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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要素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实践性
教学方案研究

宋皓晨　程焰钢　陈　曦　陈　玲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江苏 苏州 215100）

摘要：本文针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课程教学理论性强，学习难度大的问题，首先进行教学背景与教学现状分析，提

出教师应采用一种让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学习的新方案进行教学。然后提出了利用多资源理论和 VACP 量表建立行为要素体系的方法，使

学生量化出每项作业和任务的风险性，直观地分析出哪个环节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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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保障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运行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城市轨道交通所在地城市及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要将城市轨道交通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体系，结合本地实

际制定完善应对各类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

督促运营单位制定完善具体预案。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

成立应急指挥机构，明确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职责分工、工作机制

和处置要求。运营单位要建立完备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应急预

案操作手册，明确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的现场操作规范、工作

流程等，并立足实战加强站区一线人员培训，定期组织开展应急

合成演练。

一、教学背景与教学现状分析

（一）教学背景

对于安全与应急处理问题，从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来看，有

大量研究着眼于工作复杂且与生命安全息息相关的行业，例如飞

行员、医生、矿工等。从研究主题来看，国内外在研究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问题时主要有三种研究主题，分别为对安全

的研究，对应急预案的研究和对现场应急处置的研究。

（二）教学现状分析

目前，各类高职、高专及其他高等院校对于《城市轨道交

通安全与应急处理》课程仍然以理论教学、课堂教学作为主要

的授课方式，这主要是由于本课程理论内容占绝大多数，实践

性教学在具体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设计方面，占据地位不高，所

占比例甚少。具有研究性、创新性、和实践能力要求高的实践

性教学更少，学生学习效率不高，极易感到枯燥、无聊。根据

对笔者所在院校城市轨道交通相关专业学习本课程的在校四、

五年级共 231 名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有高达 87.4% 的学生对

本课程的反馈是“枯燥乏味”“上课想睡觉”等，这其中又有

86.1% 的学生认为“课程内容确实难以上得更有趣”。由此可见，

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课程的传统教学方案进行

改进已经刻不容缓。

（三）实践性教学方案思考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将大量理论知识和理论教学内

容转化为对学生更有吸引力的实践性教学。表 1-1 是本课程某教

材的模块编排，根据本文前期研究，其余广泛使用的本课程教材，

其内容差异很小，因此可以作为参考。

表 1-1 某《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教材模块编排

编号 模块名

模块 1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概述

模块 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

模块 3 城市轨道交通危险源识别与控制

模块 4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技术

模块 5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救援

模块 6 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及事故处理

模块 7 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案例分析

由表 1-1 可知，本课程的授课内容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有关知识，涉及模块 1 和模块 2；

第二部分是城市轨道交通如何做到更安全，涉及模块 3 和模块 4；

第三部分是城市轨道交通的应急处理，涉及模块 5、模块 6 和模块 7。

这三个部分的共同特点是只存在对安全概念的定性或者对应

急处理过程的叙述，没有定量化的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往

往只知其表，难识其里，这直接导致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时，缺乏

自己的学习方法，只是一味听从老师讲解，难以自己分析问题。

如果有一种教学方法，能使学生通过实践的方式自行分析出这起

事故到底哪些环节出了问题，抑或是通过某种方式计算出事故的

危害程度，之后再辅以教师讲解，显然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结合，

显著提升教学质量。本文尝试从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城市轨道

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的实践性教学方案。

二、实践性教学方案的设计

（一）安全与应急处理中的多资源理论和 VACP 量表

多资源理论是一种研究人的工作绩效、工作负荷等方面的理

论。该理论从人的信息处理源着手，提出了多项可能会对人正在

完成的任务造成影响的资源。目前通常认为，视觉、听觉、认知

与动作是人的四项最基本的资源。如果从资源消耗的角度出发来

考虑，通过对人的视觉、听觉、认知和动作资源进行合理的利用，

人便可以完成一项或多项日常生产生活中的任务。应急处置多任

务的执行过程通常分为刺激、决策与反应三个阶段。

（二）行为要素的定义

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各岗位作业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

的操作与环节，这些操作与环节是相对独立的，例如：如果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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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发现车门夹人夹物，则会执行对应的应急操作，包括一连串连

贯的行为，先牵引手柄制动停车，然后确认列车停稳，而后打开

车门观察情况等等。其中“牵引手柄制动”“确认列车停稳”“打

开车门”等独立的行为，均称为一个独立的行为要素。基于这些

行为要素，可以定义和整合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各岗位在作业过程

中存在的各类独立行为，尤其是安全与应急处理问题过程中的具

体行为。结合前一节中提到的多资源理论和 VACP 量表，便能针

对每个作业过程划分为不同的行为要素，然后计算得到这项作业

对岗位作业人员的消耗。

（三）教学方案的确定

通过以上方法，能够初步形成一套创新的《城市轨道交通安

全与应急处理》实践性教学方案，该方案定义和整合城市轨道交

通系统各岗位在应急处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类独立行为，使《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与应急处理》的教学具有可拓展性。学生可以

通过对本课程涉及到的任何具体作业和任务应用行为要素体系进

行计算，从而能够量化出每项作业和任务的风险性，直观地分析

出哪个环节有可能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三、应用行为要素体系的教学方案实例——以《韩国大邱地

铁火灾事件案例分析》课题为例

（一）教学准备

韩国大邱地铁火灾事件是 2003 年 2 月 18 日上午 9 时 55 分在

韩国大邱中央路地铁站发生的一起人为纵火事件。犯罪嫌疑人金

大汉将塑料罐内的易燃物洒到座椅上，点着火并跑出了车站，导

致车站断电燃烧的火引燃对向站台的列车，共造成 198 人死亡 147

人受伤。韩国大邱地铁火灾事件是轨道交通历史上的一起典型事

故，几乎所有的《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理》课程教学中都

会涉及此案例，用以说明城市轨道交通发生火灾的危险性及预防

火灾的措施等。

（二）教学实施与要点

此案例在讲解时，教师往往会采用平铺直叙的案例分析，首

先说明案件的来龙去脉和事情经过，然后引导学生思考为何会发

生这样的事件。犯罪嫌疑人金大汉有严重的报复社会倾向，韩国

地铁此前也从未发生过类似火灾事故，对火灾的应急预案准备不

充分。学生答到以上要点后，本案例的教学就基本结束。部分教

师可能会拓展实践环节，例如让学生练习使用灭火器等。以上教

学方式虽然能将案例相关知识传达给学生，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

难以看到案例背后体现出的“危险源识别”和“应急处理”两个

可能影响本次事件走向的关键点。

本文在实际教学的过程中，针对“各岗位如何发现犯罪嫌疑

人携带汽油进入站台”“发生火灾后各岗位应该如何行动”设计

了两个任务，要求学生分组扮演行车调度员、行车值班员、站务

员三个角色。首先通过行为要素体系，根据学生的理解，对发生

火灾前各岗位的巡查任务进行资源消耗计算，全部小组都计算出

站务员的任务最重，尤其是在视觉和认知两个方面消耗很大；而

行车调度员则消耗资源最少。这提示了学生作为一名站务员，要

在巡视站台过程中注意多看、多观察、多思考，犯罪嫌疑人携带

10L 汽油上车是非常明显的；也提示了行车调度员要保持注意力，

随时关心各车站状态。对于“发生火灾后各岗位该如何行动”的

问题，学生同样通过行为要素体系进行分析，计算得知行车调度

员的负荷几乎等于行车值班员和站务员的总和，这提示了学生行

车调度员在发生紧急情况时“统一指挥”的重要角色。

最后，各小组扮演相应角色模拟了一次本案例，将此前分析

讨论得到的注意点落实到模拟中，案例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图 2-1 为教学时小组讨论的情况。

图 2-1 教学实例

（三）教学方案评价

课后，对所有学生进行访谈调查，全体学生都认为行为要素

体系为他们提供了对此次案例和对《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与应急处

理》课程的全新思考，新的教学模式很有趣，也使他们自发地对

此前学习过的较晦涩知识利用新方法再次学习，以便有新的收获。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应急处理中各岗位的操作进行

分解、分类、整合，形成行为要素体系，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安全与应急处理》课程的理论教学转化为实践性教学，使学生能

利用行为要素概念开展实践，学习分析安全问题和应急处理流程，

在教学上降低了学生理解知识的难度，改善了学生对于本课程知

识机械记忆的现状，提高本课程教学质量；在专业发展上培养学

生对于问题“分解 - 整合 - 分析”的思考模式，能够举一反三，

解决专业相关的其他问题，提高学生日后就业适应城市轨道交通

一线生产岗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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