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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教于乐”教学模式在城轨课程中的应用与研究

——以城轨运营安全为例

励　萍　周晓祺

海宁市高级技工学校　浙江　海宁　314400

摘　要：海宁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急需大批城市轨道交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作为承担培养海宁本地优秀技术人

才的学校，急需研究出一套高成效可复制的教学方法。通过分析我校轨道交通教学面临的困难，探索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教

学的方法，总结参加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综合应用行业赛的经验，研究使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拟实训演练平台进行“寓教

于乐”的教学模式，探讨该教学模式通过以赛促教方式在城轨课程中的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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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2 月 18 日，韩国大邱市地铁发生人为纵火事件

（198 人死亡，147 人受伤）。调查显示，由于司机和综控

室人员在火灾时应对不当，安全疏散导向灯和路标未起到应

有作用，导致电源被切断后，许多乘客在逃难中窒息身亡。

安全，是城轨交通健康发展的前提；保障运营安全，是运营

管理的重要职责。运营管理专业人才，需掌握票务处理、终

端设备维护、车站及车辆信号处理、监控等专业能力，还需

要有应急设备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事故处理的能力。这些

能力的形成与大量的实训、实践是分不开的。然而，轨道交

通运营全真实训环境创建难度巨大，学校现有实训环境无法

与真实工作环境完全一致，这给教学开展、人才培养带来了

难度 [1]。如何突破这个难点 ? 本文将对此作一探讨，以城轨

安全运营课程为例。

1 运营安全实训遇到的困惑

杭海城际铁路，是我国财政部第一批 PPP 示范项目之

一，于 2016 年 12 月开工，线路全长 48.18 千米，设有 13

座车站，预计今年 7 月建成通车。海宁城市轨道交通的大力

发展，将急需大批城市轨道交通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这给

专业人才培养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随着建设进程的推进，通

车之后必将引起运营管理人才的紧缺。运营管理人才的培养

重点则是运营安全实践能力的提升，要有应急设备及突发事

件应急救援、事故处理的能力。

1.1 运营安全重在防范

在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中，可能会发生因设施、设备发

生故障或外来突发因素而造成或可能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

失和社会影响的事故（件），危及公共安全的事故（件）。

突发事件分类见表 1。为了有效预防、及时处置在车站、电

动列车、区间线路等处发生的突发事故（件），防止事故扩大，

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规范了城市轨道交通突发事故应

急处置工作。

突发事件分类 包含内容

运营生产类
行车事故、严重影响运营的设备设施故障

等

消防治安类
地铁运营范围内发生爆炸、毒气、恐怖袭

击等

自然灾害类

发生地震、水灾及气象台发布的各色（白

色、红色、黄色和黑色）气候信号影响地

铁运营的事件

表 1 突发事件的分类

处理突发事件需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 , 遵循“预

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高度集中，统一指挥，

逐级负责，先通后复”的原则，确保抢险救援工作反应及时，

措施果断、有序、可控、快速，减少事故影响，尽快恢复运

营生产 [2]。

结合我校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开设

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课程，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应急

设备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城市轨道交通事故及事故处理、

城市轨道交通事故案例分析等七方面内容，其中事故及事故

处理为城市轨道交通应急设备及突发事件应急救援、事故处

理能力培养的重要实训内容，即突发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1.2 运营安全难以实践

1.2.1 理论知识过于笼统

书本中的应急处理预案知识点太过笼统，无法让学生

清晰了解各个岗位之间如何配合处理相关事故。以车站爆炸

事件为例。

车站发生爆炸事件的应急处理：目击者应迅速报告

车站行车值班员和车站警务室 ( 如在车站以外地铁管辖

范围其他部位 , 报告“110”及控制中心值班主任 )。车站

值班站长现场确认后 , 将了解到的情况立即报控制中心和

“110”“119”“120”, 组织现场乘客疏散 , 并组织人员进

行抢救和前期处理工作。同时封锁现场 , 设定禁行区 , 挽留



19

教师专业发展与创新教育研究 3 卷 6 期

 ISSN: 2661-4987(Print); 2661-4995(Online)

证人 , 对未逃离现场的犯罪嫌疑人设法抓获。 控制中心接报

后立即报告安保部及公司领导 , 待上级领导、公安人员和消

防队员到达现场后 , 值班站长负责介绍情况 , 并听从指挥。

控制中心根据现场实际情况 , 发布不同的调度命令。 随时了

解事故现场情况 , 协助处理有关事宜。  

1.2.2 应急预案难以实践

在传统的教学方式下，我们教学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时

遇到的问题：

（1）以理论教学为主，无法有效的培养学生实践动手

及分析问题的能力；

（2）轨道交通全真运营管理实训设备价格昂贵，资金

投入比较困难；

（3）因突发事故的不可复制性，无法安排多次重复演

练；

（4）无法组织学生参与城轨企业应急演练，缺乏实战

经验，无法提升学生职业能力；

突发事故处理应急处置教学因校内外全真实训环境受

各方面的制约，建立存在很大的难度；且各种突发事故的不

可复制等特点，常规教学突破难度较大。如何提升学生实践

能力？使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拟实训演练平台进行仿真

演练教学，用“寓教于乐”教学模式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从而提升职业能力。

2“寓教于乐”教学模式的应用

“寓教于乐”教学模式是指使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模

拟实训演练平台进行仿真演练，就车站内日常工作环境及发

生的突发事件，学生可通过扮演值班站长、综控员、票务员

及安全员等角色，进行对应岗位操作台的操作，来实现车站

日常运营及应急预案处置的模拟，以此提高学生运营安全实

践能力。让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在游戏中增能。

图 1“寓教于乐”教学模式说明

2.1 模拟实训增强技能

2.1.1 实训演练平台简介

该平台由值班站长、综控员、票务员、安全员操作台

及中央电子沙盘组成，中央电子沙盘显示车站内日常工作环

境及发生的突发事件，每个操作台由对应岗位进行操作，实

现车站日常运营及应急预案处置的模拟，系统给出反应并语

音提示，沙盘根据操作做出相应反应。

2.1.2 重复操作增强技能

实训演练平台设计模拟可能发生的故障或事故，前瞻

性地确定了突发事件处置的解决方案，提高处置能力，缩短

解决时间，实现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中各岗位协调配合对

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等功能。

车站爆炸初期的快速处置方法：

岗位名称 具体操作步骤

值班站长

做好自身防护，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疏导

乘客，组织各岗人员启动临时封站预案。同时，

尽量搜集目击证人和相关线索。

综控员

做好自身防护，立即通知值班站长，向行调、

公司生产调度室汇报、站区、公安、环调、

急救中心汇报，根据值班站长指示立即启动

AFC 紧急模式，根据调度命令，可启动通风

系统，利用车站广播宣传疏导，严密监视综

合监控设备。

票务员

做好自身防护，锁好 BOM 室，保护好票款。

立即打开紧急通道，阻止乘客进站，关闭站

厅扶梯，宣传疏导乘客迅速有序出站，必要

时向乘客发放湿毛巾，关闭出入口大门，悬

挂提示牌，做好退票工作。

安全员

迅速赶到事发地点，了解现场情况，向综控

员汇报，同时，做好自身防护，稳定乘客情绪，

宣传引导乘客迅速有序出站。

表 2 车站爆炸初期的快速处置方法

使用实训演练平台进行常见事故模拟教学时，不仅清

楚的给出各个岗位的操作任务，且通过得分机制（操作正确

得分，操作错误不得分）来表示各操作是否正确。激发学生

“游戏通关”( 操作得满分 ) 的欲望，促进技能提升。

2.2“寓教于乐”教学优势

2.2.1 使用运营管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进行常见事故模

拟教学的优势：

（1）模拟操作辅助理论教学，有效的培养学生实践动

手及问题分析能力；

（2）实训平台模拟现实中可能发生的故障或事故，可

实现多次重复演练；

（3）采用寓教于乐的方式来解决突发预案处置上的培

训缺失，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票务员、安全员、综控员、

值班站长的工作职能得到了强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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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弥补学生无法参与城轨企业应急演练的缺陷，提

高处置能力，缩短预案解决时间，实现城轨运营管理中各岗

位协调配合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处置等功能，实现实战经验积

累，提高职业能力。

3“寓教于乐”教学模式出成效

通过使用实训演练平台进行技能操作教学后，学生们

对运营安全知识有了更深刻的领悟，也对未来岗位工作职责

有了直观的认识，提升了职业技能。通过平时操作积累，进

行人才选拔，组建参赛队伍，参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职业能

力行业大赛——“轨道交通运营管理”赛项。在 2019 年度

比赛中，我校代表队凭借扎实的专业知识和熟练的专业技能

在比赛中脱颖而出，取得一金一银的好成绩。

以比赛方式激励学生重视技能操作，同时促进学生学

习积极性，促成教学任务的达成。在“寓教于乐”教学模式

下，学生学习兴趣浓厚，实训操作积极性高，技能提升明显。

使用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进行“寓教于乐”

教学，学生《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课程的测试成绩也提

高了不少，技能提升效果尤为明显。

4 结束语

城市轨道交通因具有速度快、运量大、环保好、污染少、

安全和可靠性强、乘车舒适性佳等优点，作为城市公共交通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已成为多数大中城市最主要的交通工

具 [3]。其安全问题日显突出，故障处置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在我国故障处置预案日益完善，但在预案培训上企业多是靠

现实车站演习来实现，学校难以参与，学生职业技能薄弱。

运营管理综合实训演练平台根据现实需求，采用寓教

于乐的方式来解决学校突发预案处置上的培训缺失。使用轨

道交通运营管理模拟实训演练平台进行“寓教于乐”教学，

不仅能够满足突发预案演练，提高学生职业技能，还可以了

解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各岗位职责及工作流程，做到知其然知

其所以然。

参考文献：

[1] 高亮彰，钟思佳，陶敏，李瑞锋 . 电务仿真系统在

轨道交通教学的应用探讨 [J]. 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15（31）.89-92

[2] 耿幸福，宁斌 .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M].2 版 . 北京 :

人民交通出版社，2012.8.148-154

[3] 李建国 . 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概论 [M].2 版 . 北京：机

械工业出版社，2013.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