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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一流课程的虚拟教研室建设——以“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为例 

徐广晨 

营口理工学院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辽宁 营口 115014 

 

[摘要]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虚拟教研室作为一种新兴的基层教学组织，已成为教育数字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

此，深入探究虚拟教研室的建设及其应用，将为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参考。以“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为例，

探讨课程类虚拟教研室建设。首先针对该课程特点，分析了虚拟教研室建设的意义；然后从共享平台建设、教师素养提升、

教学成果积累方面提出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路径，助力高校培养高水平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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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Based on First Class Courses -- Taking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of "3D Digital Modeling" Course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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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ternet +" era,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as a new grass-roots teaching organiz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digital educ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in-depth explora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will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aking the course of "3D Digital Modeling" as an example, explore the construction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s for course 

categories. First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urse,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tructing a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was 

analyzed; The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s is proposed from the aspects of sharing platform 

construction, teacher literacy improvement, and teaching achievement accumulation, so as to help universities cultivate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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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人才培养，是大学的第一使命；教学实践，是培养人

才的重要途径。如何以本为本，全面提升教师教书育人的

能力，是推动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了

推进教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高质量教育支撑体系，

虚拟教研室应运而生。虚拟教研室是传统教研室与互联网

结合的新兴产物，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基层教学

组织模式的创新与探索
[1]
。它与传统教研室同中有异，肩

负着创新基层教学组织、推广示范性教学理念、改革教育

教学方法等使命。《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点》中明确指出

了“推进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由此可见，虚拟教研室

这种新型的基层教学组织的正逐步受到高度重视
[2]
。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是机械类专业的基础课，是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学生能灵活运用现代工具三维数字化

软件（SolidWorks）解决产品设计中的三维建模的理论和

方法，掌握三维数字化软件建模的应用技术，并能将其应

用于生产实际，满足企业与市场对专业职业能力的要求；

同时通过教学过程中的案例分析，培养学生的科学态度和

求实创新精神，强化学生的职业道德意识。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教学内容是利用三维软件服

务于机械设计与产品创新，这就要求本门课程需要不断

更新教学内容以适应培养新时代所需人才技能，同时对

讲授本门课程的教师团队也要求更高，除教师个体必须

与时俱进，不断提高教书育人能力外，还必须跨界合作，

引入跨学科、跨业界人才。因此，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

虚拟教研室建设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在“中国制造 2025”

和“互联网+”战略目标的要求下凸显其紧迫性。“三维

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是以辽宁省一流课程《三

维数字化建模》为基础，联合辽宁科技大学、辽宁工业

大学、大连交通大学等高校专任教师组成，其目标是依

托“互联网+”技术，打破院校、线上线下教学之间的壁

垒，通过多样式、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切实推动三维建模

课程教学改革，实现资源共享，促进教师成长，提高学

生培养质量
[3]
。 

1 虚拟教研室在课程建设中的意义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

培养质量。虚拟教研室围绕一流课程、课程思政、课程知

识图谱构建、新形态教材、校际协同育人等方面开展建设。 

1.1 虚拟教研室是区域协同育人的新机制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过程中，不同高校相同专业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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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设置等方面均各自不同的特色。通过

虚拟教研室建设，可以搭建起区域内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

校协同育人的桥梁，依靠信息技术，教师可以通过实时的

通讯和交流，开展远程教学和教研，实现多学科、跨专业

协同育人，有助于培养全方位、宽口径、多层次的高水平、

应用型人才。此外，虚拟教研室的出现，实现了不同区域

学校、教师开展互动式教学和信息共享的需求，解决了传

统教研室无法开展跨区域协作的不足，成为了多校协作发

展、协同育人的新机制。 

1.2 虚拟教研室是教师产学研的共同体 

虚拟教研室基于“互联网+”，由有共同教学目标的教

育工作者，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凝聚在一起的教研组织，具

有“学科共同体”的属性，其内部成员体现出明显的协同

性和开放性。此外，虚拟教研室利用信息技术，提供了一

个解决高校不同学科专业教师遇到教育改革问题时协作

和交流探讨的平台，最终实现成员的共同发展。 

1.3 虚拟教研室是教学资源共享的新平台 

基于网络功能和信息技术等载体，虚拟教研室实现了

教学资源共享和教师共同成长的目标；辅助一些数字化、

网络化的优质教学资源平台，比如慕课、虚拟仿真实验室、

钉钉、雨课堂等
[4]
，实现信息共享；通过虚拟教研室搭建

的课程科教融合案例库，跨学校、跨地域的教师可以通过

网络进行多学科、多技术融合
[5]
，有效推动教学实践创新，

实现教师共同成长，增进学校间的资源共享，推动教育教

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1.4 虚拟教研室是实现问题导向的起点 

切实解决问题是任何一项工作开展的关键所在，在教

育数字化转型的大背景下，虚拟教研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

大数据的优势，利用数字化工具及数据驱动，精准定位教

研中的真问题、疑难题。从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中寻

找教研问题；从大学生学情数据分析和学业诊断情况中寻

找教研问题；从一流专业建设困难和人才培养难点中寻找

教研问题；从教学与技术融合应用的过程中寻找教研问题。 

2 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路径 

 
图 1  虚拟教研室建设的基本框架 

信息技术推动了教育教学的变革，虚拟教研室建设也

是大势所趋。因此，虚拟教研室的建设需要以产出为导向，

以多校联动为支撑，以协同育人为根本，以开放和共享为

目标，最终形成“1+M+N”建设框架（即 1 门课程，联合

M 所高校教师，使 N 名学生受益）。“三维数字化建模”虚

拟教研室建设的基本框架如图 1 所示。 

2.1 创新教研形态，重塑新型基层教学组织 

虚拟教研室通过聘请教学名师和企业专家，构建起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全新教研形态，革新了教学管理

的理念与范式，全方位充分激发课程教师的活力，塑造出

便捷、即时、高效的基层教学组织。“三维数字化建模”

课程虚拟教研室成立以来，不定期开展了“线上+线下”

的教研活动，成员积极追踪教学学术前沿，不断深化教学

实践创新，持续提升发展个人教学能力，激发教研活力，

并辐射带动学科乃至学校教学质量的不断进步，为打造具

有较高影响力的“金课”奠定坚实的基础。 

2.2 构建共享平台，打造科教融合的生态环境 

虚拟教研室的建设，离不开功能全面的共享平台为支

撑。“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基于钉钉软件，

打造共享平台，编写了教学的典型案例、习题、试卷库等，

如图 2 所示，拓宽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应用范围。此外，

虚拟教研室充分利用“互联网+”、知识图谱等信息技术，

以研讨、分享、交流培训等方法开展方式灵活的、线上为

主的教研活动，成员可共享教学效果、评价指标，凝练教

学效果
[6]
，对教学质量提升起到了帮助作用。从 2019 年

秋季学期至今，课程已在超星泛雅平台开设了 6 个学期，

累计选课人数 1200 余人。 

 

图 2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展示 

2020 年为了贯彻辽宁省教考分离的总体部署，虚拟

教研室又从考核机制、校际命题、试卷库建设、试卷达成

度评价等方面，建立教考分离实施方案和教学质量保障联

动机制。 

2.3 提升教师素养，创设思政育人环境 

课程虚拟教研室的建立能解决传统教研室或课程教

学团队的师资不足、教研活动老套、跨学科师资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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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等问题
[7]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定期

组织教研活动，发挥省级教学团队、教学名师的引领功

能，指引教师优化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方法、转变教学

手段。此外，“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鼓励教

师共同深入挖掘课程思政资源，通过引入思政项目案例，

实现全员育人“大思政”，使得课程教学的思政作用发挥

得更充分。 

2.4 重视成果积累，制定以赛促教，课赛合一的课程

教学 

虚拟教研室是一个积累教学经验、推广教学成果的平

台。为了推动三维建模的发展，我校自 2020 年起承办“辽

宁省大学生先进成图与产品信息建模大赛”，同时也开始

了“以赛促教，课赛合一”课程教学改革。借助省赛的召

开，更多的省内高校教师加入虚拟教研室，增进了交流的

机会，更多的、优秀的教学经验通过虚拟教研室实现了共

享，实现持续改进教学效果的目的。此外，基于虚拟教研

室开展协同教研，能够凝炼成出各具特色教学成果，最终

聚成具有代表性、推广性的教育之花。 

3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的建设

成效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自 2020 年成

立以来，一直坚持优质课程资源共享和创新教学经验交

流，不断推动省级一流课程共建共享。经过先期探索，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成效： 

一是依托系列课程慕课（MOOCs）共建共享教学资源。

在课程教学中，深入开展教学研究，完善教学设计，教学

的重点应是“为什么”和“做什么”，其次才是“是什么”，

注重启发并引导学生于学习里摄取知识的精粹
[8]
，在探究

中领会知识的本真。充分借助现代信息技术，把科研和教

研成果转变为教学素材，围绕课程的核心知识模块构建了

众多面向工程实际的应用实例。进一步充实项目案例，编

写出慕课（MOOCs）教学的典型例题、习题，构建了丰富

的教学资源，并且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 

二是依托教材建设提升教师综合素质。根据“三个体

现”的教材建设思想，结合 OBE 教育理念，出版了校级优

秀自编教程《三维数字化建模项目式教程》。“三个体现”，

即体现教材并非仅为知识的载体；在教材体系里，体现知

识点间的内在关联；在教材内容处，体现理论与技术、现

实与仿真的有机整合。 

三是探索虚拟教研室交流互访机制。每年定期召开分

别由营口理工学院、辽宁科技大学、大连工业大学轮流主

办的虚拟教研室教学研讨会，就三维数字化建模系列课程

建设情况、教学教研经验成果进行交流，开展教学难点探

讨；每学期邀请虚拟教研室国家级、省级教学名师举办名

师示范课；每月组织线上教研活动； 

4 “三维数字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的未来

发展的思考 

4.1 深化多维数据支撑的评价改革  

未来对虚拟教研室发展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多维的数

据协同分析和智能的权重配比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收集教

师的多样教研行为，综合判断教师在各项工作中的胜任力

和参与度，重塑以人为本的评价体系
[9]
。二是基于熵权分

析的方法，构建教育信息化的自动化配权的模型构建方法，

为未来构建虚拟教研室的“投入—产出”评价模型提供了

智慧、高效的技术路径。 

4.2 探索技术与教育的双向促进 

虚拟教研室作为技术与教育发展的成果，它已经不再

是普通的教学技术，可以在更深刻的层次上助力教育信息

化、数字化的发展
[10-13]

。因此，应当积极激发教师的主观

能动性，通过合理的判断来削减技术对教育的风险，保障

技术赋能下教育教学价值取向的合理性、正确性和公平性，

引导科技走向善途，实现技术和教育的双向促进。 

4.3 体现人文关怀 

在未来虚拟教研室的发展过程中，需保持以人为本的

理念，打造有温度的教研室。一方面需要给教师给予情感

支持，弥补过度网络化可能产生的关系消解问题，借助虚

拟教研室创造优良的社会交往环境和社会情感支撑。另一

方面则体现在对教师增加人文素养教育，使他们具备在向

学生讲授知识的同时，还能发挥文化传递的功能。 

5 结语 

虚拟教研室试点工作的实施，标志着我国高校教研

信息化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基于“互联网+”技术，

组建了教师教学研究的共同体，构建了教学资源共享的

新平台，提出了一种区域协同育人的新机制。“三维数字

化建模”课程虚拟教研室的初步建立，弥补了传统教研

室的不足，利用线上教研平台，可以实现高校间师资及

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也为同类型的虚拟教研室建设提供

理论指导。虚拟教研室的建设要紧跟时代脚步，在实践

探索中不断完善，成为推动教学改革和教学信息化创新

的利器。 

基金项目：2020 年营口理工学院校级教改项目

（JGT202003）；2021 年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

革研究一般项目（辽教办[2021]254 号 1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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