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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解决的教学问题及方法 

（一）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一是解决了采煤专业实习困难的问题。煤炭企业由于安全责任和影响生产等

原因，不愿接收学生实习，即使接收也是“走马观花”，仿真矿井的建设成为解

决这一难题的有效途径。  

二是解决了实施“教学做”一体化教学难的问题。校内仿真矿井为开展基于

工作过程的教学模式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有效的平台。 

（二）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采取了“边研究、边实践、边总结、边推广”的方式，开展了依托仿真矿井

建设与应用的专题研究，充分满足了采煤专业基于工作过程教学的要求。 

二、主要成果及创新 

（一）仿真矿井建设  2007 年建成了国内首个现代化仿真矿井，采取平硐

上山开拓方式，巷道总长 600米，布置有 1个综采工作面和 1个综掘工作面，采

掘、运输、通风、供电、排水及安全监控等系统齐全，所有设备均可运行和操作。 

（二）课程体系改革  依托仿真矿井，构建了与现场岗位相对接的采煤专业



课程体系，课内实训与综合实训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平台（仿真矿井）、二个层

次（职业岗位操作工、技术员），七种情景（采煤、掘进、机电、运输、通风、

灾害防治、监测监控）、多个任务（共 89 个，操作工 58 个、技术员 31 个），现

场补充”的实践教学体系。 

（三）教学内容构建  依托仿真矿井，开发了煤矿操作工、煤矿技术员岗位

实训教程 2部，按照“项目任务模块”的形式安排教学内容。 

（四）教学模式改革  采取“先操作工、后技术员”的次序组织教学依托仿

真矿井，采取先讲后练、边讲边练、任务驱动等学训一体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

中突出“学生主体、教师引导”的理念，有效地调动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 

（五）教学资源库建设  依托仿真矿井，校企合作建成《煤矿灾害防治技术》、

《矿井通风》2门省级精品课程，《工程爆破》、《井巷工程》2门校级精品课程，

正式出版《煤矿灾害防治技术》、《煤矿监测监控技术》两部校本教材，编写校本

实训教程《煤矿生产操作工实训教程》、《煤矿技术员能力培养实训教程》两部。 

三、主要成效 

一是解决了制约采煤专业实践教学的问题  仿真矿井严格按照真实矿井生

产过程中的各项要求布置，采煤机、掘进机、液压支架、胶带输送机、瓦斯抽放

系统、移动变电站等设备均按 1：3 的比例设计安装，可以完全满足采煤专业的

实践教学，有效解决了学生在现场实习“只看、不做”的问题。 

二是提高了学生动手能力和职业素质  依托仿真矿井开展项目式一体化教

学，有力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近三年，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首次获取率

平均达 96%，毕业生供不应求，就业率 100%。 

三是带动了学院其它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课题关于校内实训基地建设和教

学改革的成果和思路，对我院大气探测、水利工程施工、煤田地质专业建设与改

革产生了直接影响。 

四是受到了政府与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  仿真矿井被教育部新闻办公室、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编写的《对话教育热点—2009》一书作为高职院校实训基地建

设的典范收辑在册。同时得到了包括中国教育报、中国煤炭报、人民网等国内媒

体的关注和教育部、行业企业有关专家的肯定和赞赏。 

五是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甘肃省煤矿安全培训中心依托仿真矿井，开展



管理人员、特殊工种等培训每年达 3000 余人；甘肃省第八职业技能鉴定所以仿

真矿井为平台，每年鉴定达 1000 余人次，今年被上报为国家示范性职业技能鉴

定所；仿真矿井作为全国第一批 62 个“国土资源科普基地”之一，每年开展科

普教育 1000 余人次；经国家安全生产总局派专家评审，我院依托仿真矿井的优

势，在西北众多煤炭类院校中脱颖而出，被确定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西北

教育培训基地”，年培训任务 1000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