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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上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类课程

都要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所有

高校、所有教师、所有课程都承担好育人责任，守好一

段渠、种好责任田。《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属于城市

轨道交通运输与管理专业的核心课程，也是通信网络应

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运用与检修、变配电设备运行与

维护等专业的基础课程。《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主要

从安全基础理论知识、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保障、安全分

析、事故防范、反恐、消防安全等方面，系统阐述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中涉及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承担着重

要的安全基础知识、技能和思政素养的教育任务，是相

关专业课程协同育人的主阵地。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结

合《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课程特点，把思政元素贯

穿在教学的相关环节。课程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校企

资源共享优势，将课程思政工作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

理教学工作、现场安全生产要求紧密结合，不断开拓专

业教学工作的新局面，使课程思政自然融入到课堂教学，

从而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效果。

1　课程思政育人目标

本课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立足于《城市轨

道交通安全管理》课程的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及思政育

人目标，充分挖掘本课程的思政元素，系统有机地融入

线上线下教学全过程，利用思政元素增强本课程的德育

理念，提升思政育人的效果，形成“思政课程+课程思

政”的链式协同育人效应，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安全生

产观念、法制意识、爱岗敬业，具备城市轨道交通安全

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2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课程围绕“教什么、怎么教、用啥教”展开，通过

企业现场和同类院校调研，确定课程思政目标，立足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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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内容，开发思政元素，树立安全意识，培养法制精神，

增强忧患意识，锻造工匠精神，从而提升学生的专业能

力水平和职业道德素养。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开发 运用 育人

挖掘思政元素 浸润思政元素 展示思政元素

以课本教材为依托
以课外素材为助推
以教师团队为锦囊
以课程评价为反馈

树立安全意识
培养法制精神
提高忧患意识
担当责任使命

教学展示活动
实习实践活动
志愿服务活动
文化交流活动

线上线下结合
课内课外一体

思政春风潜课堂
悄然润物细无声

内化于心筑心灵
化外于行展风采

调研

确定思政目标

企业岗位需求
学生学情分析
人才培养目标
课程教学目标

党建引领价值塑造
知行合一实践育人

图1　课程思政建设思路

3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从《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课程内容入手，在

教授知识技能的同时，嵌入四方面相关思政元素，围绕

“树立安全意识-培养法制精神-提高忧患意识-担当责

任使命”开发思政案例，结合教学内容递进教学，揭示

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与思政元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实现思政教育效果的最大化。

3.1树立安全意识

在“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基础知识”讲解过程中，学

习新《安全生产法》，树立安全生产意识，牢记“安全第

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

3.2培养法制精神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相关法律法规”讲解过

程中，通过运营现场具体案例，解读运营管理办法及相

关规章制度，培养学生的自觉法制意识，树立法治思维。

3.3提高忧患意识

在“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分析方法”“城市轨道交

通行车安全管理”讲解过程中，以城市轨道交通安全事

故等为切入点，让学生认识到我国城市轨道交通系统安

全生产形势，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安全生产问题，提高学

生忧患意识，学习在突发状况下的应急处置能力，对事

故进行分析讨论，让学生认识到城市轨道交通从业人员

肩负的重要责任，培养学生“为他人安全负责”的职业

素养和社会责任。

3.4担当责任使命

在“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管理”“城市轨道交通施

工安全管理”讲解过程中，通过“党员起带头示范作用，

杜绝安全事件的发生”等案例，以案说安全，防患于未

然，让学生学习身边榜样力量，插入成都地铁热点新闻、

榜样人物的分享，使学生明白作轨道交通建设和运营者

所肩负的责任与使命。（见表1）

4　课程思政教学实践

以“消防安全管理”章节“城市轨道交通火灾特点

及预防措施”为例展示课程思政的教学实践过程。教学

过程划分为课前发布任务、课中知识讲授、课后延伸学

习三个环节，并将思政有机融入课前、课中和课后环节。

4.1课前发布任务

4.1.1课前线上任务

课前在学习通上发布预习任务，让同学们观看“韩

国大邱地铁火灾”和“伦敦国王十字站火灾”案例视频，

并思考引起大邱地铁火灾事故的原因及城市轨道交通火

灾的特点。

4.1.2分组讨论与发言

表1　课程思政设计

序号 教学章节
课程思政

教学目标
思政教育融入点和元素设计 教学方式

1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基础

知识
树立安全意识

学习新《安全生产法》，牢记“安全第一、

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管理方针。

翻转课堂，学生讲解，教师

点评，班级对比教学。

2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相关法律法规
培养法制精神

培养学生的自觉法制意识，树立法治思维，

融入底线思维，强调红线意识，引导学生具

有强烈岗位责任感。

案例讲授，学生讨论

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分析方法、城市轨道交

通行车安全管理

提高忧患意识
引入辩证思维，要学生立足长远，正确看待

安全生产问题，提高学生忧患意识。

观看视频，分析事故案例；

开展校企同台技能比武。

4

城市轨道交通消防安全

管理、城市轨道交通施

工安全管理

担当责任使命

通过“党员起带头示范作用，杜绝安全事件

的发生”等案例，以案说安全，防患于未

然，培养爱岗敬业、责任意识、工匠精神。

观看视频案例，分享观后

感；从三维仿真系统操作到

消防基地实操，担当责任使

命，锻造工匠精神。

5 城市轨道交通应急处理 担当责任使命
通过地铁应急预案编写讲授及案例分享，培

养优秀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业务技能。
企业专家教学，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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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分组讨论韩国大邱地铁火灾

的原因，并请学生发言。在分组讨论中，培养合作与协作

意识、团结与友爱的氛围，激发兴趣，提高参与度。发言

过程中，锻炼学生公众讲话的勇气、总结思辨的能力。

4.1.3点评与引导

教师对学生的发言内容进行点评，并总结大邱地铁

火灾的原因，在此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

（1）火灾的直接原因是某金姓男子由于心理问题报

复社会恶意纵火，在此向同学们强调心理健康的重要性。

（2）火势扩大造成重大伤亡的原因是由于地铁工作

人员的错误处置及缺乏责任心。纵火者点燃的1079号列

车乘客伤亡反而没有后进站被引燃的1080号列车伤亡惨

重。因为1080号列车进站后没有收到控制中心的正确指

挥，由于浓烟蔓延进车厢，司机关闭了车门，司机一直

未能正确处置，发现车厢被引燃、火势扩大后，慌忙拔

掉主控钥匙只顾自己逃命，造成了1080车内大部分乘客

被困车厢内无法逃生。由此，强调爱岗敬业、责任意识

的重要性，要以乘客和公司生命财产安全为先，不能只

顾自身安危。同时，要发扬“脚踏实地”“精益求精”的

精神，培养优秀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业务技能，正确掌

握各种常见应急设备设施的使用操作，才能在突发事件

第一时间采取正确的处置方法。

4.2课中知识讲授

4.2.1城市轨道交通火灾的特点

回顾课前观看的两场火灾事故现场的情况，思考城

市轨道交通火灾的特点？运用分组头脑风暴，让学生充

分发挥想象力，思考讨论地铁火灾的特点。运用学习通

App随机抽问，随机抽取几名学生回答他们讨论的结果，

老师对关键词进行板书，如排烟困难、逃生通道少、光

线不足、逃生困难等。最后教师总结知识点，对学生的

发言进行点评，总结城市轨道交通火灾的特点。在此过

程中融入思政教育：地铁火灾扑救困难、逃生难度大，

近年来我国的地铁发展迅速、地铁网络庞大，是否发生

过严重的火灾事故呢？截至2022年12月31日，我国内

地共有54座城市开通城轨运营里程9986.95公里。我国

拥有如此庞大的地铁网络，但是却很少发生地铁火灾事

故，特别是很少发生严重的火灾事故，这与广大轨道交

通工作者优秀的职业素养和过硬的业务技能是分不开的，

是一件值得轨道交通人自豪的事情。以此激发学生的强

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4.2.2城市轨道交通火灾预防措施

结合以上的两个案例的情况，发挥自己的想象，思

考怎样才能有效预防地铁火灾、尽可能地降低火灾后果

呢？运用分组头脑风暴法，让学生充分讨论，在讨论中

各抒己见。每组请一名同学回答讨论结果，老师对关键

词进行板书，如先进的报警装置、自动灭火装置、阻燃

材料、火灾应急预案等。教师总结知识点，对自愿发言

的学生的进行肯定，表扬他们的勇气，总结城市轨道交

通火灾的预防措施。在此过程中融入思政教育：正如在

“国王十字站火灾”视频中看到的一样，电扶梯上的一

撮小火苗也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后变成吞噬整个售票大

厅的熊熊烈火，告诫我们对待火情绝不可掉以轻心，一

定要早发现早处置，将火灾消灭在初起阶段，同时警示

大家一定要“防微杜渐”、时刻警醒，将坏的事情扼杀

在萌芽阶段。“大邱地铁火灾”中因为没有应急预案，

司机不知如何处置才导致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告诉我

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要时刻牢记责任使命，

在日常工作中，做好应急预案，避免事故造成更严重

的后果。

4.3课后延伸学习

课后查询了解我国先进的消防设备，并在课堂上进

行分享。通过了解我国自主研发的“投弹式高层建筑干粉

消防车”及可爬楼梯、射程可到120米的坦克型“救火机

器人”等设备，让同学认识到我国国力强大、科技发展迅

速，由衷的产生一种“爱国情怀”和“民族自信心”。

5　结语

《城市轨道交通安全管理》课程思政采用与每节课相

关联的思政元素，知识点与思政元素同时循序渐进，使

得两者之间有机结合，同时充分利用校企资源共享优势，

通过校企同台技能比武、地铁应急预案编写、地铁企业

榜样人物学习等方式，探索多元化的教学方法，使学生

对课程内容感兴趣，从而提高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通过

课程思政教学，能够使学生思考问题时拥有大局观意识，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安全生产观念，

不断提高专业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协同育人效应，培

养德才兼备的城市轨道交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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