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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安全课程案例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陈东锋，芦建辉，刘 辉 
(空军航空大学，吉林 长春 130022) 

[摘 要] 由于飞行安全课程的特点和需要，案例教学因其独有的优势而备受重视。科学认定了飞行安 

全课程对案例教学法的需求，讨论了教学实践中应重点把握明确教学目的、精编匹配性案例、注重启发学员和 

改善教学组织四个关键问题，对后续飞行安全课程案例教学的完善给出了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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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I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Case M ethod 

to the Courses About Flight Safety 

CHEN Dong—feng，LU Jian—hui，LIU Hui 

(Aviation University ofAir Force，Changchun 130022，China) 

Abstract：Becaus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demands of the courses on flight safety，case method becomes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and prevalent．Firstly，an alyzed is the adaptability of case method for the courses of flight safety；secondly， 

the following problems are discussed：making the purpose of case method defeinite，designing and selecting suitable case， 

emphasizing the elicitation and adjusting the teaching structure；finally，three suggestions arc given for the way of cas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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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教学最早源于法学界，因其在美国哈佛大学商学 

院的成功应用而闻名于世，并逐渐被教育界广泛推崇。20 

世纪80年代后，案例教学陆续进入我国法学、医学、经济 

学和管理学等领域 ，并 日益受到广泛重视。飞行安全类课 

程是我校飞行学员必修的核心课程，为提高教学效果，培 

养飞行人员分析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提升飞 

行学员的安全素养，本文对飞行安全课程的案例教学问题 

进行了探讨。 

一

、 飞行安全课程对案例教学法的需求 

教学的发展历史和实践经验表明，教学有法，法无定 

法，法贵在活。案例教学法并不是 “万能”教学法 ，它有 

自身特定的适用范围和对象。飞行安全课程的教学理论与 

实践表明，只有合理运用案例教学法，该类课程才能取得 

较好的教学效果。 

(一)教学目标的需要 

飞行安全类课程的教学 目标重在提高飞行人员的安全 

素养尤其是面对飞行特殊情况的处置能力，以及在部队机 

组资源管理、飞行作业风险管理等安全管理活动方面的实 

际应用能力。教学实践表明，单纯运用课堂讲授法无法提 

高教学对象面对实际问题 的分析与处理能力 ，而案例教学 

可以围绕飞行领域经常出现的问题，提供与此相关的典型 

情况。学员通过研讨，可在分析典型飞行问题中深化安全 

知识的理解，从而促进安全素养的生成和提高。 

(二)课程性质与发展现状的需要 
一 方面，飞行安全类课程兼具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 

属性，尤其飞行安全管理相关内容的教学效果与管理对象 

的特质密切相关，比如性格、知识、直觉、价值观、偏好 ， 

特别是经验等；另一方面 ，安全学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正 

在不断发展中，许多安全理论、管理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完 

善。在此情况下，案例教学提供的丰富、完整的现实场景 

既可以满足课程综合属性的需要，又能在研讨、互动中使 

师生相互启发，生成新的知识，并促进安全学科的快速发 

展 。 

(三)教学对象的需要 

我校飞行安全类课程主要针对本科学历和任职教育两 

类学员，对于本科学历阶段的飞行学员来说，飞行安全类 

课程一般安排在学员掌握系统的航理知识以后 ，对任职学 

员来说，他们都有较长时间的安全管理工作经验、甚至是 

飞行经验。因此，他们能够较好地融人到飞行案例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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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也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进行研讨交流。但是两类人员 

关于飞行安全基本理论的认识缺乏从经验到理论的升华， 

对于安全管理的理念与方法缺乏灵活的把握和运用，这些 

知识和能力正需要通过案例教学加以强化和提高。 

二、案例教学在飞行安全课程中的实施 

在教学实践 中，笔者将案例教学引入飞行安全领域， 

发现存在如下难点：一是教学重点不易控制；二是案例质 

量不高、匹配度不够；三是启发式教学难度大；四是教学 

组织的匹配性不够。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应围绕上述问题 

下功夫。 

(一)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设计的重点 

“假如你不知道要到哪里去，那么走哪条路都达不到目 

的地。”教员针对每堂课都要有明确的教学目标，然后才能 

切实做好可行的课堂设计，这取决于授课教员对案例教学 

不同使用情况、各个教学环节的深刻理解。例如，要使学 

员透彻地理解飞行安全基本理论，就得设计全面、详尽的 

事故案例，引导学员从事故链的各个环节、SHEL模型的各 

个界面或者 REASON模型的各个层次去深入分析；要使学 

员掌握保证飞行安全的具体方法，就得引入某个单位或某 

次行动中的具体做法，引导学员关注方法 的具体步骤、相 

关实施要求和取得的效果，从而使学员把握方法的重点； 

要使学员树立科学的安全理念，就得设计不同历史时期、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内外、军内外相关案例，引导学员在 

对比分析中自发地得出安全理念的精髓。总之，不管是培 

养学员掌握一种方法 ，熟悉一个思维过程 ，还是提高综合 

分析能力，教员的教学目标越具体、意图越明确，案例教 

学越能增强针对性并具有启发意义。 

(二)案例选择要满足实践性、典型性和针对性 

第一，飞行学员的安全素养是和飞行实践紧密联系在 
一 起的，作为飞行 “人 一机 一环 一管”复杂系统中最具活 

力的要素，飞行学员是未来驾驭飞机平 台的主宰，因此， 

飞行安全案例要突出飞行中人的活动，包括杆舵是如何操 

纵的、设备是如何使用的、机组是如何协同的，这既是课 

堂上学员关注的重点，也是启发学员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保证飞行安全的关键。第二，事故案例中的机型、课 目、 

飞行人员的处置方法、管理人员的安全措施要富有典型性 

和代表性，否则学员无法通过分析得出普适性的规律，甚 

至会得出以偏概全的结论。第三，不同的飞行事故具有各 

自的主要、次要和间接原因，不同的特情处置方法也有各 

自的重点和关键，因此，设计案例要考虑本堂课的教学重 

点 ，案例分析要增强针对性。 

(三J课堂组织注重在分析、讨论中对学员进行启发 

在本科学历阶段 ，飞行学员对飞行实践活动缺乏深人 

的理解，这就要求教员要调动学员课前准备的积极性，使 

他们事先查阅相关资料，避免课堂讨论出现冷场现象。在 

分析案例过程中，教员要注意观察和了解学员的反应和表 

现，及时启发学员以飞行安全基础课程知识为切入点进行 

思考，尽快聚焦到核心问题上。实践表明，只要事先引导 

学员树立自主学习的理念，克服长期以来被动获取知识的 

学习方法，主动把握案例教学的流程，就能达到培养学员 

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的目的。此外，分组讨论的方法可以 

活跃整个课堂的气氛，并具有相互启发的效果。 

三、完善飞行安全课程案例教学的几点思考 

(一)建设高质量的案例库 

在引入案例教学的观点中，案例库的建设是基础也是 

关键已得到共识。由于飞行安全课程本身涵盖的内容较多， 

飞行活动涉及因素复杂，飞行事故的危害对飞行学员的心 

理冲击较大，因此 ，在案例库的建设过程中，要注意如下 

几个问题：～是案例具有合适的复杂度。案例过于复杂， 

则学员短时间难以接受 ；案例过于简单，则无法提供足够 

的研讨与思维空间。二是案例库要涵盖不同的事故类型、 

气象条件、训练阶段和机型等影响飞行安全的各个 因素。 

三是设计一定比例的特殊情况成功处置案例。飞行安全学 

的研究对象是飞行活动的负效应，即飞行事故，这是由学 

科属性决定的。但考虑到学员的心理接受能力、对飞行活 

动认识的局限性，有必要设计一定比例的成功处置案例， 

这样既能增强学员热爱飞行的信心，又能加深他们对飞行 

活动的全面理解。 

(二)重视相关教学条件建设 

案例教学已在飞行安全课程中取得了成功应用，但教 

学过程中也发现，案例形式过于单一、案例环节缺乏互动 

制约了教学效果的提高。因此，在后续的实验室、电教教 

材等相关教学条件建设方面，要加强如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 方面，要通过视频再现、模拟器训练等方式丰富案例的 

表现形式，以提高案例贴近飞行实际的效果；另一方面， 

在开发案例的过程中，要注重互动环节设计，通过学员选 

择不同的处置方法而得到不同的事故结果，使学员在认知 

安全规律的基础上养成安全行为习惯，提高安全操作技能。 

(三)提高教员综合教学能力 

飞行安全的案例教学无疑能够建立安全理论知识与飞 

行实际的联系，并在研讨启发 中提高学员的安全素养以及 

创新能力。但该方法对教员的综合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 
一 是要具有涵盖人、机 、环、管等领域的复合知识结构， 

这是由飞行事故发生机理的复杂性决定的；二是要加强案 

例教学法 自身的研究。案例教学的各个环节控制灵活 ，教 

员应根据学生的实际，根据教学 内容的需要，根据 自己的 

特长及优势，灵活、恰当地创新教学方法的形式和掌控， 

注重案例教学与传统教学方法的有机结合，以求达到最好 

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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