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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采矿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体系变革探讨 !

///以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

王平9!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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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技大学 9(南方煤矿瓦斯与顶板灾害预防控制安全生产重点实验室.Z(煤矿安全开采技术湖南省重点实验室.

.(资源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湖南 湘潭 3!!"#!$

摘5要!随着我国煤炭行业不断发展!高校采矿工程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体系应当适应新形势的变化需求!核心

在于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 在总结$分析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有问题的基础上!对实践教学体系包括教学内

容$实践平台构建$实践师资建设以及实践教学保障和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提出了以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

为核心的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优化举措!对全面提高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水平和培养未来卓越采矿工程师具

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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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新时期煤炭行业发展形势分析

目前#我国煤炭行业发展遇到了瓶颈#面临着

发展阶段%发展模式%发展目标%发展动力转换和

发展约束强化等多个方面的转变( 煤炭消费总量

逐步下降#根据)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年%"#)#年煤炭消费比重分别控制在 1">和 **>

以下( 但是#煤炭作为我国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居于主体地位(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我们正在压缩煤炭比

例#但国情还是以煤为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甚至从长远来讲#还是以煤为主的格局#只不过比

例会下降#我们对煤的注意力不要分散(-李克强

总理也强调!,煤炭是我国最大能源支撑#如何统

筹考虑使之走出困境#需多策并举%合理布局%有

效调整结构%增加效益(-因此#我国在,十三五-

期间提出的,以煤为主%多元发展-的能源方针不

会变化(

在新形势下煤矿开采势必随时代发展需求而

变化#宏观上从单一满足经济建设为目的的工程

活动#转向为安全%高效%高回收率%保护环境%完

全成本的科学采矿&!'

( 科学采矿对采矿工程人

员提出了新的要求( 作为培养未来采矿工程师的

摇篮#高校采矿工程专业首先应改革的就是实践

教学体系#培养的采矿工程专业人才既要适应行

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又要具有引领行业科学发

展的战略思路和能力( 早在 "##$ 年国家教育部

就推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项目( 其

一#要求行业企业深度参与培养过程.其二#学校

按通用标准和行业标准培养工程人才.其三#强化

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其中#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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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是学校人才培养改革和

提升的核心&"'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4

"#"#年$*明确指出!,重点扩大应

用型人才培养规模-( 所谓的,应用型人才-与

,卓越工程师-类似#都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术

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中的一类专门的人

才类型&"'

(

可以看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的培养越来越

注重人才的实践能力#即能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

的能力( 对于采矿工程专业来讲#传统的,厚基

础%宽口径-的教学体系包括教学模式%教学内

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效果评价机制显然已不能完

全适应新形势下采矿工程人才培养的需求( 因

此#采矿工程实践教学体系的改革与创新势在

必行(

"5 改革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意义

实践教学是综合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特别是工

程能力的过程#已成为提高学生动手%分析和解决

问题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环节#在高等

教育教学活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 采矿工程

专业作为一门基础应用型工科专业#对学生的工

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分析采

矿工程本科专业教育实践的基础上#结合目前及

今后本专业的社会需求和用人单位对采矿工程专

业学生素质%能力等人才规格要求#逐步明确了采

矿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认识到工程

能力和创新能力是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核

心#只有改革和创新实践教学体系才是实现学生

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的根本途径(

因此#研究新形势下,以工程能力和创新能

力培养为核心的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变

革-将紧紧围绕煤炭行业发展对采矿专业高素质

技术人才的需求#以实践教学模式改革为研究主

线#积极吸纳学生%企业%专家意见#改革实践课程

体系#提高学生的工程意识%创新意识%工程实践

能力和创新能力( 这将有助于促进采矿工程专业

实践教学的发展#有利于理论教学与实践课程教

学相结合%专业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培养相协调#

促进采矿工程专业面向企业需求培养人才#全面

提高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水平(

)5 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现状及存在的

问题

教育部在加强本科教学质量的意见中提出要

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强化实践教学在整个

本科教学体系中的地位#改革实践教学内容#整合

实践教学资源#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努力构建先进

的实践教学体系#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分析

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长期以来#国内高等教

育工作者对采矿工程本科生实践教学进行了积极

探索和实践#取得了诸多有益的成果( 例如#钱鸣

高%王家臣等人基于科学采矿人才培养目标#对采

矿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进行了战略性思

考#提出了科学采矿人才培养的基本知识框架以

及科学采矿的多层次人才培养战略#为未来采矿

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指明了方向&!#"'

.吴金刚%郭

兵兵等人以河南理工大学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

为例#根据采矿工程专业特点及人才培养目标从

实践教学的教学内容%教学模式%教学保障机制以

及教学质量控制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优化和创

新#并总结了实践教学体系改革的成果#为新形势

下采矿工程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提供了很好的参

考&)#3'

.高召宁对采矿工程实践教学,一个体系%

四个层次和三个平台-的内涵进行了探讨&*'

#构

建了,三维一体化-实践教学体系#显著提高了大

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陈静改变采矿工程专业原

有单一的实践教学模式&1'

#根据人才培养模式的

不同培养目标#构建了基于目标型人才培养的实

践教学体系.刘音结合山东科技大学采矿工程专

业卓越工程师培养体系建设与改革&2'

#构建了基

于卓越工程师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等等( 这些研

究成果为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和创新

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提供

了坚实的基础( 同时#也可以看出目前采矿工程

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主要包

括 *个方面(

)(!5 实践教学环节局限于采矿活动本身'不重

视采矿活动与外部联系

这是目前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环节普遍存

在的一个问题( 在实践过程中#往往强调采矿方

法%采矿技术等内容#而忽视了采矿活动与机械设

备%工作人员%生态环境等外部系统的联系( 然

而#在新形势下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人员安全意

识的提高以及社会对生态环境的要求#科学采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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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采矿和智能采矿的概念被提出( 采矿活动不

再是单纯地将资源采出#而是要考虑到资源%机械

设备%工作人员以及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发展#这

也是未来卓越工程师需要具备的基本素质(

因此#采矿工程实践教学尤其应当注意引入

矿山智能机械%矿山安全以及矿山环境保护等课

程( 其一#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让这些未来的采

矿工程人员在社会需求的大背景下思考和决策工

程问题( 其二#加强与外部系统的联系#给采矿工

程专业学生更多想象的空间#对于培养其创新思

维#提高其创新能力都大有裨益(

)("5重基础教学'轻专业教学'实验和实践教学

重视程度不够

传统的本科教学是一种普适性教学#在,厚

基础%宽口径-的教学体系下#专业课程安排相对

不足( 采矿工程是一门系统工程#其综合性非常

强( 它以资源开采为目的#在井下涉及井巷掘进%

运输与提升%通风%排水%动力供应%安全生产#在

地面涉及工业广场布置以及生产技术与组织管理

等诸多内容( 同时#采矿工程是实践性较强的专

业#需要辅之以实验和实践教学才能将学生的理

论知识转化为工程能力#培养出新形势下合格的

采矿工程师( 然而#就调研情况来看对于专业课

程和实验及实践课程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因此#

如何在有限的学时条件下保证专业知识学习和实

践教学时间是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经过对采矿工程专业课程的深入分析发现#

目前的课程设置不尽合理( 主要表现在一些基础

性的课程重复设置#且占用较多学时( 繁重的学

习任务使得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强#学习效果不好(

可以将这部分学时改为实践教学#强调学生主动

参与#提高学习积极性(

)()5师资不足'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有待提高

随着大学的扩招#采矿工程专业师生比例达

到 !!!#甚至更高( 对于综合性%实践性较强的采

矿工程专业而言#教师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来

全面指导学生的实践( 使得学生的认识实习%生

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环节往往流于形式#毕业设计

敷衍了事( 同时#在国家,双一流-建设的大背景

下#学校对新引进的师资往往注重的是学历和学

术能力#很容易忽视引进教师的实践工作经历和

实际操作能力#自然无法很好地指导学生的实践

教学环节(

)(35实验平台教学内容陈旧'实习基地不足'实

习过程困难

在新形势下#无论是采矿方法%采矿技术还是

采矿设备等内容都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 然而#采矿工程专业的教学内容%

实验设备%教学模型等不能及时更新#学生学到的

东西与现场实践看到的内容不匹配( 同时#受采

矿行业形势的影响#近年来关闭了大量的矿井#使

得采矿工程专业实习基地急剧减少( 在实习过程

中#矿山企业考虑到安全问题都不太愿意让学生

下井#即使下井也是匆匆而过#现场的讲解和对井

下整个系统的直观认识%了解还是不够(

)(*5缺乏有效的实践教学保障机制和考核评价

机制

煤矿大多位于偏远山区#学生实习的经费以

及实习过程中的安全很难得到很好的保障( 有时

甚至出现了老师贴钱带实习的情况#老师带队实

习的积极性不高( 同时#学生也感觉到采矿工程

专业前景黯淡#对本专业失去热情( 此外#采矿工

程专业实践教学缺乏相应的考核评价机制#没有

进行实践环节的过程控制( 在专业实习%毕业设

计过程中对学生的要求过于宽松#学生很少因实

习不及格而影响毕业#造成了学生在思想上对实

习环节不重视#毕业设计质量也难以保障(

35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改革与创新

采矿工程专业是一个传统专业#是保障国民

社会生活能源需求必不可少的专业( 根据社会对

能源需求的变化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校

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改革与创新

应立足于学校所处地域的实际情况#从多方面%多

角度对实践教学体系进行优化%改革和创新(

3(!5 基于培养目标定位的分阶段$多层次实践

教学优化设计

要提高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

能力#首先就要从课程设计上着手#形成系统完

备%层次分明的实践教学培养体系( 我校依据南

方煤矿开采特色提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的总

目标定位!培养具有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复

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具体又划分了两个方向#即

,固体资源"重点为煤炭资源$开采与管理-和,矿

山建设与隧洞工程-( 因此#根据不同的专业方

向需设计不同的实践教学内容( 如前一个方向学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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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实习环节应主要集中于生产矿井#后一个方

向学生的实习环节应主要集中于在建矿井或隧道

工程方面( 同时#在学生不同的学习阶段进行基

础实践教学%专业实践教学%创新实践教学和综合

社会实践教学设计( 最后#通过毕业实习和毕业

设计与答辩将这些实践教学内容汇总#使学生形

成系统性的知识结构#实现实践教学的阶段化%层

次化和系统化培养目标#如图 !所示(

图 !5分阶段$多层次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3("5 实践教学内容优化$创新平台创建$师资队

伍建设

实践教学内容直接决定了培养学生具有哪些

工程能力#实践教学平台和师资建设则是保障实

践教学效果的重要条件( 我校采矿工程专业顺应

矿业形势积极推进采矿工程实践教学改革#初步

形成了以实践教学内容改革为核心#以创新教学

平台和师资队伍建设为保障的改革体系#如图 "

所示(

图 "5实践教学改革体系

55在课堂实践教学过程中#应将新形势下采矿 行业出现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和新理念引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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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采矿工程实践教学内容当中#并注重采矿活动

与人%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的协同发展(

实践教学平台搭建方面#学校%矿山企业以及

与矿业相关的政府和社会单位应积极搭建协同创

新平台#切实加强校企合作#只有好的平台才能培

养出优秀的人才( 我校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高校#为保证采矿工程专业本科实

践教学质量#学校和学院积极创建了 "#!!协同创

新中心等多种类型的学生实践活动平台#并取得

了较好的效果&$'

( 同时#我校积极与矿山企业合

作#目前已与多家矿山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

为我校采矿工程专业学生的实习提供了有利

保障(

优秀的学生离不开优秀教师的引导#采矿工

程专业教师也应主动适应新时代的需求( 我校采

矿工程专业现有教师 )#余人#其中 $#>以上均有

博士学位#多位教师在矿山从业多年#具有丰富的

矿山实践经验( 同时#鼓励引进具有矿山从业经

验的高级工程师#还将学校的青年教师送到企业

进行挂职锻炼等#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的实践教学

水平(

3()5 建立$健全学生实践教学的保障机制和考

核评价机制

实践教学是学生,学以致用-的重要环节#只

有健全的保障机制才能持续%稳定地保证学生的

实践教学效果( 要注重实践全过程的质量控制#

首先保证学生充足的实习时间#在此基础上完成

培养目标规定的全部实践内容( 在实习经费上建

议采用,实报实销-制度#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学

生%老师实习的相关费用( 适当减少师生比例#学

生的实习是否合格需要实习单位和带队实习老师

共同签字确认#让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是否合格落

实到责任老师和现场导师身上( 同时#在毕业设

计过程中加强师生互动#定期交流%汇报#在毕业

答辩时把好质量关( 最后#考核学生是否合格要

综合其实习表现%毕业设计质量以及答辩情况综

合评价#具体可参考采矿工程专业认证达成度评

价体系&!#'

#如图 )所示(

图 )5采矿工程专业认证达成度评价体系

*5结语

在新形势下#社会对煤炭行业提出了新的要

求#采矿工程教学体系#尤其是实践教学体系应当

适应时代的发展需求#主动进行变革( 在总结分

析国内采矿工程专业目前存在的问题以及现有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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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经验基础上#提出了基于本校采矿工程专业

实际情况的以提高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为核心的

实践教学体系改革和创新举措#以期为促进我国

采矿工程专业的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为国家培

养未来卓越采矿工程师助力(

参考文献!

,!- 钱鸣高(论科学采矿,H-(采矿与安全工程学报!"##+

%!&(!

4

!#(

,"- 王家臣!钱鸣高(卓越工程师人才培养的战略思考

,H-(煤炭高等教育!"#!!%*&(!

4

3(

,)- 钟秉林!王新凤(我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若

干热点问题辨析,H-(教育研究!"#!1%3&(3

4

!!(

,3- 吴金刚!郭兵兵!郭军杰(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

改革,H-(煤炭高等教育!"#!+%!&(!#3

4

!#+(

,*- 郭兵兵!陈国祥!徐星(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

优化,H-(中国地质教育!"#!!%"&()3

4

)+(

,1- 高召宁!孟祥瑞(采矿工程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

,H-(中国地质教育!"#!!%"&()3

4

)+(

,2- 陈静!郭惟嘉!刘音(采矿工程专业目标型人才培养实

践教学体系创新与实践 ,H-(中国电力教育!"#!!

%!$&(!3)

4

!33(

,+- 刘音!樊克恭(采矿工程专业卓越工程师培养实践教

学体系研究,H-(中国地质教育!"#!"%)&(*+

4

1#(

,$- 彭文庆!朱永建!彭刚(基于"培养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能力#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探讨,H-(当代教育理论

与实践!"#!2%1&(!3

4

!+(

,!#- 袁越!李青锋!朱永建!等(专业认证背景下采矿工程

毕业要求及达成度评价,H-(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2%3&(21

4

+#(

N-<+3<<-$($(E#.$%0$.*%'+,-+'5!#'+"-(BF&<,#0$.

:-(-(B2(B-(##%-(BF1#+-'5,& 3()#%7#GF-,3',-$((

?,'0#456 ,5;5645))%456 !"494$* &5-@55,A&$4,5!"494$*

`DXCA'/F

9#Z#.

# P̂hG&/F-'9/

.

"9(̀ &O0 <9]7UVd7Vb9Z &/ AO787/U'&/ 9/% ?&/UO&J&]C9M9/% 6&&]='M9MU7OM]&O<&LUR7O/ C&9J:'/7M.

Z(PL/9/ AO&8'/.'9Jd7Vb9Z&O9U&OV&]<9]7:'/'/F\7.R/'gL7M&]?&9J:'/7M.

.(<.R&&J&]67M&LO.7lW/8'O&/T7/U9/% <9]7UVW/F'/77O'/F# PL/9/ h/'87OM'UV&]<.'7/.79/% \7.R/&J&FV# a'9/FU9/ 3!!"#!# ?R'/9$

!"#$%&'$! `'UR UR7.&/U'/L&LM%787J&NT7/U&]?R'/9iM.&9J'/%LMUOV# \R7UO9'/'/F&Z-7.U'87M9/% UO9'/'/F

MVMU7T&].&JJ7F7T'/'/F7/F'/77O'/FMR&LJ% 9%9NUU&UR7.R9/F'/F/77%M&]UR7/7KM'UL9U'&/(\R7.&O7J'7M'/

UR7O7]&OT9/% '//&89U'&/ &]UR7NO9.U'.9JU79.R'/FMVMU7T(I/ UR7Z9M'M&]MLTT9O'c'/F9/% 9/9JVc'/FUR7NO9.f

U'.9JU79.R'/FNO&ZJ7TM&]T'/'/F7/F'/77O'/F# UR7NO9.U'.9JU79.R'/FMVMU7T'/.JL%'/FU79.R'/F.&/U7/U# NO9.f

U'.9JNJ9U]&OT .&/MUOL.U'&/# NO9.U'.9JU79.R7O.&/MUOL.U'&/ 9/% NO9.U'.9JU79.R'/FFL9O9/U779/% 789JL9U'&/

T7.R9/'MT'M%'M.LMM7%(\R'MN9N7ONLUM]&OK9O% UR7&NU'T'c9U'&/ &]UR7NO9.U'.9JU79.R'/FMVMU7T&]T'/'/F7/f

F'/77O'/FK'UR UR7.&O7&]7/F'/77O'/F9Z'J'UV9/% '//&89U'&/ 9Z'J'UVUO9'/'/F# KR'.R R9M.7OU9'/ FL'%9/.79/%

O7]7O7/.7M'F/']'.9/.7]&O.&TNO7R7/M'87JV'TNO&8'/FNO9.U'.9JU79.R'/FJ787J&]T'/'/F7/F'/77O'/F9/% .LJU'89f

U'/F]LULO77e.7JJ7/UT'/'/F7/F'/77OM(

()* +,%-#! T'/'/F7/F'/77O'/F. 7/F'/77O'/F9Z'J'UV. '//&89U'&/ 9Z'J'UV. NO9.U'.9JU79.R'/F

"责任校对5朱春花#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