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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风工程学作为矿业工程专业学生的行业特色课，其课程内容的编排，教学效果的好坏关系着整个行业未来的发展。

针对通风工程学教学内容与教学方式落后于时代发展问题，提出了实施项目式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教学内容；更新前

沿科技教学，VR投影，虚拟仿真的教学方式；同时强调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安全意识。依所述三个方面，优化教学内

容、丰富学习体验，培养爱国精神，对于矿业及相关行业培养出更多具备高度责任感和技术能力的工程技术人才十分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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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characteristic course for mining engineering students, the arrangement of course conten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in ventilation engineering are relate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entire industry.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outdated 

teaching content and teaching methods in ventilation engineering, a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has 

been proposed; Update cutting-edge technology teaching, VR projection, and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methods; Simultaneously 

emphasizing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patriotism and national security awareness. According to the three aspects mentioned,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enriching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cultivating patriotism are essential for cultivating more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talents with high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technical ability in the mining and related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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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通风工程学的教学领域，随着采矿和相关工业技术

的飞速发展，传统教学方法已难以满足行业对高技能工程

师的需求。通风工程作为确保矿井安全和环境保护的关键

技术，它的重要性在工业生产中愈发突出。然而，现有的

教学模式多依赖于过时的教材和理论重复，缺乏与现代工

业实践的紧密联系。此外，新兴的智能通风系统和环境监

测技术的引入，要求相关课程必须快速适应这些变化，以培

养能够驾驭现代工业挑战的工程师
[1]
。因此，通风工程学的

教学探索与改革成为提升教育质量、满足行业需求的迫切任

务。本文将从现代教育理论出发，通过引入创新教学方法和

技术，探讨如何有效提升通风工程教育的实践性和前瞻性，

以培养符合未来矿业发展趋势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 

1 传统通风教学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滞后性 

通风工程学的教学现状在多数矿业及工程教育领域

显示出明显的不足和滞后，这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和教学

方法上。大多数高校的通风工程课程仍主要依赖于传统的

课堂讲授方式，课程内容主要集中在传统的通风理论和基

础技术上。这种教学模式强调理论的灌输，而忽视了技术

的现代化和实际应用，尤其是在智能通风系统和环境监控

技术等新兴领域的融入极为有限
[2]
。随着矿业工程技术的

迅猛发展和现代矿场对安全与效率要求的提高，传统教学

内容已难以满足行业需求，这种教学内容的滞后不仅降低

了学生对学科的兴趣，也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就业竞争力。 

1.2 教学方法单一 

从教学方法上来看，传统的教学模式主要以课堂讲授

和有限的实验操作为主，难以满足现代矿业工程教育的需

求。现有的教学大多数依赖于静态的 PowerPoint 演示和

板书，缺乏互动性和参与感，这导致学生对复杂概念的理

解不够深入
[3]
。此外，实际的实验和实践机会非常有限，

大多数学院由于预算限制和设备短缺，未能提供足够的实

际操作体验，如虚拟现实（VR）或三维模拟等现代教学工

具。这些工具可以极大地增强教学效果，通过模拟真实的

矿井环境来提供风险较低的实践经验。缺少这些技术的应

用不仅限制了学生技能的发展，也减少了他们解决实际工

程问题的能力。因此，为了提高通风工程教育的质量和相

关性，迫切需要对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现代化改革，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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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行业的快速变化和技术进步。 

1.3 教学目标单一 

在通风工程学的教学中，思想政治教育（思政）的融

入存在着显著不足，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内容的脱节、

教学方法的单一性、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思政教育内容、

教师在进行思政教育时的能力不足，以及教育资源和支持

系统的缺乏
[4]
。尽管教师在通风工程领域可能具备深厚的

专业知识，但通常缺乏如何有效融合思政教育的经验和技

巧，导致思政元素常被视为次要或附加内容，而非课程设

计的核心。此外，大多数课程内容侧重于传统理论与技术

的传授，而忽视了工程伦理、社会责任与环境保护等现代

工程师应具备的价值观与责任意识。这种教学现状不利于

学生形成全面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价值观，亟需通过课程设

计、教师培训、资源投入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以确保思政

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有效结合。 

2 改革教学内容 

2.1 与时俱进的通风教学 

在通风工程学的教学改革中，将智能化技术融入课程

内容是一个关键的步骤，旨在提升学生对现代智能通风系

统的理解与应用能力。智能通风系统使用先进的传感器、

数据分析和自动控制技术来优化矿井的空气质量和能源

效率，这类系统能够实时监控矿井内的气体成分、温度、

湿度和风速，自动调整通风设备的运行状态以适应矿井内

部的实时变化
[5]
。课程中应包含对这些技术组件的详细介

绍，解释其工作原理和技术规格，以及如何通过集成这些

技术来设计和维护高效、响应灵敏的通风系统
[6]
。 

此外，教育过程中还应强调智能化技术在提高矿井安

全性方面的应用。例如，通过使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

数据，智能通风系统预测并预防潜在的安全问题，如瓦斯

爆炸和火灾等。学生应学习如何利用这些算法来识别风险

模式，并参与开发预警系统，使他们能够在未来的工作中

有效利用这些技术来保障矿工安全。课程还应包括实际的

案例研究，分析智能通风系统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效果和

遇到的挑战，让学生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深入理解智能技

术的实际价值和操作复杂性。通过这种深入的教学方法，

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技术技能，还能激发他们在智能化矿

业技术领域的创新和研究兴趣。 

2.2 通风教学目标多元 

在通风工程学的教学目标中，特别强调融入国家安全

观和家国情怀的教育是至关重要的。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

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他们的国家责任感和为国家

服务的意识。通风工程作为矿业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直

接关系到矿工的生命安全和国家的资源安全，因此，在课

程中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首先，课程应深入探讨通风工

程在国家能源安全中的作用，解释通风系统如何预防瓦斯

爆炸等灾难性事件，保障矿井工人的安全，并确保能源的

持续供应。通过案例研究，让学生了解通风工程故障可能

导致的严重后果，如何通过科学的通风设计来提升矿井的

安全性能。这种教学不仅涉及技术和操作，更重要的是让

学生理解他们的工作与国家利益之间的联系。其次，强化

家国情怀的教育，通过课堂讨论、专题讲座等形式，邀请

行业专家和历史见证者分享矿业发展史和矿难事故案例，

让学生感受到作为一名矿业工程师在国家发展中扮演的

角色。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思考和讨论矿业工程技术人员在

推动社会进步和保护国家资源中的责任和义务。通过这些

活动，学生不仅学习到知识，更培养了对国家的忠诚和对

社会的责任感。通过这样的教学改革措施，通风工程学的

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授技术知识，更重要的是塑造学生的

价值观，培养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国家安全意识，为国家的

矿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培养负责任的工程技术人才。 

3 多元教学方法创新 

3.1 实施项目式学习（PBL） 

项目式学习（PBL）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方法，

旨在通过解决实际、复杂的问题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

深入理解能力。在这种教学模式中，学生主导学习过程，

从规划到执行再到评估各阶段都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

PBL通常围绕一个开放性问题或挑战展开，要求学生应用跨

学科的知识来探索解决方案。这种方法不仅提高了学习的实

用性和相关性，使学生能够看到所学知识在现实世界中的应

用，还促进了合作学习，学生在小组合作的过程中，可以提

升自己的沟通、协调和社交能力。此外，项目式学习强调过

程中的反思和修正，鼓励学生根据反馈持续改进自己的工作，

从而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问题解决能力的学习者。 

PBL 在通风工程教学中是一个高效的策略，它通过整

合真实世界的技术挑战和问题解决技能培养，极大地增强

了学习体验。在这种模式下，学生被赋予了设计、分析和

优化通风系统的任务，这些项目往往模拟实际的工程问题，

如改善矿井的空气质量或开发新的通风解决方案以满足

环境标准。学生需要运用他们通过课堂学习和自学获得的

知识，进行团队合作，共同开发创新的通风方案。这种学

习方式不仅提升了学生的技术和分析能力，还锻炼了他们

的沟通、团队协作和项目管理技能。更重要的是，项目式

学习通过提供一个近似职业环境的平台，让学生在还未进

入真实工作环境前，就能体验和学习处理复杂项目的流程

和挑战，从而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充分的准备。 

3.2 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是一种现代教育创新，它通过调整

传统课堂的教学顺序和方法，将课前学习和课堂活动“翻

转”
[7]
。在这种模式中，学生在课堂上课之前自主学习理

论知识，通常通过观看教师预录的讲解视频、阅读资料或

完成在线课程等方式。而课堂时间则用于进行深入讨论、

实际操作、解决问题和协作学习，教师在这里更多地扮演

辅导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帮助学生探讨复杂概念、应用所

学知识和培养关键技能。这种模式强调学生的主动参与和

自主学习，通过技术的支持和课堂的互动活动，极大地提

升了学习效率和教学效果，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学术或职

业情景中更好地应用所学知识。 

为将通风工程教学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相融合，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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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教师准备详尽的学习材料，如录制解释通风系统设计

原理和设备操作的视频讲座，以及提供相关的阅读材料，

包括最新的研究文章和行业报告。这些资源使学生能在课

前自主学习理论基础。课堂时间则用于进行更加深入的互

动活动，如小组讨论、问题解决任务和实际案例分析，特

别是那些涉及到通风系统故障诊断和优化的实际问题。此

外，可以组织工作坊或模拟实验，让学生在实践中运用他

们学到的知识，同时教师可以提供即时反馈，帮助学生深

化理解并改进他们的技术应用能力。通过这种方式，翻转

课堂不仅优化了学习流程，也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实际

操作能力，使得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需求更加紧密地结合。 

3.3 VR和仿真助力通风教学 

虚拟现实（VR）是一种通过计算机生成的技术，利用

头戴式显示器（HMD）和其他感应设备来创建一个可以交

互的三维模拟环境。用户通过戴上特制的头盔或眼镜，能够

体验到沉浸式的视觉和听觉感受，甚至在更高级的系统中体

验到触觉。这种环境可以是模拟现实世界的场景，也可以是

完全虚构的世界。VR 技术主要通过实时头部移动追踪和全

方位视角的呈现，让用户感觉自己真的置身于另一个空间。

此外，通过使用控制器和其他形式的输入设备，用户可以在

虚拟空间中进行操作和交互，使得 VR 技术在教育、娱乐、

医疗和工业设计等多个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通过将虚拟现

实（VR）技术和仿真工具与通风工程教学相融合，为教学过

程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特别是在提供直观的学习体验和实

际操作技能方面
[8]
。首先，利用 VR 技术，可以创建一个沉

浸式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虚拟的矿井和通风系统中“亲身”

体验各种通风设计和管理操作
[9]
。这种技术能够模拟复杂的

矿井环境，包括不同类型的通风系统和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如瓦斯积聚和火灾等紧急情况。学生能够在无风险的环境中

尝试不同的通风策略，看到他们的决策如何影响矿井的空气

质量和安全状况，从而增强理解并掌握必要的技能。 

 
图 1  矿井 VR模拟图 

此外，仿真软件在通风工程教学中的应用也极为关键，

它允许学生进行详细的通风网络分析和设计实验。通过

这些软件，学生可以输入不同的变量和条件，如矿井的

尺寸、通风需求和外部环境因素，软件则提供实时的数据

反馈，显示通风效果和潜在的问题。这不仅帮助学生理解

通风理论的实际应用，还能训练他们使用现代工具进行工

程设计和问题解决
[10]

。教师可以通过这些活动监控学生的

进度和理解水平，及时提供指导和支持，确保学生能够有

效地运用这些高级技术工具，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图 2  三维通风动态仿真模拟系统 

4 结语 

本文从我国采矿业发展战略和教育改革的角度出发，

为满足当前时代的需要和未来的发展趋势，阐述了通过对

通风工程学的教学探索与改革，为国家矿业培养出精尖的

矿业工程技术人才。提出了更新教学内容，完善教学思想，

设计出更符合时代发展的课程体系等思想。提出了实施项

目式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提出了前沿科技教学，VR

投影，虚拟仿真的教学方式，增加强调培养学生的家国情

怀和国家安全意识的实行，为我国矿业输送符合时代发展

要求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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