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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理工大学

网络教学先进教师经验分享

教务部教师发展中心 24 2020 年 5 月

《采矿学》课程多模态“五化”教学创新实践

——矿业工程学院 李建忠

本学期的《采矿学》课程由 4位老师负责 7个班级的教学，面对疫情期间的特殊教

学，李建忠老师积极应对、精心准备，迅速组建教学团队，广泛收集教学资源，大胆创

新教学形式，大力加强过程考核，持续提升教学效果，开展多模态“五化”教学创新实

践，如图 1所示，实现了教学团队协作化，教学资源丰富化、教学形式多样化、过程考

核多元化、学习效果可视化。

图 1 《采矿学》课程多模态“五化”教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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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络教学过程中，教学团队集体备课，合作收集、制作教学资源，共同研讨教学

形式和考核方式，协作交流教学心得，实现网络教学协作化；鉴于网络教学个性化的特

点，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料，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教学形式上，以学生为主体，

深度融合现代信息技术，综合利用学习通、微信群、钉钉群等学习平台，采用多种教学

形态，充分挖掘学生学习潜能，提升学习效果；课程考核注重学习过程，设置慕课学习、

模型制作、前沿报告、课堂讨论、在线测验等教学环节，加强过程考核；学习效果重点

关注学生的知识掌握、能力提升、学习获得和情感升华，学生翻转课堂当“主播”、小

组合作制作采矿模型、学科前沿研究报告、课程课堂讨论等成果均以视频或电子文档形

式呈现，实现了学生学习成果可视化，让学生感受到学习的收获和成长。

总结《采矿学》网络教学过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特色：

1、“金课”理念贯穿于教学中

《采矿学》课程教学没有因疫情特殊而降低要求，教学中贯彻“金课”建设理念，

保持“两性一度”标准，提高课程的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在授课过程中，不仅仅

关注知识的学习，更主要的是重视由知识到能力的迁移，如讲授井田开拓内容时，增加

采矿工程实践设计内容，让学生根据矿井实际条件，自行设计井筒形式、井下大巷布置

等，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程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教学内容

和教学方法上，及时将采矿新理念、新方法、新技术、新装备等发展前沿成果引入课程

教学内容，充分利用慕课、微信群、钉钉群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学；课程教学中增设

采矿数字模型制作和学科前沿报告两个教学环节，加大学生学习投入，增加课程挑战度，

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研究能力。

图 2 前沿课题分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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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前沿课题成果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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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模型制作成果节选

2、以生为本、以学为主

鉴于疫情期间教学的特殊性，李建忠老师转变课堂教学模式，课程教学以学生自主

学习和合作探究为主，采用讲授式、导学式、翻转式、互助式、研讨式等教学形式，实

现线上线下、课内课外、校内校外联动教学。授课方式上，从过去的讲授式走向网络多

元化，重点关注的不是老师“如何教”，而是引导学生“如何学”，课前发布导学案，

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围绕着让学生解决问题来展开教学。在课堂形态上，倡导翻转课堂

和基于思维发展的课堂理念，采用“学案导学—学生讲授—分组讨论—教师补充—成效

提升”的模式，让学生成为网络主播，教师主要是作为主持人和组织者，引导学生围绕

每一节的学习内容开展讨论，激发学生关注、思辨、批判等学习行为，充分挖掘学生的

学习潜能，收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图 5 课前发布学习内容



5

图 6 钉钉群发布课程导学案

图 7 翻转课题任务布置

图 8 网络教学学生当“主播”

3、注重学生的学习成效和能力提升

学生的学习成效是衡量课程教学优劣的标准，尤其是在这特殊时期，网络教学更需

关注学生的学习成效，以此来保证教学质量。《采矿学》课程组在开学前针对疫情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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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教学方式，及时调整课程的考核方式和各种学习行为的成绩占比，在第一节课就

向学生发布了课程安排和考核方式，让学生明确考核目标，自觉规划和实施学习行为。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设置翻转课堂、DIY 模型、前沿课题、虚拟实验、慕课学习等教学

环节，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为导向，以能力提升为目标，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和获得感，

并通过问卷网自行设计和调查学生的学习效果。

图 9 课程教学注重学生能力提升

图 10 调查问卷二维码和网页链接

图 11 学习效果调查结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