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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素质专业人才培养是确保核能发展的基础，核安全类课程作为涉核专业核心课程，对人才培养具有重

要支撑作用。本文在长期教学实践基础上，确定了核安全类课程思政的目标内涵和改革原则，然后分别

从思政教学的组织实施、教学队伍建设、思政要素挖掘与运用等方面实施改革，收到了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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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s is the basis to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nuclear 
energy. As the core curriculum of nuclear related majors, nuclear safety courses play an important 
supporting role in talent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long-term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deter-
mines the goal connotation and reform principle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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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fety courses, and then carries out reform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
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team, the excav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and has achieved good 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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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结合课程思政进行人才培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方位推动、全要素协同[1]，在核能与核

技术的发展应用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课程思政要素，将这些先进的人物事迹、经典的案例故事、优秀的

文化思想内涵融入课堂，发挥好课程思政的育人功能，对培养优秀的涉核专业人才具有重要意义[2] [3]，
也是核能事业发展生生不息的基础。核安全类课程是核工程专业的核心专业课程，课程名称一般以核反

应堆安全分析或核电厂安全为主[4]，重点介绍核反应堆安全发展简史，核反应堆安全分析的基本理论、

基本模型，核反应堆典型事故的起因、进程及可能后果，核反应堆严重事故的基本过程以及放射性物质

的迁移、扩散规律，国内外重大核事故的基本过程、经验教训，核安全文化的内涵要义等。核安全类课

程自带思政育人特点，各高校课程团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案例，但缺乏系统的梳理，也

缺乏课程内容与思政案例的融合研究，不利于课程思政教学不断走向深入。 

2. 明确课程思政的教学目标 

核安全类课程思政重点是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安全发展要求、把核能安全发

展与实现民族复兴的责任意识、把“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融入课堂教学，同时把核安全文化培

育有机融入知识传承、能力培养过程。在课程知识传承和能力素质培养过程中，引导学生深刻认知核能

应用在国家转型发展中的地位，树立学好专业、报效祖国的自豪感；深刻认识核能创新发展过程中面临

的困难，培养攻坚克难的意志品质；深刻认识核能发展在强国兴军中的作用，坚定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责任意识、发展意识和正确的核伦理道德。 

3. 确立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的基本原则 

现在普遍强调课程思政、三元育人，但实施过程中普遍感到如果思政要素质量底下，不但不能起到

正面育人效果，还会引起学生反感，导致“南辕北辙”。思政教学的关键在于引起学生内心对正确价值

观念的共鸣，情感认知获得升华，并将这些认知变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新时期学

生个性突出，普遍不太喜欢说教式的教育方式。课程组在开展核安全类课程思政教学改革时，重点把握

以下基本原则。 

3.1. 紧贴课程特点、杜绝东施效颦 

在课程思政建设中，首先突出课程特点，严防人云亦云。根据核安全类课程内容特点，积极搜集课

程思政素材，在课程教学中融入思政元素，确保教书与育人的高度统一。随着我国核能技术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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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特征和安全特性也在不断变化、多种风险特征将长期并存。课程思政建设过程需要紧扣核能技术

的发展现状，坚持开展集体备课，组织教学研讨，发挥集体合力，动态优化调整教学内容和思政重点。 

3.2. 注重自然引入、突出润物无声 

在课程思政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不同思政元素的特点，注重与课程内容学习的紧密衔接，注重课

堂上的自然引入，突出润物细无声，让学生在知识、技能学习过程中思想认识也能得到提升。针对不同

的课堂特点，区分课程思政的施教方式，对精讲课堂重点采用情景带入、研讨辨析、对比分析、总结归

纳的方式开展；对实验实作课堂，重点采用动手实践、情景感悟、试错反思、问题辨析的方式开展。 

3.3. 强化内心感悟、确保施训效果 

在课程思政教学过程中强化内心感悟，确保课堂施训的效果。结合新工科培养模式及学生的个性特

点，研讨引入新的施训模式，通过贴近实战的情景式教学、源于国内外典型事故案例的案例式教学和基

于启发互动的研讨式教学，提升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主动性的同时使学员切实感受到核安全课程学习的

重要性，激发学员灵魂深处对于核安全课程的重视程度和学习乐趣，做到从强化内心感悟着手，实现从

突出教转换到突出学，全面培养学生的理论知识、核安全文化、核安全技能，进而达到提升教学效果的

目的。 

4. 课程思政教学的改革实践 

在核安全类课程思政教学的实践探索中，重点突出课程建设的组织管理、教员队伍建设和深挖课程

思政要素三个方面，并定期开展效果评价，不断提升对核安全类课程思政的认识和实践。 

4.1. 突出课程组织管理的职能作用 

在组织管理方面，强化基层党支部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职能作用，组织和引导课程组开展课程思政

工作，经常性开展课程思政工作评价，鼓励并引导教员在实践中深化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在提高认识方

面，重点引导教员理解课程思政在落实立德树人中的根本任务，挖掘课程所蕴含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的广

度、深度。在教学施训方法方面，重点研讨思政要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探求活的思政。 

4.2. 强化教学队伍能力建设 

教育者必先被教育，思政育人的效果与教员自身的思想水平、业务能力密切相关，课程组在推进课

程思政建设过程，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强化教员队伍建设。 
1) 持续提升教员对核安全内涵的认识，当前我国核能技术的应用发展持续加速，核动力装备多种型

号并存、不同服役期交叉、新建与新研交织，导致多种核安全风险特征并存，新设计、新装置的核安全

风险识别能力还可能存在不足，这些都对教员的授课能力提出新的要求。教员需要积极实践、善于总结，

在备课时对课程内容不断深化认识，而不是简单、直接借用别人提供的案例；持续提高挖掘课程思政元

素、有机融入课堂教学的基本能力，持续反思自己对课程思政的领悟及展现方式。 
2) 持续优化教员施训的方式方法，当前“以学为中心”的各类新型教育教学方法不断得到发展应用，

传统的教学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教员必须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加强各类新型教学方法

的学习应用。随着信息化不断在教育教学领域融合发展，对教员驾驭信息化课堂的能力提出了新的需求，

教员需要不断提升自我在线上教育、核反应堆事故场景仿真、模拟训练仿真的应用能力。 
3) 持续提升教员的授课基本功。课程施训过程中严格落实集体备课和试讲制度，提早发现授课过程

中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及时整改完善；鼓励年轻教员参加各类教学竞赛，夯实授课能力基础，敦促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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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过程中不断提升和突破；积极引导课程组教员参与各类高等教育培训，依托大学教学俱乐部、高教

国培教育平台、对外访学交流等形式，不断拓宽教员视野，深刻借鉴其它单位教育教学成功经验，提升

教员教学水平。 

4.3. 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要素 

思政要素及思政案例是课程思政教学的内容基础，也是思政教学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关键。 

4.3.1. 核伦理道德类要素 
核能技术因超级武器研发而催生，也因核武器的大规模杀伤效应而倍受争议。转向和平利用后，民

用核能领域又先后发生了切尔诺贝利、福岛核事故，对环境和人类带来了广泛和持久的负面影响。如何

才能确保核能及核技术成为人类的福音而不是魔咒，既是核工程类专业学生必须认真对待的科学问题，

也是道德问题。课堂教学上，必须以正确的核科学伦理道德观引导学生。核能发展过程中也形成了大量

的思政要素。思政要素主要体现在 1) 切尔诺贝利、福岛核事故悲剧导致的严重后果，引导学生正确认识

事故背后的核安全问题以及确保核安全的重要意义；2) 面对核能应用过程的核事故、核扩散和核恐怖威

胁，习主席在 2014 世界核安全峰会上阐述了中国的“核安全观”，向世界阐明了中国在核能发展应用方

面的安全承诺和责任担当，也深刻揭示了中国的核科学伦理思想。 

4.3.2. 核安全文化类要素 
安全是核能发展的生命，在核能发展的事故经验教训中形成了核安全文化，主要指核行业各有关组

织和个人以“安全第一”为根本方针，以维护人民健康和环境安全为最终目标，达成共识并付诸实践的

价值观、行为准则和特性的总和。核安全文化既对核能行业有巨大的引领作用，也对其它行业有很好的

借鉴作用。核安全文化一系列内涵要求也是核安全类课程最重要的课程思政要素。思政要素主要体现在：

1) 对核安全工作者的职业要求，包括严谨的工作态度、严谨的工作方法、相互交流的工作习惯。2) 对责

任意识的培养，即人人都把核安全能当作一项价值，而不仅仅是一项任务，从而确保高标准完成所负责

的工作。这样通过各级管理层的负责制与全体人员的参与,就可以将安全贯彻到整个组织中去。3) 各类核

事故的经验教训。核事故发生发展恶化过程都是核安全文化缺失、弱化造成的，因此核能发展过程中发

生的大量事故或事件案例都可以作为核安全文化类思政要素。 

4.3.3. “卫国奉献”类要素 
核能技术具有鲜明的军事应用特征，当今世界强国在核动力舰艇研发上也都在暗暗发力，军队核工

程专业学生被赋予了保障核动力装置的安全运行的职责使命，核动力装置核安全问题必须考虑复杂战场

环境、复杂的事故场景，卫国奉献的精神就是要培育学员具有顽强的战斗精神，练就敢打必胜的本领，

坚定献身国防的思想。思政要素主要体现在：1) 执行重大任务过程中的不怕牺牲、敢于亮剑的战斗精神

类典型事例；2) 在特殊的事故场景中，沉着冷静的判断分析能力，采取正确的操作确保核动力安全的运

行处置案例；3) 在抢修、抢险处置中，不顾个人安危，英勇顽强，战胜事故险情的案例；4) 日常工作过

程中，在平凡岗位上牺牲小我、默默奉献，保障祖国的国防安全。 

4.3.4. 开拓创新类要素 
核事故风险的极端危险性、极端复杂性和解决成本的高昂性，决定了核安全问题的解决必须依赖开

拓创新精神。学生作为事业未来发展的领导者和建设者，要解决好未来的问题，必须将创新融入血液。

思政要素主要体现在：1) 核安全技术的设计创新，如自然循环能力提升、非能动安全系统的应用；运行

管理制度上的创新，如基于信息化技术的装备状态健康管理制度，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2) 人才培养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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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管理上的创新，如训练模拟器的广泛应用、职业化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等。 

5. 小结 

任何课程思政改革，最终的效果要落实到学生的培养质量上。从人才成长与教育的规律看，教学效

果有外显效果与潜隐效果之分，有短期效应和长期效应之分。课程组为全面监控核安全课程教学的质量，

根据课程思政育人的特点与教学目标，通过开展经常性工作评价，并辅以调查问卷方式来评估课程教学

效果，促进与相关课程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在具体实施过程中，纵向

上针对不同年份入学班次的教学效果进行对比分析，横向上针对入伍思想波动、存在厌学情绪、存在学

位或退学风险的学生重点分析，进而跟踪评估思政教学的成效与不足，建立迭代反馈机制，不断完善核

安全课程的思政教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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