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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交通运输安全高质量发展是“交通强国”战略的关键内容，《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在制

定符合“交通强国”战略要求的课程思政目标的基础上，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社会责任、

创新意识、科学素养和工匠精神等思政教育目标通过具体的思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内，形成以文明和谐

的交通观念、公正法治的行业理想、爱岗敬业的职业要求为核心的课程思政设计体系，依据“价值塑造、

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理念对课程思政效果进行多维度的评价，力求使课程思政的效果能融

入到每一位学生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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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ation safety is the key content of the “Transportation 
Power” strategy.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esign of the “Transportation Safety”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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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based on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goals of the course that meet the re-
quirements of the “Transportation Power” strategy,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social responsi-
bility, innovation awareness, scientific literacy and craftsmanship and other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goals are integrated into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through specific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forming a civilized and harmonious concept of transportation, the industry 
ideal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dedication to work.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design 
system with occupational requirements as the core, based on the trinity concept of “value shaping, 
ability training, and knowledge imparting”, conducts a multi-dimensional evaluation of the ideo-
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and strives to integrate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s of the curriculum into each student’s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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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6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亲和

力和针对性，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和期待，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

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同时在 2020 年 5 月，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

建设指导纲要》中又一次明确指出要在课程教学中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教育与科学精神的培养

结合起来，提高学生正确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工学类专业课程，要注重强化学生工

程伦理教育，培养学生精益求精的大国工匠精神，激发学生科技报国的家国情怀和使命担当[2]。因此为

实现立德树人根本目标的战略举措，将思政教育纳入人才培养体系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是高校目前面临

的一项重要任务。针对我国目前面向“交通强国”国家战略需求，交通运输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巨大的背

景，《交通运输安全》课程组教师在深入研究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3]和目前其他学校的建设情况[4] 
[5]后，结合本专业的实际情况，设计了本课程的思政教学内容并进行了一定范围的应用。 

2.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教学目标 

《交通运输安全》是一门应用性和实操性都非常强的课程，课程主要是在安全工程基本理论的基础

上，从交通安全和交通事故的特点出发，对陆路、航空和水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交通运输系统进行

科学研究，找出交通参与者、交通工具、交通环境等因素与交通安全的关系，使学生能知晓探查事故原

因和发展的手段，同时能够找出灾害的本质与规律，未来能将所学知识用于消灭或减少交通事故或减轻

事故的损失，使得交通运输过程更为安全和畅通。 
于是，《交通运输安全》的思政目标是从交通安全的历史发展、研究对象、基础特征出发，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创新意识、科学素养和工匠精神等思政教育目标通过具体的思

政元素融入课程教学内，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增强“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爱国精神，

同时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辩证意识，弘扬工匠精神，形成团队意识，树立文明和谐的交通

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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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教学设计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的思政教育在课程思政目标的指导下，通过认真研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

的中心思想，形成了以文明和谐的交通观念、公正法治的行业理想、爱岗敬业的职业要求为核心的课程

思政设计体系。 

3.1. “文明、和谐”的交通观念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提到“到 2035 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同时，“全方位提升交通参与者

文明素养，引导文明出行，营造文明交通环境，推动全社会交通文明程度大幅提升”，因此，在《交通

运输安全》课程中融入“文明、和谐”的交通观念是必要的而且是意义深远的。 
文明的驾驶行为是道路交通安全的决定因素之一，构建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也是建设交通强国的目

标之一。例如，在以“交通参与者与交通安全”一章中的“驾驶员危险行为”一节中，与学生探讨“攻

击性驾驶行为”产生的原因和造成的后果时，引入“防御性驾驶行为”的概念，利用社会上真实发生的

案例引发学生的辩证讨论：“攻击性驾驶行为”所表现出的言语肢体攻击和车辆攻击的行为导致的后果

将对道路交通环境产生怎样的影响，这样的影响与我们未来将要建设的和谐交通环境是否相符，我们遇

到该类型的驾驶行为要做出怎样的反应；同时，“防御性驾驶行为”中所表现的留出富余的安全空间和

充分预估风险的驾驶行为在广大驾驶员中应该如何进行推广和实施。 
同时，由教师设计、学生参与实施的“轨道交通乘客安全出行”主题调研活动也同步开展。某组学

生以南宁市轨道交通 1 号线会展中心站至风岭站区间为例，首先确定了调研的目的：为了了解地铁乘客

的安全意识，发现地铁车站在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便于提出相应的措施，从而提高地铁车站的安

全管理及服务水平。其次，在设计调查问卷后，对轨道交通车站内影响安全的因素开展调研，对人的因

素如乘客意识和行为、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对物的因素如车站内售检票系统、自动扶梯与电梯、屏蔽

门、指示牌、消防栓、显示屏等设施设备的安全状态；对环境的因素如车站内部的运营环境，车厢环境、

作业环境、站台、站厅、通道的区域的照明等多种内容进行有目的的调查研究。最后，总结实际调研的

结果后，对轨道交通乘客和轨道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通过教师的教学引导和学生的现场实践，使学生能认识到《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对文明交通环境

的建设要求，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深入贯彻文明和谐的建设理念。 

3.2. “公正、法治”的行业理想 

《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完善依法治理体系，健全交通安全生产法规制度和标准规范。”

的安全体系建设理想。因此，《交通运输安全》课程让学生进一步坚定“公正、法治”的行业理想是对

我国未来相关从业人员的必须要求。 
例如，在以“交通事故调查与处理”一章中的“交通事故调查的依据和权限”一节中，在讲解《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制定过程时，可以带学生回顾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发展的历史渊

源，以便学生更好的理解为何法治是交通运输安全建设的必须要求。早在建国以前，国民政府颁布的《改

进市区及公路交通管理办法》中就规定了全国车辆、行人均实行右侧通行的规则，新中国成立后，陆续

颁布了《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城市陆上交通管理暂行规则》、《城市交通规则》、《机动车管理办

法》、《城市和公路交通管理规则》等多项维持城市交通秩序的法律法规，198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管理条例》明确对“饮酒和醉酒”进行罚款、拘留、暂扣驾驶证的具体处罚规定。从这一法规

开始，我国的交通法规建设从办法、规则向条例进行了跨越，道路交通管理法制化进程实现了质的飞跃。

2004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实现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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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飞跃，从条例晋升为法律，实现法制化形态的完整转变。基于此，继续延伸到对于 2022 年 4 月 1 日实

施的驾驶证扣分新规的讨论：该规定是基于何种情况做出的规定，这对于我国交通运输安全领域的法治

建设有着怎样积极的意义。同时，在“交通事故的处理”内容的课程思政设计中，运用案例教学法，通

过对两起责任判定有争议的事故进行研讨，使学生能认识到只有坚持公正、法治的理念，才是我国交通

运输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 
在基于上述的讲授和讨论的过程中，学生逐步领会到我国的交通运输安全法治建设成果，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从而更为坚定的贯彻党的领导，坚定“公正、法治”的行业理想，明

确相关要求。 

3.3. “爱国、敬业”的职业要求 

同时，《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还提到“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的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大力培养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交通技术技能人才队伍，构建适应交

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才要求。因此，《交通运输安全》课程在相关的实验课程中以

学生团队为主体，在课程内容中有目的的增加协作型和创新型课题，使学生能积极发扬团队协作精神和

创新精神。 
以“交通安全基础理论”中“海因里希法则”一节为例，课程由“扁鹊见魏文王”的历史小故事开

始，扁鹊认为魏文王没听过他的两位兄长而只听过他本人的名号正是因为他的兄长“治病于未病”所以

声名不显，于是顺利引出安全预防理论及“海因里希法则”，在讲授海因里希法则之后有意将学生引入

到海因里希法则在航空领域的应用上。我们援引美国阿拉斯加航空公司 261 班机事故作为教学案例，该

坠机事故发生于 2000 年 1 月 31 日当地时间下午 4 时，失事原因后来查明是升降舵螺杆上极度欠缺保养，

润滑油几乎没有，而且连镙纹都被磨平了，原本锁在升降舵螺杆上的螺帽也已脱落。升降舵螺杆应在飞

行几百小时后定期保养，2000 小时后更换。很显然，阿拉斯加航空将飞机超负荷运转，忽视基本的维修

保养，最终导致 88 人死亡。这正是“海因里希”法则中提到的，每 1 起重大事故背后一定隐藏着 300 件

未造成伤害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就是我们常说的安全隐患。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我国民航安全处在世界

前列水平，2021 年，民航安全运行平稳可控，运输航空百万架次重大事故率十年滚动值为 0 [6]。通过该

案例的对比已能充分说明我国在航空运输安全领域是不落后于西方主要国家的。 
于是，我们将“海因里希法则”应用进一步扩大到交通运输领域，利用项目教学法，让学生组成 5

人小团队，自主选择某种交通运输方式的运营线路或港站进行关于交通安全的调研，通过对调研结果分

析并提出改进措施，形成调研报告。 
通过这样将安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方式，通过古今发展、中外对比等多种教学技巧，不仅使得学生

增强了爱国的思想，也激发了科学报国担当和团队协作能力，使之逐步达到爱岗敬业的职业要求。 

3.4.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设计案例 

课题组将结合“交通运输应对自然灾害预案”的内容，给出讲授对应章节时的思政元素和教学设计

思路。 
交通运输系统常常面对的自然灾害有地震、山洪、雷电、台风等，以地震灾害为例，在结合教材内

容的基础上，确立本次课程的思政目标是制定应急预案时要充分发扬“以人为本”的思想，强化爱岗敬

业精神。 
1) 将唐山大地震中天津地铁的抗震性融入课程有关地震灾害认识的内容中。1976 年唐山大地震，刚

建成的天津地铁经受住地震考验，仅在沉降缝部位发生外涂面层局部的脱落现象，而未发现其他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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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但高架的桥梁破坏却十分严重。由此可知，在制定地铁车站应急预案时，除地下部分，高架部分

的桥梁等也应属于重点关注对象。学生往往容易忽略一类细微的地方，通过简单的案例展示，学生将认

识到爱岗敬业的精神更多是体现在细节之处。 
2) 将汶川地震中 15 名空降兵的事迹融入到课程有关地震救援方案的内容中。2008 年汶川地震，当

地的道路交通受到极大破坏，解放军空降兵某部，在没有地面引导，没有地面标志，没有气象资料的情

况下，从茂县上空 5000 米处实施了空降，最终在他们的寻找下，选定了 12 个直升机降落点，直升机降

落后，为灾区人民带来了急需的食品和物资。可以说，这 15 名勇士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通过一则耳熟能

详的故事，让学生能认识到，“灾害无情人有情”，在制定救援方案时能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出发，

提高自身的思想认识，以后能真正的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从上述讨论和案例中可以看出，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可以从课程知识点涉及到的时间、地点、人物、

事件、法规、历史趋势等多种维度出发，将思政元素深度融合到课程内容中，通过多种教学手段巧妙的

传递给每一位学生。 

4.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效果评价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思政效果评价体系是在“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寓价值观引导于知识

传授之中”的思想指导下建立的，贯彻“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理念，通过课堂

研讨、书面考试、综合实践等三种途径，对学生的课堂表现、考试答题、专题报告的表述中对课程思政

的效果进行多维度的评价，见表 1。 
 
Table 1. Cours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ffect evaluation form 
表 1. 课程思政效果评价表 

表现形式 评价内容 评价标准 

课堂研讨 课堂表现 研讨中表现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是否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书面考试 论述题型 文字表述中是否具备“家国情怀、工匠精神、公正法治”等思政意识 

综合实践 专题报告 课程报告中是否融入思政元素，是否具备国家政策大局观，是否参考行业标准 

 
于是，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内容里课堂表现体现在平时成绩中，论述题型体现在考试成绩中，专题

报告体现在实验成绩中。课程组统计了近三年的教学成绩情况，见表 2。 
 
Table 2. Statistics of teaching achievements in recent three years 
表 2. 近三年教学成绩统计表 

年级 得分 >=90 80~89 70~79 60~69 <60 

2017 
人数 2 27 24 12 14 

比例 2.53% 34.17% 30.37% 15.18% 17.72% 

2018 
人数 0 4 22 34 18 

比例 0.00% 5.12% 28.20% 43.58% 23.07% 

2019 
人数 78 97 32 6 2 

比例 36.27% 45.11% 14.88% 2.79% 0.93% 
 

课程思政设计从 2019 级开始，对比前两级的学生，在综合得分表现上看，90 分以上的提升了 30%
以上，80~89 分的提升了 20%以上，说明课程思政不仅是价值塑造上有卓著的贡献，对专业能力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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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显著的效果。 

5. 结语 

课程思政教学设计是需要精心布局和巧妙设计的，首先应当确立课程思政目标，认真梳理课程的专

业知识体系，通过挖掘各知识点的思政元素，再合理的融入到教学过程中。 
《交通运输安全》课程组主要是通过精选思政融入点和精心设计教学案例进行课程思政设计的，在

围绕课程知识点建设了一批蕴含丰富内容的课程思政教学元素后，精心设计深层的教学实践主题，贴近

学生生活的教学案例，让学生在理论教学中学习，在实践教学中应用。在有针对性的课程思政教育下，

有效的将课程思政目标巧妙而无声的传递给每一位学生。同时，通过对比实施课程思政设计的效果，可

以看出有超过 50%的学生思政素养和专业素养得到较大提升。 
在未来的研究中，应更注重对课程思政的效果评价体系研究，以更多维度、更多方向去科学的评价

课程思政效果，不仅仅评价实施前后的不同年级的学生变化情况，也可以跟踪同一年级学生的成长情况，

追踪课程思政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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