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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04 年北京林业大学把安全逃生纳入课

堂教学以来，安全教育课程在全国高校逐渐得到

落实。为了推动本地高校的安全教育工作，2006 年

9 月北京市教委召开“北京高校大学生安全教育工

作会议”，要求大学生安全教育“进课堂、进教材、
落实学分”；2008 年上海市教委颁布的《大学生安

全教育大纲》规定各高校将大学生安全教育纳入

到教学计划中，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安全教育师

资队伍，自当年 9 月起在上海市高校新生中试点

实施，到 2010 年实现全体在校大学生普及安全教

育。越来越多的高校已经意识到安全教育的重要

性，更加重视安全教育课程的开设。
日常生活中安全教育的内容非常广泛，针对

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国内大部分高校都是从实

用的角度出发，着力于大学生安全意识和安全防

范能力的培养，教育内容主要集中在法律法规、校
纪校规、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方面。从这几

年的实践来看，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随着

时代的发展，社会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安全教育

的内容也在悄然改变，许多新的教育内容次第产

生。从宏观层面来看，我国的高速发展所承受的国

际压力、国内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伴随经济快速

发展所产生的社会矛盾也越来越突出，由此产生

的国家安全、政治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环境

安全问题。以微观视野来看，高校管理方式的改

变、大学生源结构的变化，网络对个体生活方式的

影响，迫使我们对大学生心理、社交、生命等安全

要加以关注。这些新变化要求我们必须与时俱进，

拓展安全教育的新内容以满足不断变化的大学生

安全教育的需要。[1]

二、宏观视野下的安全教育新内容

（一）政治安全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新的冷战思维有所

抬头，霸权主义，民族、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导致

的局部冲突此起彼伏。中国的崛起备受世人瞩目，

也使得国际上有些国家焦虑不安，“中国威胁论”
的噪音不时响起，有些西方国家动辄利用人权、宗
教、民族等问题给中国制造麻烦，试图破坏中国稳

定的政治局面，遏制中国的发展。
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社会发展过程

中必然产生的各种矛盾叠加，一定程度上也存在

一些不稳定因素。腐败问题、收入分配悬殊，引发

社会矛盾的尖锐化，对安全稳定的政治局面带来

一定的影响；少数疆独、藏独分子、境内外“三股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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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不甘心失败，投靠国际恐怖分子，加紧制造恐

怖破坏活动，不断挑起事端，试图破坏安定团结的

政治局面。
政治的安全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权能

否稳定，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关系到人

心能否安定团结。政治安全稳定已成为我国社会

主义建设中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高校要强化大

学生政治安全教育，使他们在思想上认识政治安

全，警惕政治安全；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在行动

上自觉地维护国家政治安全。[2]

（二）国家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攀

升，大国的国际形象逐渐树立。近年来，国内社会

秩序基本稳定，国民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国家安

全在无意识中被忽视。特别是在繁荣盛世中成长

的大学生，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国家安全意识淡

漠，对于国家安全的认识还停留在军事、战争、国
防、领土安全等传统的国家安全认识上。

某些国际敌对势力对中国的崛起耿耿于怀，

亡我之心不死，一刻也没放松对我国的社会主义

建设进行干扰和破坏，从既有的国土、主权、经济、
国防等传统阵地，逐渐侵入到文化、科技、金融、信
息等的新领域。随着高校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外合

作办学的不断发展，境内外师生交流机会的增多，

高校也是少数敌对分子渗透和破坏的重要目标，

他们试图在高校培养和扶持“内部势力”。由于身

处和平年代，部分师生国家安全意识不强，在对外

交流过程中忽视了国家安全的相关内容；境外人

员来高校参观访问、学术报告、科技合作等情况日

益增多，还有一些所谓“基金会”、“慈善机构”、“学

术协会”等非政府组织以“贫困助学”、“学术交流”
等名义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等，都是高校的

国家安全教育面临新的问题。[3]

当前的国家安全教育中特别要关注经济安全

和信息安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要

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

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国家经济安全涉及的领域

很多，尤其要注意维护包括金融在内的产业安全，

因为它们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在经济安全中具

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国家和社会全面、稳定、协
调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众所周知，当前人们

生活在信息系统和信息网络中，敏感信息正经过

脆弱的通信线路、计算机系统之间传送，信息在存

储、处理和交换过程都存在泄密或被截收、窃听、
窜改和伪造的可能性，国外敌对势力在日常生活

中通过各种途径窃取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
学技术等方面的秘密信息。由此可见，信息安全是

当前每个人都应当关注的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

的国家安全战略。
（三）环境安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口与

土地的矛盾加剧，人类活动给环境的压力不断增

大，尽管世界各国在生态环境建设上已取得一定

的成就，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环境逆向演化的

态势。由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及其所引发的环境

灾害和生态灾难没有得到有效缓解，导致气候变

暖、海平面上升、臭氧层空洞的迅速扩大及生物多

样性的锐减等全球性的关系到人类本身安全的生

态问题，一次次向人类敲响警钟。[4]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污染与环境破坏

日益严重，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有
毒化学品污染、农药化肥污染、核辐射污染、室内

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安全等环境问题正在成为

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我们取得丰硕经济成果的

同时也恶化了环境，环境污染造成的巨大经济损

失和影响，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还会

影响国际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与交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地方经济的快速发

展给生态造成的危害也是不争的事实。环境保护

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同时又事关发展稳定大局，直

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经济社会可持续

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为了使经济可持续增长，必

须寻找在不破坏生态平衡、不污染环境的条件下

实现经济增长的路径。因此，在国家层面上，要求

全体社会成员建立一种环境道德和文化体系，也

就是以环境友好的方式推进经济增长，构建环境

友好型社会。高校必须直面生态环境的挑战，关注

大学生的环境安全教育，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四）资源安全

资源是人类生存与发展不可或缺的自然物

质，资源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以持续、稳定、
及时、足量和经济地获取所需自然资源的状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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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中占有基础地位，资源安全还是非传统

安全的重要方面，并与环境安全、生态安全、食物

安全及经济安全有着密切联系。资源安全和人们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国际和国内燃油价格的变化、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和质量不断下降，都可以归结

为资源安全方面的问题，[5]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军
事因素都会影响资源安全。

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人均资源非常有

限，资源安全问题理应引起高度关注。一方面能源

日益紧张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问题，对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威胁；另一

方面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浪费过于严重，资源

利用率和经济效率极低，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是

我们的必然选择。加快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建立节

约型的生产模式、消费模式和城市建设模式，使建

设节约型社会尽快取得实质性进展和明显成效，

在国家层面，通过强化资源节约意识，改变消费模

式。要在高校中进行资源安全教育，倡导大学生

低碳的生活方式，树立节约型发展理念，维护资

源安全。

三、微观视野下的安全教育新内容

（一）心理安全

近几年来，高校发生的人身意外伤害和非正

常死亡案例逐渐增多，从事故的原因分析来看，有

相当一部分是心理障碍造成的恶果。由于大学生

面对环境变化、生活方式适应障碍、学业压力、情
感迷茫、经济拮据、就业困难等诸多因素的困扰，

一些大学生因此而出现心理问题。据统计目前在

校大学生心理障碍的发病率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大学生处于生理、心理尚未成熟的人生阶段，遇到

矛盾、冲突，遭遇压力时很难掌控自己的情绪，从

而难以做出理性的选择。因此，学校要特别重视学

生的心理安全教育，培养学生健康的心理，以提高

其心理素质和承受挫折的能力，从而预防由心理

问题导致的安全事故发生。
健康的心理在很大程度上能杜绝心理性安全

事故发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给大学生的安全提供

了强大保障。高校不仅要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消除

挫折感与自卑感，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保持健康的

心理状态，还要帮助学生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方

法，更好地适应环境，全面客观地悦纳自我，妥善

地处理在学业、情感、择业等方面的各种问题。加

强心理健康教育，增进身心健康，以优化大学生心

理素质，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促进人格的完善，杜

绝或避免因心理原因而引发的违法违纪行为和安

全事故。[6]

（二）社交安全

高校后勤社会化以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进

入了校园。高校为了办学的需要，主动与社会频繁

接触，校园与社会相互渗透，高校已不再是“象牙

塔”。学生需要与其学业相关管理部门交往，在日

常生活中也需要和各个服务部门沟通；还有些学

生乐此不疲地参加社团活动，校园内异性交往也

比过去增多，校内交流领域也在不断拓宽。随着大

学生社会交往的增多，社会交往安全问题也随之

而来。当代大学生更乐于走出校门拓展生活空间，

参加诸如勤工俭学、社会调查等各种社会实践活

动，以增加自己的社会阅历，大学生与社会的接触

面越来越广。大学生不仅在现实世界中的人际交

往增多，更多的时候还通过虚拟的网络世界进行

人际交往。
大学生社交活动频度、广度和内容的不断增

加，社会交往活动中不安全因素也随之上升。从中

学校门直接迈进大学校门，大学生社会阅历较浅、
自我保护意识较弱，应对各种安全问题的经验不

足。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中，在校大学生从小学到

中学很少有系统地接受过安全教育，对安全认识

不足，对社会复杂程度缺乏了解，所以对大学生进

行社交安全的指导十分必要。
（三）生命安全教育

据 2010 年 3 月上海市教委通报显示，在 2009

年上海高校安全事故共造成死亡的 24 人中，自杀

身亡的大学生 13 人，因突发疾病猝死的大学生 7

人，有 2 名学生在校外饮酒过量猝死，1 名学生在

外地实习期间因废气中毒受伤，1 名学生在捡拾复

习材料时不慎从阳台坠楼受伤。在已明确原因的

16 起自杀事件中，有 3 起为学业、成绩方面原因导

致自杀，有 2 起为感情问题导致自杀，还有 11 起

为学生心理障碍、精神偏差等导致自杀。我们在反

思探寻这些意外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余，不得不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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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这样一个事实：轻视生命的价值，忽视生命的意

义，才是这些大学生最终选择放弃生命的根本原

因；大学生在灾难降临的危急时刻，缺少必要求生

技能的现象应当唤起我们的警醒。
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冲突经常化、各种思潮

复杂化、当代大学生承受挫折的能力下降；地震、
洪水、山体滑坡、暴风雪、沙尘暴重大自然灾害频

发，也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加强对大学生

的生命教育已刻不容缓。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生命

教育这个环节，导致少数大学生生命观缺失，没有

生命神圣感、生命安全感、生命价值感和生命成就

感。高校开展普及生命意识教育，不仅体现了以人

为本，尊重生命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且对于促进大

学生素质提升和人格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

义。高校应该积极关注大学生的生命教育，探索符

合学生身心发展需要的新思路、新方法，培养学生

的生命意识，建立正确的生命观和价值观。
（四）网络安全

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技术的日益成

熟，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了解社会、接受知识、人
际交往的重要途径，是大学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工

具。由于网络的隐蔽性，内容混杂泥沙俱下，虚拟

世界里充满血腥、暴力、虚伪，年轻单纯的大学生

经不住三俗的网络游戏、黄色网站、网上交友诸如

此类的诱惑，有些人正是利用了网络的隐蔽性实

施犯罪行为，网络的超时空性也成为国内外一些

反动势力渗透大学生思想领域的重要工具。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网络俨然成了独立王

国，利用网络进行的违法犯罪行为日益增多，生活

的网络化趋势给高校学生安全教育带来严峻的挑

战。高校要对大学生进行网络文明教育，大力提倡

绿色上网，自觉抵制网上有害信息的侵蚀，倡导健

康的生活方式，提高大学生网络安全意识，在思想

上形成一道网络安全的“防火墙”。[7]

（五）就业安全

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已经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此导致大学生的就业压力

持续增加，这种压力不但表现在高年级求职就业

环节，而且传递到大学就读期间，就业焦虑难以避

免，并且随着年级的增加也越来越大。当前就业形

势的严峻，家庭和学校安全教育的缺失，社会监管

不到位，大学生求职心情过于迫切加上缺乏社会

经验，导致大学生求职受骗现象屡有发生，受骗上

当的事例屡见报端，让人感到震惊。大学生在就业

中遭遇安全问题，不仅仅是个别学生受到伤害的

问题，还会牵动学生家长，波及其他学生的情绪，

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关系到学校事业的发

展，危害到高校的安全稳定和社会的和谐。
大学生就业安全是事关毕业生顺利就业、家

庭幸福和社会和谐的大事，应当引起社会、高校、
家庭的重视，认真分析就业安全隐患的原因，学校

和家庭做好安全教育，家庭在日常生活中要培养

大学生的社会辨别能力，提高安全防范意识。高校

要高度重视大学生的安全教育，系统地传授大学

生安全常识，经常性开展安全实践教育活动，掌握

基本的安全技能，最终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大学生

就业安全的隐患。[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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