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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伴随世界经贸一体化的持续深化，尤其是随着我国“一带

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联系越
来越多、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要。为了应对这一战略倡议，我
国不少高校开设了有针对性的涉外专业，为“一带一路”事业
添砖加瓦。这类专业除了传统的经贸专业，也新增了不少相关
新兴专业和课程。但是为了培养出合格和适任的人才，关键在
于课堂的安全模块教学的策略选择和施教效果。本文将围绕本课
题展开相应的研究，以期为今后高校涉外专业的安全模块教学提
供一个可资借鉴的方向，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1　安全背景和安全专业
自“9.11”事件以来，加上持续复杂化和恶化的全球风云

变化的政治安全态势，全球政治安全已经与经贸安全融入加深，
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处于国家下一阶位层面的企业安全和处于
企业下一阶位层面的个人安全也日益相互融入加深，同样相互影
响互相制约。简言之，个人话语安全与实体安全与所在机构的
实体安全以及整个国家的整体安全产生了愈来愈紧密的联系。

本文所使用的安全和安全专业均取广义，非日常话语中所意
指的个人身体安全和专门学习安全工程知识的专业。本文所使用
的安全，涵盖意识形态安全、政治安全知识、跨文化交际安全、安
全话语、目标国安全法律、个人安全，机构安全等众多领域知识；
安全专业涵盖学理意义上的安全专业知识模块、学科意义上的知
识模块和职业意义上的知识模块等等。一国海外经济组织基本上
均以企业为基本构成单位，同时也会存在一些办事处和咨询机构
等非直接盈利机构等组织形式，各类企业和机构均由不同专业背
景的员工构成。因此，每一个驻外和涉外员工的安全能力将直接
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或特定时空下对整个机构的安全起到决定
性作用。国内高校几乎没有系统针对涉外专业和涉外课程的非传
统安全课程。这导致了涉外专业和涉外课程等在当下教育框架内
的缺失和缺位，相关专业学生不能获取系统科学的安全知识体系，
也没有渠道获得最新最全最优质的安全知识。这种缺失安全意识
和安全知识的员工会让其服务工作的机构蒙受难以估量的损失，
包括物质层面的损失和非物质层面的损失；同样，缺失安全意识
和安全部署的机构同样会让为其服务工作的员工蒙受巨大的、甚
至不可逆的伤害和损失。因此，在高校教育层面，系统开展涉外
专业和涉外课程的安全模块教学规划和实施，尽最大努力培养具
有基本安全合格素养的大学毕业生，为相关企业和单位输送合格
的具有岗位适任能力的高端人才，为其稳定、可控和持续发展做
好人才培养培训保障工作。

2　安全教学模块构建逻辑与路径
我国的教育模式和文化传统决定了绝大多数大学生在中小学

期间没有受到系统的安全教育。仅有的涉及安全意识的教育可能
就是思政教育，仅有的涉及安全技能的教育可能就是军训。据不
完全数据统计显示，在安全意识方面，在国家政治安全知识方面，
在刑事民事法律安全知识方面，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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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学校开设的涉外专业越来越多，这类专业学生中毕业后有相当一部分将从事涉外工作。如何在大学课堂上进行有
效的安全话语教学，将直接影响其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安全技能和安全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有必要针对涉外专业开展安全话
语教学路径和策略研究，为高校课堂的思政教学和涉外专业学生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的培训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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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安全知识方面、在个人人身健康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方面，
在企业风控理念和管理制度方面等等，员工和管理者的数据百分
比惊人的一致：远远低于10%。

高校安全教学模块构建应该按照以下逻辑展开。在指导思想
上，以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以我国宪法法律法规为基
础，在国际法的框架下展开。在指导思想上，遵循习近平总体国
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以
不偏不倚、无过而无不及的“中和”之道，推出统筹安全与发展
的“卫国计”“强国策”，必将引领我们在和平发展中打造大国强
盛的“中国版”！。

没有法制法规安全知识的教育注定是一个失败的安全教
育。当今世界是一个法治的世界，当今的中国是一个法治的国
家。在设计安全教学模块时，必须把法律法规知识教育系统纳
入到安全教育模块中。具体来说，以宪法法律法规为基础。安全
教育首要是做个懂法人、守法人。作为一个法治国家，所有机构
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法律框架内活动，任何机构和个人都没有
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和权力。安全教育对于法律知识的安排必
须放在重心位置。

3　安全教育模块指导思想与安全教育技术分析
安全教育模块指导思想是：“全面、专业、够用”。“全

面”是指设计安全教育具体课程时，将具有公共性的、基础性的
和普适性的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纳入具体安全课程模块中，能够
涵盖所有需求专业和学生；“专业”是指必须考虑与本专业密切相
关安全知识和安全技能纳入到安全模块中，能够使学生成为专业
的安全技术人才；“够用”是指能够确保所编排的知识能够满足学
生和学员在毕业后工作中随时应用，无需再接受额外的培训和学
习，同时又要保证知识量适度，不超过应有的范围，不给学生和
学校造成多余的负担。

安全教育技术方面，尤其需要吸纳校外机构和专家参与到教
学规划、教学设计和教学工作。首先，从各个高校内部在职的全
职教职员工中培养和选定部分专业安全课程讲师。其次，在内部
师资不足或适任不足的情况下，聘请校外专业机构和专家走进校
园，走进课堂。

总之，安全无小事，件件皆大事。宁可天天谈安全，不可事
故真发生。安全教育需要系统的顶层设计，把系统的安全教育纳
入到高校涉外专业的框架下，培养成合格适任的安全人才，为企
业的海外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安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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