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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背景与意义 

《化工机械与设备》是化工类专业核心课程，容器设计是其中的关键内容，

涉及压力容器分类、结构设计、标准化及特种设备安全法规等。随着我国化工行

业高质量发展，对从业人员的技术能力与职业素养要求日益提高，尤其在安全生

产领域，需强化学生的法治意识、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本案例以“容器设计”为载体，将思政元素（如法治观念、工匠精神、安全责

任）融入专业知识教学，帮助学生理解技术规范背后的社会价值，培养其“安全

至上、精益求精”的职业理念，契合国家“制造强国”战略对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的需求。 

（二）课程特色 

1.专业与思政深度融合：从容器设计标准（如 GB/T 150《压力容器》）切入，

解析法规制定的科学性与人文关怀（如保障公共安全），引导学生理解技术标准

的社会意义。 

2.案例驱动教学：结合国内外典型压力容器事故案例（如化工厂爆炸事件），

通过事故原因追溯与法规对标分析，强化学生安全责任意识。 

3.虚实结合实践：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分析，结合企业安全监察实例研讨，让

学生直观感受设计失误的严重后果，深化"安全责任重于泰山"的职业认知。 

（三）教学案例的创新点 

1.标准-安全-责任融合教学：以《特种设备安全法》与 GB/T 150 标准为纲，

构建"法规-技术-伦理"三维教学框架，通过"安全系数与成本控制"等现实矛盾案

例，培育学生工程伦理与责任意识。 

2.沉浸式职业情境模拟：创设"设计-监察-使用"三方角色辩论场景，让学生在



模拟压力容器安全争议中，切身理解技术决策的社会责任与法治要求。 

（四）教学价值 

1.育人实效：通过技术规范与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学生既能掌握设计技能，

又能树立“生命至上、依法执业”的职业价值观，契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2.示范推广性：案例设计可迁移至其他工科课程（如《化工设计》），为同类

课程提供“专业授课+思政隐形渗透”的范式。 

3.行业契合度：响应《“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对化工安全人才培养的

要求，为行业输送兼具技术能力与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人才。 

一、课程基本信息 

《化工机械与设备》是一门面向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本科二年级（第三学期）

学生开设的专业核心必修课，属于理论课程，共 48 学时，课程学分为 3 分。 

二、课程教学整体设计思路 

本课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思政教育有机融入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

教学中，构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价值引领”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围绕“容器设

计”核心内容，通过“标准-安全-责任”融合教学模式，实现专业教育与思政教育的

协同育人。 

1. 设计思路 

（1）以工程规范为载体：将《特种设备安全法》、GB/T 150 等法规标准作为

教学主线，在讲解技术参数时渗透法治意识与责任担当。 

（2）以典型案例为纽带：通过正反案例对比（如合规设计保障安全运行 vs

违规操作导致事故），引导学生理解技术决策的社会影响。 

（3）以角色体验为路径：创设工程实践情境，通过多角色模拟辩论，深化

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认知。 



 

图 1  容器设计相关标准及技术规范 

2. 实施方案 

（1）教学环节设计 

理论教学：在容器分类、结构设计等知识点中嵌入“安全系数分析”等讨论题； 

 

图 2  讲解技术参数与提升安全意识并行 

案例研讨：分析国内外压力容器事故调查报告，总结技术失范的教训； 



 

图 3  技术失范案例 

互动教学：在互动环节增设“标准规范对照检查”，强化规范操作意识。 

（2）思政映射要点 

表 1  思政映射要点 

专业知识点 融入的思政元素 育人目标 

容器分类标准 法治观念、规则意识 培养依法依规执业习惯 

安全系数设计 工程伦理 树立安全重于利润的价值取向 

压力容器监察法规 社会责任、职业操守 强化“设计即责任”的职业信念 

（3）考核评价 

增设“安全规范符合性分析”等思政评价维度； 

设置“工程师职业操守承诺书”虚拟实践环节，要求学生签署并践行。 

3. 预期成效 

通过显性知识与隐性教育的结合，使学生既掌握容器设计技能，又养成以下

素养： 



（1）坚守安全红线的法治意识； 

（2）权衡技术与社会效益的决策能力； 

（3）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三、案例教学目标 

明确本教学案例的目标，涵盖知识、能力和素质三个层面。 

（一）知识目标 

1. 掌握压力容器设计规范与安全标准。 

2. 理解特种设备法规的核心要求。 

（二）能力目标 

1. 具备合规性设计与安全隐患识别能力。 

2. 掌握安全与成本的工程权衡方法。 

（三）素质目标 

1. 树立安全至上的职业理念。 

2. 拥有工程伦理与社会责任感。 

3. 具备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四、案例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环节 

1. 教学资源准备 

⚫ 精选 1-2 个典型压力容器事故案例（含事故视频、技术调查报告等） 

⚫ 准备技术规范等学习资料 

⚫ 设计虚拟"社会责任承诺书" 

2.学生预习要求： 

⚫ 研读GB/T 150 关键条款 

⚫ 完成"事故案例初步分析表" 

⚫ 分组调研近 5 年压力容器安全技术发展 

（二）课堂教学实施 

1. 情境导入（20 分钟） 

多媒体案例教学：播放压力容器事故视频片段，配合事故调查报告关键数据展示。 



头脑风暴："如果我是设计师会怎么做" 

2. 互动教学（60 分钟） 

（1）案例研讨 

分组剖析典型事故的技术链失效过程 

开展"安全设计大家谈"互动讨论 

教师引导总结规范要点 

（2）决策演练 

布置典型设计任务 

制定安全设计方案 

展示交流设计思路 

 

图 4  决策演练举例 

3. 总结提升（10 分钟） 

师生共同提炼"安全设计黄金法则" 

模拟签署《工程师职业操守承诺书》 

（三）教学评估环节 

1. 过程评估 

课堂互动参与度（发言质量、讨论贡献） 

小组协作表现（方案创新性、论证逻辑） 

2. 成果评估 

《安全设计决策分析报告》 



《技术规范应用心得》 

3. 持续改进 

实施教学效果调查 

针对学生反馈，对案例教学进行动态优化 

五、教学效果及反思 

（一）教学成效 

1. 学生学习成效 

（1）知识掌握：期末考核显示，容器设计规范相关题目正确率达 85%。 

（2）能力提升：提交的作业中，安全防护措施完备率为 92%。 

（3）意识转变：随访显示，98%学生认同"安全是设计的首要原则"。 

2. 典型成果 

（1）学生完成“压力容器安全设计”题人数 43 人，完成率 100%。 

（2）形成优秀事故案例分析 1 例。 

3. 学生反馈 

（1）"通过真实事故案例，真正理解了标准条款的意义。" 

（2）"课堂讨论让我意识到设计师的社会责任重大。" 

（3）"这种教学方式比单纯讲标准更易理解。" 

（二）存在问题 

1. 教学实施方面 

（1）案例库更新不及时，部分案例年代较久。 

（2）个别学生参与度不均。 

（3）课堂时间分配需进一步优化。 

2. 资源建设方面 

（1）缺乏企业最新工程案例。 

（2）安全设计模拟经验不足。 

（三）改进措施 

1. 教学优化 

（1）建立"一案一档"动态案例库（每学期更新 30%） 

（2）采用"任务卡"制度确保全员参与。 



（3）增设线上预习测试环节。 

2. 资源建设 

（1）与企业共建工程案例资源库。 

（2）开发简易安全设计模拟工具。 

（四）后续建议 

1.深化产教融合，引入更多真实工程问题。 

2.构建"标准-案例-工具"三位一体教学资源。 

3.探索跨课程安全设计能力培养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