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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斌珺 1,2  高清依 1  祝平鑫 1  彭勇 1  邹印 1  罗嘉聪 1 

(1.赣南科技学院  江西赣州  341000；2.矿山地质灾害预防控制与生态修复重点实验室  江西赣州  
341000) 

摘要：矿石学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学科基础必修课程，可为后续的专业教学及学生毕业后的工作提供加工原料的总体说明和

知识储备。本文根据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特点和企业对学生解决工程设计、工程创新能力的要求，以满足社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

需求的工程人才培养为教育理念，进行了《矿石学》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采取教师授课、学生小组讨论、PPT 汇报和实践

相结合的教学方式，让学生由被动听课转化为主动学习，鼓励学生参与到课程教学的各个环节当中，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教

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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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矿物加工的中心任务是根据矿石中各矿物间的物理和化学性

质等方面的差异，采用不同方法使有用矿物和脉石矿物分离，除去

有害杂质并使有用共生矿物分离成单独产品。对矿石的正确认识和

理解是从事矿物加工工程研究必须首先解决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而

矿石学是研究矿石矿物成分、内部结构、外表形态、物理性质、成

因产状、分类和鉴定及其相互关系，探讨矿物形成的时间和空间分

布的规律、变化历史及其实际用途的课程。通过对其的学习，可使

学生掌握矿物、矿石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法，并培养学生通过对矿

物、矿石工艺性质等的研究来解决矿物加工工程中实际遇到的工程

问题，为进一步学习后续《重力选矿技术》、《磁电选矿技术》、

《泡沫浮选技术》、《矿石可选性研究》等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

础。 

二、矿石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矿石学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基础课程，主要讲述内容包括矿

石的矿物组成、矿石的结构构造、矿物共生关系及生成顺序、矿化

的时空变化规律、矿石的化学组成及技术加工性能、矿石的成因和

形成机制，可为深入理解成矿作用和矿床成因提供理论依据，同时

也能为矿产勘查、矿石选冶、伴生有用元素的综合利用等提供有用

信息。矿物加工只有根据矿石学的研究结果，才能选择最有效的选

矿方法，确定最佳的磨矿细度及合理的工艺流程，并尽可能地综合

利用全部有用组分。然而传统的授课模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实验观

察为辅，使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上存在许多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后续课程的学习及毕业论文的实验过

程当中，例如，在《矿石可选性研究》课程中，实验是根据矿石性

质研究结果来确定具体实施方案的，很多学生却不知道实验方案的

确立原则是什么；又例如，学生在做毕业论文时，需要研究矿石性

质，很多学生连矿石性质的具体包含内容都不清楚，离开老师的具

体指导让许多学生在单独面对实验题时出现了不知所措和无从下

手的情况，这些需要学生掌握的知识都属于《矿石学》课程的范畴。

不仅如此，在新工科背景下，许多企业对高校人才培养在工程设计、

工程创新能力等方面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赣南科技学院矿物加

工工程专业以《矿石学》课程为例，针对专业特点进行了教学改革

探索。 

三、矿石学课程教学改革探索 

(一)教材的选取 

教材、教师和学生是课堂活动正常开展的三种基本元素。不管

是哪一门课程想要开展，教材的选取永远是第一位的。由于涉及到

矿石学内容的教材有多个版本，所以必须从专业的角度出发，结合

教材内容及后续课程设置的特点来选取教材。在教学改革之前，一

直以陈国山、包丽娜和刘树新等主编的《矿石学基础》为教材，该

书共分 6 章，主要讲述了矿物的性质、成因、鉴定及选别等方面的

知识，基本不涉及矿物的内部结构及形态-晶体学方面的知识。通

过教学团队的多次讨论，为了让学生“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

决定将教材修改为由赵珊茸主编的《结晶学及矿物学(第三版)》。

该教材分上下两篇，共二十五章内容，含结晶学和矿物学两个部分。

结晶学以晶体对称-晶体定向-单形与聚形为线索，介绍了晶体宏观

对称、群论基础、晶体结构微观对称理论、晶体生长、晶体规则连

生及晶体化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矿物学部分不仅介绍了矿物的成

分、形态、物理性质及矿物成因等基础知识，而且还对各大类、类、

族、种等不同晶体化学分类级别的矿物进行了归纳、对比，并阐述

了各大类、类、族矿物的晶体化学原理的基础知识。该教材的知识

系统且全面，符合矿石学课程核心基础的定位。 

(二)教学方式的改革 

过去，矿石学的教学模式通常以教师借助多媒体讲解的方式进

行，课程的具体开展以教师的“教”为主，基本忽略了学生究竟“学”

的如何这一考量，教学效果的检验只以考试成绩来论，导致很多学

生的学习只是为了应付考试，往往呈现出一种“不求甚解”的状态，

所学知识印象不深，很快就忘，教学效果很不好。高校作为人才培

养的主要场所，如果连知识的传授都做不好，更不用谈学生创新能

力的培养了。因此，必须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经过不断探索终于

形成现有的教师授课引导、学生小组讨论、PPT 汇报和实践结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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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模式。 

1.教师授课引导。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如果

教师不想方设法使学生进入情绪高昂和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

于传授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不动感

情的脑力劳动就会带来疲倦”。课堂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教学

过程不但是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师生情感交流的过程。因此，教

师的教学应通过“有效引导”的方式使学生主动地参与到课程活动

中来，教师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通过恰当的问题或者准确、清

晰、富有启发性的讲授引导学生积极思考、求知求真，激发学生的

好奇心或求知欲。例如：为了让学生了解“选矿”方法是基于矿石

所含矿物性质差异而建立的，通过引入古诗“千淘万漉虽幸苦，吹

尽狂沙始到金”，让学生明白之所以经过“淘”和“漉”能得到金，

是因为金和砂的密度不同。 

2.学生小组讨论。兴趣是学习的前提，也是求知的导火索。在

课堂上充分培养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兴趣，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在学习的过程中，小组的每个成员都要积极参与活动，每个学

生都可以在小组中发表自己的意见和集思广益的想法，每个人都可

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学生在能力、兴趣、素质上的交流，可以帮助

他们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促进，提高课堂学习效率。学生讨

论范围通常以逐步扩大的方式进行，采用两人互相讨论-小组讨论-

全班发言这样的模式进行，这种模式让学生有一个逐步适应过程，

并让每个学生都能发表自己见解，培养了学生的思维创新和语言表

达能力。例如：在课程讲完后，让学生先两两分组对钻石、宝石、

翡翠、玉石等稀有矿物的相关性质进行讨论，进而分大组对同类矿

物的性质、成因、鉴定特征和应用等进行归纳总结。 

3.PPT 汇报。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分别让每个学生把自己负

责的知识点做成 PPT，然后再推举一名小组成员对 PPT 归纳汇总并

进行讲述，讲述完成后让其他组学生进行提问，问题涉及到谁的知

识点就让谁来回答。采取这种方式，不仅锻炼了学生查阅相关文献

资料、整理资料、制作 PPT 以及表达等方面的能力，而且充分调动

了学生的积极性，加深了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4.实验观察。俗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了进一

步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在 PPT 汇报结束后，带领学生在实验

室具体观察常见矿石的相关性质(颜色、硬度、条痕色等)，并做好

观察记录。待实验结束后，比对教材中相关矿石的性质描述结果，

并按要求撰写实验观察报告，进一步加深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理解

和掌握。 

(三)效果分析 

为了评价本次教学改革的具体效果，对赣南科技学院矿物加工

工程专业 2019 级的 29 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认为改

革后的教学方法对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效果明显的占 92.1%，认为

有一定效果的占 4.8%；认为改革后的教学方法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

效果明显的占 91.4%，认为有一定效果的占 8.6%；认为改革后的教

学方法对改善学生的知识点掌握程度效果明显的占 81.5%，认为有

一定效果的占 16.7%；认为改革后的教学方法对提升学生创新思维

和表达能力效果明显的占 86.4%，认为有一定效果的有占 10.7%。

从统计结果来看，新形式的教学方法对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矿石学》

课程教学效果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教学改革后的考试试卷和以往传统方式教学的考试试卷相比，

主观题分数比例加大了 20%，难度有所提升，但考试成绩却比往届

要好，具体考试成绩的对比结果如表 1 所示。从成绩的统计分析来

看，新的教学模式使学生对知识点掌握和理解的程度均有所提升。 

表 1 教学改革和传统教学的考试成绩对比 

年级 100-90 分 89-80 分 79-70 分 69-60 分 60 分以下 

2018(传统教

学) 
4.54% 13.64% 31.82% 40.91% 9.09% 

2019(改革教

学) 
17.24% 34.48% 41.38% 6.90% 0 

四、小结 

针对高校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矿石学》课程的特点，分析了传

统《矿石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研究和探索了解决问题

的主要思路，开展了《矿石学》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不管是问卷调

查还是考试成绩分析的结果均表明：采取教师授课、学生小组讨论、

PPT 汇报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式对调动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学生

学习主动性、改善学生的知识点掌握程度和提升学生思维创新能力

均有明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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