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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结合新工科建设背景，提出了"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基本框架，阐述了其建设的内涵和

特点及建设过程。在此基础上，结合新工科建设实践，对虚拟教研室的组织、建设、运行、保障进行了深

入探讨。从拓展学生学校资源到协同机制，在评价反馈机制的建立入手展开探讨，从而推动虚拟教研室培

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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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disciplines，this article

proposes the basic framework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X"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and elaborates on its connotation，characteristics，and construction process. On this basis，

combined with the practice of new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in-depth discussions were conducted

on the organization，construction，operation，and guarantee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s.

Starting from expanding student school re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evaluation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training.

[Keywords] New Engineering；Artificial Intelligence+X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Room

前言：

传统教研室存在局限性，主要体现信息交流不畅、资源

分配不均、缺乏个性化支持、技术更新滞后、评价体系单一、

合作与开放度不足等问题，这限制了教研室在学术交流、资

源共享和产学研合作等方面的潜力，不利于教研室的长远发

展和教师的职业成长。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

进步逐渐对教学教育领域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为了实现复合

型人才的建设，在科学技术水平提升的教学教育背景下，通

过虚拟教研室对学生的数字化教学模式逐渐地在教学过程中

得到落实
[1]
。在“人工智能+X”的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教学

背景下，将教学资源和技术通过互联网教育教学平台的存储

与共享，实现了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升，促进教师在互联网

教育教学平台上的沟通与交流，保证虚拟教研室在教育教学

领域的能力发挥
[2]
。在网络水平与技术发展的当下，信息技

术水平的应用决定了教育教学领域的发展速度和前景。而"

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是提高新技术教学水平提升的新探

索，也是社会发挥在那的大背景下，实现科学协同教学模式

下对学生的教育教学水平建设的基本保障。

1传统教研室与虚拟教研室的差别

1.1 传统教研室

成员相对稳定，主要由同一学科或专业的教师组成，他

们通常具有相似的学术背景和研究方向。成员身份固定且唯

一，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合作主要局限于教研室内部。此外，

主要承担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的教学任务，包括制定教学计

划、组织教学活动、评估教学质量等。同时，也承担一定的

科研任务，促进学科发展和教师专业成长。

1.2 虚拟教研室

成员组成更加灵活多样，可以包括来自不同区域、不同

学校、不同学科或专业的教师，甚至包括企业工程师等外部

专家。成员身份具有动态性、灵活性和可叠加性，可以根据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08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112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教研任务的需要进行动态调整。这种跨学科、跨校际的组成

方式有助于引入多元化的观点和资源。此外，虚拟教研室功

能定位更加广泛和深远。它旨在通过跨学科、跨校际的协同

教研，解决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共性、前瞻性问题。通过资源

共享、经验交流和成果展示等方式，推动教学质量的提升和

教学模式的创新。同时，也为教师的专业发展和学术交流提

供了更广阔的平台和机会。

教研室拥有固定的物理场所，如教研室办公室、实验室

和多媒体教室等。这些场所为教师提供了良好的教学和研讨

环境。同时，教研室还配备了先进的教学设备和实验器材，

以满足电路与电子技术课程实践教学的需要。此外，随着信

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教研室还积极利用网络平台和在线教学

资源，为学生提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学习途径。

1虚拟教研室内涵与特点

所谓的虚拟教研室是指在信息技术水平发展的社会大环

境下，基于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平台，以提高教师的教育教

学水平，并对学生的学习方式产生积极影响，并实现提高学

生的受教育程度为基本目标。在实现对虚拟教研室的基本目

标的前提下，是需要将不同区域、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教

师进行动态组织，通过开展协同教学研究与改革实践的互联

网教师共同体，从而实现对教育教学领域的拓展，以及实际

效果的提高
[3]
。相比于普通的教研工作，虚拟教研室的教学

教育方向更加全面，所体现出的教学教育内容更加具体形象。

而对于传统的教研过程，虚拟教研室具备更强大且丰富的开

放性，其开放性可以拓展到更全面的开放性教研过程，其职

业也不仅限于其教师这一职业，跨度广与规模大的特点也决

定了虚拟教研室所累积的教研成果，使其逐渐成为虚拟教研

室的形成教研积累的关键
[4]
。

2新工科"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建设

2.1 拓展学生学习和查阅资料的资源、构建学科交叉课

程体系

为了建设更具实力的复合型人才，“人工智能+X”虚拟教

研室可以实现对学生的学习资源的有效拓展，让教师的课堂

教学资源丰富化，全面化，实现交叉课程体系的建立。在“人

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构建过程中，需要保证此工科教学

教育项目在广大教师群体中的落实，让课堂教学资源充满多

样性，拓展出便于学生综合发展的教学教育资源，让教师的

教育教学水平在虚拟教研室的背景下得到针对性的提升，使

学科教师可以在虚拟教研室中寻找到自身专业性的教学资

料，并通过智能信息技术，将学科教师所需的教学资料进行

学科综合性处理，保证资料内容的全面和可读性
[5]
。

除此之外，教师还需要学生拥有学科的交叉性与融合性

的学习品质，教师就可以在互联网虚拟教研室中找寻到学科

交叉体系的建设过程，让基本课堂教学项目逐渐向着交叉课

程的教学体系方向进行倾斜，让教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X”

虚拟教研室的课前教研，实现对教学资料和方式的整合与总

结，实现综合性教学能力的提升。此外，还可以通过不同的

专业教育和素质教育拓展出更多样的教学内容，让学生在“人

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教研氛围下实现对一流高校教师的

教学教育方向的理解，并在实际的教学教育课堂上落实真实

的 AI 技术体系与工程素质教育内容，突出当前教学内容的科

学性与创新性，实现智能化教学内容与教研知识的传递。

2.2 构思顶层设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以多样化的教师教研模式实

现对教师教学教育阶段的完善，从而对学生的课堂学习效果

进行系统的干预，让教师可以在线上的互动教育教研的过程

实现对教师团队水平的完善，组织出完整的教学教育背景，

并在虚拟教研室中实现对功能性与实践性结合的教学教育资

源的共享，将每一个在虚拟教研室中寻求能力和教育教学水

平提高的教师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教研实践，从而为学科

教师的能力水平和教学教育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平台保障。通

过这样的人才教育培养模式，使得教师在“人工智能+X”虚

拟教研室的培养背景下，自身的执教能力和水平在通过交叉

融合的刺激期间得到学科性的提升。

在以往的教学教育的影响下，教师对学生所进行的针对

性较强但缺乏知识的涵盖面的教学现状在“人工智能+X”虚

拟教研室的影响下，其教学过程内容逐步得到了完善，实现

学生在教学教育课堂上逐渐实现能力、认知、素质的综合性

发展，教师的水平，素养、方式也随着自身在虚拟教研室中

的教研学习下不断地完善，让教师在适当的教学教育课堂上

得到系统地完善。

2.3 构筑虚拟教研组织建设，驱动新工科教学模式改革

虚拟教研组织建设的多方向建设可以让教师的教学方向

更加明确，或是让教师在通过“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

联合探究与教研学习后，制定出完整的工科教学意向，并在

教学课堂上引导学生实现对教学内容和过程的综合展示，实

现对完整教学过程的设计。而后，“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

还可以结合当前的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对虚拟教研组织的建

设，结合实际的社会教育情况以及学生和教师所要领悟和掌

握的工科教学教育方向，实现对虚拟教研室中的基本教学教

育组织内容的构建，并结合众多教师群体，实现组织建设的

完整性和便捷性，让教师可以在虚拟教研室中获取到更多新

工科教学理念下的人工智能教育内容。

2.4 深刻理解新工科内涵特征，突破学科分化思维定式

新工科的建设是为了实现新型技术在实际生活和教学教

育领域的发展和进步，让工业革命式的技术革命在教育教学

领域生根发芽，从而保证人工智能方向下的生活以及各个方

向上的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虚拟教研室的完善需要保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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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生对技术水平以往的知识进行理解和掌握，这样才能推

动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为教学教育领域所带来的贡献，在落

实虚拟教研室在教学教育领域作用的发挥，首先需要明确新

工科的基础建设内涵，让“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在当前

的教学领域可以做到对学生、教师、企业、社会效益最大化

的经济利益，从而让实际的教育水平得到针对性的提升。

2.5 依托群体群能、探索协同教研机制

教学过程中的机制是体现在管理功效方面，实现管理约

束、规范、引导和制衡的基本功能。为了建立针对性强，涵

盖范围广的协同教研机制，协同机制的建立过程需要系统管

理理念的支持与严格管理制度的支持，通过开放性教师与内

部教学资源的常态化，并通过基本的互动与协作，实现群体

群能的发挥。在内外协同的管理背景下，对外需要增强虚拟

教研文化宣传与推介、提升协同教研吸引力，实现对更大领

域与专业技术人员吸引；对内需要激励驱动的升级和完善，

实现虚拟教研室阶段性的提升与进步，增强协同育人的可持

续性。

对于群体群能方面，需要平衡政府、企业、学校等外部

主体的关系，实现对“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综合协同能

力的针对性提升。而后，协调教师、学生、学校这三种重要

的面向对象和群体的关系，让虚拟教研室实现对各方认知的

基本转变、鼓励在虚拟教研室中发挥彼此的教学、学习、教

育的优势，达成基本协同机制的落实，并在基本的教育教学

领域达成能力提升的基础共识。

虚拟教研室通过对群体智能水平的引导，不断发挥各自

的优势，将实际的教学效果最大化。而传统教研室在实现复

合型人才培养计划方面，对其所进行的工程素养以及人文思

政素养教育的缺失，无论是对学生的工科能力，还是对学生

所进行的素质教育，实际的效果均不明显。而虚拟教研室的

存在可以针对新工科专业建设的问题进行研讨，并通过开放

性的技术平台给予的发言机会，实现群体优势发挥的机会，

解决新工科教育共性问题，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

2.6 构建评价反馈体制，促进管理体系创新

虚拟教研室的协同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可以通过对学生的

教育质量评价标准与考核，并结合教育督导与质量监控功能

和第三方评估机构实现对“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的反馈

体系的建设。在教育教学智能化的发展背景下，“人工智能+X”

虚拟教研室一般会采用健全的教学评价体系实现对学生社会

责任意识、AI 基础、工程素养、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新

能力等评价方向进行针对性的教学评价。并从评价标准的社

会需求适应度、培养目标达成度、办学条件支撑度、质量保

障有效度和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进行评价体系的建立，

让多元评价的主体如行业专家、企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方

面达成完整的教学质量评价机制。

在系统性的评价过程中，需要采用定性与定量两种方式

结合的决策导向型（CIPP）评价模型，根据背景评价、输入

评价、过程评价、成果评价这一系列过程，构成基于绩效达

成的教学评价体系，在评价体系的构建分析期间，需要结合

数据在“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中的特征及专业知识进行

评价指标的过程权利，并利用运筹学成分分析（AHP），将与

最终决策相关的教学评价元素转换成不同内容的评价目标、

评价主体、指标体系、评价标准等层次，而后再进行决策导

向型评价分析。从而量化完整的教学统计数据、智能化科学

化的评价反馈，实现完整评价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新工科的工程教育和 AI 教育的核心

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阐释了虚拟教研室的内涵与特征，

并对新工科的基本教学理念下的“人工智能+X”虚拟教研室

进行深入研究，将丰富的教学资源与网络教学资源在互联网

云服务的基础上实现教学资源的共享，并通过平台化的教学

内容与过程将普通教师教研过程升级为连接多个教学教育群

体，通过技术水平和资源的完善，实现新工科教学内容的线

上交流，实现教学机制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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