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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思政”理念下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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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东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上海 200241)

摘 要: 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过程中践行“课程思政”育人理念，对促进研究生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

建设者和接班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课程思政”理念下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在教育理念、师资队伍、教学方

式、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问题。为提高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实效，其实施路径可从构建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实验

室安全教育体系、打造多元主体合力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构实验室安全教育“四课堂”联动育人模式、建
立科学的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评价体系四方面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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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指

出，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1］。教育部印

发的《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高校教学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通

知》对加强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提出了要求［2］。高校实验

室是科研教学的主要基地，是培养研究生科研创新能力的重

要场所，也是安全事故的易发场所，更是对研究生进行安全

教育的最佳课堂。在对研究生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的过程

中，把立足安全教育作为保障实验室安全建设的基础，从育

人维度来关照课程价值，发掘实验室安全教育教学的思想政

治教育资源，构建共同致力于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的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新理念、新模

式［3］。

一、“课程思政”重在实验室安全教育中抓好思想

政治教育作用的发挥

1.“课程思政”理念的发展、内涵与特征
“课程思政”是上海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实践过程

中，从国家意识形态战略高度出发，从高等教育育人本质要

求出发提出的育人理念; 其实质是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

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在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

相结合的教育过程中，强化显性思政，细化隐性思政，实现思

想政治教育立体化、协同化的教育方式，构建全课程育人格

局［4］。“课程思政”的整体方案是: 围绕“知识传授”与“价值

引领”相结合的课程目标，构建“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

结合的课程内容体系，从而使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与专业教育

协调同步、相得益彰，真正实现在课堂教学主渠道中全方位、
全过程、全员立体化育人［5］。“显性教育”课程即高校思想

政治理论课，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浸润作用，注重在培育

人的综合素养过程中根植理想信念; “隐性教育”课程包含

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教育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深化

和拓展的作用，注重在知识传授中强调主流价值引领［5］。
2. 实验室安全教育中践行“课程思政”育人理念的可行

性

第一，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目

的具有一致性，两者都是为了培养国家和社会需要的高素质

人才。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研究生的思想政治素

质，引导其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在实现全面发

展中体现知、情、意、行的统一。实验室安全教育则是以安全

意识与责任、安全知识与技能为主要教育内容，其最终目标

是促进研究生素养的提高与品格的升华。二者都将促进研

究生的全面发展、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视为

共同责任和使命。第二，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研究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教育主体存有协同性，两者的教育主体都是高校，主

要包括校级层面的学工、保卫、宣传、医疗等多个职能部门，

院系层面的学院领导、研究生导师、研究生辅导员、教务等行

政管理人员等。通过强化教职员工的政治意识、协同意识和

大局意识，打造协同育人工作主体，建构全程、全员育人机

制，实现安全与思政教育从专人向全员的创造性转化。第

三，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内容存在

相关性。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思想、政治、道德、心理和法制等

方面的教育内容，实验室安全教育内容涉及生命教育、安全

法规、安全文化、伦理道德等。从内容上来说，思想政治教育

对研究生进行思想导引、凝聚激励以及开展三观教育、伦理

道德教育等内容，正是实验室安全教育的必要内容; 实验室

安全教育让研究生对敬畏生命、勇于担当等价值观产生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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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所追求和倡导的方向。

二、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

育现状

1. 教育理念亟待更新: 实验室安全工作与研究生思政

教育未能有效融合

诸多高校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重科

研、轻安全的思想，重视实验室建设却忽视安全教育与管理

投入，没有真正认识到实验室安全工作对学校科学发展和建

设平安校园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充分挖掘安全教育课程所承

载的德育功能。因此，高校必须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教育，

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者急需更新教育理念，有意识地寻找专

业内容德育契合点，将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融于实验室安全

教育教学中。
2. 队伍建设尚需加强: 缺少专业从事实验室安全教育

的师资队伍

我国大部分高校中，实验室安全管理队伍大多是兼职人

员，实验室安全教育主要依靠研究生导师、辅导员和兼职安

全员等。一些管理者并未对实验室安全教育予以重视，一些

非理工科专业背景的辅导员缺乏实验室安全相关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而导师则更重视研究生科研成果的取得及实验技

能等“硬能力”的培养。因此，要在上述群体中选任实验室

安全专业知识和技能过硬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十分困难，这也

是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效果不够理想的主要原因之一。
3. 教学方式尚待变革: 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教学中

缺乏相关的实践教育

当前，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多数停留在传统意义的消防

安全知识讲授或仅局限于安全理论教育方面，未能将安全教

育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也未能结合各自实验室情况树立系

统的安全教育观并建立相应的安全教育体系; 且教师教法单

一、教学手段滞后、教学设施陈旧，缺乏针对性，也未能突出

研究生的主体地位，致使安全教育效果不佳。
4. 评价体系有待重构: 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评价体

系不够完善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目的是使研究生能运用所学知识与

技能，并对实验室安全教育的效果进行全面评估，建立长效

内控机制，保障实验安全进行。目前，绝大部分高校实验室

安全教育不系统、未普及，对其教学思想与态度、教学要求和

内容、教学方法与效果等，缺少完善的考核方法和实验室安

全教育的效果评价体系。为推进高校“双一流”建设，高校

必须建立并完善实验室安全教育评价体系。

三、“课程思政”理念下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路

径探析

1. 以生为本: 构建符合人才培养目标的实验室安全教

育体系

从实验室安全教育所具有的“针对性、全程性、全员性和

全时性”四方面的特点出发，依据“课程思政”理念，将高校

实验室安全教育的“术”与“道”有机结合，构建符合人才培

养目标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体系［6］。其一，增强针对性: 高校

各类实验室应根据自身特点，如学科、功能、环境、人员、规模

等差异，合理编排实验室安全教育教学内容，对所有进入实

验室的人员开展安全教育并实施准入制度。其二，畅通全程

性，通过实验室安全教育强化研究生安全意识、提高实验室

安全管理水平、提升实验教学质量，并帮助研究生树立自我

保护意识，深化安全实验素养，因此，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

应贯穿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教学全过程，并确保每个教学

环节顺利实施。其三，保证全员性，一方面接受实验室安全

教育的主体不能只限于学生，应对进入实验室的所有人员进

行教育培训，明晰权责; 另一方面，实施安全教育主体不仅要

传授实验室安全相关的专业知识与实用技能，还应重视研究

生职业素养、安全素质和科学精神的教育，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融入教学全过程，从而激发

研究生内在的学习动力，反思肩负的责任，更好地服务于实

验室安全建设和发展。其四，优化全时性，针对课内实验安

全教育教学环节受时空限制较大等问题，利用丰富的网络资

源开启安全教育的在线学习和考试系统，方便学生随时随地

预习、学习、复习并检测，“全时性”的特点对安全教育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优质的在线学习和考试系统可为研究生

的安全素质培养和实验能力培养提供保障。
2. 协同育人: 打造多元主体合力的实验室安全教育师

资队伍

基于“课程思政”理念的实验室安全教育效果取决于教

师的育人意识和育人能力，教师不仅要传授实验室安全相关

知识与能力，提高研究生的安全责任意识和防范技能，还要

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成为塑造研究生品格、品
行与品位的“人师”。在实际工作运行中，高校应组建大安

全教育团队，包括由院系实验室安全管理经验的教师、校保

卫处专业人员联合担任专兼职讲师的实验室安全教育主讲

团队，重点讲授安全相关的理论常识、案例分享与消防安全

等; 由实验室负责实验技术的教师组建的安全技术指导团

队，重点从实践层面指导研究生安全技术操作及实验习惯要

求等; 由实验室负责人牵头，校院系实验室安全员、研究生辅

导员协同组成安全教育落实监督团队，负责落实安全检查、
指导工作、监督运行、考核结果等，确保安全教育落到实处。
通过强化上述三个团队中教师的政治意识，使每位教师“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 强化协同意识，使每位教师利用自

身学科特点开展“专业个性化”的思想政治教育; 强化大局

意识，让每个教职员工在各自岗位上实现教书育人、管理育

人、实践育人、科研育人、服务育人，在实现大学“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服务社会、文化传承与创新”功能中突出全程、全
方位育人［7］。

3. 改革创新: 建构实验室安全教育“四课堂”联动育人

模式

从广义上讲，凡是具有育人功能的时空都可以称为课

堂。针对目前国内高校实验室安全教育面临的难点，从学科

特点和研究生培养过程来看，实验室安全教育主要包括课堂

教学、实践演习、安全文化和网络媒体等四个课堂，这“四个

课堂”所承担的育人功能各有侧重，重在“学问”的第一课堂

是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的主渠道，也是统筹推进课程育人

功能的第一课堂，主讲教师主要以专题式、案例式、参与式和

混合式等教学方法进行理论讲授和灌输，让研究生能够在习

得实验室安全相关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正确认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树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安全责任意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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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堂重在“践行”，将课堂教学与安全演习实践相结合，主

要包括由保卫处组织的安全消防演练和由实验室专业技术

人员组织的安全技术操作演练，扎实推动实践育人。重在

“浸润”的第三课堂实验室安全文化是涵育学生的有效载

体，通过建立以实验室概况、规章制度、操作规程等为主要内

容的线上线下全方位展示的阅读文化，促使研究生养成终身

学习习惯; 通过建立随处留痕的实验室记录文化，培养研究

生良好的研究习惯和高度的责任意识; 通过建立潜移默化的

身份认同文化，帮助研究生深刻认识、理解并遵守实验规范

和学术道德［8］。第四课堂网络媒体重在“思辨”，研究生既

是网络新媒体的受众，同时也是改善网络生态的重要力量，

实验室安全教育工作者需要树立互联网思维，开启安全教育

的在线学习和考试系统，同时针对网上教育教学过程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要及时回应、正确引导，增强研究生分辨、选择、
利用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四个课堂”之间应建立畅通有效

的联动机制，充分发挥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大课堂的育人

功能，从而真正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
4. 落实保障: 建立科学的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评价

体系

为保证教育教学的成效和安全责任的落实，必须对研究

生的价值体系、理想信念及安全素养、实践能力的质量发展

状况进行跟进式评估，这就需要课堂内外的多维考核与研究

生导师、辅导员、实验室安全员等多元教育主体的评价。因

此，这种多维多元性要求研究生实验室安全教育评价体系应

该是融合平时学习和考试检测相结合，安全理论和操作实践

相结合，知识掌握程度和思想测评相结合，多元主体和多维

空间相结合的复杂而科学的考评结构［9］。在建立、实施评价

体系时，首先应遵循导向性原则，调动研究生学习积极性并

增强安全教学的实用性，如考试检测要突出学以致用，重点

考察研究生运用所学的安全知识分析与解决安全隐患或安

全事故的能力; 其次，客观性原则，要注意评价内容的全面性

及其权重的合理性，如开展实践教育时不仅要注重事后总

结，更要关注源头预防; 激励与约束原则，如将教育过程与责

任落实监督检查相结合，安全教育落实监督团队深入课堂随

机检查提问学生的安全技术、制度落实情况，把检查过程与

结果作为安全教育落实评价的重要部分，甚至作为年度评

优、奖惩的主要依据之一; 易操作性，如通过问卷调查、受访

者座谈、网上反馈、专家评定等形式来评价安全教育效果。
“课程思政”理念倡导所有课程都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

作用，所有人员都要承担育人责任。实验室安全教育过程

中，研究生对知识的学习和运用，不仅仅是掌握安全知识和

防范技能，更是在诸多“安全故事”中修己悟道的体验及其

思想行为和思维观念的塑造过程，而这正是思想政治教育的

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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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Path of Graduate Students＇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XU Min-hua
( School of Life Sciences，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Practic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course of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
mot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graduate students and has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uring constructors and successors of socialism． At
present，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such as
education concept，teachers＇ team，teaching model and evaluation system．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ectiveness of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this paper propos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rom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system in agreement with talent cultivation goals，building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team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multiple subjects，
establishing the coordinated model of“Four Classrooms”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and setting up scientific laboratory security edu-
cation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laboratory security education; graduate students; ideo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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