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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world today is facing major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s an ancient and deeply intersect-
ing discipline, disaster science is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cultivation of 
compound talents meets the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the new era. While summariz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disaster science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this paper also learns 
the actual needs of different grades and majors for disaster courses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
veys. Aiming at the actual problems and need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lassroom combin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eaching, “project-oriented, task-driven” teaching model, combination of theo-
retical study and fieldwork, and diversifie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four ways to reform the 
course of disaster science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which try to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and effect of disaster courses through multiple angles and methods,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awareness and ability of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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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灾害学作为古老且深度交叉的学科，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培

养复合型人才符合国家和新时代的需求。本文在总结我国高校灾害学课程存在问题的同时，通过问卷调

查的方式了解到不同年级和专业对于灾害课程的实际需求，针对面临的实际问题和现实需求，本文提出

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课堂教学、“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和

考核和评价多样化四种途径进行高校灾害学课程改革，试图通过多角度多手段提高灾害课程的教学质量

和效果，以期达到提高学生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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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自然灾害频发，且灾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属于世界上受灾害损失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中，

单就气象灾害来说，每年造成的损失占中国自然灾害损失的 70%左右，直接经济损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6% [1]，巨大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对我国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层面亦意识到

此种现象，对于人才培养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其中 2011 年国家减灾委员会根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编制印发了旨在促进我国防灾减灾人才队伍健康发展的《国家防灾减灾人才发展

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2]。2018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成立，标志着我国综合防灾减

灾救灾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标志着我国综合防灾减灾教育事业进入了新时代[3]。 
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教育部于 2020 年初出台了《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的

意见》，提出从 2020 年起实施“强基计划”，明确要求要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改革方向，为新

时代选拔培养拔尖创新人才[4]。此外，2020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

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定于 2020 年至 2022 年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

普查工作[5]。在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时候都更为

迫切的年代，如何抓住防灾减灾教育体系建设的发展机遇，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这就对于高校灾害学

课程设置提出了更为迫切的需求，又进一步凸显了灾害学课程的重要性。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梳理我国高校灾害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并最终提出对于高校灾害学课程改革的

具体举措，试图寻求高校灾害学课程发展路径，提高高校防灾减灾综合性人才培养的能力。 

2. 我国高校灾害学课程存在的问题 

2.1. 学科设置分散，高校数量少 

灾害学在本科教学中的设置，可以起到导向作用，现行学科设置是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

录(2012 年)》进行的学科设置。近年来我国开启了新一轮的高校课程改革，其中 2020 级本科生开始实施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年版)》。通过查阅上述两版本目录可知，我国国内设置本科专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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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防灾减灾专业人才培养的高校主要是开设了安全科学与工程类中有安全工程、应急技术与管理；公安

技术类中设置有安全防范工程、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火灾勘查等专业；地球物理学类中设置有防灾减

灾科学与工程专业(2018 年增设)等上述几个专业，高校主要有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河

南理工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南大学以及防灾科技学院等高校[6]。而对于灾害学来说，该学科和专业

主要是分散在不同学科和方向下，如气象学下设置有气象灾害学方向，地质学下设有地质灾害方向等，

很多高校只是把灾害学课程设置为本科生的选修课或者通识课，再或者是只在研究生阶段开设。如内蒙

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开设有《灾害学》专业选修课，东北师范大学开设有通识教育选修核心课程《城

市灾害与安全管理》，北京师范大学地学部针对研究生开设了《灾害风险科学》等等。但是现阶段并未

能单独设置为一个专业，也就未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那么学生在学习灾害学相关课程时就面临

着综合性和系统性缺失问题，对于学生未来参加工作和继续深造必然受到严重影响，最终影响我国防灾

减灾综合性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 

2.2. 重理论，轻应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 5G、AI 等高新技术的商用，推动了学科与学科之间的交叉，灾害学

作为自然灾害与人为灾害学的交叉学科，正在源源不断的引入新的技术，推动学科的发展，但是现阶段

灾害学课程授课过程中，主要形式还是以讲授为主，甚至在有的教学内容不符合社会的实际需求，也就

是还停留在教师讲、学生听的阶段，学生缺少针对性的锻炼机会，缺少师生之间的互动，对于遥感、数

学、计算机、物理等学科在灾害学中的具体应用缺乏主观认识，并不能很好的将多学科融合进入灾害学

的教学当中。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动力，并不能很好的理解学习灾害学课程，亦

不能较系统的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并且不能了解学习灾害学知识后，在未来的升学深造和就业有何帮助。 

2.3. 课程改革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分析 

为了了解本科生对于高校灾害学课程的认识，有的放矢的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措施。基于学科发展和本科

生学习的角度，本人对内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的学生发放了《高校灾害学课程改革调查问卷调查》，

开展了具体的调查工作。发现了本科生针对高校灾害学课程存在着具体的要求，根据调查问卷可以看出： 
1) 本科生对于自然灾害的了解处于基本了解阶段，所占调查人员的 75.18%，并且由于调查者有 62%

来自于内蒙古自治区，因此对于沙尘暴和干旱灾害的感知所占比例为 61.31%和 72.99%，说明学生所居环

境造成其对其他灾害不慎敏感，也就造成一旦遇到其他灾种，可能存在不知所措的情况。 
2) 59.12%和 75.91%的调查人员具有相关灾害防范意识和基本了解灾害救护方法，并且主要是通过学

校教育(83.21%)和网络/社会宣传(81.02%)获得相关灾害防护信息，说明了处于信息社会，学生的防灾减

灾意识在提升，但是远没有达到让每位同学都具备防灾减灾意识和能力的地步，高校作为教育主要的地

域，继续进行灾害学课程的开设和教导，显得非常必要。 
3) 学生明确提出想要加强演示教学和实验教学，并且要加大灾害事件的案例的展示力度(见表 1)。并且

由于现阶段地理学实习方案中缺乏灾害实习内容，针对上述问题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87.59%的学生认

为在专业实习当中应设置单独科目进行实地考察，上述调查结果为下一步提出教学改革指明了具体的方向。 
 
Table 1. The parts to be strengthened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disaster science 
表 1. 灾害学课程教学过程中需要加强的部分 

选项 课堂理论教学 实验教学 任务教学 演示教学 案例教学 

比例 37.23% 63.50% 24.82% 73.72% 5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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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由于我国要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因此本调查问卷还针对灾害风险科学设置了

问卷内容。结果表明：29.2%的同学对于灾害风险科学完全不知道，而 44.53%的同学仅仅是稍有了解，

并且学生对于《灾害地理学》或《灾害风险科学》课程学习中，对于灾害知识的渴望(90.51%)以及对于

从课程学习中得到就业、考研方向(60.58%)存在着较高的需求，那么高校开设灾害学课程就显示出其实

际需求和现实意义了。 

3. 高校灾害学课程改革的具体举措 

根据高校灾害学课程存在的问题以及调查问卷的四点总结可知，高校灾害学课程的开设必须遵循科

技发展规律和实际需求，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设置专业，或者在相关学科下设置专业必修课、专

业选修课或者通识课进行灾害知识的传授，那么对于高校灾害学课程教学改革方面，可采取如下措施提

高教学效果。 

3.1. 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课堂教学 

虚拟现实技术(英文名称：Virtual Reality，缩写为 VR)技术的发展，使得自然灾害安全科普教育更加

的真实和有效[7]。VR 技术可以建造一个逼真的虚拟世界，让体验者在虚拟的世界里进行互动，把自己

置身于“灾难之中”，从而了解不同的灾害系统，加深灾害发生发展的认识，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意识和

能力，让学生在课堂上利用 VR 技术完成上述教学目的。 

3.2. “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 

针对现阶段国家开展灾害风险普查，当代大学生在未来就业或者继续深造过程中免不了有一部分学生参

与到该项国家级任务当中，可以在教学当中设置一定的任务，让学生通过团队合作，面向实际需求和任务，

形式完成具体项，解决实际问题。让学生在任务完成的过程和总结学习心得体会的过程当中，做到学生变被

动为主动，建立探索式学习灾害课程的学习模式，最终达到将地理信息科学、地理科学、人文地理与城乡规

划等学科的知识融入到灾害学当中，深化对于灾害的认识和理解，提升学生的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水平。 

3.3. 理论学习与实地考察相结合 

理论知识和案例可以通过课堂讲授、VR 技术和多媒体教学展示进行知识的传授，但是在现实当中学

生的感受还不够准确和实际。因此可以在学生教学实习方案里加入灾害模块，师范类学生可以通过自然

地理和区域地理实习感受灾害事件现场对于大自然和人民生产生活的破坏，加深灾害意识。非师范类学

生除了上述实习安排之外，亦可以安排公司或事业单位实习，进行具体的灾害信息收集，进而提高学生

对于灾害的认知水平。 

3.4. 考核和评价多样化 

在对学生期末成绩的考核中，不单单采用传统的试卷考试，应该注重多个过程的考核，例如可以针

对 3.2 设置的“项目导向、任务驱动”的教学模式下布置的任务，评估学生任务完成情况，作为期末成

绩的重要参考指标。此外，还可以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通过选取灾害类项目，评估学生对于灾害

的认知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8]。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创新措施，增强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创新能

力，达到深化学习、综合发展的目的。 

4. 结语 

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2019 年底以来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凸显了基础学科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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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学作为古老且深度交叉的学科，正在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培养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复合型

人才，是需要教学紧跟社会科技技术和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实际需求，不断完善教学体系和教学内容。以

提高灾害课程的整体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本文通过总结现阶段高校灾害课程存在的问题，并调查了内

蒙古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学生对于灾害课程的认知，根据存在的普遍性问题和学生关心议题，提出了

具体教学改革措施。总体来说现阶段高校灾害课程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不断学习考察中外灾害课程建设方案和教学内容，不断完善和优化灾害教学方案和教学内容等，探索出

适应时代需求的高校灾害学课程教学方案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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