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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加快推进“虚拟仿真技术发展”“虚拟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背景下，虚拟仿真技术呈

现蓬勃发展之势，已经成为了高校课程教学中越来越重要的教学工具。基于此，本文对虚拟仿真技术在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进行实践和思考，分析了虚拟仿真技术的现状以及在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并以未来教师

核心素养培育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中应用虚拟仿真技术的教学实践为例，分析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在高校课

程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建议通过整合资源形成校内外协同合作机制、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养与创新能

力和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与主观能动性，旨在促进教学质量提升、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学校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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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policy background of accelerating initiatives such a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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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and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for Virtual Industry Applications,” vir-
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has flourished and become an increasingly vital pedagogical tool in uni-
versity course teaching. Based o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pplication practices and re-
flections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curriculum instruction, analyzing its current status and 
pedagogical implementations. Tak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Teacher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 Course as a case study, 
the paper identifies challenges in applying this technology to university-level teaching. Recommen-
dations include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o integrate internal and external resources, 
enhancing faculty competencies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nd stimulating students’ intrinsic po-
tential and proactive engagement. These proposals aim to advance teaching quality, foster innova-
tive talent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high-quality institutional grow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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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虚拟仿真技术的相关概述 

虚拟仿真技术(Virtual Reality, VR)作为依托计算机技术构建拟真环境的前沿技术形态，通过集成视觉、

听觉、触觉及动觉等多模态感知交互系统，实现用户与虚拟场景、对象及角色间的深度交互，构建具备

高度沉浸性与交互性的多感知体验体系。该技术发轫于 20 世纪 60 年代，是计算机图形学、传感器技术、

动力学、光学工程、人工智能及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多媒体技术与三维建模技

术的高阶发展阶段。相较于国际发展进程，我国虚拟仿真技术研究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起步，在技术

研发与应用层面存在阶段性差距。为弥合技术代差，我国政府通过系统规划，将虚拟仿真技术纳入十五

计划、国家 863 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及国防科技工业专项资助体系，特别是国家 973 计划将其

列为重点攻关领域，形成覆盖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与应用示范的政策支持网络[1]。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战略背景下，2022 年教育部明确将虚拟仿真技术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前沿

技术列为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要素，推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在高校课程建设中的创新应

用。同年 10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教育部等四部门发布《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6 年)》[2]，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构建虚拟现实技术与高等教育深度融合的制度框架，为

其在教育领域的产业化应用与创新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与政策保障。 

2. 虚拟仿真技术在当前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自 2020 年 11 月 24 日起，教育部根据 8 号文件有关规定审核和认定，最终选出 5118 门课程作为首

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这批课程中，涵盖了 1559 门在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方面表现突出

的课程，包括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和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一流课程共有 1192 门，标志着虚拟仿真技术作为一种创新教学手段，在教育领域脱颖而出，成为一

道亮丽的新风景[3]。经过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共享平台查阅了 15 所不同高校的一流本科虚拟仿

真课程数量统计，发现武汉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三所学校虚拟仿真课程数量位居榜首，各拥有 16
门课程，如图 1。对各高校的一级学科类型进行统计发现，工学类的国家级虚拟仿真课程位居榜首达到了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98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陈涛 等 
 

 

DOI: 10.12677/ae.2025.156983 228 教育进展 
 

2232 门，医学 667 门和理学 586 门紧随其后，分别排为第二和第三，如图 2 所示。 
 

 
Figure 1. Number of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s in 15 universities 
图 1. 15 所高校国家一流本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数量/门 

 

 
Figure 2. Statistics on different types of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teaching courses by 
first-level discipline 
图 2. 一级学科不同类型国家一流本科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统计 

 
现如今的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辅助安全教学，助力解决教学实践难题 
对于化工、医药、汽车、电力等专业教学来说，一些常规实验都可以通过实际操作完成，但部分教

学实验的实践操作因周期长、实验设备不足、危险系数大、耗材大等问题而无法全面开展。面对这一难

题，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的运用，模拟搭建真实的设备、场景，同时演示不正规的操作，让学生既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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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的场景中得到真实的体验，实训中的错误操作也不会造成安全隐患。同时，还可通过动画、语音进

行提醒，学生可以在各环节展开互动的全过程，加深对知识点理解和记忆。 
(二) 抽象概念形象化，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以将书本上抽象的概念案例形象化、具体化、可视化为目标而开发出来的虚拟仿

真教学资源，打造出自然、真切的学习氛围，可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试想，又有哪位学生不喜欢这

种边玩边学形式呢？同时，还可反复用于学生的课前预习、课中互动以及课后巩固复习等多种学习场景

中，帮助学生加强对知识的融会贯通，提高了复习效率，更好地掌握知识点。 
(三) 智慧教学新模式，助力解决实训教学难题。 
面对疫情、实训成本过高、实训进度不一、安全隐患等问题，如何“足不出校”保证教育实习实训质

量成为各类院校有待解决的问题。利用虚拟仿真和虚拟现实技术，以产学研结合理念为核心，打造教学

体验、实训为一体的现代化、信息化的虚拟仿真实训室，让学生可以在安全、模拟真实的条件下接受虚

拟仿真实习实训技能教学，促进教学软硬件实习实训的应用率，优化学校的实习实训教学环境和手段。

为学校提高教学质量，优化教学效果打下良好基础。 
(四) 共享教学资源助力，解决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难题。 
传统教育受时空、地域所限，学校设备、场地会有所差距，容易出现教育资源分配不均问题。利用

虚拟仿真技术全过程、全时间和广泛性的特征，突破时空、地域的限制，为学生带来沉浸式、交互式体

验，帮助延展教学范围，共享教学资源。使得人人享受最优质资源成为可能，从而能够助力解决教育公

平的问题。例如，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的运用，学生可以进入虚拟的太空宇宙，观看天体运动；也可进入

虚拟的城市工厂场景内，观看每个机器部件的工作情况及每个工种的工作流程。 

3. 虚拟仿真技术的案例分析与实践 

本研究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教育创新应用，构建了教师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实践范式。为系统探究虚

拟仿真技术在高等教育课程教学中的创新价值与实践效能，本研究以教师教育课程为实证场域，聚焦于

将教育家精神有机融入教师教育全流程，锚定卓越教师培养目标，以适应未来教育生态的演进需求。课

程设计采用技术赋能的教育创新路径，集成 3D 建模技术、动态仿真引擎、智能交互系统等前沿数字技

术，构建包含职业道德培育、课堂教学能力发展、班级管理智慧塑造三维核心架构，并设计智能辅导系

统、挑战性评估模块、案例深度学习、情境模拟实训、协作研讨平台五阶递进式实验框架的复合型虚拟

仿真课程体系。该体系通过虚实融合的教学模式，实现师范生在沉浸式认知建构、任务驱动式探究学习、

自主式教学设计及反思性评价实践等多维能力发展，系统培育未来教师必备的师德践行力与专业胜任力。 
研究者在研究教师进行课程教学采用虚拟仿真技术进行实验学习。该实验教学内容主要利用辽宁师

范大学建设的省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资源《未来教师核心素养培育虚拟仿真实验》(https://www.ilab-
x.com/details/page?id=12559&isView=true)，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虚拟仿真进行实验学习后去学习《未来教师

仿真设计能力培养实验教学项目》(https://www.ilab-x.com/details/page?id=5050&isView=true)以提高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的认知能力。 
在传统的实践过程中，学生需要通过长时间的见习与实习来更好地践行师德师风，开展反思性教学、

开展有效地班级管理等。但是由于时空受限，安全、可控且真实的教学场景匮乏。通过采用虚拟仿真技

术可以将思政教育元素、典型师德师风案例、真实课堂教学场景、班级突发事件以生动形象的任务形式

呈现，通过“身临其境”地感受多样化、复杂性、双边化日常教育教学样态，提升师范生未来从师所需具

备的核心素养。 
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首先需要了解虚拟仿真实验系统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熟悉国家虚拟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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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验平台的使用方法。以培养班级管理素养为例，首先是需要练习的模块，然后点击进入需要学习的

板块如图 3，其中包括了智能辅导、闯关测试、模拟演练三大模块。必须依次完成才能进入下一个模块的

学习。 
 

 
Figure 3. Basic module interface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course 
图 3.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基础模块界面 

 
进入智能辅导板块场景，可以提出虚拟场景中的问题，他会立即做出解答，可以重复练习，重复学

习。如图 4。 
 

 
Figure 4. Intelligent tutoring scenario interface for class management competency 
图 4. 班级管理素养智能辅导场景界面 

 
经过智能辅导界面的学习，进入到闯关测试环节，需要成功完成闯关才能进入模拟场景，否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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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再次进行闯关测试，每次的测试题不完全相同，包括理论、案例等方面，如图 5。通过闯关测试之后，

可以进行课堂模拟。同学在课堂模拟中可以选择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通过试错和自主探究，大大提高

实验课程的学习效果和质量，如图 6。 
 

 
Figure 5. Interface of the challenge-based test for class management competency 
图 5. 班级管理素养闯关测试界面 

 

 
Figure 6. Simulation training scenario for student behavior management competency 
图 6. 学生行为管理能力模拟训练场景 

 
在课堂模拟当中，会出现选择题，在实验者做出选择之后，对于不同的回答会出现不同的专业性提

示，如图 7。同时也会出现开放式题目，如组织班会、与学生共同制定日常行为规范等等，可以做出回答，

最后会在实验报告的得分中体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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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7. Operation reminder interface for the course simulation process 
图 7. 课程模拟过程操作提醒界面 

 
学生通过习得知识、判断能力、吸取经验、提升实践能力、课后反思，逐层升华，依次递进，使得学

生知情意行全面发展，成为一位合格的未来教师。 

4. 虚拟仿真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困难 

(一) 学校面临的困扰 
虚拟仿真技术的引入对高校课程教学带来了多方面的正面效应，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首要挑

战在于经济与技术资源的局限，包括资金筹措、设备购置及技术实施上的难题。尽管高校正积极推动虚

拟仿真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但高昂的开发、运维及应用成本，加之硬件设施、实践教学场所等

基础建设的局限，使得这一技术难以迅速实现大规模的教学应用[4]。在组织、管理与协调层面，虚拟仿

真技术作为新兴科技前沿，其普及程度在高校师生中尚显不足。因此，高校需投入额外的时间与资源对

教师进行专业培训，并为学生设计相关课程，以促进对这一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虚拟仿真技术所依赖的

高端设备在日常维护中需特别注意防过热、防潮等细节，这无疑加重了高校的管理负担。 
特别是在社会实践活动的组织过程中，高校还需与外部机构、教育基地等进行深入的协调与技术对

接，以确保虚拟仿真技术的有效融入。这一过程不仅复杂繁琐，还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教学与行政的工

作量，对高校的整体运作构成了额外的考验。 
(二) 教师方面面临的困难 
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课程教学中，为教师群体带来了一系列挑战。首先，在内容筛选方面，教师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难度。在众多繁杂的素材中，他们需精心挑选那些既富含理论教育意义、又具备实践操

作价值，并能与虚拟仿真技术无缝对接的优质内容，这无疑是一项艰巨的任务[5]。技术层面的障碍不容

忽视。由于教师在日常生活中鲜有机会接触虚拟仿真技术，且相关培训资源有限，导致他们在运用这项

技术时显得较为生疏。一旦课程中的主体角色发生错位，主客体关系失去平衡，就可能扰乱教育秩序，

进而对课程教学的整体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三) 学生面临的问题 
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课程教学中，固然为学生开启了前所未有的学习体验之旅，但与此同时，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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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6]。技术与课程的融合方式显得颇为机械，未能深刻把握理论的精髓。虚

拟仿真技术与教学课程的整合度不足，加之教学方法的单一化，导致学生在虚拟仿真环境中依然处于被

动接受知识的状态，其教学效果并未能显著超越传统课堂模式。信息的纷繁复杂，使得学生难以快速准

确地捕捉到对自己学习真正有益的内容。虚拟仿真课程内容的生动性和人物的鲜活度，虽然极大地提升

了学习的趣味性，但也可能成为分散学生注意力的潜在因素。学生在享受这种高度沉浸式体验的同时，

可能会不自觉地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趣味性而非关键知识点上，从而影响了对核心学习内容的吸收和掌

握。 

5. 虚拟仿真技术在课程教学中的提升策略 

(一) 高效整合各类资源，构建跨越校园界限的协同合作机制 
为充分释放虚拟仿真技术在高等教育课程体系中的应用效能，实现教学目标的精准达成，高校需构

建系统化资源整合机制，形成跨部门、跨机构协同创新的生态格局。在资源配置维度，应建立专项化、

多维度的资源保障体系，通过设立虚拟仿真技术发展专项基金，构建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确保虚拟仿

真设备购置、平台迭代及运维服务的持续性；实施信息技术人员能力提升工程，依托行业认证培训、学

术交流与实践锻炼相结合的培养模式，构建专业化技术支持团队；建立高层次人才引进机制，聚焦虚拟

仿真技术研发、应用创新及系统维护等关键领域，打造核心技术攻关梯队；采用竞争性采购策略，与行

业领先的技术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构建技术咨询、系统开发与售后支持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在

教学能力建设层面，需构建虚拟仿真技术教育生态，通过采购优质数字化教育资源库、开发校本化培训

课程及组织线下工作坊等多元化路径，系统提升教师群体的技术应用能力与课程开发水平；同步推进虚

拟仿真技术通识教育与专业课程建设，将其融入学科基础课程与实践教学环节，促进学生对前沿技术的

认知建构与应用能力培养。在协同创新领域，应秉持开放合作理念，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网络，

通过建立高校间虚拟仿真课程资源共享联盟、与教育基地及展览馆共建虚实融合实践教学平台、联合行

业主管部门设立虚拟仿真技术创新工作室等合作模式，推动技术研发、教学实践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融合，

最终实现虚拟仿真技术教育价值的最大化与应用效能的持续提升。 
(二) 强化主体，提升教师队伍的综合素养与教育创新能力 
为了充分发挥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教育中的优势，高校必须着力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

深厚、工作能力卓越的教师队伍。那么就需要强化思想引领，端正教师的价值观念导向。针对部分教师

因追求新奇而引入不适宜教学素材的现象，高校需深化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增强其责任感与使命感，

并明确立德树人这一教育的根本任务[7]。通过工作理念教育，强化教师的爱岗敬业精神，确保其政治方

向正确，工作态度积极，避免在教学工作中出现偏差或懈怠。加强理论教育，提升教师的理论水平。无

论是在现实环境还是虚拟仿真环境中进行教学，教师都需具备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教师应通过多种

渠道深入学习课程的核心知识，以便更有效地开展理论教学与实践指导，更精准地选取教学素材，并巧

妙地将之与虚拟仿真技术相结合，提升教学效果。强化能力培训，全面提升教师的综合能力。提升新技

术应用能力，鼓励教师通过“线上 + 线下”的多元化方式学习，如阅读专业书籍、观看线上视频教程、

实地参观 VR 体验馆等，以掌握虚拟仿真技术的最新应用[8]。增强教学设计能力，教师在设计课程时，

需妥善平衡现实与虚拟、理论与技术的关系，遵循“适应超越”的教育规律，确保教学形式能够准确呈

现教学内容，同时在学生的实际水平与理想状态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避免为了吸引眼球而采用与教学

内容无关的虚拟仿真形式[9]。 
(三) 优化学生学习环境，激发学生的内在潜能与主观能动性 
在将虚拟仿真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显得尤为重要。纠正学生的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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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虚拟仿真技术以其新颖、刺激的特点，有时会使学生陷入误区，将其视为学习的终极途径。对此，我

们必须引导学生认识到，虚拟仿真技术仅是辅助课程理论学习的一种手段。真正的学习目标在于深入理

解课程内容，通过实践应用，深化对知识的掌握。同时学生应主动增强对课程内容相关理论知识的学习

意愿，充分利用各种资源，为运用虚拟仿真技术学习课程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教师应在日常教学中深

化对课程理论的讲解，激发学生求知的热情，引导学生深入理解知识，领悟思想精髓。学生的相关能力

也是不可忽视的一环。在虚拟仿真环境中接受教育，学生需具备注意力、理解力、分辨力和思维力等关

键能力。例如高校可组织知识竞赛、辩论赛、益智游戏等多种活动，旨在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为他们

在虚拟仿真世界中筛选、提炼、消化和应用知识，以及进行实践操作提供有力支持。通过这些活动，学

生将能更好地适应虚拟仿真学习环境，提升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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