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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机电煤炭单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 

刘志民，于淑政 

(河北工程大学 机电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摘 要]通过分析河北工程大学2007级矿山机电煤炭单招专业人才培养现状，针对培养过程中存 

在的各种问题，论文从课程体系、实践环节、课堂教学、教学队伍、基地建设等方面着手，对现 

有的煤炭单招人才培养环节的改革进行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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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资源作为我国能源主体，其健康发展对国 

民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作用。然而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煤炭行业存在着死亡率高、生产环境差、职工 

待遇低等一系列问题，人才 “招不来、留不住、回 

不去”等现象十分突出。据统计，上世纪末我国96％ 

的煤炭企业缺少机电专业人才，88％的煤炭企业缺少 

采矿专业人才，煤炭行业一度出现了新的 “人才断 

层”，成为影响煤炭行业健康发展的瓶颈。为解决煤 

炭行业人才紧缺问题，教育部特别批准各煤炭院校 

单独招收 “三校生”(即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 

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和 “煤企青年”(煤炭企业优 

秀青年)的政策。我校从 2007年开始列入对口单招 

院校，其中 “矿山机电专科专业”是我校招生最早 

的专业之一。通过三年的培养，发现在课程体系设 

置、实践环节训练、课堂教学模式、教学队伍建设、 

基地建设等环节方面存在的问题 日益突出。此外， 

与统招大学生相比，这类特殊层次学生群体在基础 

知识方面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为保障该层次人才 

培养质量，加快应用创新型人才培养，我校必须对 

现有的矿山机电煤炭单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 

革，这对促进煤炭工业持续、健康、科学发展具有 

重要研究意义。 

一

、 煤炭单招学生现状及存在问题 

2007年 9月我校首次招录矿山机电专科单招学 

生 22人，于 2010年 6月首届毕业生全部到煤炭行 

业就业。该批单招学生在校期间，由于数理化和外 

语基础差、底子薄，与统招大学生一起上课，教学 

进度不好把握；同时单招大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 

不少已娶妻生子，管理上存在一定难度。所以在教 

学上学校安排单独编班、授课，在日常生活上选聘 

有经验的辅导员进行管理。总体看来，在培养环节 

各方面暴露出的问题较多。 

(一)学生基础薄弱，与课程体系不相匹配 

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设置沿袭了普通机电 
一 体化专科专业，以普通高中毕业生知识为起点， 

单招的学生上课跟不上进度，知识体系结合不紧密， 

给教师授课内容正常推进带来一系列问题。 

(二)实训条件有限，专业课程设置落后 

专业方向及专业拓展课程设置虽有改进，但教 

学内容相对滞后，学生学到的知识技能与企业要求 

尚存一定差距，部分课程因实训条件有限，仍以理 

论课讲授为主，难以跟上煤炭工业技术设备更新发 

展的要求。 

(三)“双师型”教师缺乏 

煤炭专业师资严重匮乏，特别是缺乏既熟悉企 

业生产又能承担专业教学的 “双师型”专业教师。 

(四)教学方法过于死板 

在教学过程中，学校偏重传统教学模式，未能 

结合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发挥单招学生有工作经验、 

实际操作能力强等特长。 

二、对煤炭单招人才培养环节进行的全面改革 

针对对口单招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如何因材施 

教，培养单招学生掌握煤矿综合机械化采煤技术， 

具备现代化管理能力，这给我校单招专业人才培养 

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课题以我校 “矿山机电专 

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为基础，充分利用我校现有 

的煤炭资源优势，以积极适应煤炭自动化工业发展 

需求为指导思想，着力从更新课程体系、强化工程 

实践训练、配置专业虚拟教学环境、改进教学方法、 

加强 “双师型”队伍建设、建立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等方面进行入手，对 2007级煤炭单招人才培养环节 

进行全面改革，制定有效实施方案，并在 2010级单 

招学生人才培养过程中进行实施，以实现对单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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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专业素质和工程技能的综合培养。 

(一)更新课程体系 

针对单招学生知识体系公共基础课差、专业实 

践能力强的特点，在矿山机电方向原有教学计划基 

础上，充分研讨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精选实验内 

容，对公共基础课、学科基础课、专业课及专业拓 

展课的教学时数 (课堂教学和实验教学)进行了合 

理设置，如表 2．1所示。在专业课程设置上，注重知 

识的系统性、连续性，注重基础理论知识和技术技 

能课的关系，使专业教学内容能更好地反映现代矿 

山机电装备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技术，同时结合 

职业岗位性质，有针对性、系统性地设置课程。为 

推行 “双证书”制度，在专业拓展课中增设了 《安 

全生产管理知识》、《安全生产技术》等职业资格认 

证考试课程。新课程体系以推行 “双证书”制度为 

切入点，以努力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为核心， 

争取学生在毕业时拿到毕业证书和国家职业资格证 

书 (如 “注册安全工程师”、“注册安全评价师”等)。 

表 1 各类课程学时、学分比例分配表 

(二)强化工程实践训练 

在原有教学计划中进一步增加实践教学比重， 

使实践教学环节的学时达到总学时的三分之一以 

上。工程培训中心对学生实行 “全天开放”，任课教 

师实行 “导师负责制”，学生实行 “班组协作制”， 

利用多功能综合实训中心，让课程进中心、进企业， 

让实验和实训进课堂，保证教师对学生工程训练的 

指导。采取 “1+2+1”培养模式，施行 “开放式”教 

学，即第一学年以基础教学、观摩教学为主；第二、 

三学年结合专业基础课开展工程训练，依托工程训 

练中心 (如我校的数控实训基地、采矿实训基地)， 

结合项目教学，借助我校 CDIO工程教学模式，边学 

边做、边做边学，完成项 目并进行验收，教师提出 

改进意见。第四学年结合专业课程到煤炭企业参与 

现场实践，进一步强化工程素质和专业技能。 

(三)配置专业虚拟现实教学环境 

按照现代化矿井真实生产环境和管理运作模式 

要求，加强教学虚拟现实环境建设，提升实训室的 

软件建设水平，合理设计实训室的环境、工位、操 

作规程、人员配置等。通过购置煤矿井下虚拟实训 

互动平台，使学生逼真模拟 “井下”特殊工作环境， 

亲身体验机械化采煤过程，熟悉矿山机电设备的运 

行、管理、维护等内容。利用煤矿井下虚拟实训互 

动平台进行教学可节省大量培训设备，同时虚拟现 

实技术具有直观性、交互性好、可靠性高等优点。 

(四)改革教学方法 

在组织教学上，采取特色教学。不仅单独编班、 

单独授课，而且专门编写了具有煤矿特点的实用型 

教材，有针对性的授课。对于公共基础课程，改变 

高校教学传统中只讲重点、难点、疑点的教学方法， 

不但讲 “三点”，还要 “铺陈”f复习旧基础)、“引申” 

f讲解新知识)，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构建知识结构体 

系。对项目教学，充分尊重学生兴趣及个性发展， 

允许学生根据 自己兴趣和意愿选择项 目和指导教 

师。不以成败论英雄，重在学生的学习和探索过程， 

引导学生 “在做中学”，“在项目中受锻炼”；同时， 

引导学生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知识信息和教学资 

源，激励学生自主学习，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 

在考核方式上，施行过程考核一～定期或不定 

期进行课堂练习、测试，并将此成绩记入期末总分。 

对英语学习，从长远来看，单招学生在以后工作中 

难免会涉及到查阅国外技术文献资料，我校的原则 

是不降低标准，宽进严出，对单招学生的要求与统 

招大学生一样，英语四级成绩必须达到 400分才能 

授予学士学位。为提高英语学习效果，学校除选择 

合适的教材、适当增加课时外，还开设口语、写作、 

听力等课程，同时组织英语社团沙龙、课内自主学 

习等 。 

在教学手段上，采用仿真软件、多媒体教学， 

充分利用现代化矿井仿真模拟及采掘、通风等仿真 

演示实训室，努力实现课堂与实训室的一体化，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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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在真实工作情境下教、学、做，大大提高教 生到企业进行项岗实习。同时配合企业进行管理， 

学质量。 

(五)加强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为培养煤炭行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师资要求 

“双师型”复合型教师，即要求教师同时具有教师 

系列职称和专业技术职称。但事实上，让教师同时 

达到既是 “讲师”又是 “工程师”的要求并不现实， 

这也是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难点所在。为加强 

“双师型”队伍建设，学校采取以下措施： 

1．给予适当优惠政策。引进一批高学历、高职 

称、高水平的煤炭院校教师；同时鼓励年轻教师到 

煤炭企业和煤炭高校强化学习或继续深造，使教师 

队伍结构逐渐趋于合理化。 

2．制订具体培训计划和方案。通过日常学习和 

研讨，切实转变教师教学观念，增强教师教改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根据双师型教师的要求和 目标，激 

励教师开展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与研究，提高教学 

质量和水平，撰写教研教改论文；按照卓越工程师 

的要求，充分利用假期时间，组织缺少工程经历的 

教师到煤炭企业进行集中工程培训，培训不达标者 

不得承担教学任务。 

3．制订相关政策和有效措施。要求所有任课教 

师在 日常教学过程中必须深入工程训练中心，指导 

学生、承担不少于40学时的工程培训的教学任务。 

(六)建立校企合作运行机制 

建立校企合作办学的长效机制，是实现单招学 

生培养方案的根本保障。学校先后与冀中能源邯郸 

集团、冀中能源峰峰集团、中煤邯郸煤矿机械有限 

责任公司、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 

建立实训基地。每年学校选派本专业教师，组织学 

通过企业反馈信息，随时调整教学计划，以实现教 

学与科研相结合，教学内容与工程项 目相结合，让 

单招学生动手与动脑相结合，实现工程素质锻炼。 

三、结语 

煤炭对 口单招是一种新型的人才培养模式，本 

课题对 2007级矿山机电煤炭单招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各环节进行全面改革，但在 2010级单招学生教学实 

施与运行过程中，难免还会出现其他问题。随着时 

间的增长，我校将继续坚持以矿业为特色，利用现 

有资源优势，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把煤炭单 

招人才培养模式逐步改进和完善，为单招工作顺利 

开展、提高学生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煤矿 “三 

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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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reforms of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of mine，electromechanical and 

coal specific profession 

LIU Zhi-min．YU Shu-zheng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College，Hebei University ofEngineering，Handan 056038，China) 

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of mine．electromechanica1 and coal professions 

of grade 2007 in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reform towards the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independent enrollment training from the aspects of curriculum system，practice link， 

classroom teaching，teaching staff,base construction，etc．and ca~ied on among the independent students，grade 

20 1 0．The research has important meaning in order to ensure th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the coal specific 

profession，accelerate creative talents cultivation and promote a sustained，healthy and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coal industry． 

Key words：mine and electromechanical；independent enrollment in the coal profession；talent cultivation；reform 

and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