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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计与

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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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高等教育是基于专业的职业素养教育；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是由若干基本要素构成的系统；结
构化、层级驱动的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模型与专业能力结构决定了采矿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计的基本要求

与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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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现代高等教育是基于专业的职业素养教育
教育，根本意义上是人的社会化的素养（素质）教育。

就高等教育来说，人的社会化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两个相

互关联的方面，一是能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普通的社会

人，具有适应社会的独立而完善的人格，能与他人即其社

会环境和谐相处，具有协作劳动的精神与基本能力；二是

作为一个普通的劳动者，能对社会承担劳动责任，即具有

一定的职业素养及专业工作能力，能高效率的创造满足

社会需求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

在为大多数高校所推行的采矿工程专业概念里，只

强调了专业人才在矿区开发规划、矿井设计、开采技术、

矿井通风、矿山安全技术、矿山监察、生产技术管理和科

学研究等方面工作的能力素质，没有进一步明确素质整

体的构成要素及其内涵，也没有明确专业能力的结构与

要求，更没有就培养模式进行界定或说明。本文试运用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就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

养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及专业能力结构进行分析，拟提

出结构化、层级驱动的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

模型与专业能力结构的概念，并就采矿工程专业课程体

系的设计与人才培养新模式进行探讨。

２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观
２．１　职业素养概念述评

人们初始对素养的理解，带有先天的遗传含义。如，

１９９６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素质”的解释是：其

一，“素养”；其二，“事物本来的素质”；其三，“心理学上

的先天的特点”［１］。原教育部长周远清认为素质包括知

识、能力与做人———能使知识和能力更好地发挥作用的

东西。这里的“做人”，就涉及人的思想觉悟、心理品质、

道德品质、沟通能力、理解人的能力和人际关系、知行统

一等相关内容构成因素。西方学者更强调素养（即素质）

的后天养成作用，或认为素养就是学习过程或教育过程

的结晶。如美国学者莱尔·Ｍ·斯潘塞博士（Ｌｙｌｅ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Ｊｒ．，ＰＨ．Ｄ．）和塞尼·Ｍ·斯潘塞（ＳｉｇｎｅＭ．

Ｓｐｅｎｃｅｒ）认为，素质是在工作或情境中，产生高效率或高

绩效所必需的人的潜在特征，为解析素质概念，还提出了

所谓“冰山模型”，认为素质存在于５个递进或层级驱动

的领域：“动机—特质—自我形象—社会角色—知识和技

能”［２］。美国评估公务员时，认为人的“思维方式、行为特

征、对工作的态度和沟通能力”等要素能被明确定义，这

些作为能力的构成素质，可以相对准确的观察与测量 。

基于中外学者过去关于素养研究成果的检索分析，

职业素养构成的具体要素可解释为：职业行为特征、职业

思维方式、职业知识和技能；社会职业角色、职业价值观

和职业态度；自我职业形象；职业个性、职业品质；社会职

业动机及职业内驱力等内容。

２．２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观

针对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职业要求与工作环境，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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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通过大量案例分析与典型调查，获得的基本结论是“采

矿工程专业人才的职业素养”是由若干基本的系统要素

构成的“职业素养系统整体”；每个基本的系统要素又是

由若干个具体要素构成的整体。

３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构成要素分析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构成要素的具体分

析必须置于矿山或矿井的特定职业行为、过程系统和环

境系统中；基于采矿专业人才主作业空间移动且艰苦的

环境特殊性分析，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系统整体

可分为两大组成部分，即系统要素、系统环境，其中系统

环境又包括系统外环境、系统内环境两个部分。

３．１　系统要素
系统基本要素包括：专业智力因素、知识和信息、专

业技能、专业思维方式、专业行为方式。

专业智力因素（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分

析力、想象推理力、空间关系判断力、数理逻辑演绎力、概

念概括及专业术语表达力、生产工艺与管理程序过程构

思力等）对专业人才职业化行为能力素养（或称能力素

质，包括知识与信息、专业技能、专业思维、专业行为方式

等）起直接促进作用，并进而决定专业行为质量、专业绩

效与事业成就。

３．２　系统环境
系统外环境（外因）是采矿工程专业职业素养滋长

的社会温床或制约条件，包括：１）历史文化沉淀因素；２）
现代文明思潮；３）创造性学习和实践的氛围；４）采矿职业
风险的社会传递度；５）物质技术基础、条件环境；６）法律、
法规、政策、制度因素；７）独特的个人背景因素。个人背
景因素是个体之间职业素养差异的主要根源。比如，从

矿山子弟中招生进校来学习采矿工程专业，其职业心理

较稳定，对专业的学习热情一般也相对较高，对工作环境

熟悉接纳且较适应。

系统内环境（内因）是采矿工程专业职业素养系统

的内驱“动力源”。采矿工程专业职业素养的系统内环境

因素有十个方面，即：职业动机；职业意识与愿望；职业心

理或职业品性；职业情感；职业意志；职业气质；职业人

格；职业自我形象；职业角色；职业态度。职业动机，表现

了采矿职业价值观，是最根本的职业内驱力，其外化的表

现主要有采矿事业成就欲，热爱采矿专业、有职业崇高感

和光荣感，热爱矿山，心甘情愿终生奉献在矿山；职业角

色是指社会赋予采矿职业人的角色要求，是对群属或组

织接受的行为准则的认识、认同并践行。上述系统内环

境（内因）直接驱动采矿工程专业要求的专业智力因素、

知识和信息、专业技能、专业思维方式、专业行为方式等

五大外显的基本构成要素；而这五大外显要素又直接影

响或决定着采矿专业行为的质量与工作成就。基本构成

要素之间相互制约、相互联系，还表现了系统性层次结构

和要素之间的层级驱动的功能关系（参见图１）。

图１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素养动态系统结构图

４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能力结构分析
基于上述采矿工程专业职业素养动态系统结构图分

析，我们在关注职业素养的整体系统性的基础上，明确专

业教育的最终落脚点是专业人才的社会化职业行为能力。

针对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工作环境与工作要求，通过大量

观察分析，我们提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职业能力结构”。

第一，具有人生职业定位能力，具有职业人格完善能力与

职业心理调适能力，具有适应环境变化发展的基本能力；

第二，具有对终身学习的正确认识能力和终生学习的能

力；第三，具有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与工具获取相关信息的

能力，具有文献、资料查询、检索及研究的能力；第四，具有

应用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分析、解决采矿工程实

际问题的基本操作能力；第五，具有创新意识和先进理念，

并具备进行技术革新和新技术、新工艺研究的初步能力；

第六，具有一定的采矿工程专业设计能力，能从事矿井初

步设计、水平延深设计与采区设计工作；第七，具有一定的

矿山企业生产经营组织管理能力；第八，具有较强的专业

表达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培养专业团队的基本能

力；第九，具有一定的运用经济学与管理学知识进行矿山

企业战略及采矿项目投资的决策能力；第十，具有国际视

野和跨文化的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５　课程体系设计的基本要求
采矿工程专业课程设计，我们过去沿用的是“公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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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课、专业基础课、专业课（含选修专业课）、实践性教学”

等版块划分设计的。这种划分框架本身没问题。我们只

在内容要求上进行甄别或主次设计即可。

第一，在德育课中即在政治、时事与职业道德等课程

版块中加重份量，应将职业的社会动机、事业成就欲、专

业情感教育置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并作为德育核心教学

内容，职业动机建立，优于一切，这是采矿专业教改研究

的重要观点或倡议。职业动机不明确，不真正热爱采矿

专业、热爱矿山，是学不好采矿专业更干不好采矿工作

的。例如，鼓励采矿专业学员报考非采矿专业的研究生，

这是不合适的，对学生个人、班级集体及整个社会均有不

利影响。

第二，增加行业知识与信息教学份量，让学员全面而

深入地了解行业及其发展前景，培养良好的专业心理素

质。在学员心田中植入行业发展的远景及奉献采矿业的

人生价值，这是专业教育成功的心理基础。

第三，让学员围绕采矿职业素养系统结构及职业能

力结构学习相应的知识与信息，并切实进行技能演练，让

学员职业素养初步沉淀，让学员职业能力基本具备。

第四，以开放的视野来设计采矿课程体系，课堂教学

与现场教学并举，更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重视“产 －学
－研”一体化基地建设，以“研”促教，以“工”促学。让学
员在社会立体空间中学习，不局限于校园内，更加重视一

线教练教学行为。

第五，每门课程的课时量分配差距拉大，重点突出主

要专业课程的教学，在采矿（采煤）、掘进、通风与安全、矿

山企业管理等主要专业课程中设计专门的课程实习，并

切实履行实习计划，以求专业能力的真实提高。

第六，利用假期组织学员进矿山参加一线劳动，重视

矿山劳动教育与矿山情感教育，培养爱在矿山、心在矿山、

技在矿山、业在矿山、奉献矿山的采矿工程专业职业素养

高、专业能力强的矿山真正需要的一流采矿专业人才。

６　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基于前述研究分析，我们提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

培养新模式是：“一个前提”再加“２＋０．５＋１＋０．５”的模
式。一个前提是，“自主招生，高考分与面试分综合择

优”，严格筛选采矿人才苗子，选录有志于矿山事业的优

秀人才，特别是选拔来于矿区或本行业的优秀生源。学

员必立志矿山事业，否则，绝不录入采矿工程专业。“２”
即两年的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校内教学，在第二学年上

学期选择现代化的大型矿山企业参观认识实习，增强行

业自豪感与使命感，为深度接纳矿山打下好的心理基础。

第一个“０．５”，即三年一期，采矿学生必去矿山采掘一线
劳动实习半年，深度了解认识矿山企业的生活学习环境、

生产工艺、组织管理，对矿山企业有一个正确而完整的认

识与肯定，这个环节可能会大浪淘沙，少数不适于采矿这

个特殊行业的学生会尽早改专业走人，留下来的一定是

也应该是采矿栋梁之才。这也适应了矿山企业６５％以上
的主要领导人是采矿出身的现实要求。“１”，即三年二期
与四年一期，集中一年扎实攻读专业课，学完主要的专业

课内容。第二个“０．５”，即四年二期，是毕业设计的全部
时间，毕业实习也是这个整体中的一部分，即１个月左右
在毕业实习的企业收集设计一手资料，并且让学生把工

作单位选择与实习单位及毕业设计资料来源单位选择

“三合一”。这样可大大缩短学生学习与工作之差距，基

本上可以做到“零距离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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