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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飞速发展,传统的课程逐渐向数字化转型,数字在线课程的建立符合时代

的发展。“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这门课以矿物加工实验为主,利用数字课程可大大提升教学效果。本

文将提出建设实验课数字课程的必要性,可打破传统课堂的时空限制,增加学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教学

和学生学习效果也将有所提升,同时,也体现出了推广教育资源的共享与公平,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另

外,本文还重点讨论了实验课在线课程的建设思路,包括内容结构、多类别电子资源的整合、如何更好地

贴近国际前沿、科学研究和工程化应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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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technology, traditional courses are gradually 

transforming to digitiza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digital online courses confor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The course "Mineral process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is mainly based on mineral processing experiments, 

and the use of digital courses can greatly improve the teaching effect. This paper will put forward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experimental digital courses, which can break the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 of traditional classes, 

increase the convenience and flexibility of learning,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and student learning effec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reflects the sharing and fairness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for promotion, which has a certain 

inevitability of the time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focuses on the ideas of how to construct the experimental 

course online course, including content structure, electronic resources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kinds, how to 

better close to the international frontie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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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领导人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

和塑造教育发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教育数字化转型是推动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由之路。近年

来,高校数字课程也逐渐建设完善,在线数字课程可以提高教学

质量、培养创新能力、提升教育公平、提高高等教育管理水平、

打破教学时空限制、加速数字人才培养、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等,意义重大[1-2]。 

而“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这门课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主

干课“矿物加工学”的对应实验课程,涉及大量实验原理、设备

操作和数据分析,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动手操作需求[3]。与传统

的理论课程相比,建立实验课的在线课程,整合相关数字资源将

很好地提升这门课程的教学效果[4-6]。下面,将对于建设“矿物

加工学工程训练”这门实验课的在线数字课程必要性和建设思

路提出几点思考。 

1 实验课数字课程建设的必要性 

1.1打破教学时空限制的灵活性和便捷性 

矿物加工实验通常依赖于大型设备和特定的实验环境,传

统的实验室教学资源有限,在保证学生学习效果的同时,还要考

虑到实验室和实验设备的有秩序使用,通常需要将不同班级学

生进行分组,再分别针对不同试验项目安排实验室,排课十分紧

凑。每班每组同学需要在规定时间去实验室上实验课,学生认识

实验设备、学习实验原理、进行实验操作的时间非常有限,会影

响学习的效果。而通过数字课程,学生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

点进行实验内容的学习,从原理到操作步骤,从认识设备到操作



现代教育论坛 
第 8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5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5178 /（中图刊号）：380GL019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14 

Modern Education Forum 

设备,从视频操作到线上习题,数字课程打破了实验室空间和时

间的限制,而且大大增加的学习过程的丰富性。 

打破教学时空限制,增强灵活性和便捷性,数字化课程能够

为学生提供完全不同于传统教育的学习体验,学生能够自由选

择学习内容、学习进度、学习方式以及学习时间,这种全新的学

习方式不仅打破了时间与地域的限制,还大幅提升了学习者的

自主性和学习兴趣。数字课程允许学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

进行学习,通过视频讲解、电子教材等资源,学生可以根据自己

的时间安排,自主掌控学习进度,同时,行业内从事矿加专业的

人员也可参与使用。 

1.2提高实验教学的学习效果 

传统实验课通常是以集体为单位,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实验

步骤容易受到集体活动的限制。在分组实验中,几位同学一起协

作完成一个实验,每个学生的实际操作机会有限,无法完整的、重

复的、独自的完成一个实验,因此,对于实验内容的理解和实验

操作的熟悉程度并不到位,这会影响到实验课程的学习效果。在

以往传统的实验教学过程中,学习效果不佳,学生学习不扎实,

复习实验时难以重现实验过程,回顾复习不充分,经常导致实验

课成绩不理想。 

而实验课在线数字课程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提供个性

化的学习路径,满足个性化学习需求。传统教学模式往往采用

“一刀切”的教学方法,难以满足每个学生的个性化需求,这可

能导致部分学生感到课程内容太难或太简单,无法充分发挥

其潜力。在线数字课程既有基础知识、讲解,又有科研延伸,

可以满足多样化需求。学生可以自主调节学习进度,反复观看

实验操作视频,直至完全理解和掌握。另外,数字课程也有线

上习题,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反馈,帮助学生更好地

掌握知识。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也锻炼了同学们自主学习的能

力和习惯,提升个人能力。通过数字化技术可以丰富教学资源,

提高教学质量,满足学生个性化教学的需求,有助于培养学生

的综合能力。 

1.3提升实验教师的教学水平 

教师的教学水平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只有提高教师

教学水平与能力,熟练掌握所教授学科的知识,才能将知识转化

为易于理解的形式,提升教学效果。另外,教师对于教学方法的

选择也会影响教学效果,有效的教学方法能够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力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而“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数字课程的建立,可以允

许教师自主地在学习平台中充分备课,通过一次次课程的经验

积累,不断构建与完善课程体系,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质

量的提升,在自我的提升过程中还可以帮助新教师快速提升其

教学能力。 

对于我校而言,现有的“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课程即矿物

加工实验课教学内容与形式近几年来未有大的变动,经调研,实

验教学课件、授课方式几乎未变,而且近几年青年教师入职人数

较多,由于实验课程体力消耗大、博士刚毕业的青年教师实验动

手能力也较强,因此大多矿物加工专业的年轻教师先带专业实

验课。如此安排有利也有弊,虽然新教师体力充沛且动手实验能

力强,但也存在备课准备和教学经验不足的情况,因此,构建基

于“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实验课的数字课程具有迫切性和引

导性,中国矿业大学矿物加工实验教学需要做出相应调整和改

变。通过在线数字课程提高教师教学水平,帮助教师持续深造,

学习新知识和教学方法。 

1.4拓宽共享教育资源的受众 

由于地域和资源的差异,不同高校的矿物加工实验设备和

教学资源存在较大差距。数字课程可以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共

享,使得一些资源相对匮乏的高校学生也能通过在线平台获取

高质量的实验教学内容。这对于推动教育公平、提高整体教学

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偏远地区和弱势群体来说,能

够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为更多人提供了高等教育的机会,从而

促进教育公平。 

在线数字课程方便学习资源的获取与共享,平台汇集了大

量的优质学习资源,对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这门课程的电子资

源进行整合,包括实验课件、实验视频、国家行业标准、学术文

章、案例分析等,所有这些资源都可以通过网络随时访问,极大

地丰富了学习资源的多样性。通过构建基于“矿物加工学工

程训练”数字课程,不但可以为教师、学生提供学习资源和视

频指导,还可以对行业内从事矿加专业的用户提供宝贵资源。关

于教师,可以在数字课程中充分备课,通过一次次课程的经验

积累,不断构建与完善课程体系,在自我的提升过程中还可以

帮助新教师快速提升其教学能力。对于学生,通过数字课程可

以预习实验、复习实验以达到更好的学习效果,包括后续读

研、工作后如再需做实验时,数字课程可以继续提供宝贵的学

习资源。对于其他行业内从事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用户来说,

比如选煤厂的煤质管理人员,在需要查阅相关实验操作等信

息时也可以使用此数字课程平台。通过现场调研发现,当前很

多选煤厂十分缺少技术人员,有些厂煤质管理、化验的实验员

几乎都是非专业出身,因此,上岗后的培训再学习显得尤为重

要,在这种背景下,基于“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数字课程应

用前景广阔,数字课程的建设可以为个人、组织甚至整个社会

带来巨大的价值。 

1.5数字课程建设的时代必然性 

近年来,国内高校都在积极推进数字课程学习平台的建设

和发展。这些平台不仅为校内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学习资源和灵

活的学习方式,还通过开放课程(如慕课)向社会学习者提供教

育服务。如学堂在线、中国大学MOOC平台、超星学习通、雨课

堂、智慧树网、爱课程、智慧云课堂等。除了国内积极推进数

字化自主学习平台的构建,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其实在此领域起

步更早,许多世界知名的大学和教育机构都建立了自己的在线

学习平台。这些平台不仅服务于本校学生,还通过开放课程向

全球学习者提供教育资源。如edX、Coursera、FutureLearn、

StanfordOnline、MITOpenCourseWare、HarvardOnline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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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University(UK)等在线课程学习平台。随着技术的发展,

这些平台不断创新,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

提升学习体验和教学效果。这些平台的成功经验为全球教育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数字课程的建设可以有助于融入高校群体,助力教育数字

化,为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做出一份贡献,尤其几年

疫情期间,数字课程为教育提供强大支撑。近些年,我校也在积

极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智慧教育平台,在线学习(MOOC)平台,

我校也积极响应党的方针政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

“推进教育数字化,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我校也在努力为完成教育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新的使命任务而奋斗。 

2 数字课程的建设思路思考 

2.1建设矿物加工实验课程的内容结构 

“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最重要的专

业主干课“矿物加工学”的配套实验,矿物加工实验课程指导教

材选定为李延锋老师主编的《矿物加工实验》,主要内容涉及样

品的采制化、磨矿、筛分、分级、重选、浮选、粗煤泥分选、

磁选、电选、泥化、煤泥水沉降、有色金属选矿、非金属选矿

等实验,而由于课程课时量有限,教师只能从所有实验中筛选部

分有代表性的实验进行。在“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数字课程

的建设中,首先,实验课教师将结合PPT课件先进行讲解,内容包

括单元实验的目的、实验原理、实验仪器设备与材料、实验步

骤与操作、实验应得出的数据、数据处理和分析等。同时,利用

好在线数字课程的优势,在讲解过程中,适时地加入图片、动画、

视频等,让同学们能够更加深刻理解实验的原理、认识实验的设

备、准确地进行相关的实验操作。 

2.2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实验教学 

随着数字课程的建立,将逐渐从传统实验过渡到“混合式教

学”模式。如果只有线下课程,学生们学习实验的时间、空间有

限,学习实验操作的机会有限,仅凭课上几十分钟的学习难以扎

实掌握所有与实验相关的技能技巧；但如果只有在线数字课程,

学生们虽可以反复观看,尽管为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未曾

实际亲身参与实验,总会印象不深,仅有数字课程无法完全替代

真实实验中的动手操作和对设备的直观感受,而且传统实验中

的设备维护、操作熟练度等问题在线上平台上难以完全体现,

会导致学生实践能力薄弱。因此,矿物加工实验课数字课程可作

为补充手段,但不建议完全替代线下实验。 

建立矿物加工实验课在线数字课程后,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混合式教学模式将有助于更好地提高教学效果。“矿物加工学工

程训练”这门课,在线上完成理论原理、设备仪器、实验操作步

骤、数据处理的学习,还有预习、复习和数字平台提供的习题和

专业拓展等；在线下保留核心实验,教师配合在实验室进行重点

示范和讲解,帮助学生在真实环境中操作关键设备,有能力独立

完成、正确完成实验。另外,线下分组实际操作可涉及到团队协

作、课上研讨、提问、雨课堂互动等,可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自律、责任感、沟通能力、合作精神等,在实践过程中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 

2.3实现多元化和数字化考核与评估 

传统实验的考核通常以最终实验报告撰写的质量为主,重

点看实验数据分析的是否正确合理,同时兼顾实验报告的书写

规范、思考题解答水平等。还有根据实验过程中的表现给定平

时成绩。另外,在学期结束还会设置期末闭卷考试。 

而数字课程可以设置在线测验,通过章节测验、随堂测验、

单元测试等形式,实时检测学生的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平台可以

记录学生的在线学习行为数据,如视频观看时间、讨论区参与情

况、作业提交情况等,作为学习参与度的评估依据。另外,可通

过数字课程布置预习任务,这样可以有效地提高线下实验室授

课的教学和学习效果。引入混合式教学后,最终课程成绩可以由

线上测验成绩、预习成绩、平时成绩、实验报告成绩和考试成

绩组成。评估体系多维度、多元化,采用更加科学的考核评价机

制,可以激励学生对实验预习和实验过程的重视,提升学生的实

验积极性,进一步改善教学效果。 

2.4提升科研能力与国际化水平 

建设实验课在线数字课程的过程中,除了课本上基本实验

原理、操作和数据处理的内容需要学习,还可做好专业拓展。第

一类专业拓展可以在线上平台的数字课程后面拓展与本章节实

验相关的学术论文,比如说中文核心论文、EI论文、SCI等英文

论文等。 

本科的“矿物加工学工程训练”这门课以较为基础的矿物

加工实验为主,只传授基本的实验方法,虽然打好扎实基础很

重要,但让同学们了解学习实验的更深层次的目的和意义更

为重要。其实一些基础实验的应用直接与科学研究的前沿息

息相关。加入与本章节实验相关的中英文学术论文,可以拓宽学

生视野,也可以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英语能力、科研能力,使学

生走在国际前沿,对有意愿继续深造读研的学生来说,可以做好

本硕衔接。 

2.5提升应用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 

建设实验课在线数字课程的第二类专业拓展可以在线上平

台的数字课程后面拓展与本章节实验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工程项目报告等,工程实践能力的提高对于学生个人职业发

展、创新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有些课内的基础实验并不全面,可以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中继续拓展更全面的学习。矿物加工专业属于工科专业,工科专

业的工程实践能力非常重要,工程实践能力在工学人才培养中

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具备优秀工程实践能力的工学人才更

容易适应工作环境,更具竞争力。专业拓展加入与本章节实验相

关的工程项目报告,针对不同需求,学习如何利用所学的基础理

论和实验解决实际工程问题,提升工程实践能力。通过分析问

题、制定解决方案并付诸实践,学生在此环节的学习可以更好地

应对未来职业生涯中的挑战。 

3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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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物加工实验课数字课程的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趋势,

通过数字化平台,学生不仅能够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增加学

习的便捷性和灵活性,还可提高实验教学的学习效果,教师的

教学水平也可提升,同时拓宽共享教育资源的受众,在线课程

的建立也具有一定的时代必然性。另外,本文还重点讨论了实

验课在线课程的建设思路,如何建设矿物加工实验课程的内

容结构,提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并实现多元

化和数字化考核与评估,整合多类别电子资源,做好专业拓展,

提升科研能力与国际化水平,提升应用技能和工程实践能力,开

拓视野,更好地贴近国际前沿和工程化应用。课程建设过程中应

合理的设计和持续的优化,矿物加工实验课数字课程将为学生

提供灵活、高效的学习体验,并为未来的教育发展提供重要的参

考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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