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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能源技工学校说课比赛 

教学设计 

参赛项目类别 工业类 作品编码  

专业名称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 

课程名称 
综采放顶煤工艺 参赛作品 

题目 
综采放顶煤 

课    时 2 教学对象 19 级采掘班 

一、选题价值 

1.选择价值分析 

随着我国煤炭工业的发展煤矿企业对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职业能力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该版《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第二版）在内容上根据煤炭工

业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企业的岗位需求做了调整和更新，例如，增加了煤

矿环境保护与治理的内容，以及来源于实际生产的案例、技能训练，同时严格

执行了国家最新技术标准，体现了行业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图 1 教材封面及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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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上，考虑学生的认知规律，注重图表、实物照片和案例辅助讲

解知识点和技能点，增加教材的亲和力，营造生动、直观的学习环境，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因此，该教材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2.选择价值分析 

本节课节选的内容是第三章综采工作面采煤工艺中第三节《缓斜及中斜厚

煤层综采工艺》中的放顶煤工艺。是采煤工艺中比较先进，具有实用价值的一

种现代采煤工艺。作为本书的核心内容之一，煤矿从业人员不仅要学习最基础

的采煤工艺相关知识，还要学习一些比较先进的采煤工艺。 

综采放顶煤工艺应用价值在于，当煤层为厚煤层时，目前，国内装备的大

采高综采工作面存在液压支架易倒架、煤壁易片帮等问题。分层开采又存在铺

设假顶工作量大、巷道掘进工程量大、巷道维护困难、生产组织管理工作较复

杂等问题。放顶煤采煤法可以有效避免此类问题，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二、学习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目标： 

 ⑴熟悉掌握综采放顶煤工艺的一般内容、分类及适用条件。 

⑵能运用综采放顶煤工艺进行开采。 

（二）过程与方法目标 

1.过程目标： 

（1）在综采放顶煤的讲解过程中，学生能够集中注意力，按照设计环节逐

步完成学习内容； 

（2）让学生能够产生学习探索的兴趣，能够主动思考，并于周围同学以及

老师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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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方法控制目标： 

（1）通过课程合理导入，让学生认识到放顶煤工艺的重要性，能够积极主

动地投入到学习之中； 

（2）课程学习以学生思考、辨别、讨论交流、主动操作为主线，教师合理

引导为辅线，如期完成学习任务。 

 

三、学情分析 

（一）授课对象分析 

1.本节课授课对象为 19级采掘班全体学生，学生年龄偏大，部分之前在煤

矿工作过，但理论欠缺； 

2.学生对煤矿井下的环境、自然条件、工作情况、采煤工艺等经过之前的

学习有了基本的认识； 

（二）学生特点分析 

1.大部分学生在学习理论知识的状态低迷，精力难以集中。 

2.部分学生在课堂上羞涩保守、不爱发言，不善于同教师进行合作学习。 

（三）解决对策 

1.以生动的实际案例进行导入，引起学生重视； 

2.以任务安排为驱动，给学生学习带来任务感； 

3. 以正向激励为主，增加学生学习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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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内容 

（一）综采放顶煤工作面分析 

 
综采放顶煤工作面 

A—不充分破碎煤体 B—较充分破碎煤体 C—待放出煤体 D—冒落矸石 

1—前部输送机 2—放顶煤液压支架 3—后部输送机 

（二）综采放顶煤工作面设备布置 

 
综采放顶煤工作面设备布置 

A—不充分破碎煤体 B—较充分破碎煤体 C—待放出煤体 

1—采煤机 2—前部输送机 3—放顶煤液压支架 4—后部输送机 5—带式输送机 

6—配电设备 7—安全绞车 8—泵站 9—放煤口 10—转载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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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艺循环 

• 采煤机 1 割煤          放顶煤液压支架 3 及时支护        前

部输送机 2推移至煤帮         后部输送机 4前移 

• 这样，采过 1-3 刀后，按规定开放煤口放煤，矸石含量到限后，

关闭放煤口 

 

（四）关键工序 

 

（五）放煤步距和作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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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概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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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学重难点 

1.教学重点：（1）重点内容：放顶煤工艺关键工序； 

（2）学习目标：所有人掌握放顶煤工艺的概念和放煤工序以及相应的作业

方式。 

2.教学难点：（1）难点内容：放顶煤工作面分析； 

（2）学习目标：了解熟悉综采放顶煤的原理，掌握顶煤破碎机理。 

五、学习资源 

（一）《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课件教材； 

（二）一段放顶煤工艺演示视频，通过视频演示让学生加深工艺流程； 

（三）教师利用手机建立学生微信群，所有学生加入后备注好姓名，教师

在群里下发学习资料和课后练习题。 

六、教学实施 

教学环节 学生活动 教师活动 教学手段 教学方法 时间 

㈠ 任务驱动：通过观看准备

好的演示视频，根据已有

知识，自己总结放顶煤工

艺的概念。 

认真观看演

示视频，提

出自己的想

法，根据自

身经验总结

放顶煤相关

知识。 

1.分析讲解

放顶煤工艺

演示视频中

的 神 奇 之

处，使学生

产生学习兴

趣；2.提出

本节课需要

完成的学习

任务。 

1.利用多媒

体播放演示

视频。 

1. 案例引

入法； 2.

问题导入

法。 

10 分

钟 

㈡任务分析：1.分析任务难

度：此次学习任务已经确定，

达到一般学习要求的难度等

级为中等，达到精通的难度较

大； 2.分析学生情况：学习

1.参与分析

和讨论，自

由发言；2.

要熟知学习

任务，根据

1.组织学生

讨论，鼓励

大家踊跃发

言，让学生

了解学习任

1.课堂讨论

调研；2.利

用 PPT；3.

学生发言。 

1. 座谈讨

论法； 2.

讲授法。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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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为本校学生，掌握基础知

识，教学难度一般；3.分析学

习时间：本节学习任务计划 2

个课时完成，学生需课下在温

习巩固。 

自身情况制

定出个人学

习计划及学

习目标。 

务及学习难

度；2.了解

学生对放顶

煤的掌握程

度，提出学

习要求。 

㈢制定方案：1.确定学习方

法：以讲授为主，教师答疑为

辅，且教师要全程对学生进行

指导、评价和纠错；2.确定学

习环节和重难点：本次课程内

容的学习环节主要分为视频

演示、学生发言、内容讲解、

学生再总结、教师点评和总

结、课后作业安排七个环节。 

1.学习方法

讨论；2.学

习环节和重

难点讨论。 

1.制定学习

方法并组织

讨论；2.制

定学习环节

并 组 织 讨

论，确定重

难点。 

1.组织学生

讨论；2.教

师总结并确

定方案。 

1. 座谈讨

论法； 2.

总结归纳

法。 
10 分

钟 

㈣任务实施：通过视频演示播

放引入本节课学习内容后，进

入新课学习：1.视频演示；2.

学生讨论发言；3.教师内容讲

解；4.学生再总结；5.教师总

结点评；6.提出要求并布置练

习作业。 

1.全程配合

教师参与讨

论、发言；

2.认真听教

师讲解放顶

煤 相 关 内

容；3.积极

主动发言；

4.对发言学

生评价；5.

总结学习内

容并记录。 

1.讲解放顶

煤 内 容 知

识；2.播放

演示视频；

3.组织学生

发言总结；

4.对学生发

言情况进行

点 评 和 总

结；  

1.利用多媒

体（PPT）讲

解；2.播放

视频；3.研

究讨论；。 

1. 视频导

入法； 2. 

PPT 讲 解

法；3.总结

归纳法。 

35 分

钟 

㈤任务评价：1.演示视频播

放，很好地吸引了学生的注意

力，让学生认识到了学习自救

器的重要性；2.通过教师对放

顶煤工艺的讲解，学生掌握此

种工艺基本知识；  

1.对学生发

言的情况进

行评价；2.

认真听教师

的评价和总

结，认真记

录要点；3.

完成思考作

业，课后勤

1.引导学生

积极发言；

2.组织学生

对发言学生

进行点评；

3.对积极发

言同学进行

评价，并总

结 知 识 要

1. 学 生 发

言；2.教师

讲解。 

1. 座谈讨

论法； 2.

系统评价

法；3.总结

归纳法。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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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练习。 点，回顾重

难点；4.布

置思考题和

作业。 

教学视频（综采放顶煤工艺演示） 

七、学业评价 

（一）教学总结 

本节课主要讲解了放顶煤工艺的顶煤破碎机理、放煤工序、注意点、适用

条件等。通过课前的视频导入很好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上节课的联系也

帮助学生回顾了旧知识，形成系统的知识观，课程效果较好。 

（二）教学评价 

1.学生评价 

课后逐一进行询问，部分学生表示放顶煤的相关知识没有掌握清楚，关于

原理部分地方没有尽数搞通弄懂，其余学生表示学习效果良好，掌握了放顶煤

的基本知识。 

 

八、教学反思 

（一）优点 

1.本节课教学方法运用上比较全面，教学环节比较完整，教学过程能够调

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整个课堂比较活跃，效果良好。 

2.能较充分在课堂上把理论学习进行讲解，结合实践，在实践生产案例中，

获得思考，总结出知识要点。 

（二）不足 

1.因部分学生的自律性差，在讲解内容原理部分时，个别学生没有投入课

堂，出现了注意力分散现象，影响了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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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方法仍然需要进一步创新，并能更多地运用互联网、多媒体和智能

化工具丰富教学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