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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流媒体技术的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对接研究 ①

———以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为例

黄霞春，宁齐元
（湖南理工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４）

摘　要：当前正值高职院校大力转型的关键时期，从规模的扩张转向大力发展内涵的建设，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
行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高职院校加强教学信息资源建设，对接岗位需求，进行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一一

对应，已经成为现代高职教学模式不可或缺的改革方式。以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为例，针对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对

接，从教学内容、方法和形式上，探讨基于流媒体的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的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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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大力推行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与职业、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有机融合［１－２］。煤矿开采技术专业为高职院校中的特殊专业，

每学期都有固定的校外实习。但由于煤矿生产对安全有着特殊的要求，学生实习又不能影响企业正常

安全生产，去煤矿实习的学生很难下井一线亲手操作，难以真正按预定实习程序执行，常以走马观花式

的现场感性学习为主，无法真正亲身体验到煤矿生产全工艺过程。出于安全考虑，煤矿企业也不愿意学

生下井一线操作，企业承担不了学生各种误操作导致的安全风险。因此，建立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深度

对接的教学平台尤为迫切。

当前，流媒体技术已非常成熟［３］，通过流媒体技术建设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对接平台，从教学内

容、方法和形式上，突显当前高职教育的深度对接岗位技能所需，符合培养高技能技术人才的要求。

１　基于流媒体技术的教学平台建设
流媒体是以流的方式在网络中传输音频、视频和多媒体文件的形式。流媒体文件格式是支持采用

流式传输及播放的媒体格式。流式传输方式是将视频和音频等多媒体文件经过特殊的压缩方式分成一

个个压缩包，由服务器向用户计算机连续、实时传送。在采用流式传输方式的系统中，用户不必像非流

式播放那样等到整个文件全部下载完毕后才能看到当中的内容，而是只需要经过几秒钟或几十秒的启

动延时即可在用户计算机上利用相应的播放器对压缩的视频或音频等流式媒体文件进行播放，剩余的

部分将继续进行下载，直至播放完毕［４］。

因此，流媒体技术可以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实时对接。目前煤矿企业都有监测与监控系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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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流媒体技术架设专门服务器，以互联网为传播媒介，学校建立流媒体应用终端，形成一条从现场到课

堂教学的信息链，学校终端远程专家系统接收到信息后，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及对现场工作的情况了解，

从专业角度提出建议及安全生产技术措施，即是反作用指导煤矿进行安全生产。因此，对接平台实现教

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校的专家资源得以有效的服务于企业生产。图１为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平台示意图。

图１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平台示意图

２　对接平台实现功能
２．１　数据收集，分类管理

与多个煤矿企业以上述模式通过流媒体技术建立好平台后，其平台对实时传输的数据以生产工艺

不同环节进行分类，譬如：煤矿通风系统中的瓦斯监测系统中，井下的瓦斯传感器所收集的瓦斯浓度数

据；同一煤矿不同地点的不同时段数据；以及不同煤矿相同工作地点的瓦斯浓度数据；温度传感器收集

的各工作点的温度值变化情况及人员定位系统中的人员下井、升井具体情况等，煤矿企业的各类实时监

测数据和视频监控数据进行分类管理，以便于进行教学资源加工和学校专家指导现场提供现场数据

支撑。

２．２　数据更新，实时传送
依据流媒体的各级服务器和应用终端，与多家煤矿企业建立起实时通讯的数据传输，数据源是不断

更新的，分类信息对教学的时效性便是与煤矿现场一一对应，信息的更新度就加大，因此，服务中心的服

务器需要有足够的数据处理和存储空间能力。这样一来，对煤矿现场的实时跟踪与了解，使学校能根据

煤矿企业现场的变化，调整课程标准，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使得学校动态调整人才培养方案有据

可依，并且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岗位职责对接，符合高职教育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目标。

２．３　实景视频，课堂应用
通过数据平台传输回来的生产过程工艺视频，用于课堂教学。在教学终端上，可用于实景教学。比

如，在讲授采煤方法与回采工艺课程时，可利用回采工作面上视频探头收集的数据进行回采工艺的实景

授课，图２为回采工作面传感器传回的视频数据，采煤机正在进行割煤工作，割煤的方式采用了中部斜
切进刀方式，往返一次进一刀，推进一个进尺，刮板运输机运煤，推移液压支架等操作工序。在讲授此内

容的时候，对着采煤机割煤工作的实景授课，学生能一目了然，更容易理解回采工艺过程，在实景学习中

更容易具有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寻求解答的强烈需求，这样能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使原本枯燥无味的

知识变得更加活灵活现、生动有趣。更能使学生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因此，对接平台的建立，使学校的课堂教学实现实景教学，在教学方式上得到了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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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工作面视频探头传回的视频数据

２．４　数据分析，专家指导
学校是积累技术人才的地方，通过对接平台将学校的专家资源利用到煤矿现实的安全生产中，这是

煤矿企业资源与学校人才资源深度整合的最佳有效方式。因此，学校技术专家通过对接平台中的专家

资源子平台对实时传回的各类数据进行分析，发现煤矿现场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煤矿企业安全生产的

技术措施和建议。如果企业有更进一步的需要，学校可与煤矿企业商谈进行技术服务项目立项，帮助企

业解决面临的实际问题。因此，对接平台的建设有助于高职学院服务产业，与生产一线深度融合，起到

有力助推产业升级的作用。

３　结语
当前，在校企合作受各种因素制约的情况下，以流媒体技术为支撑的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平台

实现了学校与企业各类资源真正的整合，学校通过对接平台实现课堂实景教学，在教学内容与方式等课

程教学环节上改革创新；在技术服务方面，通过与生产对接，及时发现煤矿现场生产的问题，针对问题的

难易程度，确定技术服务的层次，服务地方产业升级；通过对接平台，在人才培养方面实时进行动态调

整，实时跟踪煤矿企业需求变化，制定合理的人才培养方案，以适应煤矿企业产业升级的需要。企业则

通过对接平台解决企业由于技术人才缺乏导致的各类安全生产技术问题，甚至通过对接平台聘请学校

专家做技术顾问，为安全生产出谋划策。因此，建立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平台，可实现校企深度合

作，双方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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