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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意义：本课程是中外合作办学金融专业俄方指定课程，课程内容涉

及到民防、核辐射、化工、核武器、防护设施、恐怖主义等等，课程本身含有较丰

富的政治内涵。本门课承担的任务一方面是专业的安全知识学习，使学生掌握相对

牢固的安全基础知识。另一方面是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在全球化背景下坚定学生

的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通过多样

的思政元素发掘和多方位多层次的课堂展现，从而实现以专业知识、技能为载体，达

到价值塑造、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三位一体”的教学目标，形成课程思政与思政课

程同向同行的协同效应，从而实现当前教育所要求的三全育人格局。本门课程蕴含丰富

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承载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围绕政治认同、家国情怀、

法治意识、职业素养等方面展开，通过优化课程思政内容供给，将思想政治教育有

机融入知识学习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二、课程思政整体设计思路（可加附页）

1.本课程共包含 五 章（或多少个项目、任务）， 18 节，周学时 2

2. 知识目标：

了解民防的定义和现代民防特征，熟悉俄罗斯民防的组织机构原则；熟悉辐射危险

物事故发生的杀伤力来源特征，了解放射性危险设施和分类、切尔诺贝利核电事

故、辐射事故期间受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区域分区，掌握紧急化学危险物品分类、

辐射危险设施的事故及其特征、化学危险设施事故中化学污染源和区域的特征；

了解核武器概况、透视武器；熟悉化学和生物武器的杀伤力来源特征、毒物的物

理和毒性属性，掌握并能运用意外伤害的急救措施；熟悉保护人口的原则和方法、

掌握在极端条件下人口保护和经济生产活动机制、保护设施的用途结构和分类，

熟悉个人保护方法和医疗保护方法、ГП-5防毒面具的原理；熟悉恐怖袭击的类型

及其实现方法、公众在威胁或实施恐怖袭击时的行为准则和程序，了解爆炸装置

的原理，掌握恐怖袭击期间如何行动。

3.能力目标：

能熟知现代民防的作用地位，识别俄罗斯民防的具体任务；能熟知辐射危险设施、

化学危险物品，能识别辐射污染区及化学污染区特征，能遵守生产规则，并在生

产生活中避免辐射和化学危险品危害并做好个人防护；能了解现代杀伤性武器特

点，能实施急救措施；能在紧急情况下运用保护人口原则，能识别并运用身边的

防护措施，能学会运用防毒面具；能识别恐怖主义特点，能在恐怖袭击发生的情

况下做好防护。

4. 思政目标：

思政目标分为三个层面，提升学生四个自信为中心的政治高度，以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

思想道德修养深度，以安全责任意识为中心的职业素养宽度。使学生坚定社会主义理想

信念，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品质，开拓学生的国际视野，培养现代大学生必备的

职业素养和职业精神，实现教育的全面育人目标。

5. 思政主线：

该课程思政以爱国爱党为立足点，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结合国家的内政外交、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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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成就、学生实际情况，着重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理想信念、价值

观养成和安全责任意识。

6. 融入的主要思政元素：.
主要包括以下几类：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信；四个自信-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以人为本的社会责任

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依法治国理念；爱岗敬业、团结协作的职业素养；认真严谨、

一丝不苟的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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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思政具体设计方案（按项目或章节填写，可加附页；表中红色字迹为所举例子，仅供参考，大家编写时不一定面面俱到）

教学单元（项

目或章节）
主要知识点 提炼的课程思政元素 挖掘的相关思政素材 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 预期成效

第一章：紧急

情况下的民

防

1.民防的定义及任

务

2.民防在和平和战

争时期情况下的作

用和地位

3.俄罗斯民防的组

织机构、任务及法

律保障

1.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和民族自信；

2.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

3.培养学生树立以人为本

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

4.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1.中国近现代的民防发展以及对

人民的多方面保护；

2.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民防的作用

案例；

3.中俄经济发展现状对比分析；

4.俄罗斯民防和中国民防的法律

保障共同点。

1.教师讲解：中国民防从弱到强以及

中国民防对人民的多种保护形式。

2.小组讨论：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民防

对平民的保护案例分析，民防的多种

组成力量及作用地位。

3.多媒体展示：通过图片视频等资料

展示，分析总结国家的民防作用和地

位。

4.课后思考：将民防知识与日常生产

生活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增强社

会责任感。

1．激发学生的

爱国热情；

2. 培养学生的

制度自信。

3. 增强学生学

习积极性和教学

效果。

第二章：和平

时期的紧急

情况

1 放射性危险设施

的简介和分类

2 切尔诺贝利核电

事故

3 辐射事故期间受

放射性物质污染的

区域分区

4 紧急化学危险物

品的简介和分类

1.培养爱国精神、民族自

信、家国情怀；

2.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

3.培养学生遵守生产规范

习惯和爱岗敬业、无私奉

献的职业素养；

4培养学生“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生态保护

1.中国的核电及化学工业的发展

历程，范旭东对中国民族化工的

贡献；

2.居里夫人的故事，无问西东的

科学家故事，放射性物质对人体

的危害及科学家的献身精神；

3.化工厂的废弃物污染对环境的

危害和对人类生命的威胁；

4.人类社会生产生活对生态环境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核电事故案例、危险化学品对

人类和环境的危害案例等，分析核事

故危害、化学品危害和预防措施。

2.教师讲解：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的

反思，中外科学家的献身精神，中国

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理念等。

3.课堂辩论：正反两个角度讨论全人

类共同面对的科技发展及潜在危害，

1.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学习兴

趣。

2.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意

识。

3.培养学生的生

态保护意识。

4.培养学生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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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化学杀伤区和

化学污染区特征

6 辐射危险设施

的事故及其特征

7.化 学 危 险 设 施

事故中化学污染

源和区域的特征

8. 辐射事故期间

受放射性物质污

染的地区分区

意识；

5. 培养学生树立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

6.培养学生认真严谨、一

丝不苟的安全生产职业

精神。

的破坏，包括生物变异、雌化现

象严重等；

5.科技发展的双刃剑及人类命运

共同体的迫切现实；

6.电子生产厂家的安全生产责任

案例。

化工企业的安全文明生产规则重要

性。

4.案例展示：通过图片、视频、新闻

等媒体方式展示中国环境治理的明显

效果、中国对可持续发展做出的一系

列努力。

5.课后延伸：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考

核，以撰写心得的方式将紧急事件防

护进行分析总结。

严谨的职业素养

和学以致用的品

德。

5.增强教学效

果。

第三章： 战

争时期的紧

急情况

1. 核武器概况

2.核 武 器 杀 伤 破

坏因素及其防护

3.透视武器

4.化 学 和 生 物 武

器的杀伤力来源

特征

5.毒 物 的 物 理 和

毒性属性

6.意 外 伤 害 的 急

救措施

1.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

神、民族自信、家国情怀；

2.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

3.培养学生遵守生产规范

习惯和爱岗敬业、团结协

作的职业素养；

4.培养学生树立以人为本

的社会责任感和人类命

运共同体意识；

5.培养学生的法治意识。

1.中国的核武器的快速发展及两

弹之父邓稼先的故事；

2.人类面对的核威胁，国际社会

的无核化倡议，核制裁等；

3.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实

施惨无人道的细菌战；

4.二战期间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

对地区长期的影响；

5.有关生物化学工程的安全生产

责任案例。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资料，初步认识核武器的巨大

破坏性，化学生物武器的杀伤力特征。

2.教师讲解：核武器是全人类的共同

威胁，国际社会对核武器的约束手段，

战争环境与和平时期人们生产生活的

对比等。

3.分组讨论：中国的外交政策分析，

新冠肺炎时期中国政府对人民群众的

保护。

4.案例展示：通过图片、视频、新闻

等媒体方式展示中国政府和人民应对

新冠肺炎做出的一系列努力。

5.学生总结：实践中热爱和平，更好

地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做好自我防护。

1.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意

识。

2.培养学生热爱

和平的品质和以

人为本的理念。

3.培养学生对社

会主义的道路自

信、制度自信。

4.培养学生安全

生产、团结协作

的职业素养。

5. 增 强 教 学 效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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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紧

急情况下的

人口保护

1.保 护 人 口 的 原

则和方法

2.在 极 端 条 件 下

人口保护和经济

生产活动机制

3.保 护 设 施 的 用

途、结构和分类

4.疏 散 措 施 的 实

施

5.呼 吸 器 官 的 个

人保护方法和医

疗保护方法

6. ГП-5 防毒面具

的实际应用

1.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

2.培养学生以人为本的社

会责任感；

3.培养安全、规范、严谨

细致的职业精神；

4.培养学生树立团结友爱

互帮互助的人文情怀；

5.培养学生的理想信念，

坚定四个自信。

1.中国政府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

产安全放在首位的案例，例如新

冠肺炎时期对人民的保护原则；

2.不遵守秩序发生重大踩踏事故

的案例分析；

3.抗日战争时期地道战和毒气战

的应对；

4.中国生物科技的重大发展；

5.中国医疗卫生条件的重大改

进。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中国政府对人民保护的资料。

2.教师讲解：和平时期发生的紧急事

件举例，号召践行生命放在首位的保

护原则等。

3.案例展示：通过图片、视频、新闻

等媒体方式展示中国在科技、医疗方

面取得的重大进展。

4.现场模拟：模拟疏散现场，分组有

序进行。

1.提升学生学习

积极性和学习兴

趣。

2.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

3.提高学生安全

生产的职业素

养，养成学以致

用的品德。

4.培养学生珍爱

生命，以人为本

的社会责任感。

第五章： 恐

怖主义 ——

社会威胁

1.恐怖袭击的类型

及其实现方法

2. 公众在威胁或实

施恐怖袭击时的行

为准则和程序

3. 发现爆炸装置的

反应

4. 恐怖袭击期间如

何行动

1.培养爱国精神、民族自

信、家国情怀；

2.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

团结协作的职业素养；

3.培养学生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意识；

4. 培养学生的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

1.中国在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中国维和部队的

奉献；

2.恐怖主义在全球各地的袭击案

例：9.11事件，自杀式袭击等等；

3. 现代恐怖袭击中爆炸物对平

民的伤害案例；

4. 当前的恐怖主义和三股势力

造成社会威胁。

1.翻转课堂：课前发布导学任务，学

生查阅恐怖主义根源的相关资料。

2.教师讲解：恐怖主义对全人类的共

同危害，现代恐怖袭击的多种形式，

中国对恐怖主义的坚决抵制和对人民

的保护。

3.案例展示：通过图片、视频、新闻

等媒体方式展示恐怖主义及三股势力

的猖獗。

4..考核评价：将恐怖主义威胁、中国

政府维和融入考核。

1.提升学生的学

习兴趣。

2.激发学生的爱

国热情和民族自

豪感。

3.培养学生团结

协作的职业素

养。

4.培养学生珍爱

生命，以人为本

的社会责任感。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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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课程思政目标：描述根据课程专业教育要求，有机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宪法法治、

职业理想和职业道德、做人做事的道理等教育内容。

2.提炼的思政元素：指要对学生进行哪方面的思政教育；

3.挖掘的思政素材：指承载思政功能的有关素材，要有内容或案例名称，载体形式可包括图片、文本、视频影像、以及其他形式等。

3.实现方法和载体途径：描述诸如信息化载体、教师讲述、学生讲述、学生寻找提交有关资料、参观体验、课堂讨论、翻转课堂、考核评价，以及使用教材等。

4.预期成效：可从课程思政目标达成情况（具体到哪方面的目标）、教书育人效果、课堂气氛、学生学习积极性、创新精神、获得感等方面来描述，要可观察、

可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