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鞲摁恙 虞￥裰啻菸襦 鎏

教高厅 [2017]4号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⒛1T刁Ⅱo年开展示范性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 (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

有关部门 (单 位)教育司 (局 ),部属各高等学校 :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实践育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

神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根据 《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

规划 (2o1l-2o2o年
)》 和 《⒛17年教育信息化工作要点》等相关要

求,深 人推进信臭萝述违 真堡遨卓 吝敉整 学的深度融合,不 断加强

高等教育实验教学优质资源建设与应用,着 力提高高等教育实验教

学质量和实践育人水平,经研究,决 定在高校多毡数芏 改革和实验

,于 2017—⒛⒛ 年在普通本科高等学

校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目
建设工作。现就相关工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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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

一、建设目标

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 应经济社 会快姿茧暹型丛立芒

规律 ,以 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为核心,以 虬△ 信息茧 术为

面 艹 以衤           逆L以 完整的

实验教学项 目为基础 ,建设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推 动高

校积极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个性化、智能化、泛在化实验教

学新模式,形 成专业布局合理、教学效果优 良、开放共享有效的高

等教育信息化实验教学项 目示范新体系,支 撑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全

面提高。

二、建设内容

实验教学项 目作为高校开展实验教学的基本单元,其建设水平

直接决定实验教学的整体质量。开展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建设,是谁进现代信息技荃违多趟盟璜J哽J迷通够辶纟堑望垫避匕

、提升实验教学质量

和水平的重要举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敉学项目应具有 :

(一 )以 学生为中心的实验教学理念

坚持一切从学生的需求出发,注 重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

神、实践能力的综合培养,注 重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高的

协同实施,调 动学生参与实验教学的咫极性龚 主动生∴

-学习兴趣和潜能,增 强学生创新创造能力。

_ˉ 9~_



「

(二 )准确适宜的实验教学内容

坚持问题导向,重 点解决真实实验项 目条件不具各或实际运行

困难,涉及高危或极端环境,高 成本、高消耗、不可逆操作、大型

综合训练等问题。坚持需求导向,紧 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校人

才培养的需求,       业发展最新成果,紧 密

结合学校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采用现代信息技术,研发原理准确、

内容紧凑、时长合理、难度适宜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

(三 )创新多样的教学方式方法

始终关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学生需求,重 点实行基于巴塑工名廴~
例的互动式、研讨式教学,倡导自主式x合作盛⌒探究式学习。创
厂 ⌒ _

新实验教学项 目资源呈现方式,注 重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各种

媒介促进教学准各、线上讨论、线下交流。加强网络化条件下实验

教学规律研究,探索提升实验教学效果的方式方法。

(四 )先进可靠的实验研发技术

虚拟仿墓实佥教学项且 的 求和 内容为 目

a综
合应用多媒体、大数据、三维建模、人工智能、人机交互、

传感器、超级计算、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云计算等网络化、数字

化、智能化技Ⅰ衣手段,提 高实验教学项 目的吸引力和教学有效度。

加强相关技术可靠性研究, 注重对学生使用虚拟仿

的全方位、多层次防护,切实倮障学生健康。

(五 )稳定安全的开放运行模式

充分考虑下同区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学生接入实验教学项

目的运行需求,搭建具有开放性、扩展性、兼容性和前瞻性的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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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运行平台。注重对相关实验教学项 目自有或共有

知识产权的保护,注 重对学生个

^`信

息等的保护,严格遵守我国教

育、知识产权、互联网等相关法律法规,按照
“
谁开发、谁负责 ,

谁使用、谁负责
”

的原则确定基本安全责任。积极探索在线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项 目可持续运行的有效模式。

(六 )敬业专业的实验教学队伍

重视实验教学队伍建设,围 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建设运行 ,

建设师德高尚、热爱教学、知识丰富、能力过硬、结构合理的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团队。健全完善实验教学队伍考核、奖励、监督机制 ,

鼓励和支持教师参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研发和教学实践。

(七 )持续改进的实验评价体系

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纳人相关专业培养方案和教学课程 ,

制订相关教学效果评价办法。根据学生和教师反馈,持续改进相关

教学评价机制。鼓励高校探索有利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开放共

享的教学绩效激励机制,建立高校间相关实验教学项 目成绩互认、

学分转换机制。

(八 )显 苷示范的实验教学效果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效果显著,受 益面大,学 生实验兴趣浓厚 ,

自主学习能力明显增强,实践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通过开展在线教

学服务或技才支持等,积极发挥对专业类内实验教学信息化建设的

示范引领作用。

三、建设规划和建设方式

(一 )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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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杰科掌~科 门类中专业类的当前布局和发展情况,结 合高校

专业类实验室建设情况和专业类实验教学信息化发展需求等因素 ,

统筹规划到 2()20年 认定 1000项左右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

(具体规划见附件 )。

(二 )建设方式

采取先建设应用 认定~抵复 监测评佶的方式,按建设

规划分年度丿
`定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 目建设将综合考察实验教学理念、实验教学内容、实验教学方式

与方法、实验技术与运行、实验教学团队建设与服务、实验教学效

果评价与评估等要素。优先支持向中西部高校、特别是西部地区高

校优先定向在线开放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

四、组织管理

(一 )教 肓部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高校实验教学改革发展

情况和现代佶息技术发展情况,统筹编制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目建设发展规划 ,¨ 按年度发茹立迈唑扭豇 协同国家有关部门依据

网络与信息安仝相关趿策法规履行相应管理职能。教育部高等教育

司负责具体年度建设工作的部署 ,组织
“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项 目
”

V、 定;组织或委托相关机构或专家组织开展政策研究、理论

研究、运行机制和关键技术研究等工作,实施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 目的教学实践与效果、服务质量、持续更新等内容的跟踪监

测和综雀̀评价。

(工 )省 级教育行政部闩根据区域高校布局和专业布局,结 合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制 定本区域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发展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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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和规划,指 导推动区域高校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和应

用,给 予相应政策支持,加 强对相关实验教学项 目的监管。负责遴

选汇总所在地普通本科高校的申请,统一向教育部报送。

(三 )普 通本科高校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和应用的主

体。各高校应将建设和使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作为推进完善现

有实践教学体系、提高实验教学质量的重要举措。加大对实验教学

队伍的培养培训,着 力提升信息技术与实验教学深度融合的意识、

使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实验教学项目的能力和水平。根据实验教学

计划和实际情况,在坚持
“
能实不虚

”
的基础上加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 目建设力度,探索线上线下教学相结合的新型实验教学模式。

加强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应用管理,建 立健全适应网络化学习

的实验教学成绩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促进实验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请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普通本科高校要高度重视此项工作 ,

根据本通知要求和本地区、本学校的实际情况,科 学规划,加 强领

导,精心组织,做好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有关工作。

附件:⒛ 17—⒛20年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规划

教育部力̌公厅

⒛17年 7月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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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7——2020年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规划

宀
烀

口
百

示范性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项 目分类

规划

数量

分年度建设规划

2017年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1 物理学类 20 10 10

9 化学类 20 10 10

●l 天文学类 10 10

4 地理科学类 10 10

5 大气科学类 10 10

次
υ 海洋科学类 10 10

∫ 地球物理学 扌: 10 10

8 地质学类 10 i0

∩
υ 生物科学类 30 15 -= 15

10 心理学类
冖
b

`

11 力学类 10 10

9
臼 机械类 30
0
° 仪器 类 10 I0

14 材料类 20 20
一b 能源动力类 10 lO

16 电气类 20 10 10

″
/ 电子信息类 20 I0

18 自动化类 10 10

19 计算机类
一b

20 土木类 20 |0 10

,
臼 丬【利炎

匚
υ

’

乙

’

臼 测狯 类 10
9
山 亻}∶ 工 与制药炎 20 lO

24 地质类 10 10

9
乙 矿尘出类 10 10

26 纺织类 10 10

冖r
9
乙 轻工类 10 10

o
0

9
乙 交通运输类 10 b b

0
氵

9
0 海洋工程类 10 lO

30 航空航天类
囗

J
^
υ 5

Q
0 兵器类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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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核工程类 15 10

D
0

9
° 农业工程类 10 10

34 林业工程类 10 10

囗

0
D
o 环境科学与 I程类 10 丨θ

36 生物医学工程类 10 10

冖
∫ 食品科学与工程类 10 10

38 建筑类 10 10

39 安仝科学与工程类 10 10

40 生物工程类 10 10

41 公安技术类 10
0
乙

"
△ 植物类 30

9
0

闪
△ 动物类 30

44 自然保护与环境生态
爿专

't

10 10

囗
υ

”
吁 医学基础类 35 20

46 临床Fr学 类 50 25
’

0

″
∫

^
″

Ι 公共卫生与顶防医学
苤

5

48 中医类 25 10

49 药学类 25 10 15

50 法医学类 5 5

医学技术类
囗

U b

52 护理学类 5 5

9
0

囗

0 经济管理类 80 40 40

54 法学类 20 10 10

一b冖
0 教育学类

仄

U 10 5

56 体育学类 10 10

57 文学类 (含 新 闻传播

学 )

40 20 20

58 历史学类 10 10

59 艺术学类 50
0
一

0
∠

60 其它类
囗
υ

合 计 1000 lOO 25θ 300 350

各注:分年度建设规划将根据高校实验教学需求和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 目建设情

况等因素做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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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

部内发送:有 关部领导,办公厅、科技司

教育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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⒛17年 7月 13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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