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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案例教学法在管理类课程中获得广泛使用。《飞行中人的因素》是飞行技术专业一门偏应用性的课程,本文重点从几

个方面提出了案例教学法在《飞行中人的因素》中具体应用的一些要点,从而改进案例教学法在该课程中的实施效果。 

[关键词] 案例教学；飞行中人的因素；应用性课程；安全理论 

 

《飞行中人的因素》是飞行技术专业一门核心的应用性

课程,课程由多学科知识所组成,是人的因素科学在民用航

空中的具体运用,课程的 终目的是有助于提高飞行安全和

效益。通过本课程的教学应能使得飞行员更好地从系统安全

的角度理解航空系统中人的行为以及航空系统中各要素、各

界面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转换飞行员思维方式,增强飞行

员安全意识、提高飞行中人的安全性的作用[1]。课程涉及的

内容既包括航空心理学和航空生理学方面具体应用性知识,

也涉及安全方面的理论知识,课程内容本身难度不大,易于

理解,因此在授课过程中更需要把简单内容进行相应拓展,

才能达到不仅能听懂课程,而且能留下鲜活的印象,学完不

容易忘,并能在实践中主动应用的效果。结合课程特点采用

案例式教学方法,使课程的讲授内容与实际案例之间发生紧

密的结合,在课程知识学习过程中通过案例加深学习者的

感性体验并激发学生对所学内容的应用意识,使得不仅掌

握课程知识,而且具备所学理论知识能应用于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法是由哈佛商学院首创的管理教学方法,是管

理理论与经验的有效融合,它利用角色扮演法,让学生们设

身处地思考管理问题[2]。《飞行中人的因素》课程与飞行安

全紧密相关,强调应用性,而对于尚无实际飞行经历的学生

来说,通过案例教学可以让学生通过飞行事故或事件案例获

得飞行安全相关的间接经验,培养安全意识和系统安全观,

提升飞行中的实用安全技能。 

案例教学法的优点在于实践性强,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但是案例教学法在应用过程中通常也存在一些常见局限：案

例的选取简单直白,给学生留有的思考空间不够；课堂的组

织中案例分析和讨论时间较短,学生主动性发挥不足；案例

的总结欠缺理论深度和高度；案例设计不合理,学生参与意

愿不强,对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有限等[3-5]。针对

上述问题,在案例教学方法应用于本课程的过程中,重点考

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案例教学方法的效果： 

1 结合案例建立飞行安全理论框架 

飞行中人的因素中的系统安全相关理论及模型包括

SHELL 模型,事故链理论,Reason 模型,课程 初首先介绍了

各类理论模型的基本思想,然后选取 2000 年发生在台北中

正国际机场的新加坡航空 006 号班机事故案例,该事故中飞

行机组误闯因施工维修而暂停开放的 05 右跑道而导致飞机

起飞时翻覆断裂,综合采用各种理论模型对这起事故进行分

析,在分析的多维角度和分析的层次深度方面对多个理论模

型进行了整合,形成立体的飞行安全事故理论分析框架,分

析的角度方面基于 SHELL 模型的思想,涵盖了飞行员与软

件、硬件、环境以及其他人员四个界面的匹配情况以及对飞

行员自身身心状态、注意力特点等一共五个维度的分析,分

析的层次深度方面基于事故链理论和 Reason 模型等现代系

统安全分析理论的思想,既包括对事故中直接原因,即飞行

员自身错误行为的分析,也包括对错误行为导因、一线管理、

决策层管理等潜在层面事故原因的分析,同时也基于错误及

事故防范的角度分析了防错屏障层面的缺陷。在课程的 初

通过这一起典型飞行事故实例的分析,将多种安全理论进行

综合应用,从而建立起学生较为全面系统的飞行安全的整体

理论框架。 

2 所选取的案例真实并且是与理论内容紧密相关的典

型性材料 

选择真实飞行事故案例有助于加深学习印象,引起反

思。对飞行中人的因素中各章节内容都选取与课程内容紧密

相关并能找到较为丰富的事故描述资料的飞行事故案例作

为分析材料：在介绍飞行高度对飞行员的影响时选取了1984

年日本史上 惨痛空难-导致 520 人遇难的日本航空 123 号

航班事故,该事故中客机起飞不久后客舱爆炸,而缺氧影响

了飞行员的判断力和反应能力,机长多次未对同事请求和塔

台呼叫做出反应,操作上也没有选择下降至可呼吸状态；介

绍飞行中的视觉问题时选取了典型的两起因视觉问题而导

致飞机空中相撞的事故,且两起事故之间具有一定相似性,

包括 1978 年美国林德伯格机场附近发生的波音 727 与一架

小型飞机空中相撞事故,以及 1986 年洛杉矶机场附近 DC-9

飞机与一架小型教练机相撞的事故；介绍疲劳对飞行的影响

时选取了1997年韩国航空801航班典型事故,事故发生时关

岛空域下大雨,能见度低,飞行员则存在疲劳驾驶；介绍飞行

应激与应激管理时选取了多起飞行员在遇到突发情况时成

功处置飞行事件的案例,包括 1988 年 4 月 28 日美国阿洛哈

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200 客机在飞往檀香山国际机场途



教育研究 
第 2 卷◆第 4 期◆版本 1.0◆2019 年 4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86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1 

Education research 

中发生爆裂性失压的事故,1999 年 10 月 19 日海南航空公司

由海口至三亚航线飞机机头突然剧烈上仰的事件,2009 年 1

月 15 日全美航空公司航班起飞约 5 分钟后出现引擎故障,

飞机 终成功迫降在纽约哈德森河的奇迹事件。通过选取多

起与课程章节内容相关的典型事故以及比较具有相似性的

事故达到加深学生印象的效果。 

3 案例问题设计应能激发学生思考 

好的问题设计应能使学生易于进入案例中的情境,激发

学生产生情境代入感,思考自身在当时的情境下会如何进行

决策。在分析 1977 年飞行中人的因素发展史上标志性航空

事故-特纳里夫岛空难时,提出的问题包括：为何会发生两机

在地面相撞事故？技术水平高超的飞行员在这起事故中存

在什么样的问题？飞行员及其他人员当时可能的心理状态

是怎样的？空管员和飞行员是否都应该对事故承担一部分

责任？从哪些方面采取措施能避免这起事故的发生？这一

系列问题使得学生能将自己换位思考到当时的事故情境中,

深刻体会当时的情境以及自身可能做出的决策,虽然这种体

验还比不上实际亲身经历,但就课堂授课这种形式而言也能

起到比较好的引发自主思考的作用,同时有些问题设计时采

用了可能引发争论的问题,从而激起学生的参与兴趣。 

4 案例分析目标重在知识框架的搭建和应用 

每起事故的分析都是首先通过事故的视频、图片、文字

介绍等了解事故的概况,然后进行事故分析,分析的过程中

避免只从片面的角度进行分析,而是基于课程 开始时就已

经建立的飞行安全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对事故进行全面分析,

稍加强调与所授章节相关的内容,同时让学生意识到任何事

故都不是单一原因所造成的,并能主动应用理论模型作为思

维框架进行案例分析,学生自己分析完成后可以进行相互讨

论,并介绍事故调查专家对事故调查结果的分析,通过比较

找到信息利用不全、知识不足或思维欠缺而导致分析不全面

的地方,并总结事故中的经验教训,从而达到既使学生具备

飞行中具体的保障安全所需的人因方面的技术和知识框架

体系,也培养学生具备基于安全理论知识框架全面分析飞行

事故的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理论结合实践的水平。 

5 学生自主选择案例并进行分析 

除老师所选择的案例之外,在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了飞行

安全理论框架和进行过课上集体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安排学

生分组进行讨论式案例分析,通过网上查阅搜集相关资料、

进行视频剪辑和幻灯制作、课堂案例讨论等一系列的过程,

每个小组完成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学生在选择案例、案例

材料制作以及案例讨论讲解的过程中充分激活了思维,加深

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和记忆,并提高自身对理论知识的应用能

力。相比较传统教学法,实例教学法的特点主要在于示范/

展示,小组讨论,实作演练,转教别人/立即应用,通过学生自

主选择飞行事故案例并进行分析的方式,将案例教学方法与

讨论教学方法相结合,不再单纯依赖老师教学和被动接收式

学习,更多发动学生自主学习,给学生更多主动式思考机会。 

综上所述,结合《飞行中人的因素》课程的特点,注意

从多方面发挥案例教学法的优势应用于本课程的教学中,

从而达到提升教学质量和优化教学效果的目的,不仅使得

学生掌握本课程相关知识,而且帮助学生获得人的因素相

关技能,牢固树立安全意识,培养科学的系统安全观和系统

安全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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