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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分析总结了目前高校工程训练中潜在的安全隐患,针对工程训练安全教育存在的问题,构建了工程训练过

程的安全教育体系。提出树立安全责任意识的有效方法以及系统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并详细描述了该安全教育体

系的设计思想和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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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随着全国 “工程训练” 实践课程教学改革不断

深化和教学资源建设投入带来的巨大发展,工程实

践的面越来越广、越来越具有综合性, 该课程目前

已成为理工与人文学科学生不可缺少的工程教育必

修课,也被许多高校列为工程训练通识课程。随着

工程训练内容的拓展,训练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学生

人数逐年增加,教学形式变化多样。因此,学生在实

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断提高的同时,工程训练的安

全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加强工程训练安全教育刻

不容缓,以下是工程训练中潜在的安全隐患 [1]。

(1)师生的安全意识不够强 [2]。从教师角度:①

教师编制紧缺,生师比偏高,教学任务不断增加,导

致教师工作强度大、压力大、巡视不到位; ②实习

过程中各种危险节点的作业环节没有及时改善,学

生人数不断增加, 导致事故易发生; ③部分教师没

有重视实习安全工作,对学生安全教育走形式,缺乏

对学生监督管理,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危险性。

工程训练的学生通常是大一、大二的学生, 他

们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常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①对新

的学习环境既生疏又好奇,充满了新鲜感和动手的

欲望, 但缺乏相应的岗位技能; ②缺乏工业安全知

识,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的意识不强; ③逆反心理,

少数学生过分自信,不听现场老师的指导和安排,擅

自动用设备或违反安全操作规程作业。

(2)教学安排与管理不到位 [3]。近年来,工程训

练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于教学内涵的丰富性所导致

的教学安排和管理的复杂性,增加了安全事故发生

的概率。主要表现在: ①实训模块多,实训过程流动

性大,轮换频繁,容易出现安全事故;②学生参加工

程训练周期短,在有限的实训时间内,难以开展系统

的安全教育; ③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 由于工程训

练课程量大、集中, 实训课经常被安排在晚上或被

分解到整个学期的每周中, 容易造成光线不好、看

不清而引起误操作,或实训课不连贯带来操作生疏

等安全隐患;④目前高校在开展科技创新活动或组

织参加各类综合技能竞赛制作或训练过程中,存在

着由于实训场地开放与管理不到位带来的安全隐患

等。

(3) 实训用设备与实训环节存在事故隐患 [4]。

对于实训现场,各类实训实验设备均有造成安全事

故的隐患:重点设备包括普通车床、磨床、冲床等,

铸造中的浇注, 以及刀具刃磨、焊接实训环节。此

外,学生着装、机床老化、电路老化、实训场地不符

合消防规范,也是事故的隐患。

1 方案的设计

1.1 设计思想 [5-6]

以学生为本,树立引导、感知、教育、督促、考

核、制度等多方位立体化的安全教育理念, 建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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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训练安全教育体系。以安全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为

基础、以安全教育考核为先导、以三级安全教育为

主线,以建立完善安全规章制度为核心,加强师生工

程训练安全意识的培养。

1.2 工程训练安全教育体系基本框架 [7-10]

安全教育是指在组织学生进行工程训练实践教

学活动中,为了避免造成人员伤害和财产损失,而进

行的相应事故预防和控制措施等方面的教育。安全

生产事故的两大主要原因:①人的不安全行为;②

物的不安全状态。引言中所列工程训练中潜在的安

全隐患,均可归结为这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在复

杂的工程训练中出现安全事故是无法完全避免的,

安全教育机制和安全保护机制可使重大安全事故得

以避免, 并将轻小事故发生的概率降低到最低。在

工程训练过程中抓好安全素质教育,做好系统安全

管理工作,是保障工程训练安全的基本工作。安全

素质教育可以通过营造安全教育的文化环境,潜移

默化地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三级安全教育是在实践

过程中获得安全知识,只有通过亲身实践,才能领会

和养成安全规范操作的习惯,同时通过安全教育考

核加强学生的安全意识; 而系统安全管理必须要有

完善的系统安全规章制度来保障。以下是工程训练

过程的安全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如图 1所示。

图 1 工程训练过程的安全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Fig. 1 Basic framework of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of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cess

2 实施过程

2.1 安全素质教育

2.1.1 安全文化环境 [11-12]

营造工程训练安全文化环境,让安全警示教育

无处不在, 是安全素质教育的一种形式。文化环境

是长期的积淀和不断总结完善形成的。安全价值

观、安全理念和行为准则是师生对安全健康意识、

观念、态度、素养和能力的综合。用安全文化来倡

导和引导广大师生对安全的敬畏,用安全文化来唤

醒对自己、对他人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需要,使

不安全行为的控制方式发生质的变化,由外部约束

变成主体自我约束, 达到减少人为事故、强化质量

标准从而提升安全文化素养,最终实现 “要我安全”

为 “我要安全”的根本转变。营造安全文化环境的具

体实施方式见表 1。

表 1 营造安全文化环境具体实施

Tab. 1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building safety culture environment

序号 表现形式 宣传内容 目的

1 实训场地的走廊或门

外宣传栏中

因地制宜地采取悬挂安全展板、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让安
全教育图片与警示标识充斥学生的眼球

营造安全文化氛围

2 在教学过程中 采用安全录像、分发安全教育手册、将安全教育编入教材

等各种手段与形式,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扩大安全教育宣传力度

3 在工作场所内 根据各专业、各工种的特点悬挂安全警示牌板 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2.1.2 三级安全教育 [13]

建立三级安全教育实践环节, 是安全技能教育

的一种方法。按照学生进入工程训练中心现场的时

间顺序,工程训练的安全教育分为进入现场前的安

全教育、进入现场时的安全教育和进入现场后的安

全教育。三级安全教育的具体实施见表 2。

通过以上三级安全教育,使教师和学生比较牢

固地树立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安全意识。在安

全管理制度的约束下,使工程训练的全过程始终处

于安全监控之下,取得了良好的实效。

2.1.3 安全教育考核模式 [14]

安全教育考核能够引起学生对安全教育的

重视, 端正对安全教育的态度, 起到促进自觉学

习、提高安全意识的效果。由于工程训练实训

模块较多, 使得工程训练课内安全教育时间有限,

为此学校采用课内外结合的教育方式, 设计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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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三级安全教育具体实施

Tab. 2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Three Grade Safety Education”

安全教育级别 时间 安全教育内容与形式 目的

第 1级 进场前 态度教育。组织学生进行安全教育总动员, 并发放安全知
识教育手册,要求学生自学,并在进场 (工程训练基地)前完
成 “安全知识测试软件”的测试,合格的同学才能参加实训

让学生熟悉安全实训的相关

知识,为日后的安全教育建立
基础

第 2级 进场时 素质教育。每个实习模块 (工种)要结合教材和 CAI课件讲
解相关工种伤害、安全隐患及操作规范, 观看安全教育录
像等。

让学生理解安全实训的重要

性,形成初步的安全意识

第 3级 进场后 技能教育。指导教师在实训课上示范讲解设备操作的同时,
讲授相关安全操作规程和安全注意事项,在学生操作过程
中巡视并督促学生注意安全

让学生通过实践亲身体会安

全的重要性,牢固建立安全意
识

了一套安全知识测试软件。该软件具有自测、合分、

考核功能,内有安全教育试题库,教师可以随机限定

考试题量与时间进行测试,学生也可以自定题量与

时间进行练习,同时将该安全试题库印成安全教育

小册子发放给学生自学。通过课外自学与考核相结

合,解决了工程训练中安全教育时间不足的问题,有

一定的推广价值。安全教育考核模式的具体实施如

表 3所示。

表 3 安全教育考核模式的具体实施

Tab. 3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measures of assessment mode of safety education

序号 时间 安全教育考核形式 目的

第 1步 新生进校 工程训练安全教育动员会,发放 “安全知识教育手册”,介绍
“安全知识测试软件”的自测与考试功能,明确通过安全知
识测试才能进实训场地

要求学生实训前自学安全实

训知识

第 2步 进场前 进行 “安全知识测试软件”机考。将每周的考试时间公布在
预约网站上,要求学生进场实训前,在网上预约参加考核时
间,考核合格者才能进场参加实训,否则需要重新预约参加
考核

利用课外安全教育考核,增加
了学生课内实训操作时间,提
高学生的实训安全意识

第 3步 实训后 撰写实训报告。要求学生列举并分析在实训操作过程中容

易出现的安全隐患,以及应该采取的预防与改进措施,并占
有一定分数

加强学生安全意识,培养学生
的观察能力和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

2.2 建立系统的安全管理制度 [15]

工程训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涉及的方面

很多,既有学生实践教学中所直接面对的安全问题,

也有意想不到的宏观工程环境问题,如车间机床的

运行, 其他物料的运输与堆放等。在这样一种复杂

工程背景的大环境下,如果缺乏系统的安全管理制

度,不建立一个规范和行之有效的安全机制,安全事

故将不可避免的发生。通过深入研究工程训练过程

中的安全问题,理顺工程训练教学各个环节的安全

管理机制,建立与完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让工程训

练安全得以保障。工程训练安全规章制度至少应包

含以下内容:

(1)安全责任制度。① 安全负责人的岗位负责

制度;② 实训指导教师的岗位责任制度;③ 实训安

全考核制度。

(2)安全管理制度。① 仪器设备的安全操作制

度;② 强弱电的安全制度;③ 可燃气体的管理制度;

④ 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制度。

(3)设备安全保护装置。安全教育告知学生安全

规定和操作规程,实际上是限制同学可以做什么和

不可以做什么,其主动权在学生手中,但不能保证每

个同学能在任何情况下遵守这些规定。因此, 工程

训练中心应该对老旧设备、复杂性较大设备、公认

危险的设备如车床、冲床、气焊的气瓶、铸造金属

液、刃磨刀具、钻床等,与厂商结合车间实际情况联

合研制安全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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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学安排合理化。工程训练课程由于教学安

排的不合理造成的实训安全隐患,需要多方面的重

视与配合处理。例如:普遍出现的实训时间短,造成

课内缺少安全教育时间的问题,可以通过上述安全

教育考核模式解决,即采用课内与课外结合的教育

方法,效果明显;对于夜间上课光线不足引起的安全

隐患问题,需要教务处配合解决,尽量不要安排在晚

间上课;至于实训室开放带来的安全隐患问题,需要

全面加强管理,严格执行上述所制定的安全责任制

度、安全管理制度,以及完好的设备安全保护装置

来保障。

3 结 语

客观上, 在复杂的工程训练中出现安全事故是

无法完全避免的,安全教育机制和安全保护机制可

使重大安全事故得以避免,并将轻小事故发生的概

率降低到最低。本文构建的安全教育体系打破了过

去传统的说教、形式化的安全教育;它是一套从表

面到立体、多方位、深层次的安全教育方式;它时时

刻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学生,才使学生自觉从被

动地 “接受”,到主动地 “我要”安全意识的转变。该

体系实施以来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学生的安全意

识有明显提高。实践证明,只要具有高度的责任感,

随时保持对安全问题的警觉,不仅有规范的安全保

障制度,而且采取行之有效的一系列措施,就能做到

防患于未然,大大减少事故发生的几率,尤其是重大

事故发生的几率。我校通过对工程训练安全教育实

践改革的有益尝试,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安全意

识,可以为其他高校安全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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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cess

GAO Qi, ZU Yingli
(Engineering Training Center,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The potential safety of engineering training process in the universities was analyzed and summed up. A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of engineering training was constructed by the existing problem of the engineering training safety education. The effective

method of establishing the sense of safety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asic institution of system safety management was put forward. The

design thought and re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was described in detail.

Keywords: engineering training;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safety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atic safety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