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水利职业学院
课堂教学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为更好的防范和处理学院课堂教学过程中的突发事件，进

一步提高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最大程度的降低因突发

事件产生的损失或影响，建立突发事件快速响应机制，确保学

院教学秩序稳定，特制定本预案。

一、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应对的原则，最大限度的降低突发事

件的影响，确保教学活动正常运行。

二、适用范围

（一）本预案适用于处理学院课堂教学中各种突发事件，

包括在校内进行的各类理论和实训课程。

（二）影响课堂教学的突发事件主要有：

1.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因恶劣天气（大雾、大雨等）导

致的交通（含校车和私家车）受阻以及因地震、火灾等不可抗

拒自然灾害造成的安全隐患，无法正常进行教学活动的情况。

2.课堂教学安全类突发事件：包括因校内师生员工参与的

各种非法集会、示威、请愿、集体罢课、聚众闹事等，影响正

常教学秩序和社会稳定的群体性事件。

3.后勤保障安全突发事件：包括因教学及实验场所突然停

电、停水、断网、多媒体设备等后勤保障因素导致的正常教学

工作无法运转。

4.网络与信息安全类突发事件：包括因教学信息管理系统



遭到非法攻击或非法进入造成教学数据被篡改、设备网络故障

导致系统无法正常运行而影响正常教学秩序的情况。

三、课堂教学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一）因自然灾害等导致的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1.因恶劣天气（大雾、大雨等）导致的教学延迟应急处理：

(1)任课教师应首先及时电话通知学生或所在系教学秘书，

告知课程名称、教室、任课教师及上课延误原因，同时也应通

知班主任或班长组织同学在教室自习，确保课堂秩序，学生所

在系教学秘书须及时联系教务与科研处。

(2)教务与科研处接到相关信息，应首先及时通知教学督

导人员到任课教师无法准时抵达的教室了解情况，掌握动态，

同时增派工作人员，逐一排查。教务与科研处应急小组工作人

员应立即分派到各教学楼，维持教学秩序。待任课教师基本到

岗后，再核实延误情况。

学生在得到任课教师、系教学秘书的通知后，应保持教室

安静，自行预习课程，等待任课教师上课。如确认无法上课，

方可自行安排。

2.因自然灾害（地震、火灾等）导致教学楼存在安全隐患，

教学环境不适合教学的应急处理办法：

(1)任课教师应组织学生安全、迅速、有序离开教学场所，

并尽可能的将学生集中在安全场所。

(2)配合学院相关部门立即控制现场局势，及时禁止师生

进入教学场所，组织教学楼内师生有序离开，避免其他意外发

生。



(3)教务与科研处根据学院领导意见作出停课、调课、补

课安排。

（二）课堂教学安全类突发事件处理办法

1.通知学院总务处应及时控制现场局势，必要时通知当地

公安机关，控制犯罪嫌疑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

2.通知学生工作处和涉及学生所在系，做好学生安全稳定

工作。

3.教务与科研处通知涉及教师所在系教学负责人，做好教

师稳定工作，将影响降低到最小，尽快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三）突发停电后勤保障事故的处理办法

1.通知学院总务处立即派人到现场组织抢救抢修，估测恢

复时间，及时向应急预案领导小组汇报，并汇报领导小组。

2.如设备停电发生在白天，任课教师应通过板书进行正常

教学；如发生在晚上，通过教务与科研处确认在 30 分钟内无

法恢复正常教学的，教师要组织师生有序离开教学场所，避免

其他意外发生。

3.教务与科研处应视情况对涉及课程作出停课、补课安排

决定。

（四）网络和信息安全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办法

一旦教学信息网络系统遭受攻击或接到举报后，应立即向

教务与科研处报告，教务与科研处通知网络中心即刻排查问题，

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并按照系统容灾恢复机制抢救数据，更大

程度的降低因网络安全所造成的损失或影响。

四、应急保障



（一）信息保障

教务与科研处、学生工作处、总务处、网络中心以及相关

单位应保持通讯畅通，确保信息有效传达。

教务与科研处值班电话：7983930、7983939

（二）人员保障

学院领导、教务与科研处及相关系教学负责人、主管学生

工作的负责人应第一时间到达工作岗位，及时应对正在发生或

可能发生的教学突发事件。

五、附则。

本预案自公布之日起执行。本预案的最终解释权归山东水

利职业学院教务与科研处。

2021 年 9 月 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