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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安全课程项目教学改革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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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筑安全》是安全工程专业的重要课程之一，承担着培养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重要任务。在建筑行业飞

速发展的背景下，传统教学模式存在着资源内容静态、教学场景过时、课堂互动性不足等问题。因此，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和教学工作也需要进行创新和改进，主要围绕当前的教学改革现状，提出将现代信息技术和智慧安全管理平台引入课堂的策略，

通过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与真实的工地教学场景相结合，将有利于提高课堂的互动性和实践性。同时依托智慧工地

系统，可以增强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培养，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有机衔接，推动建筑安全课程项目教学有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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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uilding Saf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courses in the field of safety engineering, which undertakes the important task of 

cultivating construction safety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tal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face problems such as static resource content, outdated teaching scenarios, and insufficient 

classroom interactivity. Therefore, the safety management and teaching work on construction sites also need to be innovated and 

improved, mainly focusing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eaching reform. The strategy of introduc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telligent safety management platforms into the classroom is proposed. By adopting a mixed online and offline teaching mode, 

combined with real construction site teaching scenes, it will b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interactivity and practicality of the 

classroom. At the same time, relying on the smart construction site system can enhanc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roblem-solving 

abilities, achieve an organic connection between theoretical teaching and practical teaching, and promote effective reform of 

construction safety course project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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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建筑施工安全始终是建筑行业的核心问题，尤其在工

程规模扩大和技术水平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施工现场也面

临着复杂的风险因素，为了进一步加强现场的安全管理，

高校要注重培养安全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积极承担提高

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管理水平的责任。总体来看，《建筑

安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面临诸多局限性，因此提出将现

代信息化技术，尤其是智慧安全平台和建筑施工现场管理

技术，融入该门课程的教学中，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

合式教学模式，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深度融合，切实增强

学生的安全生产意识、安全管理意识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1 建筑安全课程的教学目标与现状分析 

1.1 建筑安全课程的重要性及教学目标 

《建筑安全》是安全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之一，具体

教学目标包括：培养学生掌握建筑施工安全技术，可以在

具体的施工项目中运用安全管理理论和技术，解决安全隐

患；培养学生识别现场的各类风险因素，并通过分析风险

产生的原因，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

精神和实操能力，使其具备建筑施工过程中安全管理的意

识和能力；培养学生对建筑安全文化的理解，强化学生的

安全意识，并能在未来的工作场景中推广安全管理理念。

建筑安全课程涉及施工现场的复杂性和安全风险的识别、

分析和解决，将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理念贯彻于建筑施工

的全过程中，该课程不仅能让学生掌握安全技术的基本理

论知识，还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安全管理和控制能力，可

以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1]
。 

1.2 当前建筑安全课程面临的教学问题 

当前各大高校在建筑安全课程中做出了深入的探索，

并结合建筑行业快速发展的需求不断改革教学方法和理

念，但仍然存在一些局限性，影响了课程教学效果和学生

的学习体验。 

1.2.1 静态内容多，活动元素少 

目前许多院校建筑安全课程的教学资源主要依赖于

传统教材、案例库等资料，教师也会引导学生通过登录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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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和其他学术网站获取参考文献资料，这些资源大多属于

文字或图片信息，缺乏现场实践相关的元素。静态内容多

而缺乏活动元素，可能会导致学生无法在课堂中真实感受

到施工现场的动态变化以及安全管理工作的复杂性。比如

采用案例教学方法，虽然可以全面展示过去发生的一些安

全事故，向学生展示事故的全貌和原因，但学生缺乏与真

实施工场景相关的实操体验，未来也会影响在施工现场的

发挥和评估。 

1.2.2 往期案例多，实时现场少 

在开展这门教学的过程中，许多教师都会依赖于历史

案例来分析安全事故的原因和后果，通过带领学生剖析过

去发生的事故和场景，向学生传授建筑施工相关的安全技

术和理论知识，使其具备分析和识别安全隐患的能力，但

这种教学方法没有与当前施工现场的实际数据进行对接，

虽然能够反映一定的安全问题和隐患，但是学生并没有机

会接触到前沿的安全技术和管理手段。尤其在现代社会中，

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所采用的安全管理技术也变得更加先

进，实施现场数据的缺乏，也会导致课堂教学脱离实际施

工环境，影响学生对所学理论知识的应用。 

1.2.3 自娱自乐多，服务企业少 

近些年来在教育信息化理念的主导下，高校教学改革

极大地提高了课堂的互动性，有效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也为学生带来了全新的学习体验。在此环境下，课堂氛围

变得更加活跃，然而课程内容和形式仍然缺乏对行业实际

问题的深入探讨和剖析，主要还属于自娱自乐性质，而未

能真正实现社会服务的功能。教学改革除了要关注提高教

学质量之外，也要注重理论知识和实际运用之间的衔接，

促进学生将所学知识与企业的实际需求相结合，才能够为

建筑企业提供安全管理的技术支持，确保所培养的人才能

够服务社会需求。 

1.2.4 模拟假人多，职工真实少 

为了帮助学生理解建筑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一些核心

问题，许多教师可能会采用模拟场景和动画等技术手段来

进行详细地展示，但这些“假人”场景无法真实反映施工

现场的复杂性，且难以真正呈现现场作业人员的感受和体

验。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不仅涉及操作人员自身的

技术问题，还涉及人性化管理、情感因素等影响安全生产

的多种因素。在了解安全问题的过程中，除了要向学生模

拟问题场景，也要让学生了解真实的操作环境、情感需求

和管理模式，达到清晰地感知，才能够理解建筑安全管理

工作的多维性和复杂性。 

1.3 建筑安全课程改革的必要性 

当前建筑行业飞速发展，相关的安全教育课程也要进

行深刻的教学改革，在开展这项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要围

绕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化的核心理念，通过结合现代信息技

术和实际施工现场的数据信息，将有助于增强课堂教学的

实践性和实效性，促进学生将理论知识和实际应用实现有

效衔接，从而实现学生安全管理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有

效培养。因此在建筑安全课程教学改革过程中，要以行业

对人才的要求和发展需求为准，尤其在建筑施工安全管理

领域，更要结合行业对高素质、安全管理能力的技术人才

的需求，进行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当前教学模式

主要依赖于静态教材和案例分析的方法，缺乏与实际现场

数据的互动和联通，因此要注重引入智慧工地等现代信息

化技术，实现课堂与施工现场之间的无缝对接，有助于学

生了解现场的安全状况和实际问题，理解相关操作。此外

也要进一步强化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尤

其是应急处理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通过课程改革，促进

学生具备安全管理问题解决的意识和能力，为将来进入该

领域打下坚实的基础。 

2 建筑安全课程教学改革的创新方法 

2.1 引入智慧工地系统，提升课堂互动性 

依托信息技术，可以搭建智慧工地系统，并将其引入

建筑安全课程教学中，实现线下课堂与施工现场数据的实

时连接，借助智能化设备和传感器，可以让学生随时查看

施工现场的安全数据，比如温度、湿度、噪声、设备状态、

人员动态等信息，详细了解现场安全管理的实际操作。让

学生在互动和数据分析的过程中直观地学习识别和解决

安全风险，提高学生的课堂参与感。 

2.2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设计与应用 

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主要是结合了线下课堂教

学和在线学习平台的优势，可以为学生打造灵活多样化的

学习体验。在这门课程改革中，可以利用线上平台为学生

提供丰富的安全知识资源，通过视频讲解、案例分析、讨

论区和互动问答区等活动，让学生根据自身进度选择相应

的学习内容，并通过线下课堂的实操和演练，进一步强化

自己的实践能力。两者之间的结合将有助于学生选择灵活

的学习方法，加强对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学习，并通过

线下实操强化对问题的理解。 

2.3 课程内容的重构与案例式教学方法相结合 

传统的建筑安全课程大多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虽

然经过案例分析可以向学生展示一定的安全事故和管理

理念，帮助学生储备一定的实践经验，但无法全面呈现实

际施工现场的复杂性和多维性。对此，要关注建筑行业当

下的发展趋势和安全要求，重构课程内容，可以选用代表

性的安全事故案例，进行场景的模拟和再现，引导学生分

析事故发生的原因、影响因素和相应的处理措施，还可以

邀请行业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向学生分享经验，有助于学

生理解理论和实践应用之间的联系，提高自身解决问题的

能力。 

2.4 政校企联合教学模式的实施 

政府、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将有助于推动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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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更新，确保与行业发展趋势相结合，让学生可以在实际

工作和学习中积累经验。首先，政府要提供相应的政策支

持和标准要求，组织学校负责课程的理论教学和教材开发，

循序渐进地开展人才培养工作，企业则需要提供实际施工

现场的数据、案例和专业管理经验等等，实际参与到教学

过程中
[2]
。通过三方之间的深度合作，可以将最新的行业

需求和技术动态引入课堂，帮助学生接触到真实的行业环

境和问题，也能促进学校人才的培养，为企业输送更多高

素质安全管理人才。 

2.5 实地工地观摩与专家指导相结合 

建筑安全课程的教学目标对学生的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因此实地工地观摩也是课程的重

要组成部分，要定期组织学生到真实的施工现场进行安全

观摩和学习，让学生直观感受到施工环境的安全隐患和风

险点，尝试运用所学知识进行问题的探讨和解决。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让学生了解安全管理的具体实施方法，也可以

通过与专家和一线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和互动，了解真实

案例和亲身经验，帮助学生深入理解建筑安全管理的复杂

性，也能够运用相关评估方法和分析手段，不断增强实战

经验。 

3 建筑安全课程项目教学改革的实施过程 

3.1 教学平台与智慧安全系统接入课程 

在开展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注重搭建一个综合性教学

平台，涵盖理论学习、案例分析、实操训练等功能。不仅

可以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资源，也能实现与智慧安全系统

的无缝衔接。可以接入来自建筑工地的实时数据信息，比

如通过传感器所检测到的安全隐患、工地环境变化、施工

进度等信息，可以实时展示给学生，支持学生利用数据分

析工具进行现场安全状况的评估。比如：在平台中显示某

区域温度过高的情况时，学生可以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可能

存在的风险和事故，并提出相应的应急处理方案，锻炼学

生的实操经验。在该平台中，也要为学生提供虚拟建筑工

地场景，可以支持学生亲身体验现场的安全管理工作和流

程，可以模拟各类施工场景和安全事故，帮助学生练习如

何识别、解决风险隐患，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此外，平

台也要为学生提供互动式和讨论模块，支持学生参与在线

讨论、作业提交，通过实时反馈机制跟踪学生的学习进度，

并提出教学改革建议。通过这种及时反馈机制可以帮助学

生了解自己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的薄弱环节和不足之处，并

通过反复训练提高管理技能。 

3.2 实景课堂的教学设计与应用 

实景课堂打造的核心在于让学生亲临真实的施工现

场，对建筑安全管理的理论知识和技能达到深入理解。因

此在每个学期教学计划制定中，教师要根据不同类型的施

工现场作为教材和案例，比如选择住宅建筑、高层建筑、

隧道等项目，在满足安全管理规范的情况下，注重开发其

中所具有的教学价值。教师可以组织学生开展安全教育工

作，详细讲解安全要求、规范和常见的安全隐患，确保学

生在观察和观摩的过程中能够清晰识别所有的危险因素

和隐患同时要引导学生观察不同作业区域的安全设施，判

断是否存在安全隐患。也可以与施工现场的工作人员进行

交流，了解日常施工中的安全管理策略和防护措施，让学

生可以对这些隐患进行诊断，并提出自己的创新性解决方

案。除了观察和识别以外，全景课堂也会邀请行业专家参

与，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经验，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安全

管理难点和核心内容的了解，并帮助学生理解建筑项目中

的沟通和协作方式。 

3.3 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模块重构 

建筑行业飞速发展，相关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因此知

识体系也要进行相应的重构和调整。为了让建筑安全课程

更加符合现代建筑项目的需求，要注重将侧重于理论的倾

向，转向注重实际操作和技术应用的方向发展。比如在风

险识别和评估内容中，可以结合实践案例、数据分析、模

型预测等先进技术手段，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安全管理思维，

也可以让学生了解新兴领域的安全管理问题，鼓励学生发

表自己的意见和看法，提出创新性的安全管理方案，确保

学生可以掌握最新的技术动态以及安全管理方法。在课程

内容模块化设计中，为了帮助学生清晰理解不同环节的建

筑安全管理工作，可以将其分为法律法规与政策、施工安

全管理、施工现场安全技术应用、长期安全管理等内容，

确保学生明确各个模块的目标和考核标准，在完成相应模

块的学习任务后，也能接触实际场景加以应用，从而有效

提高学生对知识的吸收和理解水平。 

3.4 教学评估与反馈机制的建立 

教学评估工作的开展不仅能够全面考查学生的学习

成果、学习进度，也有助于教师了解当前教学工作是否与

行业需求相契合，并做出相应的调整和优化。因此要建立

教学评估和反馈机制，并涵盖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

内容的评价标准，注重多元化和立体化
[3]
。比如要根据学

生在课程中的具体表现，尤其是线上和线下课堂中的参与

度，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和进度。也要以项目化学习和实

践环节的完成情况作为评估工作开展的重点，尤其是要让

学生模拟建筑项目的安全管理流程，考查学生是否能用所

学知识进行风险识别、分析和解决，并根据学生所提交的

解决方案，评估其可行性和科学性。利用这种反馈和评估

机制可以促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也能加强政府、企

业和学校之间的协作，将围绕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的困

惑和挑战，结合行业发展需求，不断更新教学方法、改进

教学内容，确保学生可以获取专业的支持和帮助。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筑安全课程的项目教学改革主要通过

引入智慧安全系统、开展实践课堂教学、教学内容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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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模块重构以及教学评估和反馈机制的建立，将有助于

提高课程的互动性和实践性，保证课程内容的前瞻性和

综合性。通过贯彻这一系列创新措施，实施教学改革工

作，将有助于学生系统掌握建筑安全的理论知识和方法，

并借助实地观摩和实践应用积累丰富的经验，培养问题

解决的能力，为培养高素质的建筑安全管理人才提供强

劲支持。 

基金项目：2023 年重庆科技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项目，基于政企校协同的《建筑安全》课堂现场化教学资

源建设与实践（项目编号：202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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