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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lingual teaching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improve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safety engineering professionals in the new situation.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bilingual 
teaching of safety ergonomic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discusses the teaching material selection,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uts forward some personal opinions on the ex-
isting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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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提高适应新形势下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国际视野和综合素质，双语教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手段。本

文以安全人机工程双语教学实践为基础，对教材选择、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等教学环节做了分析探讨，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个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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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安全人机工程学是从安全的角度和着眼点，运用人机工程学的原理和方法，去解决人机结合面安全

问题的一门新兴及综合性交叉学科[1]。是教育部高等学校安全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设置的安全工程

专业主干课程之一[2]。同时，随着我国 2016 年正式加入《华盛顿协议》，本科工程学历资格互认对本科

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水平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工程教育认证的专业之一，安全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

与课程体系的设置也需要与时俱进。 

2. 双语教学的发展 

所谓双语教学是指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言的教学[3]，最早兴起于美国。主旨是希望通过双

语教学来帮助不同母语的孩子掌握英语，使他们入学时能够达到本国孩子所具备的相应学业水准。我国

的双语教学最早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期间，当时的清政府兴办的新式学堂多聘请外国人进行教学；此外

还有一些教会学校也多推行双语教学[4]。2001 年 9 月 21 日教育部出台的《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

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双语教学开始在我国高校推行，这是符合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阶

段的举措。本文主要根据笔者在浙江工业大学进行安全人机工程学双语教学的实践，对教学过程中的心

得体会进行了分析探讨。 

3. 双语教学实践 

作为安全工程专业的主干课程之一，《安全人机工程学》具备各个行业都不可或缺的重要专业基础

知识。我校安全工程专业开设于 2006 年，期间《安全人机工程学》一直采用中文授课，2014 年我校安

全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之后，为了推进本科生培养的国际化水平，经过讨论认为，《安全人机工

程学》作为专业基础课，且表现方式上以语言表达为主，比较适合开展双语教学，最终决定从 2015 年开

始对《安全人机工程学》进行双语教学实践。 

3.1. 教材选择 

全国开展《安全人机工程学》双语教学的高校较少，可提供参考的教材相对比较单一，目前采用最

多的是工业工程系列的原版教材《Methods, Standards, and Work Design》。该书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工业工

程教材，内容包含了有关管理学、人机学、工效学的内容，原版使用内容太多(18 章)，不利于学生学习。

我校安全工程专业设置的《安全人机工程学》一共 32 学时，包括 8 学时的实验环节，因此要在 24 学时

的时间范围内让学生掌握上述英文内容存在一定的困难。有鉴于此，笔者参照先前中文教材的章节与内

容，在国外经典的人机学教材里挑选了 4 本作为自编讲义的来源，主要包括《Ergonomics for Beginners：
A Quick Reference Guide (3rdEdition)》[5]、《A guide to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6]、《Introduction 
to Human Factors and Ergonomics for Engineers》[7]以及《The Ergonomic Casebook: Real Worl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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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所选教材相关章节的内容与教指委指定教材的内容有较高的契合度，而且英文表述通俗易懂。这样

选择一方面保证了学生在学习课程基础知识的前提下能够相对容易的对专业词汇的识记、外文文献的查

询、工程英语的表述形成比较系统的认知；另一方面章节内容也可以根据教指委指定教材的教学目标等

进行灵活处理。自编讲义一共包括六章内容，与教指委推荐教材[1]的内容对比见表 1。 
其中前 5 章为老师授课内容，第 6 章内容由学生根据前 5 章所学知识，选取案例进行分析，学生课

堂上台讲授讨论，教师点评分析。 

3.2. 理论教学实践 

由于学校招生政策的不断调整以及安全工程专业在我校的发展特点，学生的构成也是变化发展的。

从早年的全部省内生源到近些年省外生源比例不断提高(接近 50%)，而且多来自西部欠发达地区(贵州、

山西、甘肃等)，这造成一个班级学生的英语水平良莠不齐。很多学生产生先入为主的畏难心理，对于进

一步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因此在开课之初第一章绪论，主要还是以中文为主，对相关的安全人机学的

专业词汇在讲授过程中进行穿插，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的讲述使学生对安全人机工程学的研究对象、研

究方法、发展历史等有初步的认识，建立起对课程的学习兴趣，克服畏难的不良心理。 
此外，双语教学过程中处理好语言与专业知识的关系至关重要。双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让学生

掌握课程的专业知识，如果过分强调“外语”教学，很可能造成本末倒置的效果，让学生感觉是在上专

业英语的错觉。因此，在教学环节中不应该规定具体的外文使用比例，而是应该根据教学内容以及教材

难易程度灵活安排，在保证学生充分理解掌握专业知识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外语的使用。比如笔者自编讲

义第 2 章(Chapter 2 The human system)，涉及到常识性的一些人体系统的分类、功能等可以结合多媒体以

及师生互动采用英文讲授相关专业词汇，但是在涉及到人体测量学相关计算的时候，宜采用汉语进行授

课，从而降低学生的理解难度。第六章(Chapter 6 Case studies)案例教学，课程设计为学生主讲，教师点

评。该章节是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部分，允许学生根据自己水平进行中英文授课形式的选择，课件形式

为英文，鼓励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用英语表达。 

3.3. 实践教学环节 

安全人机工程是一门应用性和实践性较强的课程。课堂知识是基础，实践应用是目的。为此，笔者

所在单位在课程设置上安排了 8 课时的课内实验和 1 周的课程设计。实践环节主要以实操为主，讲授以

中文为主。该环节如何体现双语教学也是比较棘手的。为此，在实验教学环节可以让学生在进行实验预

习时自学部分进口仪器的外文说明书，实验时教师指导，在课程设计报告编写时要求报告内容包含中英

文摘要及关键词。通过这些手段加强学生的英文读写能力。 
 
Table 1. The author self-made handouts and teachings Recommended textbook structure and content comparison 
表 1. 笔者自编讲义与教指委推荐教材结构与内容比较 

笔者自编讲义章节 教指委推荐教材章节 对比分析 

Chapter 1 Introduction 
Chapter 2 The human system 
Chapter 3 Conducting a Human Factors 
Investigation 
Chapter 4 Environmental Factors 
Chapter 5 Accidents, Human Errors, and 
Safety 
Chapter 6 Case studies 

第一章概论 
第二章人体的人机学参数 
第三章人的生理心理因素及生物力

学特性 
第四章安全人机功能分配 
第五章人机系统的安全设计与评价 
第六章人因事故分析与预防 
第七章安全人机工程的实践与应用 

整体内容上，自编讲义内容基本涵盖教指

委教材[1]涉及的各方面。章节排布上，基

本与教材一致。Chapter 2、3 包含教材第二、

第三章内容，以及第四章部分内容；Chapter 
4 主要与教材第五章以及第四章部分内容

对应，其余 Chapter 1、Chapter 5 和 Chapter 
6 分别对应教材第一、六和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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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存在的问题和几点思考 

通过近三年的双语教学实践过程，笔者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通过反思与探索也获得了一些想法，在

这里抛砖引玉，希望能够给大家在双语教学过程中提供一些有用的帮助。 

4.1. 外语与专业孰轻孰重 

双语教学从字面上理解如上文所述，是采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介，因此，语言仅仅是进行知识传

递的一个工具，教学的根本目的还是使学生掌握专业知识、具备专业技能、培养学生的专业能力。因此

在授课过程不能简单的采用“外语加专业”、“翻译课文”等简单教学模式，不能把课堂变成教师的“个

人秀”。双语教学的理想目标，笔者认为应该是在使学生完成专业知识技能学习的前提下，能够提升学

生在专业英语方面的听说读写能力，最终能够用外语思维模式去学习、交流。 

4.2. 师生互动对提高双语教学效果至关重要 

教学本身就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如何有效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对于掌握知识、

培养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双语课程本身在很多英语水平较低的学生眼中就是一根难啃的骨头，除了面对

复杂深奥的专业知识，他们觉得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难关。讲义看不懂、问题不会答，会让许多学生产

生畏难、自卑的不良情绪，对课程产生抵触。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要注意及时把握学生的状态，灵活调整

双语比重，有针对性的调动英语后进生的积极性，逐步培养他们的自信心，更好的提高双语教学效果，

达到双语教学目的。 

5. 结语 

随着我国成为“华盛顿协议”正式成员国，在工程教育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开展双语教学甚至全

英文教学是今后一个大趋势。这既有利于英语和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又有利于

推动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对于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保障。在今后的双语教学

过程中，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落实、改进和完善。先进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也需要我们不断学习，

及时消化，然后应用到双语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笔者也希望通过自身的教学实践和拙见，能够为安全

工程专业双语教学的发展和提升尽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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