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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贯彻思想政治育人理念，实现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

明确指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实践等思想政治工作融入教学教育全过程，实

现全员、全程和全方位育人。课程思政的提出为新时代消防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及实践

提出新的要求，消防燃烧学是消防工程专业的核心课程，对学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培养具有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消防燃烧学课程以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综

合素质为目标，从课程思政、教学模式、教学设计和综合性评价方式等多个环节进行课程

思政教学改革，深挖课程思政教育资源，制定了具体实施方案。实践证明，课程思政和教

学改革并举，在增强学生对消防工程专业的价值认同、社会服务意识、激发学生学习动力

等方面，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本文提出的教学研究可为消防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改革及实

践提供经验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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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o implem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achieve the core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he National Conference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 Universities
emphasized integrat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work into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This
integration, including the cultivation of social core values, is essential for comprehensive ed-
ucation. The course ”Fire and Combustion Science,” a core fire engineering subject, aims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pplication skills and overall quality. It has undergone reform in
course ideology, teaching methods, design, and evaluation, deeply explori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sources. The reform has successfully improved students’ value recog-
nition, social service awareness, and learning motivation in fire engineering. This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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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及实践——以消防燃烧学为例

一、引言

消防工程是一门研究火灾发生与发展规律和火灾预防与扑救理论和技术的新兴学科
[1]。消防燃烧学是消防各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火灾燃烧现象本质、

燃烧和爆炸的基本原理、着火和灭火的基本理论以及气态、液态和固态可燃物燃烧或爆炸

基本规律。同时，消防燃烧学课程也是国外消防工程专业的必设课程，如美国马里兰大学、

加拿大 Carleton University中均设有相关课程，有丰富的前沿教学资源和资料 [2]。

学生掌握以燃烧理论为基础分析火灾现象，建立能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方法，

提升火灾防控、科学施救等方面的应用能力，养成严谨科学、专业系统的学习、研究习惯。

通过课堂教学中的案例引导，热烈研讨中巩固课程教学内容，同时潜移默化中开展思政教

育，培养学生履职尽责、敬业担当的精神，从而成为具有家国情怀，使命担当的消防工作

者。

二、消防燃烧学教学课程思政现状存在不足之处

相对理工科其他专业课程来说，消防燃烧学课程思政存在受众学生不多，且承担实施

思政教育、课程内容与思政教育的教师在实施课程目标过程中仍然有很多不足之处。

（一）课程思政意识不够，课程育人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挥

在现有教学过程中，课程思政内容深挖程度不够，课程思政与知识点结合不够完美，不

能很好把思政内容完美融入教学。目前教师习惯于传统的教学模式，比较注重知识技能培

养，课程思政内容深挖程度不够，缺乏“德育为先”的意识，课程思政与知识点结合不够

完美，不能很好把思政内容完美融入教学 [3]。

（二）教师课程思政能力有待提高

消防燃烧学课程思政的效果，关键在于教师，但部分教师缺乏挖掘思政素材的能力和

科学系统的思政教育切入。目前由于学时所限，所授教学内容相对较为基础，思政素材有

待进行深挖。教师激发课程思政建设的内生动力不足，缺乏课程思政建设的创新性和主动

性。

（三）课程思政缺乏评价反馈

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教师往往只局限于在期末给学生打出课程成绩的简单方式，不

能够真实反映出思政课立德树人的成效。教师往往在上课时间与学生有所接触，但没有时

间和机会去深入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因此对学生的评价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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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消防燃烧学思政育人目标设计

在提升任课教师的课程思政理念和能力的基础上，从消防燃烧学》课程自身的特点出

发，挖掘、梳理、凝练课程思政建设素材，探索融入课程思政的多元化教学方式并付诸实

践。

（一）提升教师的课程思政理念和能力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教师是课堂教学第一责任人，是教书育人的实施主体。

教师通过培训、观摩、学习、探讨、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加深对课程思政的认识，提高自身

的思政素养，提升进行课程思政教育的能力 [5]。

（二）探索融入“课程思政”的多元化教学方式

明确课程思政教育目标，找到融入思政教育的着力点，整合教学内容以及学时分配，重

新设计教学方案，深入发掘、梳理和凝练课程思政教育素材，在案例教学、融入前沿科研

成果、联系社会热点、翻转课堂、开展设计性实验和创新性实验、开放实验室等多元化、立

体化教学方式中融入鲜活、生动的思政教育元素，形成消防燃烧学课程育人的多元化教学

方式，构建课程思政教学新模式。

利用学在警大课程平台主要发布教学大纲、课程讲义、思维导图（线索）、微课视频、

案例视频、操作视频、PPT和音频、知识扩展等，针对不同章节提供不同资源，互动平台
供师生随时交流互动、讨论研究；章节测试供学生随时了解该章节知识掌握程度，如图 1
所示。

（三）案例教学

针对消防燃烧学基础性和理论性较强的特点，在授课过程中，深度挖掘消防燃烧学课

程中爱国主义、文化自信、唯物主义、科学家精神以及职业素养等思政元素，依托实际火

灾案例，潜移默化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可以引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四）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可以使学习成为探索、发现的过程，能保护和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充分调动

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培育学生勤学好问、善于思考的品质，对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和创新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同时，通过小组的学习活动还可以增强团队协作意识，培

养集大局意识、协作精神和服务精神于一体的团队精神。

（五）实验课教学

消防燃烧学实验课在既有的验证性实验的基础上，增加了设计性实验，开展创新性实

验。学生在实验仪器的准备，实验过程验证以及创新性实验的过程中，不仅锻炼实践动手

能力，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精神，更能提高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以及团结协作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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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键导出班级：

  学生访问统计 筛选

仅统计学生学习课程章节的次数

  课程任务点类型分布   学生综合成绩分布

班级统计 | 资源统计 | 课程报告 | 课程统计

(理论)22救援3队1班（消...

已发布
任务点72

学生管理

讨论

章节学习
次数 3445

本月：4

成绩管理

章节测验

教学预警

课堂活动 课程积分

作业统计 考试统计

日期

学
习
次
数

08-01 08-03 08-05 08-07 08-09 08-11 08-13 08-15 08-17 08-19 08-21 08-23 08-25 08-27 08-29 08-31
0

0.25
0.5
0.75

1
1.25
1.5
1.75

2
2.25
2.5
2.75

3
3.25
3.5
3.75

4
4.25

消防燃烧学B课程门户 首页 活动 统计 资料 通知 作业 考试 讨论 管理 体验新版

08月2024年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闫琪

图 1: 课程平台班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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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思政教育在教学中的融入过程

（一）课程思政要素与内容

对消防燃烧学课程内容进行梳理，提炼课程的思政元素，提出总体课程思政实施框架，

思政元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如表 1所示。

学生在实验仪器的准备，实验过程验证以及创新性实验的过程中，不仅锻炼实践动手能力，

培养学生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精神，更能提高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团结

协作精神。 

 

{\centering\section *{四、思政教育在教学中的融入过程}} 

 

（一）课程思政要素与内容 

 

对《消防燃烧学》课程内容进行梳理，提炼课程的思政元素，提出总体课程思政实施框

架，思政元素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选取，如表 1 所示。 

 

表 1 主要课程思政元素及对应教学内容 

在授课过程中，设立思政目标，深度挖掘《消防燃烧学》课程中各个章节教学内容对应

的思政内容，依托实际火灾案例，潜移默化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以《消防燃烧学》第五章

可燃固体燃烧为例，如表 2 所示。课堂授课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验环节

偏重于实践能力培养，课程考核偏重于过程考评和多元化考核，让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发生

“燃烧反应”，点燃梦想和追求真理的火焰，激发学生学习源动力，培养学生养成高度负责的

职业素养、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品质，最终培养出适应实战需求的新型高素质技术人才。 

 

 

 

 

 

 

 

 

 

 

 

 

 

 

 

 

 

 

 

课程思政元素 该元素对应的教学内容 

家国情怀的培养 燃烧的本质和条件 

工匠精神的培养 谢苗诺夫自燃理论 

创新精神的培养 佛兰克—卡门涅茨基自燃理论 

团结精神的培养 可燃固体的引燃 

正确价值观世界观的培养 炸药爆炸 

工作能力的培养 实验教学 

在授课过程中，设立思政目标，深度挖掘消防燃烧学课程中各个章节教学内容对应的

思政内容，依托实际火灾案例，潜移默化中开展课程思政教育，以消防燃烧学第五章可燃

固体燃烧为例，如表 2所示。课堂授课在基础理论学习中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实验环节偏
重于实践能力培养，课程考核偏重于过程考评和多元化考核，让思政教育与专业课程发生

“燃烧反应”，点燃梦想和追求真理的火焰，激发学生学习源动力，培养学生养成高度负责

的职业素养、形成团结协作的良好品质，最终培养出适应实战需求的新型高素质技术人才。

为更好地开展消防燃烧学课程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让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知识更好地

融合，是课程组探讨研究的重点内容。在互联网 +背景下，通过图片、视频、沉浸式 VR等
技术手段，进一步明确和聚焦专业课程思政内容，同时与消防实际工作做好衔接，如参观

实地消防实训场所设施、消防救援示范基地等，实现思政价值在学生中的职业认同。

（二）教学考核

课程考核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评价，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仅要从课程环节、

课程内容上下功夫，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程的预习、线上学习、线下讨论、课后作业等串

联起来的整个过程，还要对每个环节给予客观的评价。将结果性评价改为全过程、多元素

评价，通过线上的学习，让学生真正利用了课余时间；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也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能力与信息化素养，拓展课程思政教学空间，增进了师生交流，提高思政

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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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主要课程思政元素及对应教学内容 

为更好地开展消防燃烧学课程教学中的课程思政，让思政内容与专业课程知识更好地融

合，是课程组探讨研究的重点内容。在互联网+背景下，通过图片、视频、沉浸式 VR 等技

术手段，进一步明确和聚焦专业课程思政内容，同时与消防实际工作做好衔接，如参观实地

消防实训场所设施、消防救援示范基地等，实现思政价值在学生中的职业认同。 

 

（二）教学考核 

 

课程考核突出对学生综合能力与素质的评价，从学生的角度来看，不仅要从课程环节、

课程内容上下功夫，让学生真正参与到课程的预习、线上学习、线下讨论、课后作业等串联

起来的整个过程，还要对每个环节给予客观的评价。将结果性评价改为全过程、多元素评价，

通过线上的学习，让学生真正利用了课余时间；通过线上线下的混合式学习，也提高了学生

的学习能力与信息化素养，拓展课程思政教学空间，增进了师生交流，提高思政教学效果。 

 

全过程、多元素评价是按照课程各个章节开展的时间顺序，将学习过程分为课前线上自

学、线下讨论、作业书写、期末测试四个主要考核环节，每个环节又由不同的学习内容所组

成，并依据各环节、内容对学生能力、素质、态度的反映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比例。

课程章节 教学内容 思政内容 思政目标 

第一、二节 

可燃固体的

燃烧形式和

评价参数、

可燃固体的

引燃 

1.可燃固体的燃烧形式。 

2.评定固体可燃物火灾危

险性参数。 

1.理解可燃固体燃烧分类是了解复杂事物、解决复杂

问题常用的方法之一，做好规划稳步前进。 

2.强调安全生产重要性，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

抓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

来不可挽回的损失，帮助学生树立安全意识。 

3.介绍相关学术前沿，教育和激励广大学生要发奋图

强，勇攀学术高峰。 

阶段教育 

科学精神 

爱国主义 

第三、四节 

可燃固体火

焰蔓延 

1.表面方向。 

2.可燃物的厚度。 

3.固体可燃物的热惯性。 

4.可燃固体几何特征。 

5.环境的影响。 

1.做任何事情都要打好基础，不断学习、充电、灵活

运用，才能从知识层面提升到智慧层面。 

2.引入可燃固体事故案例，让学生意识到在工作中不

可存有侥幸意识，生产安全规程是“血的教训”，增

强安全意识，培养职业素养，增强职业适应能力。 

阶段教育 

科学精神 

职业发展 

第五、六节 

典型固体燃

烧的特点 

1.高聚物的燃烧。 

2.木材和煤的燃烧。 

3.金属的燃烧。 

1.以不同典型固体燃烧切入点，提高学生学习可燃固

体燃烧特点相关知识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学生理论

联系实际的能力，以及运用科学的方法开展火场救

援的思想。 

2.介绍国内外火焰蔓延模型，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

创造力，增强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树立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 

科学精神 

爱国主义 

第七节 粉

尘爆炸 

1.粉尘爆炸的条件。 

2.粉尘爆炸过程和特点。 

3.粉尘爆炸的特征参数。 

4.粉尘爆炸的预防和控制

措施。 

1.通过典型粉尘爆炸事故的引入，使学生认识到消防

工作的重要性，增强从业责任感。 

2.粉尘爆炸最新研究进展，科学防控等。让学生了解

大部分事故的误操作，引导学生树立安全第一、质

量第一的职业意识和严谨认真的工作态度。 

阶段教育 

科学精神 

职业发展 

第八节 固

体材料的阻

燃及阻化处

理 

1.阻燃剂、阻化剂的种类

和选用原则。 

2.阻燃剂、阻化剂的作用

机理及发展趋势。 

3.常用固体材料阻燃处理

方法。 

1.通过可燃材料阻燃前后的燃烧性能的对比，提高学

生学习掌握防火安全技术的积极性。 

2.育人元素的融入，使学生体会到科技就是生产力，

只有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使中国从“制造业大

国”向“制造业强国”迈进。 

科学精神 

爱国主义 

全过程、多元素评价是按照课程各个章节开展的时间顺序，将学习过程分为课前线上

自学、线下讨论、作业书写、期末测试四个主要考核环节，每个环节又由不同的学习内容

所组成，并依据各环节、内容对学生能力、素质、态度的反映程度，分别赋予不同的分值

比例。如图 2所示。

（三）教学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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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统计 | 权重设置 | 证书发放管理

请输入学号、姓名 导出成绩学习异常记录允许学生查看成绩

序号 学生姓名 学号/工号
课程视频
（40%）

章节学习次数
（20%）

作业
（40%）

综合成绩

1 程翰林 2022300024 40.0 20.0 40.0 100.0

2 杨汉坤 2022300048 40.0 20.0 39.64 99.64

3 冉三 2022300006 40.0 20.0 39.64 99.64

4 孟林峰 2022300009 40.0 20.0 39.09 99.09

5 周彭恺 2022300038 40.0 20.0 38.91 98.91

6 戴凯旋 2022300026 40.0 19.0 39.64 98.64

7 张培健 2022300005 40.0 20.0 38.18 98.18

8 危嘉宝 2022300013 40.0 17.8 39.64 97.44

9 刘鸣 2022300030 40.0 17.2 40.0 97.2

10 廖薪宇 2022300031 40.0 17.0 38.91 95.91

11 汤孝辉 2022300008 40.0 15.8 40.0 95.8

12 于鲲鹏 2022300040 40.0 15.0 39.82 94.82

13 吴嘉超 2022300023 40.0 13.8 40.0 93.8

14 田洪昌 2022300018 40.0 13.8 39.64 93.44

15 刘青山 2022300011 40.0 13.8 39.64 93.44

16 高立杨 2022300001 40.0 13.4 39.64 93.04

17 韩嘉启 2020300011 40.0 14.4 38.55 92.95

18 张译如 2022300046 40.0 12.6 40.0 92.6

19 朱灿 2020300046 40.0 12.8 39.27 92.07

20 刘恒恒 2022300029 40.0 11.8 39.64 91.44

21 李枫凯 2022300010 40.0 11.4 40.0 91.4

22 彭旭 2022300044 40.0 13.2 38.18 91.38

23 艾热帕提·图尔荪 2022300053 40.0 12.2 39.09 91.29

24 赵名 2022300050 40.0 12.0 39.27 91.27

25 刘伟豪 2022300019 40.0 11.4 39.64 91.04

26 熊波 2022300012 40.0 10.8 40.0 90.8

27 祁生强 2022300017 40.0 11.4 39.27 90.67

28 徐睿远 2022300045 39.23 11.8 39.45 90.48

29 翟傲森 2022300035 40.0 11.2 39.27 90.47

返回(理论)22救援3队1班（消指）,22救援3队2班（消指） >成绩管理

消防燃烧学B课程门户 首页 活动 统计 资料 通知 作业 考试 讨论 管理 体验新版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 闫琪

图 2: 线上学习情况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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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工程专业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及实践——以消防燃烧学为例

消防燃烧学通过设置课程论文、学生演讲、问卷调查等方式，对接消防工程实践，以

此检验课程思政元素在实施过程中的效果，逐步完善课程思政体系，达到课程思政的闭环

建设。学生教学反馈，也可以利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渠道，采取线上“谏言”区和线下征求

意见书等形式开展，为了使教学中的问题能够及时、顺畅、有效地传达到教师端，可以在

每个章节结束后，专门安排一定时间收集学生的意见与建议，对有建设性的意见给予鼓励

和表扬。

思政课程评价的反思随时随地进行，对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以及学生反馈的意见，

及时进行梳理，在学期末，对整学期的教学进行总结反思，并在此后的教学过程延续好的

做法，对前期存在的不足加以改进，这样能够更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并且评

定结果可以具有针对性并能够及时反馈，以帮助同学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进而加

以改正和提高 [6]。

五、结论

“消防燃烧学”课程组在整个授课过程中，针对课程特点，有针对性地组织学生进行课

堂讨论，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员独立的批判精神和思维习惯；将课程思政教育理念

结合本书内容特点，在适当知识点融入思政内容和思政环节，教学实践贯彻“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以增强学生正确价值观的判定力，科技前沿的洞察力，科学思维方式方

法的建构力，坚强意志品质的塑造力，树立学生钻研燃烧理论知识、预防自燃火灾发生的

思想，增强职业责任心和荣誉感。

〔责任编辑：陈淑华〕

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消防燃烧学，课程思政教学团队和名师：郑兰芳、郭子东、闫琪、王霁、

高亚萍、李伟东、姚忠彪、王鸿江，《教育部关于公布课程思政示范项目名单的通知（教高

函〔202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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