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英文名称] XXX 

课程类型]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适用专业]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选修课 

选修课程]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教育选修课 

总学时数] 33个学时 

总学分数] 2学分 

教研室]XXX 保卫武装处 

一、课程教学目标 

大学生安全教育》课程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措施，

是培养大学生树立国民意识、提高国民素质和公民道德素养的

重要途径和手段。 

通过安全教育，大学生应当在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层面

达到如下目标。 

态度层面：通过安全教育，大学生应当树立起安全第一的

意识，树立积极正确的安全观，把安全问题与个人发展和国家

需要、社会发展相结合，为构筑平安人生主动付出积极的努力。 

知识层面：通过安全教育，大学生应当了解安全基本知识，

掌握与安全问题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安全问题所包含



的基本内容，安全问题的社会、校园环境；了解安全信息、相

关的安全问题分类知识以及安全保障的基本知识。 

技能层面：通过平安教育，大学生该当掌握平安防范技能、

平安信息搜索与平安管理技能。掌握以平安为前提的自我保护

技能、沟通技能、问题解决技能等。 

二、选修课的要求 

报告明白指出要“保持平安发展”。根据十七大报告关于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的要求，在

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学生平安教育》系列课程结合

XXX园区的实践，对大学生进行平安教育。 

大学生安全教育，既强调安全在人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又关注学生的全面、终身发展。本课程激发了大学生树立安全

第一的意识，确立正确的安全观，并努力在研究过程中主动掌

握安全防范知识和主动增强安全防范能力。 

三、教学环节、内容及学时分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一章概论 

教学意义：学校在加强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同时，必须重视

加强安全教育，引导大学生了解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心理安

全等方面的相关知识，掌握安全防范的基本措施，最大程度减

少危害大学生身心健康的安全隐患和影响学校稳定的各类突发

事件，创造一个研究、生活、成长的和谐育人环境。 

教育目标：通过本部分的研究，让学生 XXX 了解当今社

会的平安形势，通过剖析大学生面临的平安问题，从而明白大

学生的平安任务。 

主要内容： 

第一节大学生面临的平安形势 

一、社会安全形势 

二、大学校园安全形势 

第二节大学生面临的平安问题 

一、交通安全 



二、人身财产安全 

三、社会实践与旅行安全 

四、心理平安 

五、网络安全 

六、国防安全 

七、社会发展对大学生安全提出的挑战 

名称 

概论 

法律法规、校纪校规 

出行平安、交通安全 

大学生人身和财产安全 

社会实践与求职安全 

心理平安 

文化平安 

大学生危机事件应对 

网络安全 

高校稳定 

授课教师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 

3学时第三节大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 

一、安全教育的意义和目的 



二、大学生的平安任务 

教学要求：本章要求学生能够全面了解开展安全教育的内

容和意义，树立牢固的安全观。 

重点难点：如何树立实在有用的平安观念，增进校园和谐

稳定是本部分的重点和难点。 

第二章法律法规、校纪校规 

教学意义：通过根本法律和校纪校规的介绍，激发大学生

对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关注；了解法律法规和校纪校规的根

本概念；明白法律法规、校纪校规与平安的关系；培养大学生

的法律认识和法制观念，增强盛学生遵纪违法的道德观念和自

觉性，增进学生行动的自我规范。 

教学目标：通过本讲的研究，使学生正确掌握我国社会主

义法律体系的组成，理解各个主要部门法的调整对象和根本特

征，了解校纪校规重要性，懂得法律的遵守、执行和适用都是

法律实施的方式，从而牢固树立法治观念，养成自觉遵纪违法、

严厉依法办事的惯。 

主要内容： 

第一节概述 

一、法的概念 

二、法的特点 



三、如何研究法 

第二节我国法律体系简介 

一、根本法律 

二、根本法律 

三、普通法律 

四、行政法规 

五、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六、行政规章 

第三节大学生须知的法律法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和国国家平安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保密法》 

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

的决定》等有关法律法规第四节校纪校规概述 

第五节大学生最关注的法律问题案例概述 

教学要求：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正确掌握法的概念与

特征，初步理解法的作用与精神。了解我国实体法的调整对象、

根本精神和主要内容，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权利任务观念，提



高法律素质，养成自觉违法的认识和惯。掌握我国程序法律制

度的根本概念和根本原理，认识程序法的意义，了解证据制度

的根本内容和诉讼程序的根本运行。 

重点难点：重点是让当代大学生了解我国各个法律部门的

调整对象及其主要的表现形式，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法

律体系的形成，从而形成正确的政治、法律观念。难点在于如

何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方式，正确行使权利履行义务，使法律

法规、校纪校规的安全教育能进一步入脑入心，收到更好的实

效。 

第三章出行平安、交通安全 

教学意义：提高大学生交通平安认识，增进大学生交通文

明惯的养成，向大学生宣传交通平安、文明出行，使交通平安

宣传“五进”工作更有用的开展。 

教学目的：通过本章内容的讲解，使大学生深刻体会遵守

交通规则的重要性，在日常出行当中切实遵守交通规则，确保

出行安全。通过介绍松江区道路交通安全状况，播放松江区交

通事故视频，分析事故成因，提高大学生对交通事故的防范能

力，增强其守法意识，倡导其文明出行、安全出行，以保障大

学生交通参与当中的人身安全。 

主要内容： 



第一节交通安全现状 

一、2011年交通事故情况分析 

二、引发死亡事故较多的交通违法行为 

三、松江区车辆及驾驶员现状 

第二节酒后驾车的危害 

一、三起酒后驾车的典型案例分析 

二、公安部“四个一律” 

三、XXX 

第三节平安行车 

一、“夺命右转”引发多起死亡事故及成因分析 

二、关于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乘坐大众交通工具的通

告 

三、大学生道路上容易出现的问题 

四、松江交通事故视频（闯黄灯的危害、超速行驶的危害、

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危害、酒后驾车的危害、非机动车乱骑行

的危害） 

第四节事故责任划分 

第五节上海市文明交通行动计划 



条款，在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应对及时求助，了解交通违法行

为在交通参与当中的危害。

重点难点：了解交通违法行为在交通参与当中的危害,把

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应用到平时的交通参与当中是本部分的重

点和难点。 

第四章大学生人身和财产平安 

教学意义：大学生刚刚脱离父母的呵护，独自走上社会，

部分学生自我独立的能力还不强，尤其是自我安全防范的意识

薄弱，能力欠缺，对人身的自我保护方面有一定的误区，较易

遭受人身的伤害。同时他们拥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但社区经验

不足，对社会环境的复杂性了解不多，也容易成为侵财案件的

目标。在松江大学城针对大学生的人身和财产的侵害时有发生，

大学生有加强此类案件防范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教学目标：本部分将通过剖析发生在松江大学生师生身上

的实在案例，讲解此类案件防范的根本办法。通过本部分的研

究，使学生们认清当前大学生的平安（治安）的根本形势，提

高自己的平安防范认识，增强防范的技能，从而免遭人身的损

伤和财产的损失。同时提高违法的自觉性和法律的敬畏。 

主要内容： 



一、全国和上海地区治安形势概括 

二、松江区治安形势综述 

三、XXX园区的治安特点介绍 

四、大学生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第二节大学生平安防范的主要内容 

一、防范欺骗 

二、防范盗窃 

三、防范 两抢” 

四、交通平安 

五、消防安全 

六、其它类别安全防范 

第三节大学生违法教育 

一、大学生违法犯罪的代价 

二、大学生可能忽略的违法犯罪现象 

第四节大学生应急攻略 

一、XXX情况介绍 

二、掌握正确快速报警的方法和技巧 

三、通过微博等与警方保持沟通 

四、通过公民警校等活动了解、支持公安工作 



犯罪的界限，确保自己不违法犯罪。认识威胁人身和财产平安

的各种身分，自动防范和规避生命和财产平安受到不法侵害和

不测伤害，做好积极的防备和应对。

重点难点：针对高校多发、易发的情况，在人身安全防范

方面，重点是消防、交通安全和自杀；在财产安全防范方面重

点是防骗和防盗。 

第五章社会实践与求职安全 

教学意义：大学生在校外的社会实践与求职活动过程中，

安全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无论是集体的外出调研与旅

游，还是个人的实与就业都离不开安全的环境，近年来，经常

伴有突发事件的发生，若处理不当，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教学目标：通过对社会实践与求职安全的研究，增强安全

意识，让同学们了解社会实践安全事件的常见类型，掌握安全

技能与方法，提高在安全事件中的能力。 

主要内容： 

第一节社会实践安全 

一、社会实践安全事件的类型 

二、社会实践平安事件的原因分析 

三、社会实践平安事件的预警与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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