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铀矿井通风

1、课程介绍

南华大学矿物资源工程专业是国内唯一面向铀矿开采领域，服务于国防科技

工业和核工业的国家 I类特色专业、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铀矿井通风》是本

专业的核心课程，是学校铀特色课程群的重要课程，面向大学高年级本科生开设。

课程支撑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具有运用本专业相关理论和方法解决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等的达成。课程主要讲授铀矿井通风的基本理

论、矿井通风系统设计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

铀矿井通风基础理论、通风设计方法和矿井控氡技术及管理等知识；具备工程思

维能力、专业知识综合运用能力和矿井通风系统设计的能力；具有铀矿冶吃苦耐

劳、敢于奉献的人文素养、核工业严细严谨、进取创新的科学素养和生命至上、

安全为天的职业素养。

课程依托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和各类教学科研平台，紧密结合铀矿冶特色和教

育教学技术发展，持续推进教学改革，构建了铀矿采冶特色的线上线下混合式课

课程教学模式，先后被评为湖南省一流本科课程、国家一流本科课程。

2、课程亮点、特色、创新

1） 课程特色

（1）铀矿兴国的情怀教育融入课堂教学。课程教学团队一直坚守“铀矿兴



国”的初心，坚持铀矿冶“四个特别”精神育人，着力培养学生服务核工业和国

防科技工业的使命感、责任感；

（2）辐射防护知识和安全生产理念贯穿教学全程。放射性是铀矿井下环境

特点，课程“以降低井下氡及其子体浓度、创造井下良好工作环境，保证生产和

工人安全”为要务，培养学生“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安全理

念；

（3）理论教学遵循从局部到整体、从微观到宏观的逻辑，突出系统思维，

同时采用直观、体验、实践教学法突出工程思维的培养。

2）课程创新点

（1）自觉融合核工业“四个一切”精神，建设国内首门铀矿冶特色通风课

程。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强化课程的思政元素的有机融合。

（2）“挑战实践”检验教学。教学团队注重教学效果的多维度检验，除课

程目标导向的多元化课程考核外，还引导学生依托课程知识体系参加学科竞赛、

创新实践项目等研究性、创新性、综合性活动，突出工程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

3、课程教学团队

课程建设负责人杨月平为湖南省青年教师教学能手，教学团队成员包括

李广悦、朱忠华、薛希龙、曾晟等，课程团队是一支结构合理、经验丰富、能力



突出的教学队伍。团队承担了核能与核技术工程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铀矿开采”方向的建设，组织实施了“矿物资源工程 ”湖南省普通高校“十

三五”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项目的建设。团队教

师多人次获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二等奖等多项，获省级信息化教学三等奖、全

国高校采矿专业青年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三等奖等奖项，团队成员近年来指导

大学生获省部级奖励 20 余项。

4、课程建设情况

（1）课程内容建设

加强课程顶层设计，根据课程目标，组织“一主线二重点三特色”的课程内

容体系，即围绕“创设铀矿井下良好工作环境”主线，重点教授“铀矿通风基础

理论”和“通风系统设计”两个重点内容，教学辅以“氡和辐射防护知识贯穿教

学全程”、“核工业精神和铀矿冶精神寓于课程思政”、“系统思维和工程思维

孕育卓越人才”三特色。

（2）教学资源建设

课程除了教学课件、课程教材等常规线下教学资源外，还丰富了线上教学资

源，建立了教学基础资源库、习题资源库和素材资源库，搜集了矿井通风现场的



图片和视频、矿井通风动画、课程教学视频等资料充实素材资源库，为学生线上

学习提供了便利，提高了学习实效，也有利于混合式教学的开展。

（3）教学平台建设

依托矿物资源专业，建设了矿井通风实验室、数字矿山实验室、矿山虚拟仿

真实验室和大学生创新实验室等多个用于教学和课程实验的教学平台。

（4）教学团队建设



依托湖南省优秀教学团队-南华大学矿物资源工程专业教学团队，结合

专业建设要求，实施教师铀矿实践计划，确保最新理念和技术能够进入课堂。

5、课程评价（教学效果）

根据南华大学课程评价体系，本课程教学受到学生、同行、督导和管理

人员的高度认可，多年来均获得优秀评价。同时，课程先后被评为校级、省

级和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课程教学团队教师获得省级以上教学奖励 5项；

依托本课程知识体系，学生参加全国高校采矿工程实践作品大赛获奖 20 余

项，参加湖南省“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得二等奖、三等奖各 1

项，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



6、课程链接

https://mooc1-1.chaoxing.com/course/201900791.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