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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教学设计样例说明

矿井有毒气体中毒事故应急救援

教学实施报告

学期： 2020-2021-1 学期

班级： 19矿井通风与安全 1班



2

矿井有毒气体中毒事故应急救援

课程
应急

救援技术

教学

章节
矿井中毒事故

应急救援实训
学时 3

授课专业
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

（原：矿井通风与安全）
年级 二年级

参考教材

1.《矿山事故应急救援》，陈雄主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

年 4 月第 1版；

2.《矿山事故应急救援技术》，易俊、黄文祥主编，应急管

理出版社，2019 年 1 月；

3.《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竞赛指南》，全国煤炭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执委会编，应急管理出版社，2019 年 4 月第

1版。

学情分析

“应急救援技术”是通风技术与安全管理（原：矿井通风与

安全）专业的一门必修课，授课对象为高职二年级学生，已经掌

握一定的基本理论，但技能操作水平还较薄弱。通过教学使学生

掌握矿山灾害抢险救援的基本理论与技术，矿山应急救援实训室

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学生实际应急救援能力十分重要。

要进行矿山应急救援实训，需要在真实矿井中设置不同的灾害条

件来实现，安全风险大、成本高、周期长、不可再现，因而难以

开展实施。

通过将实地演练和虚拟仿真两种教学手段有机结合，辅以信

息化教学手段，使得学生可以更好地将理论与操作紧密联系起来。

解决了由于煤炭行业灾害事故具有高风险和不可逆性导致难于开

展实验实训的难题，摆脱现实环境约束，把理论知识和实际救援

演练实践相互融合，提高学生对煤矿各种灾害事故现场的认识，

掌握救援知识，提高应急反应能力和应急救援效率。

以学生前期掌握的理论知识为基础，利用煤矿灾害事故应急

救援虚拟仿真系统和学校煤矿地下仿真实验室，分别从“虚拟”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D2%D7%BF%A1&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2=%BB%C6%CE%C4%CF%E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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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

和“实际”两个层面切入，真实还原了煤矿井下环境，模拟训练

了真实应急救援演练过程。

具体分为以下几个内容和步骤：

1.闻警出动

接到地面调度中心报警后，组织战前动员，进行任务分工，

分配救援任务。

2.救援准备

检查和筛选相关救援设备及工具，规范和熟练地佩戴正压氧

呼吸器，完成队员间自检互检任务。

3.灾区侦查

科学组织侦查，精准确定事故地点，快速将遇险人员转移至

安全地带。

4.伤员抢救

在安全地点对昏迷遇险人员进行现场心肺复苏抢救。

教学目标

1.知识目标

掌握井下有毒有害气体的种类、中毒症状和应急处置方法；

掌握矿井事故应急救援的一般流程和操作要领。

2.能力目标

能够在事故发生后，迅速、安全地进入井下事故地点对遇险

人员进行救援处置。

3.思政育人目标

源于现场实际，实现工学结合；培养团队意识；弘扬劳动精

神，职业精神和工匠精神。

教学重点 对事故地点的遇险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应急救援处置。

教学难点
在规定时间内，迅速完成如呼吸器佩戴等动作、现场心肺复

苏等动作。

教学方法
1.沉浸交互式教学法

通过使用高度逼真的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国家虚拟仿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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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沉浸式显示和交互式操作实验平台引导

学生完成矿井灾害应急救援实训，既解决了煤矿灾难事故具有高

风险性而难以开展实训教学的难题，又寓教于乐，让学生“做中

学、学中乐”。改变了传统的注入式学习方式，强调“以学生为

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以开放平台为资源，引导学生自学为主，

教师指导为辅，教师与学生融合成一体，共同完成实训过程。

2.情景体验式教学法

利用我校地下矿井仿真实验室，还原井下真实环境，让学生

身临其境，由教师导演、学生主演，进行真实救援小队角色扮演，

体验救援的真实性和困难性。

3.引导式教学法

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通过教师安排学习

任务，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式学习。

4.团队合作式教学法

学生通过团队小组协作，4人一组，模拟真实矿山救援队人

员组成，每名学生均扮演不同角色，各司其职，各自发挥所长，

增强学生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转变学生思想“要我学”为“我要

学”“我想学”，培养团结合作意识，强化实训效果。

5.混合式教学法

利用“职教云”教学资源平台，通过“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打破教学时空，让学生随时随地可以学习。

6.任务驱动教学法

以任务活动为主要教学途径，让学生积极“动”起来，让课

堂教学“活”起来，达到课堂教学的最优化；通过任务驱动，引

导学生开展“学中做，做中学”。

7.翻转课堂教学法

教学中，安排若干“答疑互动时间”，教师和学生角色互换，

由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同时遇到教学难点，教师亲身示范，学

生观摩学习；真正实现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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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课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媒体资源

课件展示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课

前

准

备

教师活动：

教师课前在“职教云”app

发布学习资源，通过 QQ 群、

腾讯课堂 app 向学生发布学

习任务，通过讨论、头脑风暴

等环节，引导学生进行预习。

同时在后台监测学生完成情

况和效果，根据学情反馈及时

调整教学方案。

学生活动：

接收老师的学习任务登录“职

教云”app 预习新课，参加

讨论。进行自主学习。

师生互动：

1.教师在“职教云”app 发布

课前讨论：说说你知道的有毒

有害气体有哪些？

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正确回答问题。

QQ 群、职教云 app、腾讯课堂 app

等数字化学习资源。

【设计意图】

利 用 线 上 教 育

资源平台，发布

线上学习任务，

促 使 学 生 做 好

课前预习；，教

师发挥引导、启

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作用，培养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力。

【教学教法】

引导式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法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引
入
新
课

教师活动：

教师讲解：在矿井作业过程

中，常常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

气体，工作人员吸入这些气

体，会发生中毒与窒息事故。

【设计意图】

进 行 正 式 实 训

任务之前，必须

具 备 一 定 理 论

知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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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n

【教学教法】

任务驱动法

理
论
授
课
35

min

教师活动：

登录“职教云”app，设置“今

日课堂”，进行 PPT 教学：

1. 介绍中毒与窒息的概念

2. 介绍矿井发生中毒事故的

原因主要是因为火灾、煤炭自

燃、爆破作业等。

3. 介 绍 常 见 的 有 毒 有 害 气

体：NxOx，CO、CO2、H2S、

SO2 等，并针对各种有毒气体

介绍主要危害性、中毒症状、

应急处置和防止措施。

师生互动：

师生角色互换，进行翻转式教

学：

1.学生在“职教云”app 举手

提问：老师您说 CO2 是有毒

气体，那我们人在呼吸时呼出

的大部分是 CO2，怎么不会中

毒？

2.老师回答：虽然 CO2 是有

毒气体，但需达到一定浓度才

会引起中毒反应。同时研究证

明，如果空气中氧浓度较高

时，CO2 的中毒浓度也会随

之提高，所以不易中毒。

【设计意图】

进 行 正 式 实 训

任务之前，必须

具 备 一 定 理 论

知识基础

【教学教法】

任务驱动法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法

混合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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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评
价
5

min

学生活动：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总

结讨论，查漏补缺。

教师活动：

1. 总结点评；

2. 督促学生预习新课。

【设计意图】

通过总结，帮助

学生梳理和巩

固本课所学知

识。引入下一

课。

【教学教法】

讲授法

三．课后任务

课

后

任

务

教师活动：

在“职教云”app 发布作业，

督促学生及时完成。

学生活动：

1. 复习回顾；

2. 在“职教云”app 完成线

上作业、课堂评价等。

【设计意图】

通过课后任务，

巩固和提高学

生理论和操作

能力，并熟悉下

次课的内容。

【教学教法】

任务驱动法



8

第二堂课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媒体资源

课件展示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课

前

准

备

教师活动：

教师课前在“”发布学习资源，

通过 QQ 群、腾讯课堂 app

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通过讨

论、头脑风暴等环节，引导学

生进行预习。同时在后台监测

学生完成情况和效果，根据学

情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方案。

1. 学生活动：

接收老师的学习任务登录“”

app 预习新课，参加讨论，

进行自主学习。

QQ 群、职教云 app、腾讯课堂 app

等数字化学习资源。

【设计意图】

利 用 线 上 教 育

资源平台，发布

线上学习任务，

促 使 学 生 做 好

课前预习；，教

师发挥引导、启

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作用，培养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力。

【教学教法】

引导式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法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9

复

习

回

顾

、
引
入
新
课
10

min

教师活动：

1. 简要回顾理论课内容，复

习矿井有毒有害气体的种类、

中毒事故类型以及应急处置

要点等知识；

2. 利用“职教云”app 进行

签到、授课

3.播放电影《地心营救》片段，

展现煤矿井下事故的危害性，

让学生对煤矿井下事故应急

救援处置过程有个初步印象。

学生活动：

随教师一起回顾理论知识、签

到、欣赏电影片段，分小组讨

论。

1. PPT 讲授

2. 观赏电影片段

【设计意图】

通 过 观 看 反 映

煤 矿 井 下 灾 害

事 故 抢 险 救 援

的电影，激发学

生 努 力 学 习 报

效 祖 国 的 爱 国

情怀，引导学生

对 课 程 内 容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探

究式学习。

【教学教法】

沉浸交互式教

学法

情景体验式教

学法

学
习
新
知
识
15

min

教师活动：

利用“职教云”app 讲授课

件，同时让学生煤矿事故应急

救援“三维虚拟仿真动画”，

初步掌握煤矿井下灾害事故

应急救援的一般流程与要领。

学生活动：

认真学习，分小组讨论。

师生互动：

1. 教师在“职教云”app 发

布线上问题，随机抽取一名学

生提问：画面中的任务在进行

什么操作？

2. 学生回答：佩戴正压氧呼

吸器。

1. 讲授课件

2. 学习观赏“三维虚拟仿真动画”

【设计意图】

通 过 观 看 三 维

虚拟仿真动画，

激 发 学 生 学 习

兴趣

【教学教法】

沉浸交互式教

学法

情景体验式教

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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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
拟
仿
真
操
作
演
练
20

min

教师活动：

1. 打开“国家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目共享平台”，进入“煤

矿事故应急救援仿真”在线智

能实验室，点击“我要做实

验”，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

系统，示范一般救援流程；

2. 教师示范完毕后，每队随

机抽取一位学生上机练习，并

提问。

学生活动：

1. 认真听教师讲解；

2. 小组内讨论；

3. 上机练习。

师生互动：

1. 教师提问：队长在任务布

置完毕后，应及时向地面什么

单位汇报？

学生回答：地面救援指挥中

心。

2.师生角色互换，进行翻转式

教学：

学生上机操作，模拟整个救援

流程:登录账号密码→选择事

故类型→系统叙述事故概况

→设置救援小队队员人数→

分配救援任务→模拟其中一

名队员，迅速奔赴事故地点→

找到伤员→开始实施救援。

教师在旁指导。

1. 打开“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共享平台”

2.进入“煤矿事故应急救援仿真”

在线智能实验室，点击“我要做实

验”

3.登录系统，进行实训

【设计意图】

通 过 在 线 上 实

验 平 台 做 虚 拟

仿真实验，克服

了 现 实 环 境 的

制约，让学生身

临 其 境 地 体 验

到 真 实 井 下 环

境 中 救 援 的 全

过程，体现了不

怕困难，勇往直

前的不屈精神。

【教学教法】

沉浸交互式教

学法、情景体验

式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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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评
价
5

min

学生活动：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总

结讨论，查漏补缺。

教师活动：

3. 总结点评；

4. 督促学生预习新课。

【设计意图】

通过总结，帮助

学生梳理和巩

固本课所学知

识。引入下一

课。

【教学教法】

讲授法

三．课后任务

课

后

任

务

教师活动：

在“职教云”app 发布作业，

督促学生反复观看三维仿真

动画，熟悉救援流程和注意

事项。

学生活动：

3. 反复观看三维仿真动画，

登录“煤矿事故应急救援仿

真”在线智能实验室进行虚

拟仿真角色扮演操作，熟悉

救援流程和注意事项，准备

第三堂课的操作实训；

2.完成线上作业。

1.在“”平台发布作业 【设计意图】

通过课后任务，

巩固和提高学

生理论和操作

能力，并熟悉下

次课的内容。

【教学教法】

任务驱动教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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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堂课教学实施过程

一．课前准备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媒体资源

课件展示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课

前

准

备

进入煤矿地下仿真实验室，

进行现场实训操作，同时录

屏。

教师活动：

教师课前在“”发布学习资

源，通过 QQ 群、腾讯课堂

app 向学生发布学习任务，

通过讨论、头脑风暴等环节，

引导学生进行预习。同时在

后台监测学生完成情况和效

果，根据学情反馈及时调整

教学方案。

2. 学生活动：

接收老师的学习任务登录

“职教云”app 预习新课，

参加讨论。进行自主学习。

QQ 群、职教云 app、腾讯课堂 app

等数字化学习资源。

【设计意图】

利 用 线 上 教 育

资源平台，发布

线上学习任务，

促 使 学 生 做 好

课前预习；，教

师发挥引导、启

发、监控教学过

程的作用，培养

学 生 自 主 学 习

能力。

【教学教法】

引导式教学法、

混合式教学法

二．课中实施

教学

环节

教学内容

师生互动

教学手段 设计意图

教学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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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习

回

顾

、
引
入
新
课
5

min

教师活动：

1. 简要回顾上节课内容，复

习矿井有毒有害气体产生原

因、种类及后果，矿井事故

救援流程和注意事项；

2. 利用“职教云”app 进行

签到；

学生活动：

随教师一起回顾复习，准备

进行演练。

现
场
实
地
演
练
10

min

教师活动：

1. 现场讲解介绍“闻警出

动”→“救援准备”→“灾

区侦查”→“现场心肺复苏”

四个操作流程的要领；

2. 登录“煤矿事故应急救援

仿真”在线智能实验室，向

学生示范虚拟仿真实训系统

操作过程；

3. 亲自示范教学难点：“正

压氧呼吸器的佩戴”和“现

场心肺复苏抢救伤员”,指导

【设计意图】

学 生 在 任 务 驱

动下，开展各项

课堂活动；教师

亲身示范、及时

进 行 教 学 反 馈

并互动。小组成

员 相 互 协 作 配

合，体现了精诚

合 作 的 团 队 精

神。

【教学教法】

任 务 驱 动 教 学

法；

情 境 体 验 教 学

法；

团 队 合 作 式 教

学法；

翻 转 课 堂 教 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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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正确操作。

学生活动：

根据老师的示范，在其指导

帮助下，在规定时间内，快

速、正确地完成操作。

包括以下几项任务：

任务一“闻警出动”操作演

示

教师活动：

向学生介绍该项流程操作要

点：在地面救援中心接警后，

集合队伍，向其他队员叙述

事故概况，布置救援任务，

进行任务分工。

学生活动：

学生列队等待并听取教师布

置任务；然后每小队再自行

练习。

任务二“救援准备”操作演

示

教师活动：

1. 教师向学生示范教学难

点：“正压氧呼吸器佩戴”

的操作过程及要领；

学生活动：

教师示范完毕后，救援小队

完成操作。

师生互动：

师生角色互换，进行翻转式

教学

学生提问：为什么要佩戴呼

吸面罩？

教师：因为事故地点含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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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毒有害气体，为了保护

救援人员的安全，必须戴上

呼吸面罩，由呼吸器供氧，

防止中毒。

任务三“灾区侦查”操作演

示

教师活动：

1.教师下达“开始”口令，

引导救援小队进入灾区，进

行侦查；

2.发现伤员后，教师讲解操

作流程，指导救援小队抬伤

员至安全地点。

学生活动：

救援小队按照教师讲述的操

作要领，利用“三人平托法”

（先抬头后抬脚）将伤员抬

上救护担架，戴上保温毯，

连接自救器，转移至安全地

点。

任务四 现场心肺复苏抢救

伤员

教师活动：

1. 教师向学生示范教学难

点：“现场心肺复苏抢救伤

员”的操作过程及要领；

学生活动：

1. 教师示范完毕后，指定一

名队员完成心肺复苏抢救操

作。包括以下步骤：确认现

场安全→靠近伤员、判断是

否有意识→松衣解带、摆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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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型和体位→判断颈动脉和

呼吸是否正常→胸外按压定

位→实施胸外按压→畅通伤

员气道→打开伤员气道并吹

气→再次判断伤员颈动脉和

呼吸→伤员有脉搏和呼吸、

抢救成功。

师生互动：

师生角色互换，进行翻转式

教学

学生提问：胸外按压时有什

么注意事项？

教师回答：胸外按压时，应

注意按压力度，使胸腔下陷

5-6cm 为宜，过大或过小都

有可能使抢救不成功。

总
结
评
价
1

min

学生活动：

在教师的引导下，学生进行

总结讨论，查漏补缺，完成

课后作业。

教师活动：

1. 总结点评；

2. 在“职教云”app 上面布

置作业。

【设计意图】

通过总结，帮助

学生梳理和巩

固本课所学知

识。引入下一

课。

【教学教法】

讲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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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后任务

课

后

任

务

教师活动：

1. 在“”平台发布作业；

2. 督促学生反复观看三维仿真动

画，登录“煤矿事故应急救援仿真”

在线智能实验室，及时复习、操作，

熟悉救援流程和注意事项。

学生活动：

1. 完成线上作业；

2. 登录“煤矿事故应急救援仿真”

在线智能实验室，进行虚拟仿真操

作，加深理解。

1.在“”平台发布作业 【设计意图】

通过课后任务，

巩固和提高学

生理论和操作

能力，并熟悉下

次课的内容。

【教学教法】

任务驱动法

教学效果

1. 积极探索落实课程思政的有效模式，强化德育为先理念，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新格

局。真正的矿山应急救援通常表现为过程复杂、环境恶劣、危机四伏、困难重重，要求救

援队员拥有健硕的体魄、过人的胆识、坚强的意志，丰富的经验，随机应变的能力、赴汤

蹈火的决心。

所以，在课堂上我们格外注重引导学生向救援队员看齐，以其行为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提高了人才培养质量，学习实训中精诚的合作过程凝练了铜墙铁壁、协同奋进的团队精神；

繁重的体能考验弘扬了坚强不屈、不怕困难的劳动精神；严苛的救援环境塑造了敬业求精、

专注创新的工匠精神；严格的军事训练增强了自觉自律、行动一致的纪律精神；专业的急

救技能培养了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人道精神；不懈地奋进拼搏体现了修身齐家、复兴中

华的爱国精神。

2. 全程应用信息化教学手段，深化了“互联网+职业教育”的内涵，丰富了课堂内容，提

高了学生的积极性与参与度，通过学生作业和课后评价，本次课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实现了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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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通过课内实训的强化练习，锻炼了学生的煤矿井下事故应急救援处置的实际操作能力，

经过选拔，一些课堂表现优异的学生在 2019 年全国煤炭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等技能竞赛中取

得了全国二等奖的佳绩，充分体现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学赛结合”的先进教学理念。

4.我院应急救援技术教学团队以本课程改革为契机，深度整合、转化课程资源，全面总结、

提炼教学和大赛经验价值，已成功申报《校企共育矿山应急救援类“工匠型人才”》

（2018jxcgj109-01）《依托双主体平台提升煤炭类专业技能型人才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

（2017jxcgj521-1）安徽省教学成果二等奖两项。

特色创新

1. 充分理解“互联网+教育”的精髓，运用线上教育资源打造立体化课堂教学空间，引导

学生实现“线上+线下”无缝式自主学习，拓展了教学时空。

2. 借鉴翻转课堂，操作实训课程实行以教师为引导、学生为主导的教学模式，针对教学过

程中的疑难之处，由学生提问，教师回答，实现师生角色互换，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

教学理念。

3. 融入虚拟现实仿真先进教学理念和手段，利用“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台‘实

验空间’”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系统进行实训教学，以形象逼真的三维动画构建出了交互

式的虚拟教学环境；有效解决了煤矿井下实训高成本、高风险，学生因没有下井经验而缺

乏对煤矿巷道系统的空间概念等问题；创新性地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真实矿山救援队员身份，

避免亲身经历井下事故的高危环境，既可以安全、快速、全面地掌握井下事故应急救援的

全过程和要领，同时也寓教于乐，增强了学生主观学习能动性，充分体现了国家对虚拟实

验教学“虚实结合、相互补充、能实不虚”的教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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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教学图片

图 1 教师讲授矿井事故应急救援流程

图 2 教师示范煤矿事故应急救援虚拟仿真实验系统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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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教师示范正压氧呼吸器与面罩佩戴方法

图 4 学生练习佩戴呼吸器，教师指导并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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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学生练习烟雾巷道发现并抬出伤员，教师指导并点评

图 6 教师示范心肺复苏抢救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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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生练习心肺复苏抢救伤员，教师指导并点评

图 8 教师利用职教云 app 发布问答题，学生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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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井有毒气体中毒事故应急救援

教学设计报告

学期： 2020-2021-1 学期

班级： 19 矿井通风与安全 1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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