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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思政
教学设计与模式探索

王 威 a，b， 瞿孜诺 a， 费智涛 a， 郭小东 a，b，薛 飞 a

（北京工业大学 a.城市建设学部；b.抗震减灾研究所，北京 100124）

摘要：课程思政具有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等时代价值，是教育结构变化的外在体现。文章以城乡安

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为例，论述了课程思政改革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深入挖掘课程中蕴含的显性思政

要素和隐性思政要素，进而针对性提出以讲授引导法为主、正反面案例法和任务驱动法为辅的思政要素

切入模式，结合原教学章节构建本课程具体的思政教学整体框架，以实现建立专业知识与思政元素“基

因式”融合，丰富学科底蕴和理论内涵，达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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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则国家强，人才兴则民族兴。高等教育的发展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举足轻重

的作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迫切渴求卓越的专业人才。目前，高校教学重知识灌输，轻学科德育和

工程思维的培养，导致思政教育缺乏系统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各

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基

于此，所有专业课与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同目标前行，从而形成政治理论课程为主体、通识课和专业

课作两翼［2］的协同现象，以达到全面的育人目的［3］。此外，普遍的“思政课堂化”现象，隐性弱化了思

政教育原初设计的效果，加剧了学生社会责任感缺失的风险，导致其在生活与工作中岗位倦怠、失

德的可能性。因此，以城乡规划专业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为例，深入剖析可融合的思政元

素，探索课程思政建设的教学设计与展开模式，使“课程育人”真正得以落实。

一、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教学开展课程思政的可行性与必要性

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是城乡规划专业本科生的学科基础必修课，旨在为本专业的学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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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城乡防灾规划及其密切相关的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综合防灾规划技术等方面内容。然而，理工

科的思维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专业领域，也可应用于人文社科问题，理工科课堂应帮助学生提高解

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方法，包括为人处世的能力［4］。因此，本课程需在传统授课内容基础上，将“立德

树人”作为根本出发点，深入挖掘有关城市防灾减灾的思政教育元素，融入现有防灾减灾知识传授

过程中。

（一） 城市防灾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切实可行

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逐渐凝聚起危难关头化险为夷的中国精神，在 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0
年的玉树地震等危难面前展现出了“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的抗震救灾精神，在2020年长江流域

抗洪斗争中凝聚了“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抗洪精神，2020年以来暴发的新冠疫情也体现出了“生

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的伟大抗疫精神，与此同时，大灾大难面前也涌

现了无数值得传颂的英雄事迹。以此为例，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中可挖掘防灾减灾精神、

抗洪抗疫精神、国家情怀、以人为本等思政知识的传授内容，达到知识体系中思政元素层层渗透、逐

步递进的目的。传授思路明确、教育内容丰富，城市防灾课程开展课程思政切实可行。

（二） 城市防灾课程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十分必要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中提出统筹发展与安全，要以人民为中心，增加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安

全感。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行业任重道远，学生在学习相关课程时，不仅要掌握专业理论和技术，

还要提升责任心和使命感。此外，我国城市化已达到 64.72%，防灾减灾工作一旦疏忽，必将造成现

阶段难以接受的后果。防灾减灾从业人员必须拥有顾全大局且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因此，实现本

课程思政教育改革使专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必要的。

二、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思政要素融入内容

思政教学需要与课程内容紧密联系，做到与时俱进，促进知识结构和教学结构合理优化。针对

课程知识体系特点，对思政元素的挖掘可从两个方面入手。

（一） 基于课内知识相关内容的显性思政教育

1. 我国灾害防治历程与经验

作为城市安全主导方向的专业课程，结合专业知识传授我国灾害防治历程与经验是新时代背

景下课程展开的基本要求，在课堂中向学生展现其详细内容［5］，激发课下的求学兴趣。这一显性思

政要素的融入以讲授引导为主，可在城市抗震防灾规划章节中引入 2017年度防震减灾联席工作会

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面向新时代的防灾减灾方针与理念［6］，或者单独开展相关课堂拓展内容，

学习防灾减灾救灾经验，领悟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实践智慧［7］。

2. 有关灾害管理的政治理论知识

通过有关防灾减灾的政治理论知识传授引导，使学生深入理解课程内容背后的理论指引，同

样，这一要素的融入是在课程设计中实现的，例如，讲解自然灾害“防”与“治”的辩证法，学习“防”与

“治”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自然管理论灾害观、灾害发生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辩证统一、灾害风

险累积的量变质变、防灾规划配置过程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关系等。

（二） 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隐性思政教育

1. 学习我国抗灾精神，宣扬安全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考察时指出，国家的防灾、减灾和救灾能力事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

和谐与稳定［8］。灾难面前，及时化解险情，形成了“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互助共济、辅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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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必要的救济和扶持”等中国特色救灾策略［8］。授课过程中，结合与自然灾害斗争的过程，重点强

调不屈不挠、团结互助的抗震抗灾精神，向学生展现中华民族无所畏惧、敢于抗争、患难与共的英雄

气魄。同样，在相关风险评估章节可向学生灌输“祸固多藏于隐微，而发于人之所忽”的观念，在课

程中结合“卡特里娜事件”等因救灾意识缺失导致大量伤亡的负面案例，传递安全理念，教导学生防

微杜渐，做好防御避险减灾工作，与安全并肩同行。

2.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和谐共生

城乡防灾减灾规划关系到国土的开发与利用，如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发展的主旋律，各项工作

都应将保护生态环境、顺应自然走势作为基本要求。课程大纲中包含着大量思政切入点，例如，灾

害风险评估理论与方法、城市抗震防灾规划、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等内容均与生态

建设息息相关，城市抗震防灾专题研究过程中少不了对地震环境的综合评价和城市土地利用的评

价，特定的城市防灾规划也需要地质地貌等重要的环境勘查资料，从而进行用地适宜分析，城市基

础设施的给排水网抗震防灾同样要重视排水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城市避难场所的选址更要考虑

地质环境对避难安全的影响，这方面思政元素的融入，除了在知识点中对保护生态环境的着重强

调，还可选择反面案例，介绍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公害类人为灾害的严重性和止损困难性。教导学生

顺势而为，与自然共生发展。

3.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激发民族情怀

我国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在历次特大灾害中不断优化灾害防治思路与策略，也表现出

了高效的决策力和行动力，取得了无数救援胜利［8］。这一思政要素的课程融入至关重要。例如，在

课程绪论中介绍防灾规划的范畴与定位时，讲解“切实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的防疫理念，理

解以人为本的永恒话题。在课程讲授过程中，通过视听感染方式介绍感人救灾实例，播放汶川地震

视频短片、“最美逆行者”影视视频等，展现“人民生命至上”的永恒宗旨，激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民

族情怀，在专业课中宣扬中华民族团结、勤奋、自律、守纪的传统美德。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行为指引

在新时代课程思政背景下，理工课程应注重意识形态和专业知识的有机结合，不仅要培养渴求

探索、具有创造力的科技人才，更要弘扬工匠精神，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求真务

实的学术研究态度和勇于拼搏的创新意识。助力城市防灾职业道德的行为落实，主要目的是在此

基础上深刻理解城乡规划师在提升城市综合防灾能力中应承担的责任，培养职业道德，增强使命

感。对此思政内容的融入较为灵活，以潜在思想传授与感染为主，例如，在城市防洪规划章节中，通

过“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抗洪精神的引入，展现中华民族面对挑战勇往直前、力挽狂澜的英雄气概，

从而指引学生在科研道路上不怕吃苦、坚守信念。结合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的内容讲授和撰写

过程的介绍，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生活中要脚踏实地、诚实守信，通过步步实践养成严谨认真的工作

习惯。

三、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思政教育建设途径

（一） 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思政改革实践思路

1. 创新教学形式，让学生真正受益于课程思政

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拘泥于知识讲授，无法达到课程思政的预期目标，专业课思政教学过程

中，应尽量避免整体上的“直接灌输”而采取“滴灌”的方式因材施教［9］，通过课堂互动、答辩、师生交

流、观看前沿学术报告、实践技术讨论等途径展开。线下教学以激发学生的自主创新为目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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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互动的课堂形式，线上可搭建多元化教育平台，增加虚拟教室的情景教学模式，运用思政内容

构建新的命题，开展个人或集体研究成果汇报等学习活动，以激发学生的自主探索意识。

2. 逐步提高教师思政教育素质与能力

如今的高校课堂上，教师更倾向于把课堂还给学生，单元化进行学术交流讨论，在此基础上，教

师要以身作则，时刻以高标准严格要求，使学生耳濡目染。采取集体教学的研究讨论方式，交流思

政课程的讲授技巧，课后可与思政教师交流与探讨如何更生动地讲授思政内容。

3. 学习资源获取途径的拓展

随着技术的发展进步，课程开展也需要师生之间探索与时俱进、更加前沿的技术方法［10］。传统

的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触发力不足，课堂上采用互联网进行教学资

源的整合，将生动直观的图纸生成过程演示引入课堂，在课堂上进行基本的数据分析教学，使学生

更直观地感受城乡防灾减灾工作过程，在学好这门课程的同时，紧跟行业前沿和发展方向。

（二） 持续创新和发展思政融入形式

在课程思政的大背景下，不仅应注重理论知识教学，更要对思政元素的融入形式与技巧进行考

虑，使学生充分认识到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工作的重要性和严肃性，提高思政教育的互动性和主动

性。对两类思政要素，提出以讲授引导法为主、正反面案例法和任务驱动法为辅的融入模式（图 1），

三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促成课程中思政元素的有效切入。

1. 课堂讲授法为主导的思政融入方式

将党中央最新的防灾减灾政策方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内化到防灾减灾课程知识体系里。例

如，综合防灾规划章节，从内容层面，在以因地制宜、平灾结合为基本要求的城市综合防灾规划内容

讲授过程中，引出我国防灾减灾方针、生态建设理念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引导学生逐渐养成对生

态环境高度重视的设计习惯，在防灾规划工作中提升安全防范意识。

2. 正反面案例法是实现德育功能的有效途径

结合专业认知与理论知识的学习去思考和讨论热点问题，实现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基因

式”融合，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11］。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可引入与课程

知识相关的新闻事例、人物采访等思政教育案例。正面案例按照思政要素切入点不同分为两种：一

是在课程中引入的相关工程案例，例如，抗震防灾规划章节借助某市的防灾减灾规划编制内容，强

调生态环境质量在前期条件分析方面占据的重要地位，通过生态文明理念的植入，提高学生对生态

问题的重视程度；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我国抗灾救灾的红色视听案例，更为直观地宣扬抗震救灾

精神等感化类思政要素，唤起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自豪感，达到深入人心的思政教育效果。

同样，反面案例的恰当应用能更好发挥必要的警醒作用，例如工程类负面新闻的介绍，从而引导学

生对相关内容予以重视。

图1　思政要素的融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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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任务驱动法是衡量思政教育效果的重要手段

任务驱动才能激发动手实践的能力，课程的避难场所设计环节可以使学生巩固课堂知识点，有

效检查学生的知识掌握情况。将思政元素渗透到完成作品的实践过程中，如独自克服挑战的能力

培养、发现并分析问题的主动性、团队协作意识和学生间互相沟通合作的能力等，促进学生在完成

专业课程任务过程中固化正确的三观，实现素质教育，形成良性循环状态。

（三） 按知识章节建立思政改革整体框架

城市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中包含着丰富的思政切入点，在教材和指导用书的编制或选用、

在制定学期教学计划、编制教学计划、课堂授课过程、实验培训、课后作业等教学过程中，都要结合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基因式”融入［12］，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教学体系。梳理

知识体系，每一章都有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切入点，表 1列举了部分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

程知识单元的思政元素对标设计内容，包括知识章节、课程设计、可融入的思政要素、思政融入形式

和思政元素对标切入点。其中，“知识章节”是课堂基本知识模块，是城市防灾减灾规划课程的知识

组合单元；“课程设计”为每章节的课程占比和课堂形式；“可融入的思政要素”是思政视角下，各章

节单元应完成的德育目标；“思政融入形式”为采取有针对性的融入方式；“思政元素对标切入点”是

将思政元素融入知识体系的细化坐标。
表1　课程设计部分内容

城市防灾减灾规划绪论

城市灾害风险评估基本

理论与方法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

总 课 时 的 6%，

理论授课为主

总 课 时 的 25%
（理论授课，内

含 1/2 课 时 讨

论）

总课时的 12%，

授 课 为 主 ，1/3
课时进行讨论

显性要素：

灾害防治历程与经验、有关

灾害管理的政治理论知识

隐性要素：

生态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隐性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安全

理念

隐性要素：

抗震救灾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爱国主义精神、

生态文明建设

讲授引导法

任务驱动法

讲授引导法

任务驱动法

讲授引导法

正反案例法

任务驱动法

1.在知识体系中加入我国防灾

减灾历程的讲授内容

2.认识自然灾害的严重性，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引入

绿色发展理念

3.通过人为灾害案例，强调防灾

规划的重要性，激发城乡规划师

的责任感、使命感

4.介绍城市防灾规划的作用，强

调规划师的职业道德

1.发扬科学家精神，弘扬服务人

民、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2.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
风险评估→风险减缓”的风险管

理流程，传授安全意识

1.在抗震防灾规划内容讲授中

引出抗震救灾精神，弘扬民族凝

聚力

2.向学生传授地震逃生技能、救

灾知识，引入安全意识

3.通过救灾抗灾图片视频等介

绍，激发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4.以防为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防灾抗灾救灾相结

合，全面提升综合防灾能力，为

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坚实保

障

知识章节 课程设计 可融入的思政要素 思政融入形式 思政元素对标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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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典型灾害（地质、洪

涝、火灾、人防）防灾规

划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

应急场所设计与建设

总课时的 25%，

授课为主

总课时的 12%，

授 课 为 主 ，1/3
课时讨论

总课时的 20%，

以实践为主，进

行小型避难场

所简要规划设

计

隐性要素：

防灾减灾精神、抗洪精神、

伟大抗疫精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隐性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显性要素：

考虑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

防灾、避难规划实践技术

隐性要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态

文明建设

讲授引导法

任务驱动法

正反案例法

讲授引导法

任务驱动法

讲授引导法

任务驱动法

1. 在讲授城市防洪规划中引导

学生学习党的抗洪精神，学习防

汛防洪救灾的坚守意志，发扬不

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

2. 弘扬集体主义、团结主义精

神，“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团结

一心，守望相助”

1.坚持目标导向。通过综合防

灾知识体系，教导学生坚持目标

导向和正确的前进道路

2.牢固树立大局意识。借助综

合防灾规划对各专项规划的统

筹模式，倡导大局意识，自觉从

大局看问题，整体思考、定位、解

决问题

3.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工

程案例的介绍，掌握城市综合防

灾规划的工作内容，引出理论结

合实际的学习方法

1. 科技创新的宗旨在于为人民

服务，通过避难场所案例介绍倡

导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任何时

候都要将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

首位

2.在应急场所设计指导过程中，

引导学生将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融入设计过程

续表

知识章节 课程设计 可融入的思政要素 思政融入形式 思政元素对标切入点

四、结语

在新工科和课程思政的背景下，面对新时代新挑战，城乡安全与综合防灾规划课程在教学模式

的设计上，不仅要传授专业内容相关思政理论知识，更要注重体系教学，采用讲授引导法为主、正反

面案例法和任务驱动法为辅的思政融入模式，在课程教学中以适当的形式切入爱国主义、民族认同

感和自豪感、抗震精神、防洪精神、安全理念、工匠精神、生态理念、使命感和科学家精神等相关思政

元素。同时顺应新时代科技发展的契机，注重教学形式的创新，以多种方式在专业课程中自然展开

思政教育，通过资源途径的拓展和教师思政教育素质及能力的提高，不断优化教学效果，潜移默化

地培养专业知识掌握牢固，又具有良好专业素质和创新才干的复合型人才，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

培育未来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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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design and mode exploration in the course 
of urban and rural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WANG Weia，b， QU Zinuoa， FEI Zhitaoa， GUO Xiaodonga，b，XUE Feia

(a.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Civil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b. Institute of Earthquake Resistance and 
Disaster Reduction,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124, P.  R.  China)

Abstra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ies teaching in all courses has the era value such as value shaping 
and ability cultivation, is the external embodiment of the change in educational structure. Taking urban and 
rural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and necessar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form of the course. The paper explores the 
explicit and implic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contained in the course, and then puts forward the mode 
to integrat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o the course which is mainly guided by teaching method, 
supplemented by positive and negative case method and task-driven method. The whole framework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of this course i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original teaching chapters. So as to 
achieve the genetic integration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nrich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and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moral education.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urban and rural security and comprehensive disaster 
prevention plann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tegration; curriculum mode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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