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矿学》在线教学资源建设及其应用 

万志军、屠世浩、杜计平、郑西贵、张源 

1、教学难题 

《智能采掘》是智能采矿特色班和矿业国际班的专业核心课程，72 学时，

2019-2020 学年第 1 学期首次开设，春夏学期均开课。本课程比《采矿学》增加

了智能采掘的内容。《采矿学》80 学时，本课程增加教学内容同时减少了 8 学时。

如何在有限学时条件下上好本课程，是摆在授课教师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这不是《智能采掘》独有的问题，专业课程都面临同样问题。在线课程在很

大程度上是解决这类问题的钥匙。多年来采矿工程专业围绕《采矿学》课程建设

了大量优质在线课程资源，正是为破解这个问题而来的。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优质

在线教学资源，成为摆在授课教师面前的第二道难题。 

本案例从《采矿学》在线教学资源建设的原则说起，着重介绍建设历程、课

程特点、课程应用以及建设体会，以期为校内外同行开展课程建设提供参考。 

2、在线教学资源建设 

（1）遵循的原则 

围绕《采矿学》课程在线教学资源建设，提出以下原则。 

1）在线课程建设要讲究传承性。要继承本门课程已有建设成果，用新的教

学理念和手段加以发展。 

2）在线课程建设要注重体系化。要以课程群的高度从不同层次去建设，既

要满足采矿工程专业学生需要，也要满足非采矿学生需要，还要满足社会大众需

要。 

3）坚持高标准建设，以国家级课程建设为目标。《采矿学》课程是具有悠久

历史的品牌课程，在线课程建设必须坚持按国家一流课程标准和目标来建设。 

（2）建设历程 

2014 年建成《走进矿山》国家级视频公开课，2016 年建成《采矿学》国家

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7 年建成《采矿学》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2019 年建

成《采矿概论》慕课和《煤矿智能化工作面开采虚拟仿真实验》等虚拟仿真教学

资源，2020 年建成《采矿学》国际平台课程。 

（3）《采矿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课程在 2004 年入选国家精品课程《采矿学》的基础上升级而来。课程负责

人杜计平教授，主要参建教师有屠世浩教授、万志军教授、郑西贵教授等。课程

共 88 学时，每学时 50 分钟左右。课程于 2016 年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自上线以来，已有累计 38000 多人参加学习。图 1 是课程网页。 

 

图 1 《采矿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网页 

 

图 2 《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网页 

（4）《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慕课） 

《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是在《采矿学》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基础上建

设的，2017 年入选江苏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目前正在积极准备国家级在线开



放课程认定，英文版即将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在爱课程网国际平台上线。 

2017 年 9 月以来共开课 3 次，累计 4300 多人参加学习。2020 年 2 月，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采矿学》慕课是我校向社会免费开放的 42 门在线开放课程之

一。图 2 是课程网页。 

本课程主要特色： 

1）国家级课程团队实力雄厚，保障有力。课程由屠世浩教授带领的“采矿

工程专业国家级教学团队”倾心打造。团队老中青搭配，教授 8 人，副教授 2 人，

主讲教师均讲授本课程 5 年以上。其他教师参与课程内容精选、网站维护、测试

题更新、网上答疑、作业批改等。 

2）课程内容精炼、配套资源丰富，学习安排精妙。精选 76 个重难点制作了

76 段讲课视频，配套 1100 余个单选、多选、判断和填空题，130 多个讨论和简

答题。每个知识点视频 10-25 分钟，穿插 1 个过关问题，学完后完成 4-6 个随堂

测验题回顾要点，课后参加网上讨论巩固难点，每章完成单元测验题 10-12 个和

单元作业问答题 1-4 个强化重点。另添加 22 个相关视频、16 个自制小动画，以

及参考书、论文、煤矿法规等资料目录的富文本进行知识拓展。 

3）案例式教学印象深，课程思政自然入心。课程共采用 80 多个案例，理论

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同时，课程思政润物无声，诸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与充填采煤法自然对接、“高端矿山机械装备完全国产化”令人油然而生自豪感。 

（5）其他配套课程资源 

先后建成《走进矿山》国家级视频公开课、《采矿概论》慕课、以及《煤矿

智能化工作面开采虚拟仿真实验》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等，作为本课程的补充，共

同构成完整的采矿学知识体系，并能满足不同层次学习者需求。 

3、在线教学资源的应用 

围绕《采矿学》建设的在线课程资源很丰富和完备了，如何让这些资源发挥

效益呢？首先要弄明白资源的特点和面向的受众，其次要采用适当的应用方法和

工具。 

（1）在线教学资源特点 

认真梳理这些教学资源，不难发现，课程属性和内容特点的不同，针对的受

众是不同的。《采矿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和《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面向采矿

工程专业或相近专业本科学生开设，更具专业性。《采矿学》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是课堂教学的视频化，而《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则是更符合现代教育特点的在

线教学资源。二者都是既可以面向社会学习者开放，也可以通过 SPOC 面向本专

业学生开设。这两门课程也具有互补性，前者讲述比较详尽，后者更加精炼，适

应不同需求。 



《走进矿山》视频公开课是面向社会大众普及矿山常识的科普类课程，《采

矿概论》慕课是面向非采矿本科学生的。《煤矿智能化工作面开采虚拟仿真实验》

等虚拟仿真教学资源是配套解决《采矿学》的实验问题的，面向采矿工程专业或

相近专业本科生，既面向社会学习者，也面向校内学生。 

《采矿学》在线开放课程面向社会学习者开课 3 次，同时作为 SPOC 面向本

专业学生开课 2 次。以下以《智能采掘》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为例介绍这些课程

资源的利用情况。 

（2）在线教学方法 

选择雨课堂、超星学习通等教学软件用于开展课堂教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 2020 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使得“停课不停学”的直播课成为首选。

这些软件可以开展直播课，但是师生间直接的语音互动功能很弱。通过实践，摸

索出了“SPOC+雨课堂+腾讯会议”的在线互动直播课形式。 

具体做法是： 

课前：通过雨课堂和微信群或 QQ 群，通知学生提前在线观看《采矿学》

SPOC 相关视频，完成随堂测验题。 

课堂：教师以讲授难点和互动讨论为主。互动讨论有两种形式，其一是通过

雨课堂的课堂测验及时复习难点（图 3），其二是利用腾讯会议语音讨论问题。由

于模型课无法开展，要求学生通过做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和观看模型课视频完成。 

课后：学生完成 SPOC 上的单元测验题和单元作业，并参加网上讨论。教师

利用雨课堂的数据分析功能和 SPOC 的学生学习数据，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

随时调整教学节奏和形式。比如可以在 SPOC 里了解学生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及成

绩（图 4），在雨课堂里查看每个学生答题情况，PPT 里点不懂的情况（图 5）。

以及分析其他数据（图 6）。 

（3）网上课程学习成绩的使用 

为了提高学生网上课程学习的积极性和约束性，《智能采掘》课程教学质量

标准规定：SPOC、模型（虚仿）实验成绩占课程最终成绩的比例分别为 15%和

10%。 

（4）应用效果 

“SPOC+雨课堂+腾讯会议”教学形式使得 SPOC、雨课堂和腾讯会议优势

互补，保证了课程正常开展。通过课前预习、课堂讨论和课后练习，改变了学生

被动学习的传统，强化了学习效果。 



 

图 3 雨课堂中的课堂测验题目及答题情况 

 

图 4 学生在 SPOC 里的学习时间和作业成绩 



 

（a）课堂答题最好的前 3 名和学生对 PPT 的反馈情况 

 

（b）每个学生的课堂答题和签到情况 

图 5 雨课堂里学生课堂答题及考勤情况 



 

图 6 SPOC 里学生讨论与教师答疑情况 

4、几点体会 

（1）在线课程建设要注意传承性、要形成体系，还要高标准和高目标。课

程建设的长期积淀，使得《采矿学》课程如陈年老酒，历久弥香。 

（2）课程建设需要教师团队作战。需要课程带头人的大量付出，以及学校

和学院的支持和经费投入。 

（3）在线教学资源重在利用。要采用现代教育方法和技术，适当的工具，

开展互动教学，及时分析数据，调整教学策略和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