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工期安排
    项目批复后，在资金有保障的前提下，从2006年3月开
始着手实施矿井地面生产系统改造，至2007年 8月地面生产
系统改造完成；采煤设备更新于2006  年2月到货后，综采安
装2个月，东采区3上层三片5月末开采即投入使用。改造
结束后，矿井生产能力提升到2.00 Mt/a，实现矿井技术改造
的预期目标。

4 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
    本次矿井技术改造，总投资为1 437万元，其中地面生产
系统改造 217万元；采掘设备升级投资 1  120万元。矿井经
过技术改造，改变现有的地面生产系统对生产能力的制约，
选出的精煤使吨煤售价提高28元，新增选煤能力 50  万  'Ja，

创造利润 1 400万元la；通过采掘设备的更新，提高矿井煤炭
产量30万 t/a，创造直接经济价值4 890万元。通过技改，不

但创造了上述的直接经济效益，间接效益也十分可观，扩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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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煤厂，增加就业人员76人；矿井生产能力提高新增 30  万  t，
a，其它配套岗位增加就业人员 102人；职工人均收入同比上
年增加226元。总之，通过技改，使双阳煤矿进入龙煤集团
一类矿井行列，为中国煤炭事业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Li]  岁虎臣，周波，魏国.精细化管理在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中
    的应用[A].全国煤炭企业精细化管理优秀论文集[c]，2008.
i2]  兰光寿，简千如.桥二煤矿技术改造方案设计优化[Al  .矿山建
    设工程新进展- 2006全国矿山建设学术会议文集（下册）
    l Cl  . 2006.
[  3  ]  侯成国，郑孝寅.煤矿安全系统技术改造（J]  .矿山机械，2008.

[4]  王建军.煤矿通风系统技术改造方案[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
    济，2008.
15]  常文清，等.浅谈乡镇煤矿矿井技术改造[Jl  .黑龙江科技信息 ，
    2007.    ‘
[6]  魏书华，阳廷军，向毅.煤矿主通风机改造及选型设计 [J]  .风机
    技术.2007.    .    .
    （责任编辑  吕瑶）

        
研究型教学模式在地球信息科学课程中的实践

O 前 言

    研究型教学模式是相对于以传授知识为主要特征的教

学模式提出的，是融学习与研究为一体的教学体系，既传授
知识技能，又培养认知能力。新的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在教学

理念和教学实践上有所创新。地球信息科学是20世纪90年
代才兴起的新的科学领域，是 80年代新必的地球系统科学

≯口  70年代发展的信息科学交叉的前沿领域。与其他专业课

程相比，《地球信息科学导论》课程开设的时间较短，可借鉴

的教学经验也相对较少。为了积极推进中国矿业大学创建

综合性研究性大学的进程，多年来，我们结合地球信息科学

课程的特点，联系本校地理信息系统专业学生的实际情况，

融入研究型教学模式开展教学工作，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取

得了明显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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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lications of the research - basecl teaching model to "Introduction to Geo - information Science" course and

    it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During the reform of this professional course teaching， much work has been done
    in the corresponding teaching link such as materiaJ choices， teaching contents， teaching mcthods and so on，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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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材选择
    教材是教学活动的依托。选用教材应研究屎程的特.肖、
学习者的特点以及与之关联的社会需求。地球信息科学融
合 了地理信 息系统 （ GIS）  、全球定位系统 （CPS）、遥感 （RS）  、信

息网络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技术，是综合研究地球科学复杂系
统的新领域，主要包含以下三大方面的内容。
    （1）地球信息机理研究。通过对地球圈层间信息传输过
程与物理机制的研究来提示地球信息机理，是形成地球信息
科学的重要理论支撑。
    （2）集成化技术体系。即由对地观测系统（RS、CPS）、地
理信息系统、电子地图与信息高速公路所构成的以GIS为核
心的集成化技术体系，以实现对地球信息的获取、分析、共辜
与传播。
    （3）应用领域研究。全球变化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是地球
信息科学的重要的核心应用领域；此外，在城市基础设施规
划与管理、社会化信息服务等方面都有非常广阔的应用前
景。
    地球信息科学的理论与应用是不断发展的，相关书籍的
内容也是越来越饱满。例如，谭海樵主编的《地球信息科学
概论》涵盖了地球信息科学的大部分基础理论，简单易懂，理
论性较强。廖克院士主编的《地球信息科学导论》是一部系
统性介绍地球信息科学的基础性教科书，分上下两篇，兼重
理论方法与实践应用。陈述彭院士主编的《地球信息科学》
为环境资源等专业的研究生教材，涉及相关领域的最新理论
与研究进展。另一方面，本课程的授课对象是本科地理信息
系统专业三年级学生，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基础和
自学自研能力。鉴于此，为了避免“学一门课程只读一本书”
的现象，该课程未指定特定的教材，而是由任课教师对现行
教材进行研读，将先进教材作为参考用书推荐给学生，引导
学生围绕课程教学目的研读先进教材，由学生根据实际需要
自主选择，选取不同视角挖掘教材内容，进行知识建构。

2教学实践
    “教无定则”，对于《地球信息科学导论》课程教学方式而
言，没有一套统一的教学模式可供遵循使用。教师在课程实
践中，应根据课程内容与教学环境，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
法和手段，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
研究性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在一定程度上从“台前”转到“幕
后”，以学生为主体，变学生的被动接受为自动探索，实现从
“要我学”向“我要学”的转变。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主体能
动性，让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各个环节中，“亲其师才能通其
道”。在本课程教学实践中，结合课程特点与学生具体情况，
精心设计安排教学内容，以精讲和串讲为主体，以实验和自
学为辅助，由浅入深、循序渐近。
2.1  课程串讲
    《地球信息科学导论》课程面向地理信息系统专业本科
高年级学生开设，学生已经具备了GIS、GPS、RS以及地球科

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谬，因此，在《地球信息科学导论》课程教
学过程中，凡涉及到先修课程内容时，主要采用串讲和复习
的方式进行，分析先修课程与地球信息科学在逻辑和结构上
的联系，强调知识之间的融合。
    对于课程的串讲内容，学生已经有了相关的知识背景，

为了充分调动学生的主体性，这部分内容主要以“学生讲”为
主。课前，教师布置学习任务，要求学生基于先修课程的知
识点并联系本课程的研究内容，预习相关教学内容。课上，
教师以专题讲授的方式歹l出知识要点，主要采用“问答式”开
展教学活动，对于存在争议的问题则灵活改用“讨论式”，鼓
励学生发表不同意见，注重开发学生的智慧资源，把潜在的
学习能量充分释放出来。

2.2  课程精讲

    以学科发展为大背景，精讲内容少而精、宽而新.引导学
生多角度、深层次地理解基本原理。精讲内容主要包括课程
龙容中的重点难点、关键技能以及学习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
性问题，以重点带全面，以关键带一般，对学生获得新知起到
补漏、矫正、排疑、解难、扩展、深化的作用Ⅲ。
    对于课程的精讲内容，为了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有计划
地传授给学生新的知识内容，主要采用“讲授法”，即教师以
适当的知识材料通过语言呈现给学生，学生则通过听讲的形
式对教师所提供的知识材料加以理解、领会并保持在记忆
中哺】。教师周密组织教学内容.突出重点，讲透难点，深入浅
出，系统连贯。例如，在讲授地学信息图谱时，地学信息图谱
对学生来讲是一个新的名词，为了形象地解释这个新名词，
先从学生的已经知道的相关概念入手，例如家谱、动植物图
谱等，进行对应比较分析，达到快速获得新知的目的。此外，
在考虑课程的完整性和系统性的同时，增加专题化、案例化.、
即时性的课程内容，保证信息的强度、浓度和时效性。例如，
在讲解完地学信息图谱的相关基础知识后，引入“中国自然
景观综合信息图谱”和“福建省生态环境综合信息图谱”两个
案例分析，提高教学的直观效果，将抽象问题形象化、具体
化，将复杂问题简单化嵌 显化。
2.3  实验实践

    地球信息科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利.，适当
增加教学实践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抽象理论的感性认识，提
高学生的动手能力，而且也符合“由实践到认知再到实践”的
认知规律，使学生对地球信息科学理论、方法与技术等的认
识在实践中得到升华。    ，
    对于课程的实验内容，教师应认真设计和规划实践课
程，规范和完善实验教学，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加强学生应用
专业软件处理地球数据的技能，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提高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为学生今后从事科研或其他
工作奠定基础。例如，基于地学信息图谱研究徐州市土地利
用变化时.为了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不直接提供

数据 ，而仅提供下载数据的国内外网站（如 http：//glcfapp.Luni-
acs. unld. cdu： 8080/esdi/index. jsp、llttp：//www.  geodata.  cd Portal/

index.j sp等）  ，共同研究相关的参考文献，要求学生首先分组
完成数据准备工作，然后独立设计实验方案并完成相关实
验。地球信息可视化实验时，大限定开发语言，教师分析总
结各相关开发语言的特点（如 I】）L、Matlab、OpcnCL等）  ，学生
可根据自己未来发展的需要自行选择完成树大、山体等地物
的三维可视化实验，并编写实验报告。
2.4  自学自研
    地球信息科学是一门交叉性学科，课堂教授内容有限，
适当安排自学自研的内容不仅可以开拓学生专业视野，而且
也可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学生可围绕教学大纲结合个人发
展需求，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等资源，从大量繁琐的基础性
学习活动中解脱出来，不受时空限制，通过自学方式实施个

性化学习，获得更详尽的专业知识。
    对于课程的自学内容，教师应根据课程内容的需要，设
p目标问题，联系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推荐参考用书与文
献资料；学生凭借已有的知识经验与工具书，独立进行探究，
主动去发现知识。学生在实践与自学过程中应认真做好学
习笔记，筘炼归纳整理知识的能力，掌握独立获取专业知识
的方法。教师组织安排学生以“研究小组”方式开展教学活
动，巡回艳导，随时点拨，最后以报告或讨论的方式检查实践
和自学情况。例如，在《地球信息科学导论》课程教学中，安
排学生阅读 1992年由（；oocICluld学者撰写的“地理信息科学”
英文论文，组织课堂讨论，对课堂讨论的情况进行总结评点。
在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适当安排相关英文文献的阅读，不
仅能够使学生获取匝全面的专业知识，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



英文专业文献的阅读能力。此外，推荐一些与课程相关的专
业刊物，例如，《地球信息科学》学报主要刊登地球系统科学
及其相关边缘交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学生可以从中了解
到行业较前瞻的技术研究与应用。
    --    -
3  结 束 语

    在应用研究型教学模式开展本课程的教学活动中，坚持
科学的发展观，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努力实现
理论学习与能力训练的统一、共性发展与个性培养的统一、
灵活多样教学方式的统一。地球信息科学这门学科在不断
发展着，在教学中使用的教学素材及相关资料也都应随时更
新，这也加强了教师“自我充电”的紧迫感。在教学过程中，
除了将教师本人科研和工程实例引入课堂外，还可适时安排
有关专家作学术报告，让学生了解到地球信息科学的前沿发

展与应用，从而拓展学生的知识面，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培养    ’
学生的创新能力。
参考文献：
[1]程树铭.关于探究型教学模式的研究[J]  .，}，国商教研究，
    2003.（3）  ：82 - 83.
[2]  张雪红，谢跃生，马处强，等.浅淡研究型教学模式[J]  .高教
  论坛，2006，（2）  ：55 - 56.
[3]  廖克.地球信息科学导论[Ml  .北京：科学}”：版社，2006.
[4]  齐清文.地球信息科学I}j的集成化与信息产品开发[  M]  .新
    麟：新疆科技卫生出版社.2003.
[5]  李洋修.大学教学管理与教学研究[  M]  .济南：山东大学⋯版
    社.2005.
[6]  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  M]  .南京：河海大学出版社，2006.
    （责任编辑  暑瑶）

基于混合P2P网络的积件教学系统的设计

0  引言

    现代远程教育是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产生的新型教育

形式。当前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将其
作为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重要形

式。我国现代远程教育迅猛发展的同时，资源建设方面仍普

遍存在一些问题。如有效资源不足与资源重复建设。一方
面，虽然现代远程教学资源大大增加，但网络课程缺乏交互

性，缺乏多媒体的一体化设计，忽视虚拟学习情景的建设，真

正适合学生的、有针对性的资源很少。另一方面，各高校为
..～.̂√、.̂一一̂ ^M^一̂^一√- √̂、̂一-_-H√-√、̂^̂ .、̂̂ ～一._√、N，、.._、，4_-H“.“.～.-̂ v̂.._

扩大招生规模，各自开发教学资源，宁可重复投资，也不愿与

人共享资源，造成人力与财力的严重浪费，远程教。≯：资源没
有得到优化配置。目前高校并没有真正形成一种个体化学

习、自主学习的Jq络学习环境，多数还是采用远程课堂、学生

自学加很少的面授形式，学生不能自由选课，没有实现真正
意义上的自主学习。

    现在国内外已经开始利用积件的思想来构建基于网络

的教学平台系统。利用积件的思想，建立一个基于积件系统

的远程开放教育多种媒体教学平台系统，以期增强多种媒体

教学资源在远程开放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解决远程开放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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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混合P2P网络的积件教学系统，利用积件的思想，搭建了一种积件组合平台系统。它对网络教学资源

按多媒体教学资料库、微教学单元库、虚拟积件资源库、资料呈现方式库和教学策略库进行分类管理。这样积件组

合平台既符合教育的规律，又有混合P2P的特征，从而有效避免传统的客户端/服务器模式或浏览器/服务器模式所

带来的一些网络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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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f昆合P2P网络的积件教学系统，利用积件的思想，搭建了一种积件组合平台系统。它对网络教学资源

按多媒体教学资料库、微教学单元库、虚拟积件资源库、资料呈现方式库和教学策略库进行分类管理。这样积件组

合平台既符合教育的规律，又有混合P2P的特征，从而有效避免传统的客户端朋艮务器模式或浏览器/月艮务器模式所

带来的一些网络教学资源建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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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 and Im plem entation of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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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iycuig Radio TV， Yiyang 413600， China）

Abstract：The integrable ware teaching system based on mixed P2P netwolks is using theory about integrable

ware， and builts an integrable ware combination platform stem. According to the system， we can manage the
multimedia teaching resource tbase， the micro teaching unit， tlic virtual intcg'able ware resources dat.abase，

information display database and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database classify. 'I'his tegrable ware combination plat-

form conforms to the eclucation law， and has the racteristics of mixed P2P， so iL ctui avoicl scnne problem  ttbout

nclolk te眦hing rccs building from the t.raditional ClienUScrvcr moclcl or Browser/Scrver  m0（1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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