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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政策要求

创新教研形态

充分运用信息技术，探索突破时空限制、高效便捷、形式多样、“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师教研模式，形成基层

教学组织建设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新范式，充分调动教师的教学活力，厚植教师教学成长沃土。

1

加强教学研究

依托虚拟教研室，推动教师加强对专业建设、课程实施、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等方面的研

究探索，提升教学研究的意识，凝练和推广研究成果。

2

共建优质资源

虚拟教研室成员在充分研究交流的基础上，协同共建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知识图谱、教学视频、电子课件、

习题试题、教学案例、实验项目、实训项目、数据集等教学资源，形成优质共享的教学资源库。

3

开展教师培训

组织开展常态化教师培训，发挥国家级教学团队、教学名师、一流课程的示范引领作用，推广成熟有效的人才培

养模式、课程实施方案，促进一线教师教学发展。

4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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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指标要求（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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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建设成效

推广形式 推广内容

走出去：在全国性或同类型高

校会议上受邀作示范推广报告。

请进来：邀请非合作高校来访

指导或教学研讨

团队建设经验；

线上建设内容+线下建设内容；

教研教改建设成果；

教学成效

管理机制等

示范
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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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总体规划

指标体系实施方案

线上+线下，分步实施

线上虚拟平台建设+线下教研实训室建设，分步实施。以实体

环境及实验体验为现实依托，以“教研交流”和“资源建设”

为线上建设重点，打造国家级共享虚拟教研环境。

行稳致远，进而有为

虚拟教研室是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和管理的创新举措，在实施

活跃度指数评价的基础上，边建边总结经验、边做边完善标

准、边评边修改方案，最终实现以“4+11+20”三级指标体

系为总体框架的评价标准，引导虚拟教研室不断做实、做好、

做强、做大。

研建结合，推动共享

根据“4+11+20”三级指标体系，分批次进行内容资源建设，

突出“教研交流”、“资源建设”、“资源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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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实施计划

教研室环境建设

（分区域建设）

整体建设实施计划（分步实施）：

元宇宙虚拟研讨平台

数字虚拟人：IP形象、教研

形态等（虚拟人对话，获取

测试数据）

动态管理平台：智能辅助教

研任务（存储大数据统计等）

3

国家平台更新对接

及推广使用升级等

1

2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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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线下建设（初步建设）

进行校史、院史展示，教研室教研成果展示；非

合作院校的教研团队来访参观体验；线上&线下

宣传推广（含VR展示、VR录播/直播）。

支持教研团队进行各种教研活动的开展，包含VR

录播/直播、上云等远程功能。

研讨区、教研区

成果展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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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研室建设-1

建设案例效果图：研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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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研室建设-2

建设案例效果图：成果展示区

体验中心

VR名人名师馆

体验

宣传

宣传

VR校史馆、院史馆

教研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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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教研室建设-3

硬件环境：

2、VR录直播设备

支撑在线研讨

功能开展

3、VR硬件

支撑课程的开

发研讨、测试、

教学组织等

4、多媒体大屏

展示教研成果

5、多种设备终端

开展教学实训，实

现多形态教学体验，

如：AR一体机操

作学习税票种类特

点、VR一体机、

VR触控一体机，

教学统计系统等

1、装修部署

搭建支撑教研

活动开展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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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上建设

01
重在实效，增量评价

02
突破时空，突出教研

03
动态监测，实时反馈

整体建设技术框架：VR技术+元宇宙+AI数字虚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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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上建设（元宇宙虚拟教研平台）

建设规划效果 优于 专家组培训的展示效果



13

2.5 线上建设（VR录直播）

展厅VR直播方式

 将体验者互动体验的内容通过VR录直播系统传输到资源共

享平台，形成研讨活动记录及视频资料，便于共享及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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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上建设（VR虚拟展厅+数字虚拟人）

VR虚拟展厅

除建设实体展示区以外，建设线上虚拟展示区，用

于用于线上共享、推广，同时可节约实体教室空间

数字虚拟人

 对外新闻，对外服务，对外宣传

 模拟面对面交互，随时发问与打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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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上建设（课程资源建设）

1、虚拟仿真实验

课程资源

在线3D版课程资源，

无需头戴式设备即可

操作实践

2、VR沉浸式体

验课程资源

以情景再现方式展现

教学难点，沉浸式体

验加强学习效果

3、一流课程资源

可用于多种课程申报

4、课程思政示范课

跨专业跨院校+党性教

育，与其他院校合作，

共建共享

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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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线上建设（管理平台建设）

· 动态监控、实时反馈

· 课程资源整理，各类研讨活动开展

· 国家教研室平台接口无缝对接（需国家平台开放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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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所建设课程参与各类课题或项目申报

针对所申报项目课程，按申报标准及要求修改订制内容

协助相关负责老师编写申报材料。

协助获取教研活动数据并上传

针对国家虚拟教研室平台无法自动收集获取的部分数据资源，

可通过其它技术手段进行数据收集和上传（部分功能需要国

家平台开放对接接口）。

协助所建设课程获取知识产权

知识产权证书作为教研成果，为教研室监测指标提供数据；

在确保虚拟教研室发布和提交的资源无版权问题的同时，亦保

障教研团队的知识产权不为他人所侵范。

指标体系数据服务

3 拓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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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例分享

教育相关虚拟仿真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