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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政策文本解读与实证数据分析，从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中学

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其重要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 安全能力、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测评结果显

示，样本区域中学生的安全素养总体状况处于及格水平，其中安全意识表现较好，安全知识接近及格水

平，安全能力表现较差，男生、农村中学生和民办学校中学生的安全素养总体水平低于女生、非农村中

学生和公立学校中学生的总体水平。在培养中学生安全素养时，应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丰富安全教育内

容和形式，实现安全教育的系统性; 关注性别差异，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 注重安全能力提升，提高

安全演练的实效性; 补齐发展短板，提高农村学校和民办学校安全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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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安全素养是公民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保障公民安全的前提和基础。学生作为未来的

公民，其安全素养水平直接关系到未来社会的发

展。重视学生安全素养及其培养，是国际社会许

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如俄罗斯将学生安全教育上

升到国家课程层面，制定相应的教学大纲［1］，切

实提高学生的安全素养水平; 日本政府立法建制，

颁布系列法律以确保学校健康教育的实施［2］; 美

国制定国家健康教育学习标准，规定学生需要学

习的必要知识和技能［3］。
自 21 世纪以来，学生安全素养得到国家的高

度重视。2007 年《中小学公共安全教育指导纲要》
( 以下简称《纲要》) 指出，要培养中小学生的公共

安全意识，提高中小学生面临突发安全事件自救自

护的应变能力。［4］2016 年《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将健康生活作为中国学生发展的六大核心素养之

一，强调要珍爱生命、健全人格和自我管理。珍爱

生命旨在理解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具有安全意识

和自我保护能力等。［5］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意见》
提出，要健全学校安全教育机制，将提高学生安全

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将

安全教育与法治教育有机融合，把尊重生命、保障

权利、尊重差异的意识和基本安全常识从小根植在

学生心中。［6］显然，构建学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

系，并进行学生安全素养测评，将有助于更好地把

握学生安全素养状况，进一步提高安全教育质量和

学生安全素养水平。

一、中学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构建

安全素养是指人们为预防、避免、控制和消

除意外事故或灾害而形成的内在品质和能力的总

和。学生安全素养指向学生的终身安全能力，是

学生为预防、应对与处置可能出现的各种意外事

件而形成的综合品质。《纲要》明确指出，要通过

开展公共安全教育，培养学生的社会安全责任感，

使学生逐步形成安全意识，掌握必要的安全行为

的知识和技能。同时要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科学的公共安全教育评价标准，评价的重点应注

重学生安全意识的建立、基本知识技能的掌握和

安全行为的形成［4］。基于上述认识，依据 《中国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等学术文本，本研究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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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三个维度出发，设置

题项，并通过因子分析，提取安全素养测评的各

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学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
( 一) 安全意识: 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

心理科学研究表明，“意识”是人脑对于客观

物质世界的反映，是个体自觉认识、体验和意志

等心理活动的总和。［7］安全意识是指个体头脑中建

立起来的安全认知或认识，即个体对生活中有可

能对自己或他人造成危害的客观事物或事件的一

种戒备和警觉的心理反映。在安全意识维度，本

研究共设置了 11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的

形式进行测评。通过对量表的分析，剔除测量效

果不良的指标，保留 6 项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显

示，6 项指标聚合为两个维度。参照 《纲要》等

要求，将因子分析的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 “自我

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
( 二) 安全知识: 法律知识和公共安全知识

知识是通过主客体相互作用产生的，是客观

事物特征和联系在人脑中的能动反映。［8］信息加工

心理学家约翰·罗伯特·安德森 ( John Ｒobert An-
derson) 根据知识的性质，将其分为陈述性知识和

程序性 知 识。其 中，陈 述 性 知 识 即 “描 述 性 知

识”，主要反映事物的形态、内容及变化发展的原

因。本部分侧重考察有关安全的陈述性知识，回

答“是什么”的问题。
共设置 14 个题项对中学生的安全知识进行测

评。剔除测量效果不佳的题项，最终保留 7 个题

项。进一步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7
个题项聚合为两个维度。《纲要》指出，公共安全

教育分为预防和应对社会安全、公共卫生、意外

伤害、网络与信息安全、自然灾害以及影响学生

安全的其他事故或事件六大模块，重点是帮助、
引导学生了解保护个体生命安全、维护社会公共

安全的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4］。此外，《中小学法

制教育指导纲要》 ( 教基 〔2007〕10 号) 指出，

中学生应着重了解与其生活密切相关的刑事、民

事、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法律知识，特别是与其息

息相 关 的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未 成 年 人 保 护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

要求学生树立法律意识，领会法治理念，提高法

律素质［9］。依据中学生认知水平以及相关政策要

求，将因子分析聚合的两个维度分别命名为 “法

律知识”和“公共安全知识”。
( 三) 安全能力: 安全防范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

能力是直接影响人的活动效率，并保证某种活

动顺利完成所必备的心理特征。［10］安全能力是安全

素养的核心内容，是个体安全意识和安全知识内化

后的集中体现，是个体应对安全问题时最重要的内

在品质。在遭遇安全问题时，安全能力的高低决定

着个体应对安全事件的水平。在安全能力维度，共

设置 17 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与试题两种

形式进行测评。通过对测评数据的分析，剔除测量

效果不佳的题项，最终保留 8 个题项。探索性因子

分析结果显示，8 个题项聚合为两个维度。参照

《纲要》等要求，本研究将因子分析的两个维度分

别命名为“安全防范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
各维度具体指标构建情况见表 1 ( 限于篇幅，每个

二级指标选取 2 个题项进行说明)。

表 1 中学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例举

维度 二级指标 题项 因子得分 因子分析结果

安全

意识

自我保

护意识

C1 看到伙伴在无车的马路上玩耍，自己也想加入其中 0. 662

C4 有人上前推销新奇食品时，我有品尝的想法 0. 839

保护他

人意识

C10 看到有同学上下楼梯追玩打闹，替他们感到担心 0. 778

C11 看到同伴被陌生人带走，感到着急与不安 0. 727

KMO = 0. 734
( 卡方值 = 2880. 923，

p = 0. 000) ;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56. 468%

安全

知识

法律

知识

B2 王同学经常打架斗殴、辱骂其他同学，这种行为应当

被禁止
0. 679

B6 未满 14 周岁的人，抢劫同学一点钱不算犯罪，别人举

报也没有用
0. 675

公共安

全知识

D4 发生火灾时，正确的逃生方法是 0. 65

D6 乘坐公共汽车遇到紧急情况时，应该用安全锤击打车

窗的 ( ) 逃生
0. 635

KMO = 0. 654
( 卡方值 = 787. 789，

p = 0. 000) ;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39.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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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度 二级指标 题项 因子得分 因子分析结果

安全

能力

安全防

范能力

C14 在骑自行车时，我会单手扶把或者双手都离开车把 0. 664

C15 如果暑假同伴约我一起到河道、水塘游泳，我会一起去 0. 686

应对处

置能力

D12 在公共场所被踩倒时，你会怎么办 0. 656

D16 地震后，对长时间处在黑暗中的人，正确的救助方法是 0. 631

KMO = 0. 698
( 卡方值 = 1690. 932，

p = 0. 000) ;

累积方差贡献率为 41. 709%

二、中学生安全素养测评指标体系的运用

运用上述指标体系，采用目的性抽样与随机

抽样相结合的办法，选取山西省 4 个地市 7 个县

( 区) 的 19 所学校，对中学生安全素养现状进行

测评。测评对象为初二年级学生，共发放测评问

卷 3172 份，回收 3170 份，回收率为 99. 94%。经

过问卷检核与筛查，剔除无效问卷 52 份，有效问

卷共计 3118 份，有效率为 98. 36%。其中，城区

中学生占 50. 77%，乡镇中学生占 16. 93%，农村

中学生占 32. 03% ; 公立学校中学生占 74. 73%，

民办学校中学生占 25. 27% ; 男生占 51. 28%，女

生占 48. 69% ; 独生子女占 25. 40%，非独生子女

占 74. 53%。在此基础上，运用 SPSS22. 0 对测评

数据进行处理: 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对样本区域

中学生安全素养总体状况进行描述; 通过差异性

检验分析中学生安全素养的人群特征; 通过回归

分析揭示安全素养各维度的内部关系。最后，结

合描述性分析和回归分析的结果，呈现中学生安

全素养的内部结构特征。

( 一) 中学生安全素养总体状况
为了直观呈现中学生安全素养状况，将各维

度的因子得分转化为百分制。具体方式为: ( 因子

得分 － 最小值) / ( 最大值 － 最小值) 。测评结果

显示，样本区域中学生安全素养整体处于及格水

平，平均得分为 63. 31。但是，安全素养各维度内

部差异较大 ( 见图 1) 。
由图 1 所呈现的中学生安全素养各维度得分

显示，中学生的安全意识处于较高水平，安全知

识未达到及格水平，安全能力最差，各维度内部

存在较大差异，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安

全意识平均得分为 77. 28，表现较好。其中，自我

保护意识平均得分 71. 18，保护他人意识平均得分

68. 47。第二，安全知识平均得分为 54. 01，接近

及格水平。其中，法律知识平均得分 75. 52，表现

较好; 但公共安全知识的平均得分仅为 21. 94，直

接影响了安全知识的平均得分。第三，安全能力

水平较低，平均得分仅为 38. 38。其中，应对处置

能力最差，平均得分仅为 21. 35; 安全防范能力平

均得分为 79. 93，表现较好。

图 1 中学生安全素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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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中学生安全素养的人群差异
本研究设置了有关人口学变量，用于检验不

同人群 的 安 全 素 养 差 异，涉 及 性 别、学 校 类 型

( 公立和民办) 、家庭现居地 ( 农村和非农村) 、
是否为独生子女家庭、父母的文化程度等。差异

性检验结果显示，中学生安全素养在性别、学校

类型和家庭现居地三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
总体看 来，女 生 的 安 全 素 养 水 平 高 于 男 生

( t = － 9. 409，df = 3115，p = 0. 000) ，农村中学生

的安全素养水平低于非农村 ( 城市或乡镇) 学生

( t = 1. 976，df = 3108，p = 0. 048 ) ，公立学校中学

生的安全素养水平高于民办学校学生 ( t = 2. 474，

df = 3116，p = 0. 013 ) 。其中，性别这一变量在中

学生安全素养的各个维度上都存在显著差异，女

生在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三个维度上

的表现均好于男生。其中，在安全意识维度，女

生平均得分 79. 82，男生平均得分 74. 86，女生显

著高于男生 ( t = － 8. 354，df = 3115，p = 0. 000 ) ;

在安全知识维度，女生平均得分 54. 32，男生平均

得分 53. 72，女 生 显 著 高 于 男 生 ( t = － 3. 112，

df = 3115，p = 0. 002 ) ; 在安全能力维度，女生平

均得分 39. 50，男生平均得分 37. 32，女生显著高

于男生 ( t = － 9. 099，df = 3115，p = 0. 000) 。
此外，中学生的安全意识在家庭现居地和学

校类型两个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

其一，非农村中学生平均得分为 77. 74，显著高于

农村 学 生 的 76. 28 ( t = 2. 262，df = 3108，p =
0. 024) ; 其 二， 公 立 学 校 中 学 生 平 均 得 分 为

78. 37，显著高于民办学校中学生的 74. 06 ( t =
6. 279，df = 3116，p = 0. 000) 。

图 2 中学生安全素养各维度人群差异

( 三) 中学生安全素养内部结构特征
在对上述各维度水平进行差异分析的基础上，

结合中学生安全素养各维度的重要程度 ( 依据各

个维度对安全素养总体状况的解释率确定) ，对中

学生安全素养内部结构特征进行综合分析。
为了计算各维度对安全素养总体状况的解释

率，将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作为自变

量分别纳入回归方程，分析各自对安全素养的影

响程度。回归结果显示，安全能力对安全素养的

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安全意识，最后是安全知

识。三个回归方程的 Ｒ2 分别为 0. 619、0. 530 和

0. 462。同时，将安全意识、安全知识和安全能力

各自的子维度分别纳入回归方程，结果显示: 安

全意识中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对中学生

安全素养的解释贡献率大致相当，分别为 28% 和

25% ; 安全知识中法律知识对于中学生安全素养

的解释贡献率高于公共安全知识的贡献率，分别

为 26. 80% 和 19. 60% ; 在安全能力方面，安全防

范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对于中学生安全素养的解

释贡献率差异最大，分别为 37%和 25. 20%。
结合中学生安全素养在各维度上的水平差异

与重要程度，将各变量纳入坐标系中，以直观呈

现中学生安全素养的内部结构特征。由图 3 可知，

相对于安全知识而言，安全意识和安全能力是安

全素养中更为重要的部分。其中，安全能力的重

要性程度最高。各维度平均得分显示: 对于安全

素养而言，最为重要的安全能力目前得分最低，

尽管安全防范能力和应对处置能力的重要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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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不大，但由于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应对处置能

力水平过低，直接制约了安全能力的总体水平;

重要程度一般的安全意识，目前得分较高，自我

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得分，以及对总体的重

要程度都较为均衡; 中学生的安全知识对于安全

素养总体的贡献率以及目前的状况都处于较低水

平，其中公共安全知识是制约中学生安全素养总

体水平的关键指标。

图 3 中学生安全素养内部结构特征

三、提高中学生安全素养的建议

针对上述研究结果，本部分尝试作出解释并

提出提高中学生安全素养的对策建议。
( 一) 丰富安全教育内容和形式，实现安全教

育的系统性
系统掌握安全基础知识，是中学生安全素养形

成的基础。目前来看，中学生安全知识的主要短板

在于公共安全知识，这与学校安全教育内容不完

整、不全面，课程实施质量不高有关。建议采取以

下措施，系统构建学生安全基础知识体系。其一，

扩充安全教育内容。针对目前中学生安全教育主要

集中在社会安全和自然灾害防范，安全教育内容覆

盖面较少等问题，应建立健全安全教育课程内容体

系，尤其应增加与中学生生活紧密联系的教育内

容，如预防校园欺凌、网络信息安全和心理健康

等。其二，丰富安全教育方式。在信息技术高度发

达的时代，可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共享性、开放

性、灵活性、即时交互性等优势，利用微信、微

博、QQ 群等新媒体平台，打造全天候、跨时空，

联结学校、家长、学生和专家在线互动的安全教育

新模式，提高学生参与安全教育的主动性和自觉

性。也可通过组织情景剧、安全知识竞赛、辩论赛

等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获得感知，增

强对安全重要性的理解和认同，同时，可充分利用

时间节点，特别是周末、节日、寒暑假前等，运用

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警示教

育。其三，教师要关注学生的日常生活，将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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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识渗透于日常教学之中，重视公共安全知识传

播的灵活性和情境性，帮助学生在更加广阔的范围

内认知安全，拓展学生的安全知识。
( 二) 关注性别差异，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

对中学生安全素养的人群差异分析结果显示，

女生的安全素养水平要显著高于男生，男生的安

全素养水平不容乐观。女性通常被现代社会建构

为“弱势”群体，而本研究恰恰呈现了相反的结

果。其中原因可能包括: 一方面，女性的青春期

相对于男性而言出现得更早，心理成熟度也高于

同时期的男性。在中学阶段，女生对于自身和社

会的认知度更加成熟，相应地，女生安全素养的

整体水平普遍高于男生。另一方面，从社会建构

的角度理 解，由 于 女 性 通 常 被 认 为 面 临 更 多 的

“风险”，社会、学校和家庭在安全教育中，往往

更加关注女生。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男生独特的

身心发展与活动特征，在日常生活面临的 “意外

风险” ( 如溺水等) 往往高于女生。因此，应立

足于性别差异现状，增强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其

一，在学校方面，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 “因材施

教”，结合青春期男女生的不同生理特点，开展有

差别的安全教育。同时，学校要注重发挥心理健

康教师的作用，要对男生中法律意识淡薄、安全

风险意识弱、暴力倾向相对严重、失范行为相对

较多等现象予以充分关注，主动为其提供帮助与

支持。其二，在家庭方面，男生往往和家长沟通

较少，且青春期的男生比较叛逆，情绪波动比较

大，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心理的变化，经常与其

进行交流、沟通，同时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其三，

在社会方面，公安、司法、妇联等部门要主动走

进学校，与学校联合形成教育合力，依据性别差

异，做好心理健康、法律知识以及预防犯罪等方

面的教育，共同为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帮助。
( 三) 注重安全能力提升，提高安全演练的实

效性
安全能力是学生安全素养的综合反映。安全

能力水平的提升与安全意识的增强、安全知识的

积累密切相关，培养难度相对较高。建议从提高

安全演练的实效性入手，结合实际，因地制宜，

提升学生的安全能力。其一，针对当前中学生规

避危险能力弱、应对突发安全事件水平低等问题，

应着力拓展安全演练内容，积极探索诸如防校园

暴力和欺凌、防传染病、防食物中毒、防交通事

故等内容的安全演练，让学生在不同的演练内容

中得到充分体验，进而提高面对安全事件的应对

处置能力。其二，针对当前大部分学校以群体性

的应急逃生疏散演练为主，演练方式较为单一等

缺陷，要丰富安全演练方式，如开展实战性演练、
桌面推演和全面演练等，同时开展针对学生个体

或小规模群体的自救自护的演练，让学生把握日

常安全事件 ( 如应急常识、小型消防安全、户外

活动安全等) 发生的特点以及正确的处理程序，

以确保学生在自救或救助他人时能够从容、正确

应对。其三，针对学校安全训练专业性差、组织

指导不力等状况，应规范安全演练组织实施。从

预案设计、演练过程直到演练总结与反思，要认

真对待每一个环节。尤其应结合学生、学校、区

域和季节特点，制订针对性、操作性较强的安全

演练方案。演练结束后，要及时对演练方案和演

练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
( 四) 补齐发展短板，提高农村学校和民办学

校安全工作水平
第一，家庭现居地在农村的学生多就读于农

村学校。对农村学校来讲，其安全教育工作主要

存在以下两个短板: 一是安全教师短缺，且专业

性较差; 二是安全教育课时得不到保障，课程开

设情况不容乐观。建议采取以下做法: 一是以学

区为单位联合组建专兼职的安全教师队伍，采取

巡回教育等方式，以保证安全教育课程实施。同

时，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农村学校安全教师的

培训，以及教研、教学指导。培训内容可结合农

村区域安全特点，通过案例、体验和实际操作等

方式，以提高安全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保证

安全培训的效果。二是加强与公安、消防、交通

和地震等部门的联系，让相关专业人员走进学校，

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教育活动，为学生安全素养

提升提供更加专业化的指导。三是结合国家课程

的实施，将安全教育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的各个

环节，尤其应加强与科学、体育与健康、综合实

践活动等课程的联动，实现安全教育与学校常规

教育教学工作的有机融合。
第二，对于民办学校而言，学生安全素养水

平较低的原因主要是民办学校对安全教育不够重

视，安全教育工作落实不到位。因此，提高民办

学校学生安全素养的关键在于监督落实。一是将

民办学校置于和公立学校同等的地位，加强对民办

学校安全教育工作的管理和指导，实现统一指导、
( 下转第 8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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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活化体育课程开发，提高融合领域体育素养
小学全科师范的 “体育专业课程”一般需要

量身定制，有必要考虑到他们运动能力的限制，

同时需要兼顾未来工作对象特性。因此，针对小

学全科教师的体育课程应具备以下特点: 一是适

用于小学生，符合 “三性”标准，即安全性、参

与性、生活性; 二是技能难度低，做到去除 “三

化”，即去专业化、去专项化、去竞技化; 三是功

能性突出，达成 “三益”目标，即益智、益心、
益体。具体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传统体育

项目的再开发，如少儿趣味田径、花式跳绳、少

儿乒乓球、气排球等传统项目，改变器材及规则;

二是引入新兴体育项目，如轮滑、软式飞盘、软

式棒垒球、排舞、国际象棋等，引入技能难度较

低的新兴体育项目; 三是依据教学需求开发，如

素质拓展、少儿游戏等课程，开发和设计空间较

大，可依据实际需求自行开发。
［本文系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学校儿童运动

与健康管理模型构建” ( 项目编号: 17SKG2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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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管理、统一考评。二是加大对民办学校各类

安全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力度，将安全人员培训参

与和考核情况，纳入对学校的整体考核中。三是

加大对民办学校安全工作专项督查的力度，实现

民办学校安全问题早预警、早整改，确保民办学

校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规范、有序、稳定发展。
此外，要继续强化安全意识培养。相对而言，

中学生安全意识在安全素养各维度中处于较高水

平，且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他人意识水平比较均

衡。然而，正 如 乌 尔 里 希·贝 克 ( Ulrich Beck )

等社会学家所言，现代社会的 “风险性”极大增

加，学生在未来社会面临的安全风险势必会更加

繁杂。因此，还需立足学生终身发展需求，将珍

爱生命、规避危险等安全意识内化到中学生的观

念和行为中，做到未雨绸缪、警钟长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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