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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OBE理念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结合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特点，按照“目标导向+有效实施+
成效评价（持续改进）”的逻辑路径，首先明确了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课程思政育人目标，其次提出了安全科学与工

程学科课程思政建设路径的构建思路，最后针对德育目标的抽象性、价值观塑造的长期性与评价工作的具象性、即

时性之间的矛盾，对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评价维度与评价要点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表明：以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为

抓手，结合毕业要求构建以政治素养、社会责任、专业素养和发展能力为基本框架的核心价值体系模型，可明确课程

思政建设的育人目标；从学科顶层设计、教育主体的课程思政内涵认知、课程思政内容建设及实施行动四个层面可

实现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路径的构建；采用评教与评学、定性与定量、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将德育目标转化为可

量化、可观察、可测量的七维度多评价要点，可落实课程思政成效的有效评价，实现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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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是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

的一种综合教育理念。“大思政”格局下，诸多学者

广泛开展了课程思政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并在

理论研究、实践推进、创新模式等方面中取得了较

为丰富的成果[1-2]。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Based
Education，OBE）是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核心理念

之一，近年来逐渐成为应用型学科教学改革的主流

方向。该理念强调教学设计与实施要聚焦学生的

学习成果，即在人才培养中首先明确学生最终应具

备的能力与素质，宏观上须适应社会及行业需求，

微观上则须遵照学生的学情和内在需要，其核心策

略即所谓的“反向设计，正向实施”[3]。将上述两种

教育理念有机融合，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者履行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的有效途径。

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以下简称安全学科）是

研究生产、生活和自然等领域中事故、灾难的发展

机制和规律，并进行预防与应对的科学体系[4]。安

全学科作为高等教育体系中培养安全、应急类人才

的主要途径，肩负着为安全与应急领域培养合格的

新时代专业人才的特殊使命。目前，我国的安全生

产仍处于脆弱期、爬坡期、过坎期，形势严峻且复

杂，加上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不断涌现，使得安

全生产、防灾减灾不断面临新的挑战[5]，国家、社会、

行业及用人单位对安全专业人才的需求亦随之发

生显著变化。新形势下合格的安全与应急专业人

才不仅要具备扎实的知识储备和专业能力，更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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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高标准的政治理论素质和高度的责任意识，具备

自觉坚守职业道德、践行行业规范的专业素养、自

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习惯，以及有时代担当、心系

社会、淡泊无私、甘于奉献的人文情怀[6]。因此，开

展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针对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研究尚处

于起始阶段，在中国知网中以“安全学科课程思政”

为主题进行检索，搜索到已发表的相关教研论文不

足 40篇，且多集中于 2020年以后。这些论文概括

起来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对安全学科或其下设安

全专业课程思政的育人模式及建设路径进行探讨。

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佟瑞鹏等[7-8]在对安全学科

课程思政内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两线一

格”的课程思政育人模式；引入 CIPP模型，探讨了

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评价策略。常州大

学王新颖等[9]结合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和专业认证标

准，探究了安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的改革路

径。第二类是针对安全学科具体某门专业课程开

展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的研究。如在重构课

程目标、发掘思政元素、建设育人资源、革新教学方

法 以 及 课 程 思 政 实 施 效 果 评 价 等 方 面 开 展

研究[10-12]。

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虽在近几年受到了学

者们的关注，但深入、系统的研究仍显不足。为此，

课题组基于OBE理念与课程思政有机融合，探究

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实施路径，以期为进

一步提升安全学科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参考。

一、OBE理念下的课程思政建设总体思路

按照 OBE理念“反向设计，正向实施”的核心

策略，探索构建安全学科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本质

上就是探索如何回答好以下若干问题：

（1）安全学科课程思政教育最终要达到怎样的

育人目标？课程目标中的素养目标如何确定？

（2）为达到育人目标，安全学科应如何从顶层

设计出发，规划课程思政实施路径？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如何做?
（3）实施课程思政的成效如何？课程目标中确

定的价值和能力目标，特别是学生在情感、态度、价

值观等方面的变化如何测评？

其中，课程思政育人目标既是课程思政建设的

终点也是起点，体现OBE理念反向设计原则；建设

路径的设计与实施则是切实落实“以学生为中心”

原则的过程；而对课程思政建设成效如何评价的探

究是实现持续改进的前提和基础。

二、明确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厘清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最终要达成怎样

的育人目标是构建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第一步。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学生非技术性综合能力有

明确的要求，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印发的《工程

教育认证通用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2020版，试

行）》明确指出专业课程体系应紧密围绕“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解读及使用指南

（2022版）》则进一步明确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相关要求[13]。而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

核心要义是寓价值观塑造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

之中，帮助学生塑造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因此，将课程思政融入安全类专业课程建设，

既有利于促进学生能力和素养的提升，也可以进一

步促进和保障毕业要求内涵观测点的达成，助力

“最后一公里”的打通。鉴于此，须以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为抓手，构建安全专业核心价值体系模型，在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12条毕业要求中融入课程思政

育人目标。

此外，专业核心价值体系模型的构建须充分结

合学科特色。每个学科专业都有自身的独特性，安

全学科是集理、工、文、法、管等学科于一体的综合、

交叉学科，学科知识体系中涉及伦理价值、道德责

任和家国情怀的内容较多，具有显著的德育内涵和

更高的德育要求。专业课程作为科学技术知识的

载体，承载着人类不断实践的认知过程和逐渐形成

的理论形态，蕴含着人类对自然、社会以及人的行

为心理等规律的探索和哲学思考。要立足安全学

科的上述特点，凝练安全学科特征，构建安全学科

核心价值体系模型。本文以安全学科下设的安全

工程专业为例，结合专业认证毕业要求，构建了以

政治素养、社会责任、专业素养和发展能力为基本

框架的安全专业核心价值体系模型，如图 1所示。

课题组挖掘了各类专业课和实践环节的思政元素，

将该模型要求逐条落实到每一门具体课程当中。

三、探究课程思政实施路径

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遵循OBE理念反向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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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原则，通过调研明确行业与用人单位对安全学科

人才在素养方面的需求，以适应内外需求（即社会

需求及学校办学定位）为总体目标，重塑人才培养

目标、毕业要求及内涵观测点，进而优化与之相对

应的课程体系；围绕“知识”“能力”“价值引领”修订

课程目标，以有效支撑专业核心价值体系模型，具

体如图2所示。

第二，在认知层面，令教育者先受教育。课程

思政的实施效果首先取决于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

政的理解度、认同度以及教师自身的思政素养和理

论水平，因此开展和落实课程思政建设应以提高施

教者的能力水平为起点，可将课程思政建设与教师

党支部建设有机结合。发挥教师党支部的组织和

推动作用，以实现教育主体思想政治水平和业务能

图1 安全工程专业核心价值体系模型

图 2 安全学科课程思政建设总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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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断提升。此外，课程思政的建设成效很大程

度上还取决于教师对教育客体认知特点、成长需求

的尊重度和适应度，因此调查分析教学客体的学情

特点是开展教学内容设计和教学模式设计的起点，

同时也是基于OBE理念和“以学生为中心”原则开

展有效教学的体现。这里的学情分析，指教师不仅

要对学生的先备知识掌握情况进行了解，还要对多

元化时代下学生的认知行为特点、思维方式、情感

态度、兴趣爱好等进行了解。

第三，学科课程思政建设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各

门专业课的课堂教学中。对应内容和行动层面，学

科课程思政建设具体又可分为内容建设、有效实

施、评价反馈和总结改进四个主要环节。在内容建

设层面，教师首先从课程整体出发，挖掘各门课程

中的“隐性”教育资源，通过对教学内容的梳理，确

定可以承载思政元素的章节或知识单元，即思政载

体；其次挖掘和积累与知识点相关联的多元化教育

资源，诸如国家关于安全与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战

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讲话精神、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中相关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时事热

点、生活实际、事故案例、模范人物生平事迹等，即

思政素材；最后通过思政载体与思政素材的有机融

合与巧妙重构，凝练出思政元素及相应的思政目

标，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积累形成课程思政示范案

例库。

第四，如果把内容建设类比成“编剧”的工作，

那么在行动层面则需要教师完成“导演”“演员”“主

持人”等多重角色的任务。就如同再好的剧本如果

没有生动的演绎也无法打动人心一般，没有恰当的

融入方式和教学方法，再好的内容设计也难以产生

入脑入心的育人成效，甚至还会引发学生的厌烦情

绪。因此，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实施，需要教师坚

持“以学生为中心”原则，不断探索优化思政元素的

融入方式，创新专业课程话语体系，应用现代信息

技术革新教学方法、丰富授课手段；深度整合多元

化教学资源，发挥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优势，实

现课上课下协同；加强校企合作，充分利用好校内

外实践基地、体验中心等资源，以增强学生的课堂

参与感和体验感，从而真正发挥意识导向和人格塑

造的功能。以工程流体力学课程中的一章为例，其

教学设计及实施流程思维导图如图 3所示。教师

在讲授伯努利方程的意义和适用条件的知识点时，

以两起因“列车风”导致的事故案例引入，提出“列

车‘吸人’的现象能否基于伯努利方程来解释？”的

问题。在对问题进行探究的过程中，引导学生发现

现有文献解释存在的不恰当或不完善之处，帮助他

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伯努利方程有其适用条件与

局限性。教师最后给出四个不适用伯努利方程的

流动实例，分别对应四个适用条件，以进一步加深

学生的理解。教师在帮助学生正确地应用伯努利

方程的同时，培养学生敢于提出问题、敢于质疑的

批判性思维和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

第五，在学科和课程层面建立并完善课程思政

成效评价机制，开展经验交流、教学观摩等活动，以

实现持续改进。从图 2还可以看出，所构建的课程

思政建设路径同样遵循围绕培养目标、核心价值目

标、课程目标的三循环教学成效持续改进机制。

四、确定课程思政建设成效评价维度

持续改进是 OBE理念的三大原则之一，其前

提是教学评价。与评价学生的知识、能力不同，情

图3 融入思政元素的教学设计案例

列车“吸人”现象如何解释？

联系事故案例
培养应用理论知识解释实际问题的能力

静水压强基本方程的意义
伯努利积分的特定条件

伯努利方程的意义
伯努利方程的适用条件

总结四个不适用伯努利方程的流
动实例，分别对应四个适用条件

自主学习能力

敢于质疑、不盲目迷信的批判性思维

总结文献中给出的解释
就是否符合伯努利方程适

用条件展开讨论

例题讲解、总结
任务布置

知识回顾 问题提出 实例总结

新知识点 文献研读与课堂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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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态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的抽象性及塑造的长

期性，使之与评价工作的具象性、即时性之间存在

天然矛盾，因而课程思政教学评价始终是学者们关

注的一个难点[14]。在成效评价方面，首先明确“评

价”的目的是“促改”，一方面为了助力教师执教能

力的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为了精准了解学科课程

思政建设的育人实效，以便动态调整建设方案和实

施方法。鉴于此，本研究针对课程思政教学目标相

对抽象、难以量化的客观难度，总体上采用评教与

评学、定性与定量、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方式，将宏

观课程思政目标分解为多个维度和评价要点，具体

如图4所示。

·课程思政实质与内涵的理解
·思想政治理论水平
·课程思政相关培训的参与度
·学情调查与分析情况

·思政素材的生动性和时效性
·与专业知识的内在关联度
·思政元素的适度性
·课程思政案例库建设情况

·思政元素融入的创新性
·思政元素呈现的有效性
·是否符合学生认知特点
·师生课堂互动性及学生参与度
·课程思政评价方案设计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依据素养目标分解评价维度，设计相
应的测量问卷

·开展前测、后测，进而对比分析

·行为观察（定性）与评价量表（定量）相结合
·学习活动的参与意愿
·学习活动的参与质量

·成长档案
·跟踪观察
·用人单位反馈

长期发展

行动层面

内容层面

认知层面

评评
学学

评评
教教

课课
程程
思思
政政
建建
设设
成成
效效
评评
价价

外显行为

情感体验

认知变化

图4 课程思政建设成效的评价维度与评价要点

在图 4中，评教的维度同样对应认知层面、内

容层面和行动层面。为此，本专业进一步完善了教

学质量持续改进机制，对教师思政理论水平提升、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质量监督与评价、

信息反馈及改进工作等作出明确规定，从制度上保

障课程思政建设的有效性。例如在新一轮教学大

纲修订中，规定课程目标须包含知识、能力、素质三

个维度，教学活动设计中须明确思政元素的挖掘与

融入方式，对课程思政目标的达成应有相应的测评

设计等。评学则从认知变化、情感体验、外显行为

及长期发展四个维度对学生专业素养、政治素养、

社会责任及发展能力的提升进行评价，例如通过设

计评价量表，围绕学生多元化学习成果，多角度测

评学生的外显行为，以获得对创新意识、团队协作

意识、沟通交流能力、自主学习能力等课程目标进

行评价的依据；而针对学生专业认同度、专业伦理、

批判性思维、家国情怀等意识形态或价值观塑造范

畴的目标达成情况，则主要基于问卷调查前测、后

测的对比分析获得。综上，将宏观的思政目标转化

为可量化、可观察、可测量的评价指标，结合专业认

证质量监控机制，可获得课程思政建设质量和效果

的评价反馈结果，进而实现持续改进。

五、结论

第一，遵循OBE反向设计原则，并充分考虑安

全学科特征，构建了以政治素养、社会责任、专业素

养和发展能力为基本框架的安全专业核心价值体

系模型，从而明确了安全学科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第二，落实“以学生为中心”原则，基于OBE理

念，围绕培养目标、核心价值目标、课程目标建立三

循环教学成效持续改进机制，从学科顶层设计、教

育主体对课程思政教育内涵的认知、课程思政内容

建设以及实施行动四个层面构建了课程思政建设

总体路径。

第三，采用评教与评学、定性与定量、短期与长

期相结合的方式，将宏观课程思政目标分解为多个

维度。评教对应主体认知、内容层面和行动层面三

个维度；评学则包括学生认知变化、情感体验、外显

行为及长期发展四个维度，同时将四个维度转化为

可量化、可观察、可测量的评价要点，并结合恰当的

评价方式，落实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以实现持续

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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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如此，必须拓展“三交”元素融入大学思政教育的

广度和深度，使学生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和睦友

好的重要性，领悟到国家稳定、边疆安全的关键，从

而在心理上、思想上、情感上强化自己的爱党爱国

意识。

四、结语

高校是展示中国各民族交融汇聚、多元一体的

良好窗口，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

域。推进“三交”元素融入大学思政教育，是贯彻落

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的应有之义，有利

于促进民族团结、凝聚共识和强化国家认同。高等

教育绝不是思政教育的末端，大学更不是思政教育

的边角，而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场

域。因此，在高校中开展思政教育尤为重要。我国

各类典籍中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三交”元素，是当前

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重要理论素材与历史

依据。推进“三交”元素融入大学思政教育，重视大

学生的思想引导、培育和塑造是提升新时代大学教

育质量的重要举措。高校应深度挖掘“三交”元素，

并基于“旧传统”构建大学思政教育的“新方式”，让

“经典”不过时。

［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
OL］.（2019-09-27）［2024-03-01］. http：//www. xin⁃
huanet.com/politics/2019-09/27/c_1125049000.htm.

［2］ 田敏，刘洁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

往、交流、交融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3（1）：

141-146.
［3］ 王宪昭 .中国少数民族民间口传文化母题研究

［M］.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08.
［4］ 陈文元 .论土司制度内涵演变及若干问题反思：以

长时段理论为逻辑起点评析［J］.社会科学论坛，

2021（1）：165-172.
［5］ 高永久，赵志远 .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与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J］.思想战线，2021，
47（1）：61-70.

［6］ 李天顺，李俊清 .茶马互市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述

论［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2（1）：35-40.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林志恒林志恒］］

［5］ 张驎 .新时代应急培训的内涵、特征及途径［J］.中
国应急管理，2021（4）：42-47.

［6］ 郭抗抗，蒋永清，秦勇 .安全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

学改革研究与实践［J］. 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

评估），2021（7）：88-90.
［7］ 佟瑞鹏，王露露，尘兴邦，等 . 高校安全学科“两

线一格”课程思政育人模式探析［J］. 中国安全科

学学报，2022，32（10）：1-7.
［8］ 佟瑞鹏，王乐瑶，王露露，等 .基于CIPP的安全学

科课程思政评价［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22，
32（12）：19-24.

［9］ 王新颖，冯胜，陈海群，等 .课程思政建设背景下

安全工程专业建设改革路径探究［J］. 高教学刊，

2023，9（7）：37-41.
［10］ 郑欣，于雁武，许开立，等 . 专业课程中思政融

合建设思考：以特种设备安全课程为例［J］.高教

学刊，2022，8（35）：181-184.
［11］ 陈卫明，万里行，李红丽 .课程思政建设在“安全

系统工程”中的教学探索与实践［J］. 科教导刊，

2022（11）：82-84.
［12］ 吴桂香，徐成林，王宇栋 . 安全系统工程课程思

政建设探讨［J］. 高教学刊，2021，7（28）：193-
196.

［13］ 胡俐蕊，胡泽坤，黄河夫，等 . 工程认证背景下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

探索［J］.高教学刊，2023，9（11）：193-196.
［14］ 寇龙，陈江燕 .课程思政成效评价体系的构建路

径［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22（4）：69-71.
［［责任编辑责任编辑：：钟 岚钟 岚］］

（上接第121页）

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