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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 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安全科学作为一门综合性

学科得到了不断的发展。本文对我国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现状进行了

分析,提出了现阶段安全工程专业存在的问题。认为安全工程专业的

课程设置体系应是弹性模块结构,其结构应有 5大模块(公共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工程专业课、选修专业课、教学实践 )。基于课程体系弹

性模块结构, 初步构建了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成熟度评估模型

( DCS�MAM)。从课程计划、课程组织、课程管理等三方面分析了 DCS�

MAM 的结构和内容。同时对某高校的安全工程专业课程的状态用

DCS�MAM进行了计算,其结果与该校安全工程专业课程的实际情况

较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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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安全工程专业现状

安全科学是随着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的,

是一门跨学科、交叉的综合性新学科。安全科学技术是保护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人身安全和健康的重要手段。近 10 年

来,世界各国对安全科学的研究不断取得新发展, 促进了安全

科学的迅速发展。高等学校的安全工程专业已经成为培养安

全科学方面专门人才的基地。安全科学教育发展日趋壮大和

成熟,形成了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教育培养体系。

据不完全统计, 1983 年, 我国设安全工程本科专业的高

等院校有 5所, 招收硕士研究生的高等院校有 3 所, 在校本科

学生人数约1 500人, 硕士研究生20人。1996 年,全国安全工

程类专业在校本科学生人数 3 200 人,硕士研究生 130 人, 博

士研究生 45人, 博士后流动站 5 人。1997 年, 我国设安全工

程本科专业的高等院校有 56所,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有 26 所,

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有 8 个。2005 年, 我国设安全本科专业的

高等院校已达 75所, 硕士学位授予单位 39 个, 博士学位授予

单位 16个。近 5 年来,申办安全工程专业的高校有 45所, 比

2000年以前的总和还多。根据安全工程专业教育现状的调

查分析,思考社会对安全工程专业人才所提出的要求, 急需研

讨和解决以下问题。

1)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能否适应目前专业发展

的要求?

2)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学生知识基础、文化基础能否满

足社会对安全人才的要求?

3)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教学设施、教材建设能否满足目

前专业发展的要求?

4)现有安全工程专业师资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能否满

足目前专业发展的要求 ?

5)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教育经费投入能否满足目前专业

发展的要求?

6)现有安全工程专业的发展模式、培养模式和人才模式

等是否成熟?

2 � 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DCS)

根据安全科学体系结构、安全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以及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的特点, 安全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体系应

是弹性模块结构, 全部课程应由 5 大模块组成,见图 1。

图 1� 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

Fig. 1 �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in safety engineering

� � 1)公共基础课。按教育部工程专业的一般要求设置, 以

培养学生最基本的素质。

2)专业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经优化后组成 3组课程: 安

全科学技术基础课程, 工程技术基础课程, 安全管理基础课

程。可使学生获得系统的安全管理知识和必要的技术基础知

识。这 3 组课程科学的排列,形成坚实、宽厚的专业基础知识

平台。有了这样的平台, 即可在上面构建多种专业方向的亭、

台、楼、阁。

3)工程专业课。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 在教材选用与内

容安排上, 考虑本行业特点,同时兼顾相关行业需要。专业课

经优化后分成两组课程 : 行业安全技术课程和通用安全技术

课程。其中通用安全技术课占总专业课学时的 60% , 行业安

全技术课程占 40%。

4)选修专业课。目的是拓宽学生的知识面, 选修专业课

分成 5 组: 环境与自然灾害, 卫生与职业病, 安全经济与信

息, 安全心理学与方法论,行业工程概论(跨专业选修)。

5)教学实践环节。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和综合运用所

学理论知识的能力, 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安全问题的能

力, 为学生毕业后能尽快适应工作岗位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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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课程体系成熟度评估模型

借鉴软件工程领域的软件能力成熟度模型( Capability Ma�

turity Model for Software, SW�CMM) , 参考 SW�CMM 的五级分级

体系结构,构建了高校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成熟度评估模

型(以下简称 DCS�MAM )。DCS�MAM 的内部结构, 从课程计

划、课程组织、课程管理等三方面进行了规范化的定义, 对每

项活动的特性、应达到的标准进行了描述, 这有助于课程体系

的设置和改进。同时,也可以利用 DCS�MAM 对高校的安全工

程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评估。

3�1 � DCS�MAM的结构

DCS�MAM 确立了一个课程体系成熟度的分级标准。一

方面,各高校可自行利用它来评估本校的安全工程专业课程

体系的成熟度,并根据成熟度等级提出改进方法和步骤 ,通过

不断努力达到更高的成熟程度。另一方面, 教学主管部门可

以通过 DCS�MAM对各高校的课程设置进行评估。DCS�MAM

的分级结构和各级的主要特征见表 1。

3�2 � DCS�MAM的内容
在安全工程专业课程模型中,其过程是分级进行的 ,见图

2。

� � 1)初始级。课程体系的设置是简单的复制与模仿, 整个

过程犹如一个黑盒子, 对于管理人员来说, 很难看到其过程,

没有任何反馈体系,只看到可定性分析的教学结果。

2)可管理级。建立了课程体系的设置政策以及为贯彻执

行这些政策而定的措施。基于以往课程设置的经验来计划与

图 2 � DCSSE�CMM分级

Fig. 2 � DCSSE�CMM grade

管理新的课程设置。该级别已经具备初步的、但不成体系的、

只是针对单个课程的管理和监控。

3)标准化级。课程体系设置过程实现标准化, 能够定量

地对教学结果进行系统级的分析, 能够利用教学过程中收集

的相关数据, 提出对相关课程的教学实施改进意见, 通过测量

和评价系统与教学结果之间的反馈过程,提高教学结果, 确保

稳定的教学质量。同时, 这些过程集成到了一个协调的整体。

4)可量化级。对课程体系设置过程建立了定量的质量目

标, 同时,在过程中设置规定度量 ,形成度量体系, 对所有课程

的重要过程活动进行效率和质量的度量。通过对教学过程和

教学事实的量化与评估 ,具备预测教学结果的能力。

5)优化级。课程体系的重点放在对过程进行不断的优化

上, 主动诊断课程设置过程中的失误或缺陷, 以达到预防失误

或缺陷的目标。同时, 分析各有关过程有效性的资料, 做出对

结果的分析, 并提出对过程进行修改的建议。达到该级的设

置过程可自发地不断改进,防止同类失误或缺陷出现。

4 � 课程体系成熟度评估模型

DCS�MAM为课程设置过程能力的评估提供了一条有效

的途径, 它的每一级都由完全相同的内部结构构成, 见图 3。

图中, 最顶层是成熟度级别。不同的成熟度级别反映了高校

的课程设置过程能力以及预期应该达到的水平。在每个成熟

度级别中(第 1级除外) , 包含着实现这一级别目标的若干关

键过程域。所谓关键过程区域, 是指一些相互关联的活动。

这些活动反映了一个学校在进行课程设置时必须集中力量改

进的几个方面。当这些活动在设置过程中得以实现, 就意味

着对提高学校安全工程专业课程设置起关键作用的目标达到

了。

DCS�MAM 研究的重点是分析这些活动 ,确定关键过程域

以及它们在不同成熟度等级中的分布。在确定关键过程区域

后, 应研究关键过程区域的主要实践活动以及这些实践活动

的公共特性, 制定出实践活动的步骤及规范。

5 � 模型应用

某高校为省级普通高校,用 DCS�MAM 计算安全工程专业

课程的状态, 结果见图 4。其中, F1、F2、�、F8分别代表师资队

伍、教学条件、课程设置、教学管理、培养计划、教学效果、教风

学风和学生就业等方面, 各数值点的连线表示 DCS 的状态,

箭头方向为持续改进方向。

表 1 � DCS�MAM的分级结构和各级的主要特征

Table 1 � Hierarchy & central character of DCSSE�CMM

状态等级 体系工作状态 体系成熟度值 持续改进的对策 备注

� 优化级 90 � DCS�MAM< 100 保持体系,维护体系 各项指标优状态

� 可管理级 80 � DCS�MAM< 90 保持体系,适当改进 各项指标良好状态

� 标准化级 70 � DCS�MAM< 80 改进体系,加强体系 各项指标中等状态

� 可测量级 60 � DCS�MAM< 70 改进体系 有几项指标较差状态

� 初始级 DCS�MAM< 60 更新体系 有一项指标不合格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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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 DCS�MAM评估模型的结构图

Fig. 3 � Structure of DCSSE�CMM evaluate model

图 4� DCSSE�CMM实际评价分级和持续改进方向

Fig. 4 � Evaluate grade & upswing direction of DCSSE�CMM

� � 结果表明: 该学校的培养计划和教学效果为�级(适当

改进) ,教学条件和教风学风为�级(加强体系) ,师资队伍、教

学管理和学生就业为�级(改进体系) ,课程设置为�级(更新

体系)。

6 � 结 � 论

如何进行合理的课程设置是安全工程专业的首要任务。

为此, 本文提出了安全工程专业课程成熟度评估模型 ( DCS�

MAM) , 它将课程评估进行分级, 从易到难、从低到高,给出不

断改进和提高课程成熟程度的途径和步骤, 使得安全工程专

业水平的提高进入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DCS�MAM 提供了一个渐进的、有动态尺度的标准, 可以

用于指导高校不断地改进和提高安全工程课程成熟程度。对

某高校的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进行计算的结果表明, DCS�

MAM的结果与该校安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的实际状态相吻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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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maturity assess�
ment model in safety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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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ecture & Technology, Xi� an 710055, China; 2 School of 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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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safety science, as an all�around subject, has continuously developed.

The authors consider that the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in Safe�

ty Engineering should be elastic structure which is made of five mod�

ules ( public basic cours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professional

course, elective professional course, practice teaching) by analyzing

the actuality of safety engineering subject education and considering

the problems in the safety engineering subject. The Disciplinary Cur�

riculum System Maturity Assessment Model in Safety Engineering is

built on the elastic module structure. The authors analyzed the struc�

ture and content of DCS�MAM from the course plan, course organize,

course manage. At last, the authors account the estate of the Disci�

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in Safety Engineering of a college with the

DCS�MAM. The results of the account are basic identical with the

fact of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in Safety Engineering of that

College.

Key words: safet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disciplinary curriculum

system; maturity assessment model; analysis model; e�

valuation model; key process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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