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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最后几十分钟，外滩海关钟声敲响前的一
刻，一场惨剧将时间定格：陈毅广场台阶上的人墙轰然
“倒塌”，%&条年轻生命就此陨落，其中不少人是在校大
学生。就在当天下午，上海几十所高校数以千计的大学
生走出校门，向外滩集中，他们原本是要去参加一场跨
年的嘉年华，没想到，对部分同学而言，这次旅途成了人
生终点。
近年来，节假日期间大学生旅游安全事件频发，引

发社会关注。!""!年 '月，北京大学山鹰社 (名学生攀
登西藏希夏邦玛西峰时，遭遇雪崩身亡；!")"年 )!月，
复旦大学学生在黄山走入非旅游路线遇险，一名民警在
救人时牺牲；!")!年 $月，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政法大
学数十名学生自发出游，在太湖游船时发生意外，导致
$死 $伤……每次，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即逝时，
总有人呼吁，大学应当吸取血的教训，强化安全教育。可
是，悲剧却并未戛然而止。

有逃生演习 无整体概念
来自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排摸信息表明，当晚，全

校 )*'万名学生中，%"(人从松江来到外滩迎接新年。小
范就是其中一员，她回忆，晚上六点多钟，外滩已人山人
海，“但当时并没感觉到危险，还觉得人越多越好，气氛
越热烈。”小范说，自己在高中时曾参加过逃生演习，不
过，那都是面对火灾和地震的，也在电视新闻上听到过
踩踏事件，“可事不关己，关于踩踏事件如何发生，并没
有概念。更不知道，人流已经多到接近危急时刻。”

小范同学坦言，从高中到大学，没有接受过系统的
安全教育。每次总是社会上发生什么重大事故后，学校
会强调一下安全。比如有地震了，讲一下逃生知识，有火
灾了，讲一下防火安全，没有形成一个安全的整体概念。
到了节假日，班主任和辅导员老师会多提一句“要注意
安全”。她说：“当灾难降临时，很多同学都猝不及防，手
足无措。”

近几年的多起大学生旅游安全事件也体现相同特
点，即有些大学生曾接受过安全教育，心里也明白“安全
第一”的道理，却由于缺乏系统规范的教育，事到临头，
往往将安全意识扔到一边。!")"年，复旦多名学生赴黄
山探险，组织者就自以为户外探险经验丰富，选择险路，
酿成大祸；!")!年，交大学生在太湖登上快艇时，没穿
救生衣，耽搁了对溺水者的救援时机，给搜救工作增加
了难度。

重书本知识 轻技能培养
“很多常识，都是安全教育中必然会学到的。比如，

遇到大客流时应避让，坐飞机时要戴安全带，漂流时要
穿救生衣。然而就是这些细节，往往被年轻大学生所忽
视。”复旦大学公共安全专家藤五晓教授认为，尽管早在
)++&年，国家就将每年 %月最后一周的星期一，定为全
国中小学生“安全教育日”，但实际上，中小学生的安全
教育远远不够，到了大学，更缺乏统一的安全教育课程。

藤五晓说，我国至今没有一套系统的、科学的、从小

学到大学的安全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平常有交通、消防
等方面的安全教育，但多半是零散的。而侧重书本知识，
忽视技能培养亦是安全教育效果不尽如人意的重要原
因。藤五晓说，反观日本，安全教育不仅已成体系，而且
分门别类，非常专业。“地震防范自不用说，仅以交通安
全为例，一旦学生超过 )%岁，就会请来交警上课，交通
安全条例从此就印在孩子脑中，可能终生难忘。”相比之
下，我国的安全教育师资专业性有待加强，课程形式及
内容也有待深化。

喜欢自由行 不愿受约束
多项调查显示，我国大学生出游时的安全意识不

强。山东一所高校调查学生“清明春游安全意识”，结果
显示，绝大多数学生安全意识薄弱。例如，“外出旅游时
会携带常用和应急药品吗”一栏，'&,的同学选择“不
会”；“到旅游地点后会主动了解其突发事故处理部门电
话吗”一栏，+!,的人选择“不会”。重庆某高校一项调查
显示，'(,的受访学生走出校门旅游时，“没想到会发生
危险。”而大学生在线的调查则显示，六成以上的大学生
外出时喜欢选择自由行，不愿受到过多约束。
“许多大学生远离家人，相对自由的独立生活为其

参与跨年、旅游、探险等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学生处一名教师说，过去人们出游机会少，
经验也少，比较小心。如今大家出游机会多了，经验丰富
了，胆子也大了。特别是一些 +-后大学生，追求刺激和
挑战，经常通过网上、俱乐部等方式组成临时团队，前往
一些未知地带。至于跨年的集中欢庆，也是他们喜欢参
与的活动。但是，年轻人血气方刚，重冒险、轻安全，一旦
缺少安全知识和逃生技能，容易诱发乐极生悲的事件。

转教育方式 增安全意识
在采访中，多名高校负责人均指出，高校目前面临

的当务之急是，要转变安全教育方式。“虽然每个学期学
校都会提醒学生注意安全，到节假日之前，安全问题更
是重中之重，但从实际收效来看，这种例行公事式的安
全教育，显然很难引起学生们的注意。”华东理工大学一
名老师认为，学校安全教育方式不当，是导致大学生安
全意识不强的主要原因。“很多学生压根就想不到安全
问题，或者不知道该从哪些方面来提高警惕。”
“我感觉大学里就没有像样的安全教育，只是在大

一入学时提醒一下，每次都是在事故发生后，学校才会
叮嘱学生注意安全。”藤五晓教授认为，“学生对大自然
的好奇心和对迎接新年的渴望，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大
学生长期在学校生活，缺乏户外生存能力，学校只有提
供系统的安全教育，才能引起学生对安全问题的足够重
视。”
藤五晓希望：“如果我们每个学生走出校门时，都有

一份自觉的安全意识；如果我们每个学生遇见超大人流
时，马上能感觉到危险，主动避让。或许，外滩悲剧就不
会上演。”他呼吁，学校的安全教育体系应当马上启动，
而不应总是纸上谈兵。 张炯强

尴尬!

性价比不高 难纳入学分
“想成立一个灾难教育学习小组，

有兴趣的举个手。”听闻校友在外滩踩
踏事件中不幸伤亡，华东政法大学行
政管理专业大二学生杨济威心情沉
重。他昨日在微信朋友圈发出号召，想
成立一个小组，先自觉补上应急管理
和安全教育的知识，再向更大范围宣
传普及。“隐患离我们太近了———校园
用电、火灾、踩踏、交通等等，但是我们
的安全意识偏偏这么低，以为安全问
题离我们很远。”踩踏事件给杨济威带
来很大震动，他反思认为，同学们对安
全问题并不重视，许多知识并不掌握。

别说遇到灾害事件的极端情况，
就是平日擦伤、骨折等小意外，有效自
救和互助也很少，多数学生的安全意
识十分淡薄，救援技能微乎其微。一个
大四学生回忆，大学四年几乎没接触
过“正式”的安全教育。上过一节安全
教育课，在操场“围观”急救包扎，但自
己没动手。

这里提到的“安全教育课”是沪上
各高校的一个“规定动作”。!--'年，
上海市编写了《大学生安全教育大
纲》，对本市高校开展大学生安全教育
的目标、基本内容、课程设置、教学模
式、考核评价和教学管理等做了统一
的明确规定，要求各高校将大学生安
全教育纳入学校教学计划，并建立专
职和兼职相结合的安全教育师资队
伍。!-)-年，上海市教委出版《上海市
大学生安全教育读本》，涉及防盗、防
火、防事故等多方面，成为安全教育教
材。这些在全国都走在前列。

然而，安全教育在大学教育中却
处于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安全教育需要定期与不定期结合，
周期长，效果隐性，沪上一所高校从事
安全工作的教师用“性价比不高”来形
容这项工作的无奈。《大纲》提到，各校
可根据自身实际情况，结合本校学生培
养目标设计安全教育课程体系，结果具
体实施五花八门。另一方面，“安全教育
应该在中小学就完成”的观点也阻碍了
高校安全教育课程化和学分化。有高校
曾尝试将安全教育课程纳入学分，却没
有通过由教授掌舵的教学委员会，理由
是“小学就该掌握的内容，大学竟要用
学分完成，岂非笑话？”

教授们的观点不无道理，安全教
育的确应该从小抓起。在欧美校园，室
内均有逃生路线指示图，人员密集的
公共场合逃生门采用特殊防拥挤门
锁，小学阶段就会参加与消防救护等
部门的社区联谊，学习基本安全知识
和自救互救技能。尽管国内安全教育
正逐渐受到重视，但多数大学生直到
毕业也依然处于安全教育严重缺失的
状态，急需补课。

定位!

校园安全员 社区救援队
官方教育收效甚微，一些学生组

织或社团开始尝试通过朋辈教育、兴
趣导向等方式在校内外进行安全教
育。从 !-)!年起，上海交通大学红十
字会学生分会在校方支持下在军训中

培训现场急救技能、火灾演练等，目前
在 %届学生中普及率达 )--!。组织负
责人、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大三学生
赵恺介绍，培训内容包括心肺复苏、包
扎固定等内容，针对火灾水灾、交通事
故、大型活动突发等情景演练。还通过
交大后勤保障处创设的服务微信“交
大生活”向学生们推送急救常识等内
容。此外，交大校医院院长刘金生开设
的《急救与自救》选修课在学生中人气
很高，百名学生的计划人数总是全部
选满；同济大学通过大学生安全朋辈
课堂普及安全知识，鼓励学生互助、关
爱；一些户外社团也会提供野外生存
技能等培训。

两年前，余姚发生水灾，上海政法
学院教师沈吉利心忧家乡，组织志愿
者募集物资返乡救灾。此前，沈吉利从
未接触过防灾减灾，亲历水灾救援后，
她深刻感受到防灾减灾知识和应急救
援技能的重要。后来，沈吉利成为余姚
救援队队长，队伍纳入了长三角救援
体系，她通过学习、培训和实战成为一
名专业救援队员。高校安全事件频发，
学生普遍缺乏安全意识和技能，促使
她萌发了组建社团的想法，希望通过
普及和培训让大学生掌握自救、互救
技能，培养减灾防灾意识。去年 )-月，
上政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社成立，成为
长三角地区唯一应急救援领域的专业
高校社团。尽管不是招新的季节，社团
仍然吸引了 (-名学生的参与。

在沈吉利的努力下，社团已邀请
消防队员、专科医生、救援队队长等专
家培训相关知识和技能。“社会上有民
间救援队，但校园安全教育欠缺，能提
供培训的专业人才非常少，”她介绍
说，“我们对大学生的定位是校园安全
员和社区救援队。培训内容除了学习
理论，还会通过大量实践手把手教救
援技能。其实许多技能是一个个简单
的动作，并不难掌握。”

目标!

追求专业性 辐射中小学
上政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社成员王

楠，平时只要看到安全事件的消息，就
去查询相关预防知识。经过一段时间
培训后，她学会了包扎、用灭火器、打
逃生绳结。“我知道了火灾逃生应该怎
么做，用湿毛巾捂口鼻，然后匍匐前
进。我把这些知识告诉亲友，希望能帮
到更多人。”

安全教育的专业性十分必要，如
果一知半解，可能反而对救援带来负
面效果。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沈吉利
立刻整理材料，制作了关于踩踏预防、
自救和互助的普及内容，召集学生展
开培训。尽管成立不久，救援社已经成
为上政的热门社团。沈吉利计划与沪
上高校结成联盟，让更多大学生加入
应急救援的专业培训。“教育和培训的
目的，是让学生们学会互助，发挥团队
的力量。”

沈吉利多次强调“专业”，分别邀
请骨科、外科和内科医生来培训医疗
急救。她对社团的定位是不仅培训“安
全员”，更要形成包括校园特点和灾害
特点结合的安全体系（预案）。这支队
伍在关键时刻能直接发挥救援队的作

用。“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能到灾区救
援，而是在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让学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更专
业的身份在校内或社区发挥作用。”根
据培训目标，社团一般志愿者也能掌
握院前急救、手台通讯使用、./0 寻
人、帮助疏散、扑救火灾、安全绳索逃
生等基本技能。

不过，安全教育并不是大多数社
团或组织唯一的活动内容。涉及安全
技能的专业培训，受到资源限制而不
够全面，实践也很有限。像上政防灾减
灾应急救援社这样的专业培训，能覆
盖到的学生仍是少数。不过，社团成立
!个月就能成为学校热门社团，为沈
吉利带来信心。她计划今年推广结成
大学生防减灾应急救援联盟。“希望安
全知识的普及教育不仅会在高校进
行，还会通过大学生群体纵向延伸到

中小学，让学长学姐来影响孩子们。”

思考!

莫到出事时 才觉技能少
杨济威觉得，安全问题其实离每

个人都很近。“好像总是要等到出事以
后，大家才开始关注安全问题，平时就
算拿到相关宣传资料也不会在意。”一
个学生感慨道，“如果是必修课，要拿
学分，可能大家才会有动力。”

高校辅导员也是安全教育的主力
军，但是他们却常常感到“被动”。理论
上，入校时，一些高校要求学生签署安
全承诺书，出行时应该告知辅导员，由
辅导员给出安全提醒，包括出行安全
线路规划、保险购买等。但实际上，已
经成年的大学生大都习惯于自由支配
生活，鲜有主动告知去向的学生。

真正掌握救援技能的大学生，在

大学校园里为数不多，即便是这些少
数群体，在偶遇突发事件时，也未必能
够充分施展自己的技能，所以许多同
学认为“学了也没用”。赵恺曾偶遇一
个司机晕厥，尽管已经参加过多次急
救比赛，但要在真人身上按压也多少
令他有些发怵。“后来正好有一个医生
经过，我就协助他做了一些抢救辅
助。”即便如此，赵恺仍然认为，安全教
育是必要的，“天灾人祸并不会天天发
生，但小到同学打球骨折倒地，或是偶
遇走丢的孩童和老人，都需要具有安
全教育的基础，来给出更专业、冷静和
有效的应对。”

大学校园里的安全教育如何“入
心”，大学生何时才能补上合格的安全
教育课，在普及数量和提高专业度之
间，如何探寻到适合的边界，这些仍然
需要思考。

安全教育究竟 离大学生多远!

易蓉 !上海交通大学"

! ! ! !学生旅游安全事件频发! 高校普遍缺乏
安全教育!公共安全专家藤五晓呼吁"""

尽快落到实处 别再纸上谈兵

! ! ! !那年，我们几个大一的学生，从静安寺一路走到外
滩，寒风中等待新年倒计时。三……二……一！现场一片
欢腾，人们互相祝福拥抱，世界如此美好。

接着是大撤离。小伙伴各自随人流散去，像退潮时
的小鱼。为了争夺一辆出租车，刚才还热情拥抱的人们
开始推搡、辱骂、打架。我只得一路走回家，无数载客的
出租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一张张疲惫的脸。

从此不喜欢往热闹的地方去。人山人海，人潮涌动，
身不由己，让我恐惧。
逝者和伤者，大多是年轻人吧。唯有青春无畏，才会

在天寒地冻的夜晚外出狂欢。
压力山大的白领，身在异乡的学生，难得相聚的情

侣，或追求刺激或排遣孤独，抱团取暖，不过是为了让生
命记住这一刻。
外滩有多热闹，这座城市就有多孤独。
这一刻定格 %& 条生命。年轻的血在夜晚冷却，

!-#$是他们跨不过的年。
有太多的震惊和反省。原来乐极亦生悲，原来死生

一线间。
愿这黑暗的一夜教会我们珍惜。

乐极亦生悲 生死一线间
路明 !华东理工大学"

! 学校偶尔会安排安全演习#但还缺乏完整的安全教育体系

节假日外出旅游，你会和小伙伴事先买好保险
吗？你会关注旅行线路的安全性吗？到达人流密集的
公共场所，你会观察安全出口的位置，提前了解逃生
路线吗？天灾不会天天发生，人祸不会人人遇到，所
以安全知识和急救逃生技能无需掌握？
外滩踩踏事件伤亡名单上的花季少年，距离你

我并不遥远。多起安全事件带来沉重阴影，惋惜、追
忆和问责的同时，我们不禁反思，安全教育究竟距离
大学生有多远？

! 上海交大在军训时开展现场急救培训

! 外滩踩踏事件发生后#沈吉利立刻整理材料#召集学生展开安全培训

! 安全教育在许多中小学课堂里还流于表面

! 鲜花寄托哀思#也提醒人们吸取血的教训#加强安全意识 孙中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