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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级采矿工程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代码081501） 

 

一、专业简介 

1、专业历史沿革及发展现状 

采矿工程专业最早于 2006 年与贵州大学合办，由贵州大学招收了两届学生，

六盘水师范学院负责培养。2009 年六盘水师范学院重组了矿业工程系（现矿业

与机械工程学院），2010 年重新招收采矿工程专业本科生，2016 年“矿业工程”

被贵州省教育厅列为“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点”。 

通过“政产学研用”模式的深入开展，专业建设取得快速发展。2012 年获

批贵州省特色专业；2013 年获批贵州省第二批国家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2017 年获批贵州省本科高校一流大学一期重点建设项目——一流专业建设培育

项目；2019 年获批贵州省一流本科专业。 

2、专业定位及特色 

采矿工程专业主要学习、研究固体矿产（重点为煤炭资源）开采的理论和方

法，包括采矿学、矿井通风与安全、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井巷工程、矿山机械

与设备、智能控制等分支的多项内容。主要任务是依靠科学技术，发展采矿新技

术，提高资源利用率，保障安全、环境、经济效益良好和可持续发展。 

围绕西南矿区煤层赋存特征、煤炭产业智能化转型发展及其人才需求，采矿

工程专业设置了瓦斯开发与利用和智能开采两个方向，为西南矿区培养扎根一线、

甘于奉献的应用型采矿工程技术人才，应届毕业生大多在矿山企业任采矿工程技

术员，就业专业相关度高。 

3、学科基础 

依托六盘水市“江南煤都”的独特地域优势，立足区域煤炭产业需求，以矿

山智能开采技术与装备、矿山压力及其控制关键技术、矿山灾害防治与环境保护

为学科发展方向，建设了“两学科、两中心、两团队”。 

“两学科”：贵州省采矿工程特色重点学科、贵州省矿业工程一流学科（群）； 

“两中心”：贵州省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工程中心、贵州省煤炭绿色发展

“2011 协同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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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团队”：贵州省煤炭绿色开采及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贵州省巷道顶板可视化智能探测科技创新团队。 

4、师资队伍 

采矿工程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2 人、正高级实验师 1 人，其中博士 6 人，在

读博士 4 人；高级职称 13 人，占比 92.8%。宝钢优秀教师 1 人、贵州省“千层

次”创新人才 7 人、省级创新创业导师 1 人、省级科技特派员 6 人、六盘水市管

专家 6 人、“双师双能型”教师 6 人。此外，柔性引进“长江学者”及其团队 6

人、贵州省“千人创新人才”1 人，外聘客座教授 6 人，每年聘请 4~6 名企业高

级工程师作为毕业设计指导教师。通过“大师带团队”，构建了一支结构合理、

精干高效、富有创造力的师资队伍，建设了省内地方高校在矿业工程领域仅有的

两个科技创新人才团队。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

社会责任感、工程职业道德、创新意识和团队意识，具有良好的人文和科学素养、

较宽厚的基础理论和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适应社会、行业和科学技术发展，具

备固体矿产（重点为煤炭资源）开采的基本理论与技术，具备工程师的基本能力，

能够在采矿工程相关领域从事生产运行与管理、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研究与应

用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要求 5 年以上的毕业生： 

1、能达到采矿工程相关行业中等职称水平。 

2、适应行业工作环境，能够独立和以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与职位相关的工

作。 

3、能够依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行业规范与标准，分析、解决与职位相

关的工程与技术问题。 

上述培养目标分解为 5 个具体子目标： 

子目标 1：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社会责任感、工程职业道德、

人文和科学素养。 

子目标 2：适应行业工作环境，具有跨文化交流与合作能力，能够独立和以

团队协作方式开展与职位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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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目标 3：能够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

具解决复杂采矿工程问题。 

子目标 4：能够依据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与标准，分析、解决与

职位相关的工程与技术问题。 

子目标 5：能够通过终身学习适应职业发展，将新的理念和技术应用在项目

方案设计和实施过程中，在采矿工程相关行业达到中等职称水平。 

三、毕业要求 

通过系统地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固体矿床（重点为煤炭资源）开采领域的基

础知识和专业知识；了解学科前沿和行业发展；得到采矿工程师的基本训练，具

备矿山规划、开采设计、生产技术管理与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基本能力；具备较强

的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工程素质、人文修养和社会责任感；具备一

定的国际视野，具有跨文化背景下的沟通能力和终生学习、适应社会的能力。 

 

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固体矿产开采方面的工程基础和专

业知识用于解决复杂采矿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文献检索、资料查询，能够应用

数学、自然科学和固体矿床开采的基本原理，识别、表达、分析复杂采矿工程问

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针对具体采矿工程问题设计有效的解决方案，

并能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法律、安全、文化及环境因

素。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当的技

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的预测与模

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采矿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采矿

工程实践和问题的解决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

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的专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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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

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9、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以及负

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采矿工程问题与同行和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

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采矿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在多学

科环境中应用。 

12、终身学习：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有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毕业要求支撑培养目标的矩阵 

毕业要求 

培养目标 

子目标1 子目标2 子目标3 子目标4 子目标5 

1、工程知识   √   

2、问题分析   √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     √ 

4、研究     √ 

5、使用现代工具   √  √ 

6、工程与社会 √   √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 √   √  

8、职业规范 √   √  

9、个人和团队  √    

10、沟通  √    

11、项目管理   √ √  

12、终身学习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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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指标点分解及支撑课程/环节矩阵（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1、工程知识：能够

将数学、自然科学、

固体矿产开采方面

的工程基础和专业

知识用于解决复杂

采矿工程问题。 

1.1、能够将固体矿产开采方面的工程

基础和专业知识用于复杂采矿工程问

题的恰当表述中。 

工程制图、地球科学概论、矿山地质学、采矿学、

控制工程基础/煤层瓦斯流动理论 

  

1.2、能针对具体复杂采矿工程问题，

应用合适的数学模型或原理方程，利

用恰当的边界条件求解。 

高等数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线性代数 B、数

学建模、工程力学、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1.3、能够应用合适的数学模型和相关

知识，推演、分析复杂采矿工程问题。 

工程制图、大学物理、工程力学、机械设计基础、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矿井通风与“三防” 

  

1.4、能够将数学模型方法或相关知识

用于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

比较与综合。 

线性代数 B、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数学建模、矿

山工程经济、矿业系统工程、矿山岩体力学 

  

2、问题分析：能够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

进行文献检索、资料

查询，能够应用数

学、自然科学和固体

矿床开采的基本原

理，识别、表达、分

析复杂采矿工程问

2.1、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

科学的基本原理，识别和判断影响采

矿工程问题解决的关键因素。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机械设计基础、物联网概论/

瓦斯地质学 

  

2.2、能够基于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和

数学模型方法，表达复杂采矿工程问

题。 

高等数学、工程力学、矿山岩体力学、矿山压力与

岩层控制、网络与数据库技术/矿井通风与“三防” 

  

2.3、能够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文献

检索、资料查询，认识到解决方案的

数字素养通识课、矿山机械与设备、采矿工程前沿

讲座、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网络与数据库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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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题，以获得有效结

论。 

多样性，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术/煤层瓦斯流动理论 

2.4、能运用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对复

杂采矿工程问题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论证，评价解决方案的有效性。 

工程力学、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矿山企业管理、

矿山工程经济、矿业系统工程 

  

3、设计/开发解决方

案：能够针对具体采

矿工程问题设计有

效的解决方案，并能

在设计环节中体现

创新意识，考虑社

会、健康、法律、安

全、文化及环境因

素。 

3.1、掌握采矿工程设计的基本方法和

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

的各种因素。 

采矿学、矿山机械与设备、爆破与井巷工程、矿山

电工学、认识实习、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瓦斯开发

与利用技术 

  

3.2、能够针对具体任务需求，完成矿

井生产环节中采区巷道布置、矿井通

风系统、巷道断面等单项工程设计。 

采矿学课程设计、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矿山

机械与设备课程设计、生产实习、矿井智能通风与

安全课程设计/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 

  

3.3、能够进行采矿工程的生产系统、

工艺流程设计，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

识。 

采矿学、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毕业设计、创新

创业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 

1）参加采矿工程实践作品大赛等学

科竞赛 

2）参加测绘大赛等职业技能竞赛 

3）参加文体竞赛活动 

4）参与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申请

专利等科研活动 

3.4、能够在采矿工程设计中考虑安

全、健康、法律、文化及环境等制约

因素。 

采矿学课程设计、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矿山

机械与设备课程设计、毕业实习、矿井智能通风与

安全课程设计/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 

  

4、研究：能够基于

科学原理并采用科

学方法对复杂采矿

4.1、能够根据复杂采矿工程问题的地

质与开采技术条件，通过文献研究或

相关方法，调研和分析解决方案。 

矿山地质学、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地质实习、

毕业设计、智能监测监控概论/瓦斯地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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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工程问题进行研究，

包括设计实验、分析

与解释数据，并通过

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4.2、能够根据研究对象特征，运用相

关专业知识设计实验或观测方案。 

大学物理、电工与电子技术、3S 技术基础与矿山测

量、矿山岩体力学、智能监测监控概论/瓦斯开发与

利用技术 

  

4.3、能够根据实验或观测方案规定的

步骤开展具体实验或观测，正确地采

集数据。 

大学物理实验、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岩石力

学实验、电工实习、金工实习 

  

4.4、能够对实验和观测数据进行分析

与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

效的结论。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 B、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数

学建模、大学物理实验、采矿工程综合实验 

  

5. 使用现代工具：能

够针对复杂采矿工

程问题开发、选择与

使用恰当的技术、资

源、现代工程工具和

信息技术工具，包括

对复杂采矿工程问

题的预测与模拟，并

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5.1、掌握解决矿山开采灾害监测与控

制的技术、工具，并理解其局限性。 

矿山地质学、3S 技术基础与矿山测量、矿山压力与

岩层控制、测量实习、智能监测监控概论/瓦斯地质

学 

  

5.2、能够使用 AutoCAD 或恰当的信

息技术工具，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进

行分析、计算与设计，并理解其局限

性。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CAD 实训、采矿工程数值模

拟分析、控制工程基础/煤层瓦斯流动理论、物联网

概论/瓦斯地质学 

  

5.3、能够运用专业数值模拟软件或适

合的现代工具，对复杂采矿工程问题

进行模拟和预测，并理解其局限性。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岩石力学实验、采矿工程综

合实验、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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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6、工程与社会：能

够基于采矿工程相

关背景知识进行合

理分析，评价采矿工

程实践和问题的解

决对社会、健康、安

全、法律以及文化的

影响，并理解应承担

的责任。 

6.1、了解采矿工程领域的技术标准、

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 

矿山企业管理、采矿学、爆破与井巷工程、矿山电

工学、毕业设计 

  

6.2、能够分析和评价采矿工程实践对

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的影

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采矿工程项

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思想道德与法治、生态文明教育、煤炭工业矿井设

计规范、认识实习、生产实习 

  

7、环境和可持续发

展：能够理解和评价

针对复杂采矿工程

问题的专业工程实

践对环境、社会可持

续发展的影响。 

7.1、理解环境保护和矿区可持续发展

的理念和内涵。 

贵州省情、生态文明教育、新生研讨课、开采损害

与环境保护、地质实习 

  

7.2、能够评价采矿工程实践对环境保

护和矿区可持续发展造成的损害和隐

患。 

采矿学、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开采损害与环境保

护、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毕业设计 

  

8、职业规范：具有

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能够在

工程实践中理解并

遵守工程职业道德

和规范，履行责任。 

8.1、了解国情和贵州省情，具有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

关系。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毛泽东

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贵州省情、

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形势与政策、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军事训练 

军事训练 国防观念、国家安全意识教育活动 

8.2、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

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在采矿工程实

践中自觉遵守。 

思想道德与法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劳动教育（含实践）、新生研讨课、毕业

实习、第二课堂 

第二课堂 

 

1）参与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等学习培

训 

2）受教育部门、共青团组织等表彰 

3）在党团与学生组织任职，开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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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关活动 

劳动教育实践 大学生志愿服务 

8.3、了解采矿工程师的职业性质和责

任，能够在采矿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

责任。 

新生研讨课、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   

9、个人和团队：能

够在多学科背景下

的团队中承担个体、

团队成员以及负责

人的角色。 

9.1、具有团队意识，理解多学科背景

下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大学体育、创新创业教育基础、测量实习、创新创

业实践 
创新创业实践 

1）参加采矿工程实践作品大赛等学

科竞赛 

2）参加测绘大赛等职业技能竞赛 

3）参加文体竞赛活动 

4）参与科研项目、发表论文、申请

专利等科研活动 

9.2、能够理解个人与团队的关系，能

够胜任团队中不同的角色，独立或合

作完成团队分配的工作。 

岩石力学实验、电工实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

践、军事训练、金工实习 
军事训练 军事技能训练 

10、沟通：能够就采

矿工程问题与同行

和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

撰写报告和设计文

稿、陈述发言、清晰

10.1、能就采矿工程问题以说明书、

报告、口头表达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观

点，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进行交流。 

大学语文、劳动教育（含实践）、数字素养通识课、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就

业技能实践 

就业技能实践 

 

1）就业演练 

2）职业生涯规划大赛 

3）模拟项目运行及实验 

劳动教育实践 大学生志愿服务 

10.2、了解采矿工程领域的国际发展

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

大学英语、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采矿工程

前沿讲座、毕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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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表达或回应指令，具

备一定的国际视野

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同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10.3、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

表达能力，能就采矿工程问题，在跨

文化背景下进行基本沟通和交流。 

思想道德与法治、大学英语、大学语文、采矿工程

专业英语、毕业设计 

  

11、项目管理：理解

并掌握采矿工程管

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并能在多学科

环境中应用。 

11.1、掌握采矿工程项目管理与经济

决策的方法。 

矿山企业管理、矿山工程经济、矿业系统工程、采

矿学、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11.2、了解采矿生产系统、工艺流程

设计中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

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问题。 

采矿学、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爆破与井巷工程、

矿山机械与设备、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矿井通风与

“三防” 

  

11.3、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设计复杂

采矿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中，运用工

程管理与经济决策的方法。 

采矿学课程设计、毕业设计、矿山机械与设备课程

设计、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矿井智能通风与

安全课程设计/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 

  

12、终身学习：具有

良好的身体和心理

素质，具有自主学习

和终身学习的意识，

有不断学习和适应

12.1、具有良好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大学体育、心理健康教育、生产实习、第二课堂、

军事训练 

第二课堂 
参加志愿者服务、“三下乡”等各类

课外实践活动 

军事训练 军事技能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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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要求 分解指标 

支撑课程/环节 

第一课堂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项目类型 实践活动（课程） 

发展的能力。 
12.2、理解采矿工程发展对于知识的

更新要求，树立自主和终身学习的意

识。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形式与

政策、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大学语文 
  

12.3、具有自主学习的能力，能够适

应采矿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采矿工程前沿讲座、采矿工程专业英语、CAD 实训、

创新创业实践、第二课堂 

创新创业实践 

1）参加采矿工程实践作品大赛等学

科竞赛 

2）参加测绘大赛等职业技能竞赛 

3）参加文体竞赛活动 

4）参与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第二课堂 

参加文体竞赛、数学建模等学科竞

赛、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类团学或文

体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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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毕业学分要求 

本专业总学分为163.5学分。 

五、学制、修业年限与学位 

标准学制：四年；修业年限：四至六年。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学位。 

六、主干学科 

力学、矿业工程。 

七、专业核心课程 

矿山岩体力学、采矿学、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矿山机械与设备、爆破与井

巷工程。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矿井通风与“三防”、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 

智能开采方向：智能监测监控概论、控制工程基础、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 

八、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环节主要由独立实验、集中实践、第二课堂育人体系、课内实践等

部分组成，主要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实践教学计划是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组成

部分，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以及本专业的特点制定，包括： 

1、独立实验 

大学物理实验、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Python语言程序设计、CAD实训、

岩石力学实验、采矿工程综合实验、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等7门课程。 

2、集中实践 

（1）社会实践（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安排在第4学期暑假，时间为

4周。 

（2）专业实习：包括金工实习（第5学期，1周）、电工实习（第5学期，1

周）、地质实习（第3学期，1周）、测量实习（第3学期，1周）、认识实习（第

4学期，2周）。 

（3）生产实习：安排在第6学期，时间为4周。 

（4）毕业实习：安排在第7学期，时间为3周。 

（5）课程设计：包括采矿学课程设计（第5学期，3周）、爆破与井巷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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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第6学期，1周）、矿山机械与设备课程设计（第7学期，1周）、瓦斯

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瓦斯开发利用方向，第7学期，2周）、矿井智能通风

与安全课程设计（智能开采方向，第7学期，2周）。 

（6）毕业设计：安排在第8学期，时间为12周。 

3、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1）军事训练：安排在第1学期，时间为2周。 

（2）劳动教育实践：安排在第1-8学期，每学期0.1学分，根据学校有关文件

认定。 

（3）就业技能实践：安排在第6学期。 

（4）第二课堂：安排在第1-8学期，根据学校有关文件认定。（见第二课堂

活动类别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 

（5）创新创业实践：安排在第1-8学期，根据学校有关文件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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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课程结构及学时学分比例分配 

课程类别 
课程性

质 

总学

分 

理论

学分 

实践

学分 

总学

时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分

比例 

学时

比例 
备注 

通识教育课

程 

必修课 41.2 30.95 10.25 752 508 244 25.2% 30.3%   

选修课 8.5 8 0.5 136 128 8 5.2% 5.5%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学科基

础课程 
必修课 45.5 41 4.5 728 656 72 27.8% 29.4% 

  
专业主

干课程 

必修课 16 16 0 256 256 0 9.8% 10.3% 

选修课 7 7 0 112 112 0 4.3% 4.5% 

发展（方

向）课程 

必修课 9.5 9.5 0 152 152 0 5.8% 6.1% 

选修课 3 3 0 48 48 0 1.8% 1.9% 

实

践

教

育

课

程 

集中实

践 

社会实

践 
2 0 2 64   64 1.2% 2.6% 

社会

实践

指：

思想

政治

理论

课综

合实

践。 

专业实

习 
6.5 0 6.5 13 周   13 周 4.0% — 

毕业设

计 
6 0 6 12 周   12 周 3.7% — 

课程设

计 
3.5 0 3.5 7 周   7 周 2.1% — 

独立实

验课 
必修课 6.5 0 6.5 208   208 4.0% 8.4%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8.3   8.3 
24 学时

+2 周 
  

24 学时

+2 周 
5.1% 1.0%   

合计   

163.5 115.9

5 

47.55 2480 学

时+34

周 

1876 604学

学时

+34 周 

100% 100%   

学分比例：必修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 88.7% ，选修课程学分占理论课程学分的 16%   ；实践教学学分

占总学分的  25.1%     ，学科专业类课程总学分的 61.8%  。 

 

注:1.理论课程按 16 学时计 1 学分、实践课程按 32 学时计 1 学分。 

2.毕业设计计 6 学分；课内实践按 16～32 学时计 1 学分；其他实践按 2 周计 1 学分。 

3.实践教学学分计算包含实践教育课程学分和课内实践学分。 

4.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的比例=（实践教育课程学分+课内实践学时/(16～32）)/总学分*100%。 

5.文史经管类专业实践教学学分占总学分比例不低于 20%，理工科类专业不低于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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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课程体系 

课程模块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性

质 
学分 总学时 

理论学

时 

实验学

时 

实践学时 
开课

学期 

建议

修读

学期 

是否

必修 

考核方

式 
开课部门 备注 

集中 分散 

通识教育

课程模块 
必修课 

思想品德与政治教育 

05000004 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必修课 2 32 32    1  必修 考查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

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3000126 贵州省情 必修课 1 16 16    1  必修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257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课 3 48 42  0 6 3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49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课 3 48 42    1 1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536 形势与政策 必修课 2 32 32    
1,2,3,4, 

5,6,7, 8 
 必修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733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课 3 48 38   10 1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734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课 3 48 38   10 2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00735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课 3 48 40   8 4  必修 考试 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求学分: 20  

中外文化与人文素养 

19000051 大学语文 必修课 2 32 28   4 2  必修 考查 文学与新闻学院  

24000021 大学英语Ⅰ 必修课 2.5 40 32  0 8 1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24000024 大学英语Ⅱ 必修课 2.5 40 32  0 8 2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24000027 大学英语Ⅲ 必修课 2.5 40 32  0 8 3  必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要求学分: 9.5  

运动健康与生态文明 05000009 劳动教育 必修课 0.2 8 8    1 1 选修 考查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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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23000361 生态文明教育 必修课 1 16 16    2  必修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27000445 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课 2 32 16  0 16 1  必修 考查 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  

29000021 大学体育Ⅰ 必修课 1 32 4  0 28 1  必修 考试 体育学院  

29000024 大学体育Ⅱ 必修课 1 32 4  0 28 2  必修 考试 体育学院  

29000027 大学体育Ⅲ 必修课 1 32 4  0 28 3  必修 考试 体育学院  

29000030 大学体育Ⅳ 必修课 1 32 4  0 28 4  必修 考试 体育学院  

要求学分: 7.2  

科学与信息技术 
28001074 数字素养通识课 必修课 2 48 16  0 32 1  必修 考试 计算机科学学院  

要求学分: 2  

创新创业与发展 

34000005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必修课 2 32 32    2  必修 考查 创新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  

39000006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

导 
必修课 0.5 16     

1,2,3,4, 

5,6 
 必修 考查 招生就业处  

要求学分: 2.5  

要求学分: 41.2,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5  

选修课 

思想品德与政治教育 要求学分: 1  

中外文化

与人文素

养 

限选课 
24000031 大学英语Ⅳ 限选课 2.5 40 32  0 8 4  选修 考试 外国语学院  

要求学分: 2.5  

选修课 要求学分: 2 

理工

类选

修 

要求学分: 4.5,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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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与发展 要求学分: 1  

艺术与审美体验 要求学分: 2  

要求学分: 8.5,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4  

要求学分: 49.7,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2  

专业教育

课程模块 
学科基础课程 

20000082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 必修课 2 32 32    3  必修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000122 高等数学 AⅠ 必修课 4 64 64    1  必修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000124 高等数学 AⅡ 必修课 6 96 96    2  必修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000305 数学建模 必修课 2.5 40 28  12  4 4 必修 考查 数学与统计学院  

20000398 线性代数 B 必修课 2 32 32  0  3  必修 考试 数学与统计学院  

21000105 大学物理 AⅠ 必修课 3 48 48    2  必修 考试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21000107 大学物理 AⅡ 必修课 3 48 48    3  必修 考试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21000185 电工与电子技术 必修课 3 48 48    4  必修 考试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26000032 3S 技术基础与矿山测量 必修课 2 32 20 12   3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245 地球科学概论 必修课 1.5 24 24    2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370 工程力学 必修课 4 64 52 12   3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397 工程制图 必修课 3 48 24    1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519 机械设计基础 必修课 2 32 24 8 0  4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21 矿山地质学 必修课 1.5 24 20 4   3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37 矿山工程经济 必修课 1.5 24 24    5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55 矿山企业管理 必修课 1.5 24 24    4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25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必修课 2 32 32    4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064 新生研讨课 必修课 1 16 16    1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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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分: 45.5  

专业主干

课程 

必修课 

26000124 爆破与井巷工程 必修课 1.5 24 24    6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79 采矿学 必修课 4 64 64    5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640 开采损害与环境保护 必修课 2 32 32    7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45 矿山机械与设备 必修课 2 32 32    6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71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 必修课 2.5 40 40    6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75 矿山岩体力学 必修课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15 矿业系统工程 必修课 2 32 32    5  必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16  

选修课 

创新创业

类 

22000154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任选课 1 16 16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66 采矿工程前沿讲座 任选课 1 16 16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242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任选课 1 16 16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404 工业 4.0 技术概述 任选课 1 16 16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2  

专业选修 

26000170 采矿工程专业英语 任选课 2 32 32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215 冲击地压理论与技术 任选课 1.5 24 24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29 矿山电工学 任选课 1.5 24 24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36 矿山法规 任选课 1.5 24 24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46 煤矿安全规程 任选课 1.5 24 24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69 煤矿特殊开采方法 任选课 1.5 24 24    6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7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任选课 1.5 24 24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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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分: 7,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2  

要求学分: 23,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2  

发展方向

课程 

必修课 

方向 1 

26000679 矿井通风与“三防” 必修课 3.5 56 56    6  选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37 煤层瓦斯流动理论 必修课 1.5 24 24    4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018 瓦斯地质学 必修课 2 32 32    5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026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 必修课 2.5 40 40    6  选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9.5 

瓦斯

开发

与利

用方

向 

方向 2 

21000479 控制工程基础 必修课 2 32 32    5  选修 考试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26000705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 必修课 3 48 48    6  选修 考试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042 物联网概论 必修课 1 16 16    4  必修 考查 计算机科学学院  

28000774 网络与数据库技术 必修课 2 32 32    3  选修 考试 计算机科学学院  

28000906 智能监测监控概论 必修课 1.5 24 24  0  5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9.5 

智能

开采

方向 

要求学分: 9.5,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1  

选修课 方向 1 

26000778 矿山应急处置概论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34 煤层气开发技术 任选课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873 煤矿瓦斯监测监控技术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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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879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技术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181 钻井工程概论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3 

瓦斯

开发

与利

用方

向 

方向 2 

26000720 矿山测试现代技术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762 矿山信息技术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941 数字矿山技术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151 智慧矿山概论 任选课 1 16 16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154 智能采掘技术 任选课 2 32 32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3 

智能

开采

方向 

要求学分: 3,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1  

要求学分: 12.5,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2  

要求学分: 81,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3  

实践教育

课程模块 

通识类实践课程 
23000736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必修课 2 64   4 周  4  必修 考查 马克思主义学院  

要求学分: 2  

专业类实践课程 

21000114 大学物理实验 必修课 1 32     3  必修 考查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21000157 电工实习 必修课 0.5 0   1 周  4 4 必修 考查 创新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  

21000187 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 必修课 0.5 16  16   4  必修 考查 物理与电气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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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000017 
《矿山机械与设备》课程设

计 
必修课 0.5 0   1 周  7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038 CAD 实训 必修课 1 32  32 0  5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25 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 必修课 0.5 0   1 周  6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33 毕业设计 必修课 6 0   12 周  8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40 毕业实习 必修课 1.5 0   3 周  7 7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67 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 必修课 1 32  32   6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71 采矿工程综合实验 必修课 1 32  32   6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83 采矿学课程设计 必修课 1.5 0   3 周  5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199 测量实习 必修课 0.5 0   1 周  3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272 地质实习 必修课 0.5 0   1 周  3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905 认识实习 必修课 1 0   2 周  5 5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0914 生产实习 必修课 2 0   4 周  6 6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6001100 岩石力学实验 必修课 1 32  32   5  必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28000097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必修课 1 32    32 3 3 必修 考试 计算机科学学院  

34000021 金工实习 必修课 0.5 0   1 周  4 4 必修 考查 创新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  

要求学分: 21.5  

发展方向

课程 
方向 1 

26001027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

设计 
限选课 1 0   2 周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1 

瓦斯

开发

与利

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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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方向 2 

26000706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课程

设计 
限选课 1 0   2 周  7  选修 考查 矿业与机械工程学院  

要求学分: 1 

智能

开采

方向 

要求学分: 1,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1  

第二课堂育人体系 

05000006 军事训练 必修课 1 0   2 周  1  必修 考查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

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05000013 劳动教育实践 必修课 0.8 24   0 24 
1,2,3,4, 

5,6,7, 8 
 必修 考查 

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武装

部、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18000002 第二课堂 必修课 3 0     
1,2,3,4, 

5,6,7, 8 
 必修 考查 团委  

34000007 创新创业实践 必修课 3 0     
1,2,3,4, 

5,6,7, 8 
 必修 考查 创新创业学院(工程实训中心)  

39000007 就业技能实践 必修课 0.5 0   0  
1,2,3,4, 

5,6,7, 8 
 必修 考查 招生就业处  

要求学分: 8.3  

要求学分: 32.8,     要求完成子模块数: 4  

要求学分: 163.5  

  备注：★表示核心课程,▲表示主要实践环节,♥表示学科专业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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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课程体系设置与相关标准要求 

标准 课程体系指导性原则 本专业开设专业类课程 

工程教育认证标准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 不少于总学分的 15% 占总学分的 23.73%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不少于总学分的 15% 占总学分的 16.98% 

工程基础及专业类课程 不少于总学分的 30% 占总学分的 31.64%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 不少于总学分的 20% 占总学分的 27.65% 

本科教学质量国家

标准 

理论课 占总学分的 60~80% 占总学分的 71.95% 

选修课 不少于理论课总学分的 15% 占理论课总学分的 15.92% 

实验教学 
300 学时左右 

综合性实验和研究性实验学时不低于总学时的 50% 

合计 512 学时，其中基础实验 244 学时，综合性实验 268 学时，综

合性实验学时占总学时的 52.34% 

专业核心课 
采矿学、井巷工程、矿井通风与安全、矿山压力与岩层

控制、采矿系统工程、采掘机械 

采矿学、爆破与井巷工程、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矿井通风与“三防”、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矿业系统工程、矿山机械与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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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教学进程表 

学年 学期 

教学进程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假期 

一 

1   ♁ ★ ★ → → → → → → → → → → → → → ＃ ＃     

2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3 → → → → → → → → → → → → → → → → ∧ ∨ ＃ ＃     

4 → → → → → → → → → → → → → → → → ▶ ◇ ＃ ＃ S S S  

三 

5 ◆ ◆ → → → → → → → → → → → → → V V V ＃ ＃     

6 → → → → → → → → → → → → → V ○ ○ ○ ○ ＃ ＃     

四 

7 + + + → → → → → → → → → → → → V V V ＃ ＃     

8 △ △ △ △ △ △ △ △ △ △ △ △ ※ ※ ※ ※ ※ ※ ※ ※     

注：将安全教育纳入新生入学教育，入学教育♁、入学军训★、金工实习▶、电工实习◇、地质实习∧、测量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

习+、课程设计 V、毕业论文△、考试＃、毕业分配※、社会实践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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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与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及支撑度 

课程及教学活动 

毕业要求 1：工程知

识 

毕业要求 2：问题分

析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 

毕业要求 5：使用

现代工具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

会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 

毕业要求 8：职

业规范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

队 

毕业要求 10：沟通 
毕业要求 11：项目

管理 

毕业要求 12：终身

学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1.3 12.1 12.2 12.3 

思想道德与法治                     M    H      L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H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L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概论 
                       H              

贵州省情                      L  H              

形势与政策                        L            M  

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H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概论 
                       H M             

大学英语                              L H       

大学语文                             H  M     L  

大学体育                           L        H   

心理健康教育                                   H   

劳动教育（含实践）                         H   M L         

生态文明教育                     M H                

数字素养通识课       H                      M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M  L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                              L      H  

新生研讨课                      L   M H            

工程制图 H  L                                   

地球科学概论 H                                     

高等数学  H    M          M                      

线性代数 B  L  M            H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  L  M            H                      

数学建模  M  H            L                      

大学物理   H  L         L                        

电工与电子技术     H         M                        

工程力学  M H   M  L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L   H   M                              

矿山地质学 L            H    L                     

3S 技术基础与矿山测量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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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教学活动 

毕业要求 1：工程知

识 

毕业要求 2：问题分

析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 

毕业要求 5：使用

现代工具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

会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 

毕业要求 8：职

业规范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

队 

毕业要求 10：沟通 
毕业要求 11：项目

管理 

毕业要求 12：终身

学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1.3 12.1 12.2 12.3 

机械设计基础   L  H                                 

矿山企业管理        L            L            H      

矿山工程经济    L    M                        H      

矿业系统工程    M    H                        M      

矿山岩体力学    M  H        H                        

采矿学 M        H  M         H   L         L M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      M           M      L          L     

矿山机械与设备       M  M                        H     

爆破与井巷工程         M           M             H     

开采损害与环境保护                      H H               

采矿工程前沿讲座       L                       H       M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H      M                M         

采矿工程专业英语                               H      M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H          M           L      

矿山电工学         M           H                  

大学物理实验               H M                      

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               H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H L                   

CAD 实训                  H                   L 

岩石力学实验               H    M         L          

采矿工程综合实验                M   L                   

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                  H H    L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H          

金工实习               L             M          

电工实习               M             M          

地质实习             L         M                

测量实习                 H          L           

认识实习         L            M     M            

生产实习          L           H     L         L   

毕业实习            L             M H            

采矿学课程设计          H  H                      M    

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          M  M                      H    

矿山机械与设备课程设计          M  M                      H    

毕业设计           H  M       M   M       M L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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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及教学活动 

毕业要求 1：工程知

识 

毕业要求 2：问题分

析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

解决方案 
毕业要求 4：研究 

毕业要求 5：使用

现代工具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

会 

毕业要求 7：

环境和可持

续发展 

毕业要求 8：职

业规范 

毕业要求

9：个人和团

队 

毕业要求 10：沟通 
毕业要求 11：项目

管理 

毕业要求 12：终身

学习 

1.1 1.2 1.3 1.4 2.1 2.2 2.3 2.4 3.1 3.2 3.3 3.4 4.1 4.2 4.3 4.4 5.1 5.2 5.3 6.1 6.2 7.1 7.2 8.1 8.2 8.3 9.1 9.2 10.1 10.2 10.3 11.1 11.2 11.3 12.1 12.2 12.3 

第二课堂                         L          L  H 

军事训练                        L           M   

就业技能实践                             H         

创新创业实践           L                M          H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课程 

煤层瓦斯流动理论 H      M           M                    

瓦斯地质学     M        M    M L                    

矿井通风与“三防”   M   L                           H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         H     L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          H  H                      L    

智能开采方向课程 

网络与数据库技术      L M                               

物联网概述     M             M                    

智能监测监控概论             M L   M                     

控制工程基础 H                 L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   M      H                        H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课程设计          H  H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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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课程统计（分学期） 

分学期课程统计表 

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考核方式 备注 

I 

1 思想道德与法治 3 48 通识必修 S  

2 贵州省情 1 16 通识必修 C  

3 形势与政策Ⅰ 0.25 4 通识必修 C  

4 军事理论与国家安全 2 32 通识必修 C  

5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概论 
3 48 通识必修 S  

6 大学英语Ⅰ 2.5 40 通识必修 S  

7 体育Ⅰ 1 32 通识必修 S  

8 心理健康教育 2 32 通识必修 C  

9 劳动教育 0.2 8 通识必修 C  

10 新生研讨课 1 16 专业必修 C  

11 工程制图 3 48 专业必修 S  

12 高等数学 AⅠ 4 64 专业必修 S  

13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4 军事训练 1 2 周 实践必修 C  

小计 23.55 391    

II 

1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 48 通识必修 S  

2 形势与政策Ⅱ 0.25 4 通识必修 C  

3 大学英语Ⅱ 2.5 40 通识必修 S  

4 大学语文 2 32 通识必修 C  

5 大学体育Ⅱ 1 32 通识必修 S  

6 生态文明教育 1 16 通识必修 C  

7 数字素养通识课 2 48 通识必修 S  

8 创新创业教育基础 2 32 通识必修 C  

9 地球科学概论 1.5 24 专业必修 S  

10 高等数学 AⅡ 6 96 专业必修 S  

11 大学物理 AⅠ 3 48 专业必修 S  

12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3 中外文化与人文素养类通识课 2 32 通识教育选修 C 选修≥2 学分 

小计 25.85 455    

Ⅲ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 48 通识必修 S  

2 形势与政策Ⅲ 0.25 4 通识必修 C  

3 大学英语Ⅲ 2.5 40 通识必修 S  

4 体育Ⅲ 1 32 通识必修 S  

5 思想品德与政治教育类通识课 1 16 通识教育选修 C 选修≥1 学分 

6 线性代数 B 2 32 专业必修 S  

7 大学物理 AⅡ 3 48 专业必修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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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考核方式 备注 

8 工程力学 4 64 专业必修 S  

9 矿山地质学 1.5 24 专业必修 S  

10 3S 技术基础与矿山测量 2 32 专业必修 S  

11 网络与数据库技术 2 32 拓展方向必修 S 智能开采方向 

12 大学物理实验 1 32 实践必修 C  

13 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1 32 实践必修 S  

14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5 地质实习 0.5 1 周 实践必修 C  

16 测量实习 0.5 1 周 实践必修 C  

17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C 2 32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小计      

智能开采方向小计 27.35 471    

Ⅳ 

1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概论 
3 48 通识必修 S  

2 形势与政策Ⅳ 0.25 4 通识必修 C  

3 体育Ⅳ 1 32 通识必修 S  

4 大学英语Ⅳ 2.5 40 通识选修 S 
中外文化与人文素

养类通识课 

5 数学建模 2.5 40 专业必修 C  

6 电工与电子技术 3 48 专业必修 S  

7 流体力学与液压传动 2 32 专业必修 S  

8 机械设计基础 2 32 专业必修 S  

9 矿山企业管理 1.5 24 专业必修 C  

10 物联网概论 1 16 拓展方向必修 C 智能开采方向 

11 煤层瓦斯流动理论 1.5 24 拓展方向必修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

向 

12 电工与电子技术综合实验 0.5 16 实践必修 C  

13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实践 2 64 实践必修 C  

14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5 金工实习 0.5 1 周 实践必修 C  

16 电工实习 0.5 1 周 实践必修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小计      

智能开采方向小计 21.35 399    

Ⅴ 

1 形势与政策Ⅴ 0.25 4 通识必修 C  

2 创新创业与发展类通识课 1 16 通识教育选修 C 选修≥1 学分 

3 矿山工程经济 1.5 24 专业必修 C  

4 矿业系统工程 2 32 专业必修 S  

5 矿山岩体力学 2 32 专业必修 S  

6 采矿学 4 64 专业必修 S  



 19 

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考核方式 备注 

7 智能监测监控概论 1.5 24 拓展方向必修 C 
智能开采方向 

8 控制工程基础 2 32 拓展方向必修 S 

9 瓦斯地质学 2 32 拓展方向必修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

向 

10 CAD 实训 1 32 实践必修 C  

11 岩石力学实验 1 32 实践必修 C  

12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3 认识实习 1 2 周 实践必修 C  

14 采矿学课程设计 1.5 3 周 实践必修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小计      

智能开采方向小计 18.85 295    

Ⅵ 

1 形势与政策Ⅵ 0.25 4 通识必修 C  

2 大学生职业生涯与就业指导 0.5 16 通识必修 C  

3 艺术与审美体验类通识课 2 32 通识教育选修 C 选修≥2 学分 

4 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 2.5 40 专业必修 S  

5 爆破与井巷工程 1.5 24 专业必修 S  

6 矿山机械与设备 2 32 专业必修 S  

7 矿井通风与“三防” 3.5 56 拓展方向必修 S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

向 8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 2.5 40 拓展方向必修 S 

9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 3 48 拓展方向必修 S 智能开采方向 

10 采矿工程前沿讲座 1 16 

专业选修 

（创新创业类） 

C 

适用于两个方向，选

修 2 学分 

11 科技文献检索与论文写作 1 16 C 

12 工业 4.0 技术概述 1 16 C 

13 地理信息系统基础 1 16 C 

14 采矿工程专业英语 2 32 

专业选修 

C 

适用于两个方向，选

修 3.5 学分 

15 矿山电工学 1.5 24 C 

16 冲击地压理论与技术 1.5 24 C 

17 煤矿特殊开采方法 1.5 24 C 

18 采矿工程综合实验 1 32 实践必修 C  

19 采矿工程数值模拟分析 1 32 实践必修 C  

20 劳动教育实践 0.1  实践必修 C  

21 生产实习 2 4 周 实践必修 C  

22 爆破与井巷工程课程设计 0.5  实践必修 C  

23 就业技能实践 0.5  实践必修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小计      

智能开采方向小计 22.35 351    

Ⅶ 

1 形势与政策Ⅶ 0.25 4 通识必修 C  

2 开采损害与环境保护 2 32 专业必修 S  

3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1.5 24 专业选修 C 适用于两个方向，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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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 序号 课程名称 学分 学时 课程性质 考核方式 备注 

4 煤矿安全规程 1.5 24 专业选修 C 修 1.5 学分 

5 矿山法规 1.5 24 专业选修 C 

6 冲击地压理论与技术 1.5 24 专业选修 C 

7 煤矿特殊开采方法 1.5 24 专业选修 C 

8 煤层气开发技术 2 32 拓展方向选修 C 

适用于瓦斯开发与

利用方向，选修 3 学

分 

9 煤与瓦斯突出防治技术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0 煤矿瓦斯监测监控技术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1 钻井工程概论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2 矿山应急处置概论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3 智能采掘技术 2 32 拓展方向选修 C 

适用于智能开采方

向，选修 3 学分 

14 智慧矿山概论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5 矿山信息技术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6 数字矿山技术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7 矿山测试现代技术 1 16 拓展方向选修 C 

18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19 毕业实习 1.5 3 周 实践必修 C  

20 矿山机械与设备课程设计 0.5 1 周 实践必修 C  

21 瓦斯开发与利用技术课程设计 1 2 周 拓展方向实践 C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

向 

22 矿井智能通风与安全课程设计 1 2 周 拓展方向实践 C 智能开采方向 

瓦斯开发与利用方向小计      

智能开采方向小计 9.85 111    

Ⅷ 

1 形势与政策Ⅷ 0.25 4 通识必修 C  

2 劳动教育实践 0.1 3 实践必修 C  

3 毕业设计 6 12 周 实践必修 C  

4 第二课堂 3  创新创业实践 C  

5 创新创业实践 3  创新创业实践 C  

小计 12.35 7    

总计 163.5 2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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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课程体系拓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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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说明 

（一）适用对象 

本培养方案适用于采矿工程专业2024级本科生，后续年级将根据使用情况进

行适当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