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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安全教育虽从属于德育范畴，但其教育功能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当前，随着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

大学生安全教育面临难得的机遇，围绕教育根本任务，协调自身管理和教育功能目标，实践安全教育在人才培养

中的功能定位，是大学生安全教育需要积极思考的现实问题。以德育为视角，处理好安全教育在教育与管理上的

目标关系、个别与全局的责任关系及教学形式的层次关系，创新构建涵盖人才培养、责任考评、三全育人、职称

评审等内容的教育体系，能有效提升教育成效，实践时代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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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历史性转

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

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1]。这是国家对教育事业如何适

应新时代发展做出的决策调整和总体部署。报告将

“德育”作为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人才培养的根本

任务，带来了教育工作从思想上到执行上一系列深

刻的转变，其中，不仅对以“国家安全”为重点的

安全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也为高校实践安全教育

“立德树人”德育目标带来了机遇与挑战。 

    一、大学生安全教育的现存问题 

    (一) 教育目标落后于形势 

    当前，安全观念深入人心，学校重大案件、安

全事故让社会对安全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为此，教育部门将安全教育列入学校综治考

评体系，并积极支持开展课题研究。但这种重视主

要以保障学校稳定为目标，结合教育工作新的时代

使命，对人才培养质量的关注和思考有限，没有处

理好安全教育在管理和教育上的目标关系，一些关

键的原则问题还未形成共识。如杨震指出，随着时

代的快速进步和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面对新的形

势和新的情况，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还不能有效适

应，存在很多薄弱环节，其中大部分都同大学生安

全教育的理念和原则相关。解决好树立什么样的大

学生安全教育理念，坚持什么样的大学生安全教育

原则问题至关重要，它是做好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关

键，对于大学生安全教育工作起着先导性作用[2]。 

    (二) 责任归属未形成共识 

    安全教育的责任涉及多层、多种关系，基础教

育与高等教育，社会与家庭，高校内部的保卫、学

工、院系与实验室，还有线上与线下等，笼统的看

资源众多、优势明显，但现实中却因责任归属分工

不明，遗漏和重叠的情况常见。特别是当前青少年

安全素质养成体系还未完整建立，义务教育阶段的

安全教育还处于起步状态，这在加重高校安全教育

负担的同时，也对高校安全教育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3]。以发生在大学生身上的各类案件和安全事

故为例，简单地归责于高校安全教育不到位，显然

是有失公允的，从外部来看，其发生原因与家庭教

育、社会环境、基础教育、学生个体差异等都有关

联，而高校内部也普遍存在“安全教育谁做了，安

全责任就是谁的”“安全教育做得越多，错得越多”

的不合理责任导向问题。 

    (三) 教育实效仍不够理想 

    安全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教育资源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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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理论研究的涉及面、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教育

技术的信息化等都得到了充分激发，但教育的单向

性问题却一直未引起足够重视、得到积极改善。表

现为：学校过分强调安全教育的主导地位，把安全

教育执行成“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的宣讲”，只单向

的要求学生“怎么做”，而忽视学生作为接受主体

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对教育者所传递的安全教育信

息进行应对、选择、重组、内化和践行的运行过程，

以致部分学生认为安全教育是学校为了课程安排

而设置，与自身的学习关系不大，对自己现实生活

中的学习、就业没有多大的帮助，在思想上不主动

接受安全教育[4]。因此，就算是积极落实大学生安

全教育工作的高校，在校大学生因安全意识差而被

抢、被盗、被骗、被害的案件及火灾、交通事故等

仍屡有发生，大学生参与违法犯罪仍呈增多趋势[5]。

由此说明，安全教育入脑入心的工作依然任重道

远。整体上大学生安全教育缺乏专业性和系统性，

也未能实现制度化和规范化[6]。 

    二、德育视角下大学生安全教育应处理好的三

大关系 

    针对以上问题，站在新时代的历史高点，运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思考大学生

安全教育的根本任务，可以发现德育的教育功能属

性在其中尤为明确和突出。对此，立足德育视角，

明晰大学生安全教育为了什么？有什么用？该怎

么做？需首先理顺以下三大关系。 

    (一) 教育与管理的目标关系 

    我国的大学生安全教育一直被赋予鲜明的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色彩。1992 年 4 月，教育部颁布的

高校安全教育纲领性文件《普通高校学生安全教育

及管理暂行规定》首次对安全教育的教育与管理职

能进行了明确，规定“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的

主要任务是，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安全管理工作的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对学生实施安全教育及

管理，妥善处理各类安全事故，引导学生健康成

长”。进入 21 世纪，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

指引下，安全教育越来越被视为关系到国家、社会、

高校安全稳定的一项重要工作，被赋予更多的社会

治理价值色彩。同时，在素质教育观的指引下，安

全教育被视为提升国民安全素养水平、提高社会抵

御风险、提升抗灾减灾能力的重要手段，大学生安

全教育工作愈加呈现出一种基于国民素质教育属

性的专业教育特征[7]。自此，安全教育的教育与管

理功能逐步清晰区分开来。管理功能以学校为中

心，以校园安全稳定为目的，服务于校园整体安防

工作；教育功能以学生为中心，以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为目的，突出素质教育的德育价值。不同的功能

目标深刻影响安全教育的价值导向，在新时代均需

要赋予新的诠释。 

    德育，既同人的思想、行为和人的发展有着直

接的关系，又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

展有着广泛深刻的联系[8]。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德育

功能具体表现为成才教育，从而为高校教育改革和

发展提供稳定的政治局面和安全的治安环境[9]。因

此，安全教育具备素质教育和社会管理两种属性，

两者在本质上不矛盾，不应将两者对立看待，而应

理解为：两者都是在适应时代发展过程中自然形

成，并都积极适应、服务于当时的社会需要。虽然

两者在价值导向上有差异，但实则是一种互为表里、

内在趋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具体来说，加强管理能

维护校园安全稳定，让学生能安心学习，为人才培

养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加强教育，能增强学生

安全素质，提升防范危险、自护自救能力，学生自

身安全有了保证，校园安全稳定的基础更牢固。 

    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将立德树人作为社会主

义国家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和最高要求，有现实的

理论依据和长远的战略考量。当前，协调安全教育

与管理教育功能的关系，应牢牢把握“进一步加强

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一主线，着重

把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德育功能作为核心目标予以

突出，从安全教育的角度解决好为谁培养人、培养

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特别是加强其中的国

家总体安全观、反意识形态渗透、增强四个自信、

中国特色民主法治等内容的教育，承担起大学生安

全教育的时代使命。 

    (二) 个别与全局的责任关系 

    目前，针对大学生安全教育有“无用说”和“万

能说”两种观点。“无用说”认为安全教育虽能提

升个人安全意识和素质，但效果有限，佐证就是一

边开展安全教育，一边校园仍有案件发生，甚至刚

听了安全教育课的大学生就有被骗被盗的，进而认

为安全教育无法起到减少发案、确保个人安全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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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万能说”则认为只要认真接受了安全教育，

主观能动性就可以被全面激发，就能敏锐识别身边

隐患，远离危险，确保安全，其支撑理由也颇有道

理，就是面对同样的骗局或危险，为什么上当受骗、

发生安全问题的总是少部分人，原因就在于个人安

全意识和素质存在差异。因此，只要全面、细致、

及时地把安全教育做好，是完全可以减少和避免危

险发生，确保更加安全的。 

    事实上，安全教育只是提升个人安全素质的手

段之一，而案件和安全事故的发生却不只是涉及个

人安全素质这一唯一因素。首先，犯罪作为一种社

会现象，在现阶段的社会生活中是无法消除的客观

存在，我们只能力求减少发案，而无法做到杜绝犯

罪的发生。同理，意外事件也因存在概率性，只能

尽量避免，而无法保证不发生。其次，安全教育和

管理工作是个系统工程，离不开学校、家庭和社会

的共同参与，高校安全教育只是其中一环，因此，

需要认识到学校以外不可控因素的客观存在。最

后，具体安全教育的及时性、全面性，教师的领会

教授能力，学生的学习意愿、接受运用能力、身体

差异等均影响教育效果。因此，一边上安全教育课

一边发案的情况其实并不矛盾，以类似小概率事件

否定整体安全教育效果，甚至将发生案件和安全事

故的责任归咎于安全教育显然是片面的。 

    因此，安全教育“无用说”和“万能说”的问

题根源，其实是分析视角被局限的结果。对安全

教育的作用，正确的评价应是不夸大、不贬低，

只有将其融入社会整体安全，才能充分发挥其应

有功能，起到倍增安全成效的作用。进而，在高

校内部各单位之间，在学校、家庭和社会之间，

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之间对安全教育责任进行

划分，最重要的是如何在合理考虑相互间主次、

承接和发展关系的基础上，达成责任共识，创造

良好的整体发展环境，形成大学生安全教育的合

力。特别是要尽力避免将所有安全教育的问题积

累到大学期间来解决，而应从人才培养、素质教

育的长远角度出发，从加强社会安全管理措施出

发，从引导家庭从小塑造孩子正确“三观”出发，

从完善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乃至终身教育衔接连

贯出发，创新构建系统的安全教育体系，全面发

挥教育的功能作用。 

    (三) 各教学形式的层次关系 

    安全教育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之一，教育效果

不能令人满意，表面上看是课堂、内容等教育形式

的原因，实则是体制机制未理顺的表现。如有的高

校虽积极落实安全教育责任，开展某种或多种形式

的安全教育，但校园发案情况却未有改善，甚至反

而增多，高校管理者和师生因此对安全教育感到困

惑，并出现失望和推责心态。出现类似情况的重要

原因之一就在于将安全教育与其他素质教育区别

看待，认为安全教育层次低，内容简答易懂，不必

作为学科来研究和严格规范开展教学。而实际上，

任何素质教育在形式上要保证它的效果，都必须构

建一个合理的教育体系。因为安全教育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形成自身发展的理论和实践体系，扭转

安全教育一直未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进行研究的状

况，构建起其基础理论与学科体系[10]。只有体系完

整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安全教育规范开展、高效运

作、效果良好。 

    目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道德修养、心理

健康教育、军事理论教育、职业规划教育等课程已

基本建立起系统教学体系和理论支撑，有师资力量

及相关保障条件，但其教育效果尚不够令人满意，

还需要不断提升。而安全教育在支撑和保障等各方

面基础条件都与这些素质教育相差甚远的情况下，

又怎么能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开展了安全教育就应

该成效显著呢？事实上，安全素质作为个体综合素

质的一部分，其培养难度不比其他素质更容易，甚

至从某种角度讲难度更大。因此，构建与素质教育

相匹配的安全教育体系，实现教育规范化，是提升

安全教育效果的必然选择。其中，需要首先解决的

是教育主渠道的问题。参考其他素质教育的发展模

式，安全教育应以课堂教学为主。这是因为课堂最

为学生重视和接受，是学校教育的绝对主阵地。通

过落实学分、教材、师资的课堂教学，系统教授学

生安全知识和技能，能使学生构建起系统的安全知

识体系。同时，还要积极发挥安全管理、安全宣  

传、安全文化的作用，共同提升教育效果，实现教

育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安全教育线上模式和其

他借助新兴科技的教学手段，推崇碎片化学习、兴

趣引导、轻松掌握的理念，掀起了教育形式上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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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热潮。对此，笔者认为需要理性接纳。一方面，

类似的教育形式虽然新颖，对学生颇具吸引力，短

期效果也不错，但其知识结构的系统性和深度广度

不够，难以触及意识深处，也不适合于所有的知识

点类型。另一方面，娱乐化、简单化、移动化的学

习模式，虽迎合了学生求新求简求便捷的口味，但

泛娱、泛易、泛便捷的操作，弱化了学生内在的学

习动力和意愿，不利于引导学生深入思考问题。因

此，线上安全教育和新科技手段可作为安全教育课

堂教学之外的补充，但不宜过分推崇，更不能以此

为主。 

    三、构建促进大学生安全教育发展的四个体系 

    (一) 突出教育功能，将安全教育列入“人才培

养体系” 

    长期以来，安全教育在德育体系中不被重视，

也未进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当前，要实现安全教

育服务于立德树人的时代需求，必须首先将安全教

育的德育功能摆到更突出的位置，将安全教育列入

高校人才培养体系，以确保教育功能和目标的落

实。人才培养体系是在一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指

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

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总

和，是高校开设各类课程的指导和依据。安全教育

进入人才培养体系是保证其充分发挥教育功能的

关键基础。以此为依据，安全教育就作为必修课而

成为高校必须进行的教育教学工作，安全教育的教

育功能方能得以落到实处。 

    当前，将大学生安全教育列入人才培养体系需

要做的具体工作，是尽快制订安全教育的相关支撑

性政策文件，如教育部出台《普通高等学校安全教

育课程指导纲要和建设标准》等，将安全教育课的

考核成绩记入学籍档案，安全教育课的建设纳入本

科教学评价体系，以便各高校参考、组织和规范实

施。在具体课程设置上，建议高校将安全教育作为

全校必修课，学时不少于 32 学时，学分不少于 2

个，并充分考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来开展教学。 

    (二) 强化责任分工，把安全教育纳入“责任考

评体系” 

    突出安全教育的教育功能，不是放弃安全教育

的管理功能，相反，更需要积极协调安全教育的管

理优势，服务教育主体目标的实现。对此，应在明

确各级各地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安全教育责任的

基础上，将安全教育进一步纳入其年度责任考评体

系，发挥行政政策指挥棒的作用，实现对安全教育

资源的合理配置。在高校内部，则要通过建立相应

考评制度，将安全教育任务分解明晰，压力传导到

位，尤其要积极推动学工、保卫、教务、学院等部

门发挥各自优势，深度融合，构建高效有力、贯通

上下、连接内外的教育实施环境。 

    近年来，许多省市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都将安

全教育纳入各种工作考评体系，积极推动安全教育

的发展。如湖南省教育厅将“学校把安全教育纳入

教学计划、做到有教材、有课时、有学分”作为“平

安高校”的验收标准之一，引导推动高校对安全教

育工作人、财、物加大投入。但整体上将安全教育

纳入责任体系的力度还不够，相关规定还应更细

化，如在某省高校平安建设考评细则中，安全教育

的分值仅 0.5 分(总分 100 分)，表述也仅为“学校开

设安全教育课并有课时保证”等，这就容易导致执

行走样，不利于责任落实。此外，现行的《普通高

等学校学生安全教育及管理暂行规定》是教育部

1992 年颁布的，历经近 30 年的社会形势变迁，许

多新问题、新情况也亟待解决。总之，安全教育相

关责任考评体系需加强完善的地方还不少，都需根

据客观需要，以更高的标准和更严的要求加以明

确，提升管理约束和教育成效。 

    (三) 拓展教学载体，使安全教育融入“三全育

人体系” 

    提升安全教育成效，不能局限于自身课程建设

和考评管理手段，还要拓展教学载体，将安全教育

积极融入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三

全育人”体系。具体来说，一是结合“思政课程”

把安全教育做深、做实、做全面。思想政治教育课

堂是高校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主阵地，安全教育与

思政教育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将安全教育积极融

入思政课程大平台是对两者都有裨益的双赢选择。

安全教育中的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网络安全等涉

及思想领域的内容，以及知法守法、防范意外事故

等行为安全的知识，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补充。

而思政教育中的国防、心理、爱国主义等主题从安

全角度加以诠释，则能更形象生动，有说服力。二

是结合“课程思政”拓展安全教育传达触角，在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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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础和专业课程教学中适当融入安全知识要点，

如在法律教学中传递守法意识、国际政治与形势教

学中解读国家安全、金融课程中涉及经济安全、网

络技术学习中涉及黑客问题、新闻专业教学中引导

学生理性看待舆情事件、理工科实验中普及实验室

安全等。三是安全教育要贯穿整个大学时期，并针

对新生、老生、女生、毕业生、社会热点、突发安

全事件等开展针对性的教育，回应不同时期、不同

情况大学生的安全兴趣和需求，将社会的现实安全

需要与学生对安全知识的个性需求相结合，做到区

别教育、适时教育、精准教育。 

    (四) 保障职业发展，推动安全教育进入“职称

评审体系” 

    老师是联系知识与学生的桥梁，任何教育最终

都需要通过老师的课堂教学来实现。因此，建设一

支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安全教育需要重点思考和

解决的现实问题。目前，从事安全教育的人员主要

来自保卫、学工等管理部门，以及其他机关、学院

管理岗位和专职辅导员与少数公安民警。这些人员

从事安全教育多为个人兴趣，并非是其主要本职岗

位职责，不仅整体水平不高，而且缺乏教学规范和

经验。同时，因岗位性质属于管理岗，而非教师岗

和专业技术岗，绝大部分从事安全教育的人员无法

参与职称评聘，少数辅导员虽有参评资格却科研积

累薄弱，竞争力不足。以上种种，导致安全教育的

职业发展空间狭窄、教学质量难以保障和提升。 

    职称是对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人员工作能力和

社会贡献的评价。推动安全教育进入职称评审体

系，对吸引高素质教师从事安全教育，提高现有人

员综合能力，帮助安全教育人员建立职业归属感，

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有积极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但职

称牵涉编制、岗位职责、岗位设置、评审条件、名

额分配等一系列复杂问题，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

统工作。目前，各高校实行严格的编制管理，学校

正高、副高、中级、初级职称都有固定比例，不可

轻易突破，且职称评审以专业教师为绝对主体，而

专业技术和非教学岗位等其他系列的职称名额非

常有限，甚至许多高校多年都没有名额。因此，推

动安全教育进入职称评审体系困难重重，而其中又

以“岗位设置”为最关键问题。对此，可考虑将安

全教育人员参照辅导员岗位，执行辅导员序列职称

评审，解决职称晋升问题。主要依据是，2017 年教

育部 43 号令《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

第五条：辅导员有“开展基本安全教育”的工作职

责。同时，积极尝试事业单位职员制、职业资格等

级考试等多种职业发展模式，多途径提升安全教育

人员职业认同感和竞争力，拓展职业发展空间，提

升师资队伍素质，进而提升安全教育质量。 

    四、结语 

    安全教育不是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工作，在

教育基本方向确立后，需保持定力、厚植深耕，通

过在良性轨道上的不断改进和积累，终将实现大学

生及国民的安全素质整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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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the innovation of safety education system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a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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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lthough safety education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moral education, its educational function has not 

attracted enough attention. At present, with the chan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stage,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is faced with a rare opportunity. Centering arou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education, coordinating their ow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 objectives, and practicing the function orientation of safety education in talent 

training ar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considered in the safe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we should deal with the objective relationship of safety education in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the responsibility relationship of individual and overall, and the hierarchical relationship of different 

teaching forms, and innovatively build an education system covering talent training, responsibility evaluation, the “San 

Quan” Education Mode, professional title evaluation, and so on,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ducation effect and 

practic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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