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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 

——以广州大学为例 

何建伟  梁伟东  刘 亲  梁静雯  梁丽菲 

广州大学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摘要]本研究建议以高校（广州大学）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现状为切入点，以虚拟仿真技术为推手，以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改革

为着力点，立足高校运动人体科学一流课程建设，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基础，围绕“线上虚拟仿真教学，线下教学反馈”

的混合式教学，推动运动人体科学线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库建设。充分运用虚拟 VR技术，构建运动人体科学体验式、沉浸式、

虚拟式智慧课堂，切实推动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创新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模式，以项目式教学为着力点，围绕学生虚

拟仿真运动人体科学，推动项目式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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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Teaching Based on Virtual Simulation 
——Taking Guangzhou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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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rt College, Guangzhou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teaching in universities (Guangzhou University), 

with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s the driving force and reform of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teaching as the focu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irst-class courses in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in universities, it is a hybrid teaching approach based on online and 

offline hybrid teaching, focusing on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offline teaching feedback",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resource library for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Fully utilize virtual VR technology to build experiential, 

immersive, and virtual smart classrooms for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effectively promote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of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innovate teaching models for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focus on project-based teaching, and promote 

exploration of project-based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of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around students' virtual simulation of sports 

human body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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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

办发〔2017〕95 号）的出台，为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开辟

了新篇章。《意见》提出，鼓励企业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

育、高等教育，坚持准入条件透明化、审批范围最小化。

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高等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职业学校。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习实

训，支持校企合作开展生产性实习实训，加快基础研究成

果向产业技术转化，以企业为主体推进协同创新和成果转

化，发挥骨干企业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参与，支持有

条件的国有企业继续办好做强职业学校。基于此，为加快

推进产教融合，由教育部高教司牵头，鼓励高校对接企业，

推出产教协同育人项目。同时，背靠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研

究中心和健康管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依托企业虚拟现实、

多媒体、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紧靠校企协作优势

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进一

步优化高校运动人体科学教学。并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

虚拟仿真学生自主探究平台建设，从而完成项目建设。 

1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比研究法、案例研究法和数

理统计法等方法进行研究。（1）文献资料法：深入广州大

学体育学院 20 级、21 级、22级等各个班级，深入学生班

级内部个体，对学生对虚拟仿真的现状进行调查，利用不

同的仿真资源进行运动人体科学方案进行收集，找出比较

对象，明确研究目标。（2）案例研究法：通过摸底得出的

教学实践情况进行研究分析，制定出个性化的研究方案，

对具体的案例进行分析研究，再重新调整实践内容，然后

对运动性案例进行具体分析得出虚拟仿真的结论。（3）数

理统计法：对实验研究的结果进行数据整理、数理统计、

分析总结。 

2 研究可行性 

a.基于企业提供的资金、软硬件设备或平台，推动基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G807.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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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 

b.学校提供课程教学条件、环境。 

c.项目组成员长期从事课程教学与研究，有丰富的经

验确保项目研究持续推进。 

d.国内基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的相

关研究有样本参照，而且有研究成果进行参考。 

参与人主要研究领域在虚拟仿真进行深入研究，尤其

是通过 Kinect 获取到用户的深度信息，判断用户的位置。

Kinect v2 的深度检测用的是 Time Of Light 的方式：通

过红外摄像头投射红外线形成反射光，根据光线飞行时间

判断物体位置，形成深度图像。 

2.1 基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背景 

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指出，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

人才培养目标，优化专业基础课、公共课和专业课结构比

例，提高课程建设规划性、系统性，加强课程体系整体设

计，避免主观化、随意化、碎片化，坚决杜绝因人设课。

实施国家级和省级一流课程建设“双万计划”，着力打造

一大批具有前沿性、创新性、高阶性和挑战度的线上、线

下、线上线下混合、虚拟仿真和社会实践的“金课”。严

格课堂教学管理，严守教学纪律，确保课程教学质量，推

动课堂教学革命。积极发展“互联网+教育”、探索智能教

育新形态。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成为实验类一流课程建设的

主要着力点。同时，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国家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通知》指出，“国家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是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工作的

深化和拓展，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改进”的

原则，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以能力为先的人才培养理念，

突出资源共享、应用驱动，将实验教学信息化、虚拟仿真

作为高等教育系统性变革的内生变量，助力高等教育强国

建设，以高质量虚拟仿真教学助推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变轨

超车。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是推进现代信息技术拓

展实验教学内容广度和深度、融入实验教学项目、延伸实

验教学空间和时间、提高整体教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举

措。”要突出以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创新多样的教

学方式方法、准确适宜的实验教学内容、稳定安全的开放运

行模式、先进可靠的实验研发技术、敬业专业的体育教学队

伍、持续改进的评价体系和显著示范的实验教学效果。学校

将按照先建设应用、后评价认定、持续监测评估的方式，按

建设规划分年度认定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教育部出台《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

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教高函〔2018〕8 号），提出

“各高校要全面梳理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淘汰‘水课’、

打造‘金课’，增加课程难度、合理提升学业挑战度、拓

展课程深度，切实提高课程教学质量”。这是教育部文件

中第一次正式使用“金课”这个概念。整顿高等学校的教

学秩序，“淘汰水课、打造金课”首次正式写入教育部的

文件。此外，教育部吴岩司长在报告中指出“可以归结为

“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其一，高阶性，

就是能力、知识、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

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课程教学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

是能力、知识、素质的结合，且不只是简单的知识、能力、

素质的结合。对本科生毕业认证的一个关键要求，就是毕

业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没有标准答案，

更多的是能力和思维的训练。其二，创新性。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教学形式体现先进性和互动性，不是满堂灌，

不是我讲你听；二是课程内容有前沿性和时代性；三是学

习结果具有探究性和个性化，不是简单告诉你什么是错的，

什么是对的，而是培养学生去探究，能够把学生的个性特

点发挥出来。挑战度是指课程一定要有一定难度，需要学

生和老师一起，跳一跳才能够得着，老师要认真花时间花

精力花情感备课讲课，学生课上课下要有较多的学习时

间和思考作保障。”同时，强调要打造五大类型“金课”，

包括线上“金课”、线下“金课”、线上线下混合式“金

课”、社会实践“金课”和虚拟仿真“金课”。由此可见，

推动虚拟仿真教学成为新时期课程改革与适应信息化教

学环境的必然选择。 此外，教育部办公厅《2018 年教

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文件（教技厅[2018]1

号）中强调“加快推进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

设，项目运营平台上线运行，认定两批 350 个项目，形

成支撑 22 个专业类的在线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集成

学习环境。”由此可见，新时期加快推进高校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平台建设是促进课程教学质量提升、加快推进一

流课程建设的重要举措。 

2.2 项目实施的路径 

2.2.1 研究思路 

“选择课题→设计方案→开题论证→搜集资料→处

理资料→撰写报告→炼制论文”的程序进行。” 

2.2.2 选题依据 

项目组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和教育部产教协同育人项目立项文件及重点领域类

型，紧扣高校课程、实践教学、师资培育与人才培养；以

科研反哺教学为契机，进行选题。 

2.2.3 高校平台依托 

项目组根据选题和所在高校教学实况；一方面依托国

内外大数据科研平台，通过主要关键词、主题检索，初步

对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现状进行归纳分析。根据国内外研究

现状和高校实际，明确项目建设拟解决的核心问题和本项

目建设的创新之处。 

3 依托广州大学良好资源和高校平台 

3.1 广州大学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现状 

运动人体科学专职教师 7 人，实验员 1 人，以 2020

新版人才培养为目标，实验教学设备涉及的两个本科专业

（体育教育、社会体育指导与管理）教学实践课程有：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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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解剖学（181700069）、运动生理学（181700070）、运动

生物力学（181710024）、运动处方理论与实践（181700028）、

体质测量与评价（181730042）、运动康复（181730046）；

研究生教学实践课程有：运动生理学（0017200001）、运

动康复（0017200097）、运动生物力学（0017200098）、体

适能测评理论与方法（0017200090）、体育保健学、运动

训练科学监控（0017200032）、运动处方（0017200034），

并且作为运动人体科学专业方向的主要学术科研基地。同

时，承担体育专业本科及研究生毕业论文的实验任务，为

教师及学生进行体育科学研究提供服务。 

实验室在强化本专业学生基础实验的同时，还开展综

合设计及创新性实验，鼓励学生利用实验室先进仪器设备

开展科学研究，以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及实践操作的能

力。实验室还可为学校教师及学生，以及企事业单位职工

和社区居民开展国民体质测试、健康体适能测试服务，可

为各级运动队运动员及普通人提供急慢性运动损伤的理

疗康复服务等。目前承担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广东省

体育局和广州市教育局等多项研究课题。 

3.2 教学优势 

3.2.1 增强自主学习灵活性，促进大学生个性化发展 

虚拟仿真教学具有成本低，可重复和标准化水平高等

特点，通过大规模、反复实验让学生具有真实场景的感性

体验。可视化情景系统建设增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灵活性。

学生从入学第一天到毕业的任何时间段都可以进行学习

专业相关知识。实验室为学生营造自主实训的氛围。学生

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安排进度和选取实训内容，反复

操作演练，充分体现个性化学习，最大限度地发挥大学生

的创造性和主动性，增强效果。 

由感性认识知识到理性认识知识，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

机、兴趣，极大缩短了大学生的认知时间，对促进优秀大学

生的探索求知精神，激发大学生的科研能力作用非常明显。 

3.2.2 缩短基础知识的差异，打造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在大众化教育模式下，为保证教学质量满足社会对人

才的需要，社会人才表现在基础知识的掌握上差异较大，

实施全程可视化教学模式改革，可以较短时间内把这种差

异缩小。通过虚拟仿真实验，学生可以了解到专业流程，

提升学生的思考、提高其学习的兴趣，实践和创新能力，

为社会输送专业领域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3.2.3 开拓社会服务功能，发挥社会功效 

可积极面向社会、团体和其他兄弟院校，开展教学、

科研、实验等多种复合体系，提高高校实验室利用率、普

及率，充分发挥其使用效益、多功能和经济效益。 

3.3 存在问题 

缺少必要的基础建设条件，升级实验室是势在必行。 

实验室目前的设备较为老旧，已经无法满足现代实验

室及科研场所应用。在原计算机实验室基础上升级，可最

大化地缩减虚拟仿真实验室的建设成本及周期。从而采用

此方式为最佳路线。 

以产教研深度融合的基础，确保必要的基础。 

依托产学研的深度融合，需要把产学研三个提升至同

一等级，通过平台的建设，引领创新、协同、新技术的同

等基础属性。 

坚持教育改革的手段方法，需要应用人才的支持。 

通过平台的建设，不断提升人员的综合素养及能力。

激活创新思维，形成以新技术为手段方法的必要路径，以

达到教师、学生、产业人员的共识及融合方式，逐渐形成

龙头模式。 

3.4 项目建设的主要内容 

（1）立足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技术教学与运动人

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对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

现状进行调查分析。 

（2）针对调查结果，围绕运动人体科学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推动运动人体科学线上虚

拟仿真教学资源库建设。 

（3）运用虚拟 VR 技术，推动运动人体科学体验式、

沉浸式、虚拟式智慧课堂建设。 

（4）运用依托企业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和

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式线上线下

混合式示范课建设。 

（5）立足运动人体科学学生自主探究，推动高校运

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学生自主探究平台建设。 

（6）依托企业虚拟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和人工

智能等技术，紧靠校企协作优势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

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 

（7）推动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金课建设。 

4 项目研究的结果与意义 

4.1 研究结果表明 

（1）本项目建设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紧扣高校运

动人体科学教学现状，依托虚拟仿真技术，推动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视域下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改革。 

（2）本项目建设以打破运动人体科学运动生理、运

动解剖教学的分散性、碎片化教学，立足高校运动人体科

学一流课程建设，以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为基础，围绕“线

上虚拟仿真教学，线下教学反馈”的混合式教学，推动运

动人体科学线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库建设，优化运动人体

科学教学。 

（3）本项目建设背靠粤港澳大湾区体育研究中心和

健康管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依托企业虚拟现实、多媒体、

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紧靠校企协作优势推动高校

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优化高校运动

人体科学教学。 

4.2 项目的亮点 

（1）本项目建设以虚拟仿真教学优势挖掘为推手，

充分运用虚拟 VR 技术，构建运动人体科学体验式、沉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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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虚拟式智慧课堂，切实推动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

学，创新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模式。 

（2）本项目建设坚持“学生中心，产出导向，持续

改进”理念，以学生“自主实验、个性训练”为着力点；

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学生自主探究平台建设。 

（3）本项目建设紧扣虚拟仿真运动人体科学教学优

势，以项目式教学为着力点，围绕学生虚拟仿真运动人体

科学，推动项目式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探索。 

4.3 项目建设达成的目标 

《基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项目，属

于实践条件和实践基地建设项目，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95 号）和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管理办法〉的通知》（教高厅〔2020〕1 号）等文件要求。

本项目建设以高校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现状为切入点，以虚

拟仿真技术为推手，以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改革为着力点，

立足高校运动人体科学一流课程建设，以线上线下混合式

教学为基础，围绕“线上虚拟仿真教学，线下教学反馈”

的混合式教学，推动运动人体科学线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

库建设。充分运用虚拟 VR 技术，构建运动人体科学体验

式、沉浸式、虚拟式智慧课堂，切实推动运动人体科学虚

拟仿真教学，创新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模式，以项目式教学

为着力点，围绕学生虚拟仿真运动人体科学，推动项目式

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探索。同时，背靠粤港澳大湾区

体育研究中心和健康管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依托企业虚拟

现实、多媒体、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紧靠校企协作

优势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进

一步优化高校运动人体科学教学。并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

虚拟仿真学生自主探究平台建设，从而完成项目建设。 

4.4 项目研究的现实意义 

a.项目建设，有助于填补项目组所在高校体育教学中

虚拟仿真技术运用空白。 

b.项目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改革，

优化课程教学。 

c.项目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平台和课程教学资源库建设。 

d.项目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

学生自主探究平台建设。 

4.5 项目研究的理论意义 

a.项目建设，有助于推动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

教学理论探究。 

b.项目建设，有助于创新校企协作理论探究。 

c.项目建设，有助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理论探索。 

5 结论 

本研究建议以高校（广州大学）运动人体科学教学现

状为切入点，以虚拟仿真技术为推手，以运动人体科学教

学改革为着力点，立足高校运动人体科学一流课程建设，

推动运动人体科学线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库建设。初步完

成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现状调查分析；基本完成运

动人体科学线上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库建设；运用虚拟 VR

技术，初步完成运动人体科学体验式、沉浸式、虚拟式智

慧课堂建设；完成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式线上线下混合

式示范课建设；初步完成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学生

自主探究平台建设。 

初步完成高校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

建设；形成基于虚拟仿真的运动人体科学教学探究理论成

果并进行交流推广。充分运用虚拟 VR 技术，构建运动人

体科学体验式、沉浸式、虚拟式智慧课堂，切实推动运动

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围绕学生虚拟仿真运动人体科学，

推动项目式运动人体科学虚拟仿真教学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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