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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采矿工程教学环节中，专业实验是一个重要实践环节，采矿工程专业新工科的建设发展对实验教学方法

和教学手段有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建立模块化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课程体系，以模块化的基本操作和技能培

养为主线，对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进行创新改革。对专业实验课程模块化设置的基本原则、教学内容与核心

体系、教学方法革新与教学手段的改变等方面内容进行了重点的介绍。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表明：对专业

实验进行模块化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为其他专业课程改革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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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能源及动力供应离不开煤炭，采矿作为中国的

传统行业，肩负着为国家开采能源的使命。高校对采矿工

程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日趋重视，专业实验是采矿教学中的

一个重要环节。面向 21 世纪的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采矿
工程教学改革也不断地深化，我们所学的理论知识需要在

实验及实践中进行验证。但目前实验教学是专业教学中的

薄弱环节，如何科学设置实验课程体系和实验项目，形成

适应采矿学科特点的实验课程体系是我们面临的改革课

题。建立模块化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课程体系，以模块化的

基本操作和技能培养为主线，对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进行创

新改革[1-6]。 

1  实验课程模块的设置原则 

1.根据学生的层次与培养要求来划分实验课程模块，
每个模块安排相关专业的几位老师组成教学团队，学生按

知识结构层次来依次完成模块的学习和技能训练。 
2.实验课程模块要合理可行，具有实际指导意义。提

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做实验的热情，促进学生

提高学习质量。 
3.由于学生的具体情况不同应该因材施教，设置不

同的实验教学模块来满足学生学习，使实验教学更有针

对性[7-8]。 

2  模块化实验教学体系与内容 

2.1  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不同层次学生对实验应掌握的理论知识、基本操作和

技能培养，以及应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深度和广度均有很

大的差别。针对这些专业实验差别，我们需进行采矿工程

实验课程体系模块化的改革。从专业实验课的教学内容

上，将实验课程内容模块化，分为“理论模块、工训模块、

创新模块”[9-10]。实验教学模块内容要与学生学的理论课

程相对应，对于学习接受能力不同的学生设置具体的难度

不同的模块内容。独立设置的实验课程包括相似模拟实

验、数值模拟实验、科技创新实验等。模块化的实验教学

课程体系，确保学生能发挥主观能动性、开拓思维，教师

提供技术支持与指导。在学习的过程中兼顾理论与实践的

结合，从理论入手进行实践创新，提高自主动手能力。具

体构成如图 1所示。 

 

图 1  采矿工程实验课程模块化教学体系 
2.2  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课程模块内容 
采矿工程专业实验内容分为理论教学实验、工程训练

实验、创新活动实验三个模块，其构成如图 2所示。 
（1）理论教学实验。采矿工程专业理论教学中涉及

到的实验课程包括：《采矿学》实验、《矿山压力与测试技

术》实验、《矿山压力及其控制》实验、《岩石力学》实验

等。这些实验需要和理论教学相结合，在课程讲授过程中

遇到相关实验，讲解知识点后组织学生进行实验学习来巩

固学习的理论知识。理论教学实验主要以学生观看演示为

主，辅以简单操作。 
（2）工程训练实验。工程训练实验主要是锻炼学生

的动手能力，通过老师指导帮助学生设计实验内容，进行

工训锻炼。主要包括：工程训练实习、课程设计与毕业设

计、相似模拟实验、虚拟实操实验、数值模拟实验以及各

项专题实验等。 
（3）创新活动实验。创新活动包括：日常的科研训

练；参与国家、自治区、校级的各类比赛项目；导师制具

体指导教师的基础科研工作。创新活动主要是为了发散学

生思维、开阔学生思路。大学生思维比较活跃，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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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引导并辅以专业技术支持，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

力，提高学生科研水平。 

 

图 2  采矿工程专业实验课内容 

3  模块化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传统的实验教学手段与实验教学方法无法适应新工

科对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要求，为此，我们要在现有

的教学方法、手段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创新革新，充分地

利用现代化的教学技术，如模拟实操、VR体验、标准化
考核等教学方法与手段划分各个模块。把传统的“以教师

为主、以学生为辅”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以学生为主要参

与者、教师引导辅助学习”的教学模式。通过实验课程的

模块化，增加学生的自主选择及参与感，让学生进行自主

发散的思考，调动学生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3.1  理论教学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理论教学实验主要以学生主干课程内实验为主，这些

实验主要是为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老师所讲授的理论内

容。理论教学部分可以应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实

验室教学部分可以运用实操和虚拟仿真系统。例如，“采

矿学”课程会讲到掘进机的内容，学生单凭老师课堂讲解，

很难对掘进机如何运转有直观的认识。老师可以在课堂上

通过多媒体手段播放相关视频加以讲解，内容讲解完后下

次课安排相关实验。目前好多高校实验室都有掘进机模

型，学生可以通过自己操作来观察掘进机的工作过程。 
3.2  工程训练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工程训练实验主要是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通过老师

指导帮助学生设计实验内容，进行工训锻炼。以虚拟实操

实验为例，通过三维可视化的手段，对矿井开采的方法及

过程进行模拟，开发成可视化的仿真实验模块内容。利用

虚拟仿真技术模拟井下地层地质条件、矿山常用的机械设

备、压力监测仪器仪表，建成虚拟可让学生进行实际操作

的实验内容。“综合机械化掘进工艺互动仿真”分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是对掘进机的认识，通过三维演示能把掘进

机拆解组装，让学生认识掘进机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是

对掘进机操作的视频讲解，按步骤讲解掘进机操作过程；

第三部分是掘进机模拟实操，仿真操作平台操作掘进机进

行掘进作业并进行考核。学生先通过演示学习操作方法，

再通过实际操作考评，提高教学效率与效果。 
3.3  创新活动实验教学方法与手段 

通过引导学生参与专业相关的各类教学实践比赛及

大学生创新创业比赛，来丰富学生的专业实验实践环节。

学校设立了专门的基金项目，比如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

支持和鼓励在校的大学生在学习好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参

与更多的实验实践环节。根据培养目标及学校二学分的具

体要求，对学生的创新实践环节进行有效的量化，提高学

生参与活动的主观能动性。高校地矿类专业教指委主办的

“全国高等学校矿业工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为学生

参与优质的比赛提供了平台，对比赛作品内容从创新思想

到实践动手能力都有具体的要求。在全国采矿专业学生的

参与下，各高校学生的作品可以互相观摩学习，提高了学

生的眼界，发散了学生的创新思维。指导教师实行“导师

制”，对学生好的创意予以正确的引导，协助学生解决完

成作品过程中遇到的专业问题。开放实验室提供便利条

件，对创新团队的学生进行定期的培训指导。学生在参与

创新作品制作过程中能发散思维，提高动手能力，应用并

巩固所学专业知识。 

4  取得成果 

通过对采矿工程专业实验模块化教学，使学生学习的

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提高，学生在自主学习、思考方面得到

了强化锻炼，不同层次的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

得到了良好的培养，对教学模式的改革及深化起到了促进

作用，教学效果有了显著的提高。通过四、五年的具体教

学实践，从学生课堂反馈及评教情况来看，模块化教学得

到了很多认可；从任课教师反馈来看，学生积极性大幅提

高，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及渴求程度有显著提升。 
近几年我院采矿工程专业学生完成“内蒙古工业大学

科技创新项目”30 余项，多次参加校级、自治区级“挑
战杯”科技作品竞赛。从 2014年到 2020年内蒙古工业大
学矿业学院连续 7 年组织学生参加全国高等学校采矿工
程专业学生实践作品大赛，总计获得几十个奖项，其中：

一等奖 8项、二等奖 10项、三等奖 14项；参加全国大学
生节能减排实践作品大赛，获得全国三等奖 1项；在第九
届“挑战杯”全区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中，获得

自治区级特等奖 1项、一等奖 2项、三等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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