖掘等方面认识不足。论文即以中国赣南地区某高

校安全工程专业的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为例，通过为教学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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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教学方法、教学目的等方面进行改革，以期将爱党爱国、

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等思政内容融入课程教学中，

为培养具有良好的政治认同、家国情怀、文化素养、宪法法

治意识、道德修养等基本素质的大学生提供素材支撑。

2 课程内容与教学目标

2.1 课程内容

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是一门具有综合性和显著交叉性

的新学科，它覆盖了各种自然灾害、人为事故，要对各种各

样灾害的发生发展规律、监测预警、防灾减灾措施进行研究，

就涉及了诸如地质学、气象学、建筑学、土木工程学、水利

工程学、信息科学、管理科学、统计科学等众多的学科。由

于偏重的研究领域不同，众多专家学者对防灾减灾工程的主

要内容定义就不一样。例如，城市防灾工程方向的叶义华认

为，城市防灾工程主要包括水灾、地震、滑坡、崩塌等；土

木工程方向的江见鲸认为土木工程防灾减灾工程主要包括

土建工程、结构防灾理论、火灾、地震等；城市防灾学方向

的焦双建等人则认为，城市防灾工程包括了地震、洪水、火

灾等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

件总体应急预案》中，则分为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

卫生事件、社会治安事件四个大类。本课程即对自然灾害中

的地质灾害、地震灾害、风灾、水灾、火灾、爆炸等的发生

发展规律，现有的防治救灾策略、应急管理方法、灾害损失

分析等内容进行讲授。

2.2 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灾害科学及防护工程是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社会稳

定的大事，本课程即以给学生讲授中国灾害现状，分别对各

类灾害加以详尽分析，阐述其具体防灾措施，应急管理策略

等方面的内容，学生正确认识中国灾害现状，建立防灾减灾

工程相关知识体系，进一步融入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教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法制教育、劳动教育、心理

健康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等思政元素，让学生成为

热爱祖国、敬业奉献、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等方面的品格，

培养学生成为一个有着爱国主义热情、崇高理想以及良好行

为习惯的专业人才。

3 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入点

3.1 以专业知识脉络作为融入点

3.1.1爱国教育

例如，介绍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灾害科学及防护工作从

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史，增强学生的国家

荣誉感与民族自豪感。讲述如范维澄院士等科学家对火灾发

生机理，防治等方面研究的贡献，让学生了解、并学习老一

辈科技工作者在艰苦岁月中力学笃行、无私奉献、报效祖国

的崇高精神和爱国情操。

敬业奉献

例如，讲解中国防灾减灾救灾政策、相关法律法规和

技术标准，使学生深刻理解两个坚持（坚持预防为主、防抗

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的防灾减灾

救灾的新定位，明确三个转变（从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

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

减轻灾害风险转变）。以此来树立学生高尚的职业道德操守

和奉献精神。

遵纪守法

例如，讲解灾害监测预警、减灾宣传相关专业知识时，

明确各法律法规在相关方面的详细规定，让学生意识到即使

在正常情况下，也应保持高度警惕，并根据各法律法规开展

相应防范，杜绝灾害造成事故。

3.2 以典型安全生产事故作为融入点

诚实守信

例如，分析深圳山体滑坡的发生经过，在该事故发生

前就出现了大量征兆，但未引起足够重视，犯了很多低级错

误，直至灾害发生，均无一人指出，从而酿成悲剧，由此教

育学生要有社会担当与责任意识。

环境保护

例如，讲述某矿山高陡边坡滑坡的发生原因、造成损

失以及对人类环境的影响。让学生明白矿山开挖是造成环境

破坏的一类重大灾害，并认识到环境破坏会对人类产生巨大

的危害，以提高学生的环保意识。

4 教育方法和载体途径

4.1 课前准备

制作 PPT时每一页都放置国徽 logo，并在案例分析后，

知识点总结处，增加相关思政元素。

4.2 课堂教学

①列举当次课程内容相关的事故案例，进行约为 5分

钟的分析，并讲解相关思政元素，由此引入本次课程主题，

以达到吸引学生注意力的目的。

②课堂上播放灾害发生过程相关的图片、短视频、热

点新闻资料等并讨论，然后由学生对所呈资料中的危险源问

题以及思政元素进行分析总结。

4.3 课后学习

①组织学生到边坡、尾矿等地方参观，由同学提出相

应监测手段，避灾方案，并记录最终形成报告，需在报告中

阐述作为现场安全专业人员的工作职责。

②给学生提供学习强国中《天火》等爱国主义纪录片

的资源，鼓励学生自行观看，并对灾害发生的危险源进行

分析。

5 教学成效检验标准

①学生能够按时上课，课堂上注意力集中，不发呆不

睡觉，能够积极回答问题。

②对学生每次课堂讨论以及回答问题的情况做记录，

并纳入平时成绩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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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受到专业教育和思政教育，达到潜移默

化的育人效果。在课程内容设计上，将思政育人的理念渗透

其中，紧紧围绕课程目标和要求，展开思政教育的铺展。在

教学设计上，关于课程知识点的讲授可以把专业知识和思政

相结合。在教学资源的配置上，积极蕴蓄积累思政元素的教

学职员，编撰“课程思政”的教材和论文，设计思政教育的

案例，收集相关的图片、视频和课件等。

要实现课程思政的开花结果，还需要将课程思政纳入

对学生的考核方案中，即把学科的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和思

政教育互相交融。因此，课程考核内容除了要求学生把握相

关知识模块外，还要通过分组让学生完成采购管理学科的软

件操作实训和进行角扮演来模拟招投标的流程，以任务为导

向，通过类似的实训和模拟，来考查学生迎难而上、注重实

践、认真负责、团队协作等素质，进而评定思政育人效果。

5 结语

论文以《采购管理》课程为例，将思政元素课程的知

识点合二为一，实现教学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高校老

师要做好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目

标。在课堂讲授专业学科知识的同时融入思政案例，潜移默

化，让学生受用终身，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坚强的人才

保证。

参考文献

习近平.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

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6-12-09.

朱向,向延评.物流管理专业《采购学》课程思政的构建与实施

[J].知识经济,2020(15):159-160.

韩丹.采购管理概论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与实践[J].营销界理论与

管理,2020(4):157.

③考察学生所提交报告中对安全从业人员职责思考的

深度和广度。

④在课后作业中，让学生就当次作业所涉及知识点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想信念、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思

考进行阐述。

⑤学生课后有良好自觉的学习和行为习惯，明确大学

期间的学习目标，能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

6 结语

课程思政建设已经成为一个显性指标，现阶段的教育

应该把课程思政的基因完美的融入课堂教学中，让教育回归

到育人的本质上，坚持以德立身立学，积极培养学生正确

的价值观，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

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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