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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duction practic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f mineral processing engineering training. Based on 
the Zijin mode, combin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ining, international mining talent is 
the explicit objective in talent cultivatio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practice is determined ac-
cording to the mineral processing technology of gold and copper of Zijinshan.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main problem during practice operation and improvement examination system, and points 
out how to improve the motivation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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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产实习是矿物加工工程专业的一个重要实践性教学环节，“紫金模式”下矿物加工专业人才培养以国

际化矿业人才培养为目标，结合现代矿业的发展，根据紫金山金铜矿中金、铜选矿生产工艺，确定矿物

加工专业本科生生产实习内容。结合三年的实践经验，就生产实习运行情况、考评体系完善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进行探讨，针对性指出了如何解决提高双师型教师的积极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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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紫金模式”办学即紫金矿业集团资助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办学建设、参与办学过程、检验办学

成效的运行与管理机制，采用一校两地双师型的办学模式[1]。矿物加工专业生产实习是学生进行专业实

践训练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不可缺少的实践教学环节。

通过生产实习全面培养学生学习和了解矿物加工专业，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将课本上所学的专

业知识结合到生产实际，使它们条理化、系统化，为本专业学生后续专业课的学习、课程设计和毕业设

计奠定扎实的基础。在“紫金模式”下，如何提高本专业生产实习的效果是关系到提高教育质量与人才

素质培养的大问题，是矿物加工专业教学改革的重点[2]。而影响矿物加工专业学生生产实习质量的主要

是生产实习基地的选择及实习内容的优化，其次生产过程的管理也是影响实习效果的主要因素。 

2. 生产实习基地的选择、建立及完善 

生产实习基地的选择应注重矿物加工技术的最新发展成果，选矿方法要全面，选矿设备应多样，流

程应有一定的复杂程度和代表性。这样学生可以系统掌握选厂的工艺流程，设备工作原理以及生产管理

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解决生产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能力，并为今后从事本专业

工作打下基础[3] [4]。 
基于本专业的培养方案，结合以上要求，进一步适应国际化矿业发展的需要，选择紫金山金铜矿作

为矿物加工专业的生产实习基地。紫金山金铜矿位于上杭县，隶属于紫金矿业集团，是我国 20 世纪 80
年代发现并探明的特大型有色金属矿山之一，是典型的上金下铜，金矿床和铜矿床均达到特大型规模的

斑岩型矿床。紫金山金铜矿是一个集地、采、选为一体的企业，是紫金矿业发展的核心企业，紫金矿业

集团公司发展壮大的发源地、利润中心和人才基地。 
紫金山金铜矿目前选矿车间包括金矿一选厂、金矿二选厂、金矿三选厂、铜矿一选厂、铜矿二选厂、

铜矿湿法厂，不同的选矿车间生产工艺不同，完全可以满足矿物加工专业本科生生产实习目的。 
通过本次实习，主要让学生达到以下目的：第一，了解不同性质的矿石处理方法是不同的，例如：

如果处理低品位矿石。企业为了获得相应的利润，必须采取加大处理量的方式，运用湿法厂处理该类型

矿石是适合的，而对于细粒嵌布的多金属矿石，应采用浮选工艺；第二，掌握主要设备的性能参数及工

作原理(旋回破碎机、标准圆锥破碎机、格子型球磨机、膏体浓密机等)；第三，掌握车间流程的制定原则，

例如铜矿选矿厂根据矿石中硫化矿的含量低，采取铜硫混浮-抑硫浮铜工艺分别等到铜精矿和硫精矿进行

销售；第四，大体上了解车间的药剂制度，例如在磨矿过程中石灰的添加量、捕收剂及起泡剂的用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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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初步了解现场的管理等，例如设备运转不正常要及时逐层向上反映问题，及时解决问题，提高设

备运转率。 
经过近十年的教学与实践环节的综合运行，该基地取得了丰富的管理运行经验和教学成果，并于 2012

年成功获批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2015 年“紫金模式”获全国教改创新优秀奖。目前，矿物

加工专业生产实习运行程序如下：学校专业指导教师提出每年的实习计划，详细列出需要紫金山金铜矿

协助内容，由紫金矿业学院上杭教学基地负责人与紫金山金铜矿人力资源部培训处人员的沟通，由培训

处人力专员与各个车间进行协调，解决学生实习过程中的吃、住、行方面问题，同时与实习选厂进行沟

通，指定具有研究生学历的企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建立良好的实习反馈机制，保证矿物加工专业

本科生生产实习实践环节的顺利进行[4] [5]。 

3. 生产实习内容的改革与探索 

3.1. 进一步明确生产实习的目的与要求 

矿物加工生产实习是矿物加工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在“紫金模式”办学背景下，矿物加工专

业生产实习按照矿物加工本科生培养方案的要求，扎实稳妥进行矿物加工生产实习过程。针对矿业发展

出现的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首先必须对生产实习的重要性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制定出科

学合理的矿物加工生产实习计划。根据人才培养计划阶段性要求，生产实习的目的使学生进一步接触生

产实际，加深对所学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不同矿石性质的矿石需要不同的工艺，培养学生综合运用理

论知识分析实际问题的能力，适应现代化国际矿业人才为目标。 

3.2. 合理安排生产实习内容 

紫金山金铜矿金的选矿厂的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工艺，既有典型的重选、堆浸、碳浸工艺，

又有古老的人工淘洗与现代尼尔森选矿设备相结合；而铜的选矿厂工艺同样具有传统硫化矿浮选工艺，

又有先进的生物湿法浸铜工艺。如何在三周的生产实习过程中达到生产实习的目的与要求，需要指导教

师在生产实习之前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二是对不同选厂的

生产工艺特点进行分析，选择三个选矿厂的工艺作为矿物加工专业本科生的生产实习内容，然后根据不

同工艺特点安排不同的实习时间。例如破碎车间、磨矿车间的工艺及设备是选矿厂的主要部分，也是每

个选矿厂都必须具有的部分，亦是为后续课程设计、毕业设计收集资料做准备。在这个知识点上要求学

生实习的时间长一些，让学生详细的了解旋回破碎机、颚式破碎机、格子型磨矿机、溢流型球磨机、圆

运动双层筛的各项参数及选择原理，让学生学习到把不同厂房内的设备布置合理，并达到可以独立设计

出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理的选矿厂的目的。对于矿石开采部分，由于大多数矿山选矿与采矿是两个部

门，矿石给矿部分基本由采矿部门负责，我们在此环节拟用半天的时间进行了解，把主要时间放在选矿

厂。学生在具有不同工艺的矿山实习不仅掌握了传统的选矿工艺，又了解了现代矿物加工发展的趋势的

目的。 

3.3. 生产实习方式 

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矿物加工工程专业本科生生产实习采用集中实习的方式，由该课程负责人提

出实习计划，把实习过程中需要得到紫金山金铜矿协助的事项，提交到紫金山金铜矿人力资源处，安排

全部实习学生住宿在紫金山金铜矿，分三个小组在不同选矿车间轮换实习。指导教师与双师型教师共同

探讨实习内容，确定不同工段的时间，保障学生在实习过程中对现代矿业发展有个大致的了解，以及不

同矿石性质对应的选矿方法，不同设备的安装、运行状况等。双师型老师由于是现场技术人员，与选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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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的工人及技术人员都熟悉，在确定实习内容之后，他们会把学生分配到各个实习地点，交代好当班的

工人指导在该工艺点的实习的学生，保障学生的安全，有利于学生实习的顺利进行；学校的指导教师每

天早晨、中午、晚上会召集该小组成员进行开会，布置当天的实习任务，了解学生前一天的实习状况，

解决学生在实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对一天的实习内容进行复习，查漏补缺加深一天的实习内容。而对

于当天实习内容较轻松的学生，我们会找到现场经验非常丰富的工人，采取座谈的方式学习，通过经验

交流，学生更容易掌握现场的知识。同时在交流过程中，学生也会对工人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入了解，这

种可能会影响其后续工作的选择。 

3.4. 生产实习指导书的修订 

由于同类院校生产实习去的选矿厂大多只有某一特定的选矿工艺，没有紫金山金铜矿选矿工艺全面，

同时紫金山金铜矿的选矿工艺、设备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变化，当今的生产实习指导书与紫金山金

铜矿的选矿工艺存在较大差别，不能与紫金山金、铜选矿生产工艺相匹配。因此要对现存的生产实习指

导书进行校正，适当章节进行修改，满足福州大学紫金矿业矿物加工专业本科生培养的要求。 

4. 加强生产实习过程管理，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4.1. 加强生产实习过程管理 

我们制订了严格的管理程序，确保学生在规定时间内进行生产实习而不做其他事情。第一，所有参

与生产实习的学生及教师在进行生产实习之前都要进行三级安全教育，既矿部安全教育、厂部安全教育

以及各个车间根据车间特点进行的车间安全教育。教育学生在生产实习过程中时刻牢记“不伤害自己，

不伤害他人，不被他人伤害”的原则；意识到安全、环保对于自己、家庭、企业的重要性。第二，实习

期间每个选矿厂都有一个校内指导教师与一个企业技术人员同时对学生实习环节进行指导，二者相互补

充。第三，实习期间进行选矿厂轮换制度，每个小组在各个选厂的实习时间为 5 天，每个工段实习时间

由校内指导教师与企业指导教师共同协商，保证实习效果。第四，阶段性答辩，主要考察每个小组在相

应车间实习效果，由企业指导教师根据各个车间的特点、学生的实习情况，回答 5 个问题作为学生的平

时成绩。根据回答问题情况，检验学生的实习效果，提醒后面同学在实习过程中需要注意的知识点。 

4.2. 严格生产实习要求 

要求学生在实习期间，根据实习内容，认真做好实习记录，包括工艺流程、技术参数、生产设备、

产品质量检测、安全环保等方面，同时要求坚持写实习日志，把实习期间的感受和体会写下来，提高生

产实习的认识水平。规范生产实习报告，按福州大学生产实习报告要求统一打印。严抓生产实习过程管

理，首先让学生对近期要实习的车间进行大概了解，然后再进行岗位实习，定期由指导教师提出问题进

行测评。 

5. 完善生产实习成绩评价体系 

生产实习成绩评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期中学生自评(12%)、教师(18%)、实习报告成绩(70%)。其中

教师给学生的平时成绩部分包括校内指导教师的平时成绩以及现场指导教师的意见，部分企业指导教师

根据学生实习效果进行测评。 

6. 总结与思考 

“紫金模式”下矿物加工生产实习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与紫金矿业集团的大力支持分不开，但是

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与双师型指导教师及企业指导教师相关的问题：例如双师型指导教师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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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属于学校教师，变动性较强：如何调动企业指导教师积极性问题：双师型教师最担心的是实习过程中

的安全问题等。因此在每次实习前，要根据实际情况，提前考虑这些问题，着力解决问题，提前一步安

排完毕，把一切不利的因素转化为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学生的学与思的问题，如何把学生的积极性

调动起来，指导学生把书本知识与实际应用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根据实际情况学会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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