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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在智慧安全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基于此，本文深入探究了智慧安全视域下高职

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实践意义和智慧安全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实践策略，旨在更好地提高高职院校

安全教育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营造安全稳定的校园环境，为推动整个教育行业安全管理水平奠定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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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rt safety, the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face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and strategies of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context of smart safety. The aim is to better improve the scientific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safet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reate a safe and 

stable campus environment, and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safety management level of 

the entire educa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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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教育部关于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实施意见明确指出全面落实加强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的目标任务。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

全教育体系，把国家安全教育覆盖国民教育各学段，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层面，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实现国家安全教育进学校、进教

材、进头脑，提升学生国家安全意识，提高维护国家安全能力，强化责任担当，筑牢国家安全防线，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构建完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体系。深刻阐释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部牵头制定

《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明确提出国家安全教育的目标，科学设置教育教学的整体架构和主要内容，提出各学段具体的教育

内容要求，贯彻落实宪法和国家安全法的精神和原则 [1]。高职院校应该根据国家的政策性文件走符合国家发展的道路，这样才能够更好

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传统高职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

传统高职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内容往往不够系统全面。

许多学校的安全教育课程只是零散地涉及交通安全、消防安全等

基础内容，缺乏对网络安全、心理健康安全、实习实训安全等新

兴安全领域的深度拓展。同时，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没有充分

考虑到不同专业学生在学习、实习过程中面临的特殊安全风险。

例如，化工专业学生可能面临化学品操作危险，机械专业学生有

机械伤害隐患，但安全教育未能结合这些专业特点进行定制化讲

解，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安全知识与自身实际相结合，安全防范

能力提升有限。

（二）教育方式单一且缺乏吸引力

在传统高职院校的学生安全教育管理中，教育方式较为单

一，多以课堂理论讲授为主。教师站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学生被

动听讲，缺乏互动与实践环节。这种枯燥的教育方式难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与参与度，学生往往只是为了应付考试而死记硬背

安全知识，并没有真正理解和掌握。此外，缺乏多样化的教学手

段，如案例分析、模拟演练、实地参观等，无法让学生直观地感

受安全事故的危害，难以形成深刻的安全意识，安全教育的效果

大打折扣。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 059

（三）管理机制不完善且执行不到位

传统高职院校在学生安全教育管理方面，管理机制存在诸多

不完善之处。一方面，缺乏明确的安全教育管理责任体系，各部

门之间职责划分不清晰，容易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导致安全教

育工作难以有效推进。另一方面，安全管理制度在执行过程中大

打折扣。例如，安全检查工作可能只是走过场，对发现的安全隐

患未能及时整改；安全应急预案虽然制定，但缺乏定期的演练与

评估，在实际突发安全事件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这种不完善

的管理机制和执行不力的状况，给学生安全带来了潜在威胁。

二、智慧安全视域下高职院校学生安全教育管理的实

践策略

（一）教师理念“换新装”，师生共筑校园安全“防护墙”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安全管理的问题已经得到越来越

很多人的重视。基于此，教师在传统的安全教育管理往往侧重于

问题发生后的处理，而现如今他们应该转变理念，这样才能够

更好地评估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从而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安全意

识 [5]。首先，教师应该运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各种先

进技术对安全教育进行综合管理。例如：教师可利用大数据分析

技术来分析学生学习行为模式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提前采取预

防措施；教师可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校园设施设备的实时监

控，并处理这些问题，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开展教育管理工作，提

高管理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6]。其次，教师可通过开展安全教育课

程、组织安全演练等方式来向学生传递安全知识和技能，从而使

学生了解到各种安全风险和应对方法，这样他们能够明白安全问

题不仅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健康，也关系到他人和社会的安全 [7]。

最后，高职院校可通过组织教师和学生参与到安全管理的形式，

来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样才能够更好地形成师生共同关注安全、

共同维护安全的良好氛围，从而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促进教师

不断完善安全教育管理的方式和方法 [8]。由此可见，转变教师安

全教育管理认知和增强师生安全意识能够更好地构建出一个安

全、和谐的校园环境。

（二）信息技术助力：高职院校安全教育内容丰、模式新、

学习优

1.信息技术整合资源，丰富安全教育内容

高职院校在学生安全教育管理当中不仅应该打破传统资源获

取的局限，还应该为丰富安全教育内容提供一定的支持，这样才

能够更好地使学生接触到更多安全教育方面的内容 [9]。一方面，

高职院校可通过整合相关部门发布的安全法规和政策文件让学生

了解国家在安全方面的要求，以此来为学生提供更加深入的安全

知识的解读，从而更好地形成一个全面、系统的安全知识体系，

满足学生对不同类型安全知识的学习需求 [10]。另一方面，不同专

业的学生对面临的安全风险可能有所不同，高职院校可通过筛选

和整合不同安全教育资源知识，为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加具有

安全教育的内容 [11]。例如：化工专业的学生需要了解化学实验知

识；机械专业学生需要掌握机械操作安全规范；计算机专业的知

识需要能够明白操作计算机当中的规范内容，高职院校通过整合

资源知识能够使其找到适合自己的知识，从而提高安全教育的实

效性 [12]。

2.搭建在线教育平台，构建安全翻转课堂

在线上，高职院校可通过将安全教育课程资源上传到在线教

育平台上的方式，让学生可以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和进度进行自

主的学习 [13]。学生在学习过程当中如果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通过

平台与教师和其他同学进行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来更好地了解其

中有问题的部分，从而更好地深化对于知识的理解程度。学生学

习完相关内容会自主的进行实践，这不仅能够检验学生知识的掌

握情况，还能够将其结果反馈给教师，使教师能够更好地了解学

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情况，从而更好地调整教学的策略 [14]。在线

下，教师可组织学生进行案例分析、模拟演练等活动，从而使学

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的场景当中，提高应对安全问题

的能力。教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学

生的学习需求，还能够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3.数据分析助力学习，实现学生个性学习

一方面，教师可通过数据分析来了解学生在安全知识学习中

的薄弱环节。例如：教师通过数据分析来分析学生在在线测试当

中的答题情况的同时，并找出他们哪些安全知识掌握的不牢固，

提出针对性的强化训练任务。另一方面，教师可利用数据分析能

力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规划路径，这样才能够使学生更好地找到

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从而更好地进行学习。教师可可以根据学

生学习的结果来动态的进行评估，从而更好地调整教学的策略，

满足大多数学生对于安全教育的期望 [15]。

（三）信息技术绘情境、多元教法促互动、安全活动铸意

识：高职安全新章

1.信息技术创设情境，促进学生深度学习

教师可通过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多媒体等多

种技术手段来为学生营造出一个真实的安全情境，这样才能够让

学生在虚拟的安全教育情境当中学习到安全知识与安全技能，从

而促进学生对于安全知识的深度理解。教师可利用 VR技术来模拟

火灾、地震、交通事故等突发安全事故现场，让学生可以更好地

参与到其中，从而有一定的情感共鸣，增强他们对安全知识的记

忆和理解，思考安全知识的重要性；教师可利用 AR技术来让学生

直观地感受到因为操作不当而引发的安全事故，从而提高他们的

学习兴趣，更好地投入到学生场景当中。

2.应用多元教学方法，加强课堂师生互动

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方法，变成多元化的教学方法，这

样才能够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师生之间

的有效沟通与合作，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例如：教

师可通过引入实际安全故事案例的方式来引导学生能够进行分析

和讨论，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措施，从而深化对安全知识的

理解；教师对于一个安全教育相关的任务会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

组，让学生通过互相交流的方式提出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更好

地促进学生之间的知识共享和思想碰撞；教师还会通过让学生扮

演不同角色的方式来模拟安全事故的处理过程，从而更好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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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色在安全事故当中的责任和作用，提高他们应对安全事故

的能力，认识到安全的重要性。

3.开展安全教育活动，深化学生安全意识

安全意识的养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通过多种形式的安

全教育活动来不断地进程强化，这样才能够提高学生的安全意

识。首先，高职院校可通过举办安全知识竞赛的方式来激发学生

学习安全知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使学生更好地掌握安全知

识，明白自己的优势和不足，从而更好地进行改正。其次，高职

院校可通过定期组织火灾逃生演练、地震应急演练等方式让学生

真实的到这个场景当中去实践，从而更好地掌握安全事故的技能

和方法，遇到安全事故时能够及时、迅速地采取行动。

三、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该领域的深入探索不仅能够使研究学者认识到信息

技术在安全教育管理中的巨大潜力，还能够让其认识到转变教育理

念、创新教育方法的必要性，从而更好地促进其健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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