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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OBE 理念的采矿模型制作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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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矿模型作为一种直观、易懂的教学工具，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起专业知识的内部联系和空间形态。其制作过程能够加

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因此被视为一种教学方法的有益尝试。然而，在实际的模型制作过程中，教学过程和教学结果之

间存在不匹配的问题。基于 OBE 育人理念，文章旨在找出采矿模型教学培养模式中存在的不足，并制定改革的基本思路。同

时，在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创新能力、实践教学条件和持续改进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的改革措施，确保学生在模型制作过

程中能够全面理解相关专业知识，为采矿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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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ng models, as an intuitive and easy to understand teaching tool, can help students establish internal connections and 

spatial forms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The production process can deep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is 

therefore considered a beneficial attempt at teaching methods. However, in the actual model production process, there is a mismatch 

between the teaching process and the teaching results. Based on the OBE education concept, the article aims to identify the 

shortcomings in the teaching and training mode of mining models, and formulate basic ideas for reform. At the same time, specific 

reform measures are proposed in terms of training objectives,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ability, practical teaching conditions,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mechanisms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can fully understand relevant professional knowledge during the model 

making process, laying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in mining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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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了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

是第一动力的重要性，并指出我国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

因此必须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承担着培

养创新人才的主要责任，必须担负起自主培养创新型人才

的使命
[1]
。然而，面对当代社会对创新型人才的需求，传

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已经显得难以满足。因此，高校亟需进

行改革，以提高大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这也成为高等教

育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在此背景下，采矿模型制作这一

采矿工程新型教学方法也需顺应发展改革，培养出适合新

时代发展的高能力人才。 

传统的教学模式注重的是传递—接受型教育，以教师

和书本为中心。教学方法相对固化，学生缺乏活力，教学

缺少严谨细致的实践练习，导致教学效果不尽如人意，较

难实现采矿工程专业要求的专业素质过硬、基础知识扎实、

敢于创新的采矿工程人才培养目标。对于实践能力较强的

采矿模型制作来说，仅仅通过课堂讲解很难让学生完全理

解。特别是在采矿工程这门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中，传统的

教学方法已经难以满足需求。因此，在采矿模型制作的教

学过程中，教师应以采矿模型在采矿工程领域的应用为核

心，强调培养学生对采矿相关知识的理解深化能力，并将

应用效果作为考核的重要指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师

可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首先，可以引入案例分析、实地

考察等实践性教学手段，让学生亲自参与实践活动，积累

实际经验。其次，可以组织团队项目，让学生进行团队

合作，运用采矿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同时，教师还可以

提供开放式问题，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和自主学习，并培

养他们的问题解决能力。在考核方面，教师可以采用综

合评价的方式，将学生在采矿模型制作上的成果和效果

作为重要考核指标。除了传统的考试形式外，可以引入

项目报告、论文写作、实验演示等方式，全面评估学生

的应用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采用这样的教学模式和评

价方式，可以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创新潜力，

培养他们的系统思维和应用能力，更好地适应采矿工程

的实际需求。成果导向教育（Outcome Based Education）

通常简称为 OBE，是指教学设计和教学实施的目标是学

生通过教育过程最后所取得的学习成果，OBE 理念强调

学生的实际学习成果，在课程建设中，教师应该基于学

习成果开展教学
[2]
。传统教学模式和 OBE 教学模式的对

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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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教学理念比较 

比较项目 传统模式 OBE模式 

理念类型 知识导向型 成果导向型 

教学模式 
教师为主体→教室驱动课程

进行 

学生为主体→实现学生自我

价值 

教学内容 重理论轻能力 由行业需求决定 

教学特征 
强调教师的教，学生处于被

动学习的地位 

强调学生的学，学生处于自

主学习的地位 

1 采矿模型特点及制作学习难点 

1.1 采矿模型的特点 

采矿模型作为综合性采矿工程的应用，与传统的采矿

工程和普通模型有所不同，相较于传统的采矿工程课程，

采矿模型有如下几个特点： 

1.1.1 采矿模型更加直观 

模型直观、易懂，能构建起专业知识的内部联系、空

间形态，可以将形式与内容完美地结合起来，以独特的造

型展示出立体的视觉形象，起到一目了然的作用。模型设

计中布局是否合理、比例是否恰当、造型是否协调等问题

都可以通过模型制作来发现。模型制作主要是通过师生互

动的教学方式，把专业概念或知识体系动手实践做成知识

模型，从而加深对专业知识的理解，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它既能提高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也能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和创新意识，是一种能改变学生行为，提高学生综合能力的

教学方法。比如建筑专业、园林专业等都可以把专业知识动

手实践综合成建筑模型、园林模型，用于课堂的教学。 

1.1.2 采矿模型可以起到教学引导作用 

采矿模型可以让学生更好地理解采矿工程这一学科

在现实中的应用，不再停留于课本的知识框架，理论的价

值在于指导实践，学习的目的在于运用。正如习近平总书

记所强调，“实践的观点、生活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

论的基本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

的显著特征”。以能力培养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重视

学生学习的自主性和效率，将模型制作融入课堂教学，使

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抽象的问题具体化，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优化课程教学过程，实现由“满堂灌”的单一教学模

式向模型制作教学模式的转变
[3]
。 

1.2 采矿模型制作学习难点 

1.2.1 采矿模型制作综合性较强 

采矿模型制作属于采矿工程学科的一个分支，是一个

综合性较强的应用教育，涉及到采矿、井巷、力学、机械、

管理与制图等多学科的基础知识。专业课程具有概念较多、

知识点零碎、知识体系环环相扣的特点，需要有一定的立

体思维能力，才能把知识架构的空间关系搞清楚
[4]
。 

1.2.2 采矿工程学生对专业知识理解浅薄 

采矿工程专业本科生普遍存在对专业知识理解浅薄、

学习积极性自主性不强、缺少学习兴趣、情绪消极等问题。

对于一些抽象性较强的专业知识，教材上的文字、图片难

以解释清楚，学生也很难理解透彻，例如矿井巷道布置、

矿井避难硐室布置等
[5]
。在此基础之上进行采矿模型制作

教育难以展开。 

1.2.3 缺乏创新性的设计 

目前多数采矿方法缺乏创新性的实践，对于一些新型

矿山开采技术的设计和应用较少，学生设计采矿模型的过

程中参考的采矿方法较为落后，在对于新型开采技术方面

缺乏创新性的引导设计，大多停留在表面。 

2 基于 OBE教学理念的采矿模型制作教育改革 

采矿模型制作属于新时代采矿工程教育的新形式，对

于学生的综合素质有较高的要求，需要学生可以综合应用

所学的采矿工程各个课程的专业知识，以此来满足新工科

背景下对于学生能力的要求。因此根据采矿模型制作过程

中的特点和难点做出了总结，结合以成果为导向的 OBE

理念来改革在采矿模型制作方面的教育，对采矿模型制作

教育改革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2.1 主动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 

在采矿模型的制作中，创新性是一项重要的着力点，

综合考虑构建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方案（图 1）。 

 
图 1  创新实践能力培养机制 

2.1.1 建立创新教育体系 

根据 OBE 理念，中国矿业大学针对煤炭经济和产业结

构的变化以及用人单位对人才需求的变化，采用反向设计

思维，创办了全国首个智能采矿班。该班面向煤炭企业等

用人单位的需求，着重培养和提高学生走向工作岗位所需

的基本专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能力。课程设置包括地采与露

采两个方向，进一步细分为；“智能开采”“地下工程”“绿

色开采”“国际采矿”等课组，以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点，

同时也有利于因材施教，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在教学

模式方面，采矿工程专业的教师倡导以学生为本的教学理

念，采用多种教学手段，如课程、实验室、现场观摩及实

操实训等，并充分利用线下线上教学资源。这种综合教学

模式的应用，有效实现了从传统的培训式教学模式向培养

型教学模式的转变。通过以上的教学和课程设计，中国矿

业大学智能采矿班能够为学生提供与行业经济和产业结

构调整的走向相匹配的教育和培养，以培养出具备基本专

业技能和综合素质能力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进一步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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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企业和相关行业对人才的需求
[6]
。 

2.1.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了稳立时代潮头，企业需要进行产品、工艺、设备

的升级以及运营模式和理念的完善。这些都离不开创新与

实践。作为聚集了众多研究学者和富有活力大学生的地方，

高校成为企业发展战略中重要的合作伙伴。通过与学校和

学生的合作，企业可以开展校企合作项目，共同进行研究

项目。这种合作不仅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符合其发展需求的

创新成果，还可以培养一批具有较高科研能力的大学生，

为企业、社会和国家培养人才。长期坚持这样的合作，还

可以培养出一种不断革新的企业文化。因此，校企合作项

目的开展对于企业来说至关重要。通过与高校的合作，企

业可以获得研究人员和学生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实现

技术的升级和发展。同时，企业也能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

和实际问题解决的场景，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应

用于实践中。这种双赢的合作将促进企业和高校之间的交

流与互动，推动创新和发展。 

2.1.3 创新实践资源整合 

采矿工程专业的学生应该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科技

创新竞赛项目，包括物理模型、数字模型、学习模型等。

此外，积极参加数学建模竞赛、节能减排大赛、中国“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等竞赛项目。通过

参与这些科技竞赛活动，学生有机会将个人兴趣与专业知

识相结合，在教师的指导下深入挖掘创新点，构建理论模

型并确定研究方案。随后，他们通过实践验证模型的合理

性，并不断完善其模型，进一步提出新见解和新理论。广

泛参加科技创新竞赛的举措为采矿工程专业学生提供了

一个锻炼自己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的平台。通过这些竞赛

项目，他们能够在理论和实践中相互交融，提升自己的专

业素养，拓宽思路去完成各种的模型制作。 

2.1.4 创新实践成果评价和激励机制 

在成果评价方面，应注重对学生创新实践成果的质量

和影响力进行评估。这包括对项目的创新性、技术难度、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评价标准应该明确、

科学，并与实际需求相匹配，既注重学术水平，又注重实践

应用价值。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团队合作精神、领导能力和

创新意识等软性素质的培养，提供全面的评价体系。在激励

机制方面，应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学生参与创新实践并取得优

秀成果。这可以包括奖学金、荣誉称号、科研资助等物质性

奖励，同时也可以提供实习、就业、推荐研究生等机会作为

非物质性奖励。此外，可以设立评选机制，对在创新实践中

具有杰出表现的学生给予表彰和宣传，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创

新实践。同时，也要通过导师的引导和指导，为学生提供良

好的创新实践环境和资源支持，激发他们的创新激情。 

2.2 加深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综合应用 

结合采矿工程专业的交叉学科课程知识的授课特点，

在教学设计过程中要紧密联系专业基础知识，努力培养学

生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的采矿工程设计思维，采矿工

程专业作为一个传统的工科专业，专业课程的主体内容一

般只讲授基础的专业知识和设备运转的基本原理，在当前

智能化开采的新形势下，矿山开采的新技术与新装备层出

不穷，书本上的知识已不能满足学生对于快速发展的知识

的需求。教师应通过矿山现场实践去提升自己的专业水平，

丰富自己的授课内容
[7]
。教师可以以自身的经验去引导学

生对于专业知识的深化理解来将采矿工程这一综合性的

学科内容充分应用到采矿模型的制作中去。 

3 结语 

为了提高采矿专业学生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竞争

力，采矿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

本文基于 OBE（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成果导向）育人理念，

通过全面深入剖析采矿模型在教育过程中的特点和难点，

提出了构建采矿模型制作教育培养新模式的总体思路。同

时，针对创新能力培养、实践教学条件、学科知识素养和

持续改进机制等关键问题，探讨了采矿模型制作教育培养

模式改革的具体途径，为推动采矿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指导。这一改革旨在通过培养采矿模型

制作能力，使学生在实践中提升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为此，我们需要改善实践教学条件，提供先进的设备

和实验室资源，以支持学生进行采矿模型制作相关的实践

活动。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的学科知识素养，强调专业知

识的扎实性和实践应用的灵活性。此外，建立持续改进机

制，通过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和改进教学方法和内

容，以不断适应行业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变化。 

通过这一改革，我们将为采矿工程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的改革提供方向，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

高素质人才，以适应行业发展的需求。这将不仅提升学生

的就业竞争力，还将为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影响力带来

新的提升。通过 OBE 理念的采矿模型制作教育模式的尝试，

不仅可以改善传统的线下课堂教学，也丰富了学生学习的

方式和渠道；不仅迎合了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新背景，

也符合工程教育认证下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标准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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