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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学理支撑的《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教学构建与实施

高伦   左晨

新疆工程学院 中国乌鲁木齐 830000

摘　要：本文以《安全法律法规》为例，对于课程思政教学构建与实施进行探索。基于课程内容确定了“法规为准绳，守

安全之底；思政为引领，育道德之人”的课程思政主题，以及 “依法治国、按法管企、守法从业”的课程思政主线，对课

程思政内容进行解构与重构分析，深入挖掘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中。在“PDCA”的循环改进的思路下，采用“5E”

教学模式进行课程思政教学，解决了课程思政难融入、硬融入的问题，课程思政源于教学内容且升华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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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课程定位及目标

1.1 课程定位

《安全法律法规》是安全工程专业的专业基础课，是安

全工程专业的理论应用型课程。本门课程支撑了毕业要求指

标点 3-4、6-1、6-2、7-1、7-2、8-1、8-2。本门课程基于《安

全科学与工程导论》对专业的认识和了解，进行安全生产相

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学习内容作为后续《安全管理学》、《事

故调查与案例分析》、《职业卫生概论》等专业课程的学习

基础，有很强的关联性。

毕业要求指标点 3-4：能够在设计环节中考虑社会、健

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的约束。

毕业要求指标点 6-1：基于矿山、建筑、化工等行业领

域安全工程相关背景，了解与安全工程相关的技术标准、知

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

动的影响。

毕业要求指标点 6-2：能够分析和评价安全工程实践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

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指标点 7-1：理解国家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内涵和意义，熟悉矿山、建筑、化工等行业领域安全

工程相关政策。

毕业要求指标点 7-2：能正确评价复杂安全工程问题的

工程实践对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评价产品周期

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毕业要求指标点 8-1：具有正确价值观，具备良好的人

文社会科学素养、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了解中国国情。

毕业要求指标点 8-2：理解并遵守安全工程职业道德和

规范，理解并履行安全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对公众的安全、

健康和福祉、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

1.2 课程目标

《安全法律法规》课程目标从三个层面来确定：

（1）学法

学生能够学习安全生产法律基础知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各项要求，以及与安全生产相关的安全

生产单行法和安全生产法规，并且能够会学法。

（2）用法

能够利用所学的理论知识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问题，及

时发现生产过程中的安全隐患，能够指导生产经营单位的安

全生产，预防事故的发生。能够运用所学发现生产经营活动

中的违法行为，并对此进行指导和监督管理。

（3）守法

学生能够将法治观念、安全意识、行业规范及公民道

德行为融入内心；通过学习能够增强职业责任感和社会责任

感，并将法治观念、安全意识辐射到身边的人。

2 痛点问题

2.1 学情分析

（1）学习基础分析

由培养方案可知，大二学生还没有学习专业课，对于专

业知识没有接触，不了解安全生产过程及安全管理原理。通

过调查问卷可以看出学生对于法学基础知识有简单的认识，

在《民法典》普及的过程中有了解，但是具体的理论不清楚。

对于大二学生来说，均是学习本门课的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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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习动机分析

通过与学生交流沟通的过程中发现学生对于视频、图

片等可视化的知识愿意去接受，对于理论知识有的学生不愿

意硬性记忆，有的学生记不住；课下自学的主观能动性较差，

处于被动式完成作业的状态，学生大部分带有“目的性”的

做某件事情；大部分学生都会关心这门课好不好通过，能不

能挂科。

（3）学习方法分析

通过观察法及对话法发现，主讲教师以讲授法为主，

学生对理论课习惯的学习方法大多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实记

知识点为主，从而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会觉得枯燥、乏味。

在网络视频、自媒体、各种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的今天，学

生对短视频的形式兴趣较高。

2.2 痛点问题分析

（1）教学方法没有创新，以讲授为主，其他教学方法

手段进行了叠加

本门课程理论性较强，目前教学方法以讲授为主，案

例分析和讨论为辅。大部分课上以老师讲学生均听为主，在

应用其他教学方法手段时针对性不强。在教学准备中能够挖

掘课程思政元素，但是在教学具体实施过程中却融入的比较

生硬，过于刻板、不灵活。

（2）教学内容需要有效的整合，课程思政教学内容需

要解构与重构

在安排教学内容及设计思政融入时，按照课程大纲进

行组织，没有进一步对教学内容进行有效的整合，对课程思

政内容缺少有效分析支撑。在教学内容中设定了思政内容，

但是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不系统，像散落的珍珠。所以，如何

以学理为支撑，将思政内容有效的解构与重构后有机的融入

教学内容，并成体系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3）课程思政达成效果没有明确且系统的评价方式

考核方式已经从唯期末考试论转向了过程性考核，但

是过程性考核和期末考试考核均是对知识能力的考核，如何

评价课程思政的达成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3 课程思政设计思路

《安全法律法规》是安全工程专业基础课，为理论应用

型课程。课程思政教学贯彻扎根新疆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的

办学定位，围绕培养具有安全技术、安全管理和安全教育的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目标定位，依托安全生产法律基础知识，

“安全生产法”、安全生产相关单行法和安全生产法规等教

学内容，确定课程思政主题和主线；根据教学内容通过学理

支撑，析出思政元素，对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进行组织。

根据课程特点及其在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在课程思政设计方面，以“法规为准绳，守安全之底；思政

为引领，育道德之人”为课程思政主题，确定“依法治国、

按法管企、守法从业”的课程思政主线，培养爱国爱疆，专

业基础扎实，有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从主题出发，以本课程思政主线为依据，结合课程内

容知识点，进行学理分析，最终解析出思政元素，通过适宜

的方式融入授课过程。同时结合我国实事动态及当前社会焦

点，进行思政元素库的建设，且能够不断更新、与时俱进，

具体的思政元素库建设过程如图 3.1 所示。

图 3.1 课程思政元素库建设过程

4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4.1 课程思政内容设计

本课程思政内容以教学内容为基础，进行思政教学内

容的组织。本课程内容包括安全生产法律基础、安全生产法、

安全生产单行法律和安全生产法规等内容。通过分析教学内

容，以学理为支撑，围绕思政主题“法规为准绳，守安全之

底；思政为引领，育道德之人”，在思政主线“依法治国、

按法管企、守法从业”的牵引下，以思政元素库为基础，形

成课程思政教学内容，达成“五育并举”的思政目标，具体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组织如图 4.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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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课程思政教学内容

4.2 课程思政教学资源设计

结合课程内容，本课程的教学资源包括多媒体课件、

电子教案、雨课堂手机软件、腾讯会议、图片、视频等。对

于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可分布在课程的教学资源中，同时根

据课程思政内容的设计，构建本课程的课程思政元素库，作

为课程思政教学资源的主要内容，按照章节进行整理，如表

4-1 所示，课程思政元素库不是一直不变，要根据教学内容

和实事动态进行不断调整迭代。

5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教无定法，本门课程紧紧围绕“因材施教、学以致用”

八字方针进行教学。结合课程特点，基于“PDCA”的循环

改进的思路下，采用“5E”教学模式。在教学过程中不断

地更新迭代，完善这个教学过程，具体过程为：

（1）P（计划）

基于课程内容课前做好课程思政教学内容的计划，准

备好教学资源，结合学生学情做好教学设计。

（2）D（执行）

将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以多种途径有机融入教学模式中

的吸引、探究、解释、迁移和评价的各个环节；同时，注意

表 4-1 《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元素库

宏观 中观 微观

主题 主线 知识点 学理支撑 思政元素

法 规 为 准
绳， 守 安
全 之 底；
思 政 为 引
领， 育 道
德之人

依法治
国

广义的法律概念 法律概念中明确法律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作为公民要认清
违法的严重性。 遵法守法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 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
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宪法神圣不可侵
犯

修改《安全生产法》的必要性 安全生产法中明确规定：安全生产工作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
的领导是中国特色主义最本质的特征 党的领导

按法管
企

安全生产事项审批和验收 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进行审查、
验收，不得收取费用。 公正廉洁

修改《安全生产法》的必要性
部分企业不重视安全，安全事故易发多发，《安全生产法》的修改
增大了监管和处罚力度，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不可逾越
的“红线”。

“红线”意识

法律责任
对违反法律法规进行处罚不是目的，要通过处罚能够认识到安全的
底线，要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守道德和法律的
底线，不跨越红线，不触碰法律和道德的底线。

底线思维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诞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0020629]，自 2002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对我国安全生产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

修改《安全生产法》的主要思路 把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摆在首位，树牢安全发展理念。 以人为本

职业病的前期预防 在进行与职业病危害因素有关的生产时，要有与职业病危害防护相
适应的设施，避免职业病 防护意识

消防法的公布与施行及修订过程 消防工作方针：预防为主、防消结合 消防安全意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立法目的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立法目中明确要求：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保护环境。

以人为本可持续
发展

守法从
业

修改《安全生产法》的必要性
部分企业不重视安全，安全事故易发多发，《安全生产法》的修改
增大了监管和处罚力度，安全生产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是不可逾越
的“红线”。

“红线”意识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的安全生产职责 单位主要负责人有自己的职责，对单位的安全生产负主要责任，将
来学生走向各行各业，在工作岗位上也要明确自己的职责。 责任担当

从业人员的培训和教育

安全教育是安全生产管理工作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是提高全体
劳动者安全生产素质的一项重要手段；而教育也是提高全民的科技
文化素质的根本，要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位置，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

科教兴国

职业病危害因素 很多行业都有职业病危害，只不过是可将危害因素控制在可接受范
围内，从业人员的健康也会受到影响。 奉献精神

灭火救援 通过案例学习灭火救援相关法规内容，在灭火救援过程中，牺牲了
很多消防队员，讲述英雄故事。

对消防人员的敬
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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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门课的非教学过程中将安全意识、遵规守纪的意识有机

融入。

（3）C（检查）

通过雨课堂发布阶段测试题，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由

学生的考勤、课堂纪律、学习态度、学习行为和学习认知等

来检查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

（4）A（处理）

由课程思政实施效果总结经验教训，找出问题并进一

步改进，为后续更好的进行教学提供基础，如此循环保证教

学效果不断提高。

《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在教学过程中和

非教学过程中，在教学过程中将课程思政教学内容以多种途

径有机融入 5E 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在非教学过程中，将

安全意识、遵纪守法融入课后任务、校规校纪的遵守、实验

实习、各类赛事中，《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教学实施过

程如图 5.1 所示。

图 5.1 课程思政教学实施

6 课程思政教学反思

（1）本门课程思政内容是做好计划的，但是具体实施

时内容却不是一层不变，还要结合具体学情及教情进行实时

调整。

（2）思政元素库与时俱进。在《安全法律法规》课程

思政建设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思政元素库的建设。但是随

着社会的发展，知识的不断更新，该思政元素库同样需要不

断地结合实际进行迭代更新，保证不断有新鲜“血液”注入，

与时俱进。

（3）构建有机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本门课

程思政教学效果的评价不成体系，评价标准难以确定。目前

“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建设过程中对于教学效果的评价

不系统，需要构建一个有机的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评价体系，

对课程思政教学效果进行检验。

结语

安全法律法规课程思政建设及实践思路主要是依托本

门课程的特点，基于课程内容确定了课程思政主题、主线，

并建成课程思政元素库，在“PDCA”的循环改进的思路下，

采用“5E”教学模式，课程思政由课程内容而生，亦是课

程内容的升华。学生在学好《安全法律法规》这门专业课的

过程中，能够深刻理解“守法从业、按法管企、依法治国”

的内涵，真正发挥高校立德树人的作用，使学生能够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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