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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高端分析检验技术在工业、医药、环保等领域的广泛应用,传统教学模式因实验室资源限

制和操作风险难以满足实践技能培养需求。本文以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索分析检验技术

专业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在学生实验实训领域的教育实践。校企合作开发的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基于

现代信息技术(如Unity 3D引擎、VR/AR技术、MySQL数据库)构建,包含虚拟实验室、数据记录与分析、

互动反馈等核心模块。通过数据分析验证,学生的实验操作熟练度、学习兴趣及自主学习能力得到显著

提高,同时优化了教学资源配置。学校实践表明,集成大数据分析及互动反馈的虚拟仿真实训技术是解决

传统教学痛点的有效途径,并为职业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实践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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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analytical testing techniques in industries, pharmaceutical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other fields,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s are un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practical skill 

development due to limitations in laboratory resources and operational risks. This article takes Hebei Chemical and 

Pharmaceutical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the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platform for the analytical testing technology major in the field of student experimental training. 

The platform is built on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Unity 3D engine, VR/AR technology, and 

MySQL database, and includes core modules such as virtual laboratory, data recording and analysis, and interactive 

feedback. Through data analysis verification, the platform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students' proficiency in 

experimental operations, learning interest, and self-learning ability, while optimizing the allocation of teaching 

resources. School practice demonstrates that virtual simulation training technology provide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e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offers practical cas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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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自2021年启动检验检测专业虚

拟仿真实训平台建设以来,已系统构建包含食品检测、环境监

测、分析仪器操作等核心专业领域的教学资源体系,累计开发20

余门标准化虚拟仿真课程。该平台在分析检验类专业群实训教

学中经过三年实践验证,有效提升了学生的仪器操作能力和数

据分析水平,形成了“虚实结合、理实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

基于此建设成果,本文重点探讨虚拟仿真实训平台在分析检验

技术教育中的典型应用场景,通过引入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不仅为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理论框架,更创新性构

建了“三维建模-模拟训练-智能评估”的闭环教学体系。这一

实践探索不仅验证了虚拟仿真技术对传统实训模式的优化路径,

更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创新案例,有力推动

了产教融合背景下的职业教育新形态构建。 

1 当前教学模式及存在问题 

在分析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中,当前的教学模式主要依赖

于传统的课堂讲授和实验室实践。这种模式虽然能够为学生提

供基本的理论知识和一定的实践操作机会,但在实际操作中存

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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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实训资源与教学需求失衡。实验室设备购置成本高

昂、耗材消耗量大,导致学生实操训练频次与时长受限。特别是

在危化品检测等高危操作领域,真实场景实训难以常态化开展,

这与教育部“破解'三高三难'实训难题”的战略导向存在落差,

制约学生高阶技能培养。其次,教学模式互动性与个性化不足。

传统大班授课制下,教师难以及时获取个体学习数据,无法精准

追踪学生技能发展曲线,难以实施差异化教学策略,阻碍学生创

新思维与复杂问题解决能力的进阶发展。此外,教学内容与行业

动态存在时滞。课程体系更新周期长于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导致

教学标准与产业前沿需求产生结构性错位,影响人才培养的岗

位适配度。同时,教学评价维度单一化。现行评价体系过度偏重

理论考核,实践能力评估指标模糊,创新能力评价机制缺位,难

以实现人才素质的立体化测评。需要通过引入新的教学方法和

技术,如虚拟仿真实训,来加以改进和优化。 

引入虚拟仿真实训技术可形成多维突破：通过构建高危场

景的数字化实验环境,既保障实训安全性又降低耗材成本,使高

频次、多场景的沉浸式训练成为可能。智能化平台可实时采集

学习数据,为教师提供学情可视化分析,支持精准化教学干预。模

块化课程架构便于快速整合行业新技术,同步更新教学内容。多

维度评价系统可量化记录操作规范度、问题解决效率等能力指

标,构建全过程能力评估体系。 

虚拟仿真实训技术的深度应用,不仅可有效破解传统教学

中的资源约束、安全风险、评价单一等难题,更能通过虚实结合

的混合教学模式创新,推动分析检验技术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

系统性提升,为区域产业发展输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2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设计 

2.1平台功能需求分析 

在进行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的功能需求分析时,首先从

教学的角度出发,考虑到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需求。教师需要一

个能够提供丰富教学资源、支持课程内容更新和个性化教学计

划的平台。此外,平台应具备实时反馈和评估学生学习进度的功

能,以便教师能够及时调整教学策略。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平台应提供直观、易操作的用户界面,

使学生能够快速上手并有效利用平台资源。学生需要能够模拟

真实实验环境的虚拟实验室,以及能够进行自我测试和获得即

时反馈的练习模块。同时,平台应支持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以

促进学习经验的分享和团队合作。因此,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

的功能需求应包括：教学资源管理、个性化教学支持、实时反

馈与评估、用户友好的界面设计、虚拟实验室模拟、自我测试

与反馈机制以及学生互动交流平台。这些功能的实现将有助于

提升教学效果,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 

2.2平台架构设计 

在设计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的架构时,首先考虑了平台

的稳定性、可扩展性和用户友好性。技术架构主要分为前端和

后端两个部分。前端设计采用了响应式布局,以适应不同设备和

屏幕尺寸,确保用户在各种设备上都能获得良好的体验。使用了

HTML5、CSS3和JavaScript等现代Web技术,结合了流行的前端框

架如React或Vue.js,以实现动态的用户界面和交互效果。此外,

为了提高用户体验,还集成了动画和图形效果,使得操作更加直

观和有趣。 

后端设计则侧重于数据处理和业务逻辑的实现。选择了

Node.js或PythonFlask作为服务器端语言,它们都具有良好的

社区支持和丰富的库资源。数据库方面,采用了MySQL或MongoDB,

根据数据结构和查询需求选择合适的数据库系统。后端还负责

处理用户认证、权限控制和数据安全等关键功能。数据交互方

面,采用了RESTfulAPI或GraphQL等技术,以实现前后端之间的

高效通信。这些API不仅支持数据的获取和更新,还能够处理复

杂的查询和数据操作,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实时性。整个平台的

图1 虚拟仿真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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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构设计旨在提供一个稳定、高效且易于维护的教学环境,以满

足现代教育的需求。 

2.3虚拟实验室模块设计 

在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设计中,虚拟实验室模块是其核

心组成部分。该模块通过高度仿真的虚拟环境,模拟真实的实验

室操作流程,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安全、无风险的实践平台。核心

模块主要包括实验操作模拟、实验数据记录与分析、实验结果

展示和反馈系统。实验操作模拟模块利用3D建模技术,构建了与

真实实验室相仿的操作界面,包括各种实验仪器和设备。学生可

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验操作,如调整仪器参数、添加试剂等,

系统会根据操作步骤和条件变化,实时反馈实验现象和结果。 

 

图2 虚拟实验室场景 

实验数据记录与分析模块则允许学生记录实验过程中的关

键数据,并通过内置的数据分析工具进行处理和分析。这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也加深了对实验原理和结果的理解。

实验结果展示模块则通过图形化界面,清晰地展示实验结果,包

括图表、图像和视频等多种形式。这有助于学生直观地理解实

验过程和结果,同时也便于教师进行教学指导和评估。最后,反

馈系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动平台,学生可以在此提出疑问、分

享经验,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反馈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实现

教学的动态优化。整体而言,虚拟实验室模块的设计旨在通过模

拟真实的实验环境和操作,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同

时也为教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教学辅助工具。 

 

图3 虚拟仿真实训过程记录 

2.4用户界面设计 

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遵循了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

确保界面既直观又易于操作。对于教师端,设计了一个控制面板,

允许教师轻松管理课程内容、监控学生进度,并提供实时反馈。

此外,教师可以通过界面快速创建或编辑虚拟实验,以及设置实

验参数和安全指南。对于学生端,界面设计注重互动性和学习体

验。学生可以通过清晰的导航系统访问不同的实验模块,每个模

块都配有详细的操作指南和互动元素,如模拟仪器操作和实验

结果记录。同时还集成了虚拟助手,为学生提供即时帮助和指

导。在实施细节上,采用了响应式设计,确保平台在不同设备上

都能提供一致的用户体验。界面元素如按钮和链接都经过了精

心设计,以减少误操作并提高用户效率。此外,还进行了多次用

户测试,根据反馈不断优化界面布局和功能,以满足教师和学生

的实际需求。 

 

图4 虚拟仿真课程资源平台界面 

3 教学平台的应用与评价 

3.1教学平台的实际应用 

在河北化院分析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中,虚拟仿真实训教

学平台的应用已经成为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手

段。该平台通过模拟真实的实验室环境,使学生能够在没有物理

实验室的情况下进行实验操作,从而有效弥补了传统教学模式

的不足。 

首先,平台的应用始于课程的导入阶段,教师通过平台提供

的虚拟实验室环境,向学生展示实验操作的步骤和注意事项。这

种直观的展示方式,帮助学生在实际操作前对实验流程有一个

清晰的认识。例如,在化学分析课程中,教师利用平台模拟了滴

定实验的整个过程,包括溶液的配制、滴定管的使用以及终点的

判断等,学生通过观看模拟视频,对实验有了初步的了解。随后,

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平台进行实验操作的模拟练习。平台

提供了丰富的实验资源,包括各种化学试剂、仪器设备以及实验

操作的详细指导。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自由选择实验项目,

进行操作练习,平台会根据学生的操作方法给出实时反馈,帮助

学生及时纠正错误。例如,学生在进行酸碱滴定实验时,如果滴

定速度过快或过慢,平台会提示学生调整操作,确保实验结果的

准确性。 

此外,平台还支持学生进行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学生在

完成实验操作后,可以利用平台提供的工具记录实验数据,并进

行数据处理和分析。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学生的数据处理能力,

也加深了学生对实验原理的理解。例如,在光谱分析实验中,学

生通过平台模拟采集光谱数据,然后使用平台提供的数据分析

工具进行数据处理,最终得出物质的组成和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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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平台还提供了实验报告的撰写和提交功能。学生在完

成实验后,可以在平台上撰写实验报告,包括实验目的、原理、

步骤、结果和讨论等。教师可以通过平台对学生的实验报告进

行批改和反馈,及时指导学生改进实验方法和分析问题。通过这

些具体的应用实例,可以看出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在河北化

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分析检验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应用,不仅提

高了学生的实验操作技能,也增强了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

新思维。随着平台的不断完善和优化,其在教学中的应用将更加

广泛,为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3.2教学效果评价 

在对河北化院分析检验技术专业教学平台的应用效果进行

评价时,通过平台采集学生实验实训过程中的数据展开了深入

的洞察分析。通过这些数据,能够全面了解教学平台在实际教学

中的应用情况,以及它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提升作用。结果显示,

教学平台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

用。学生们普遍反映,通过虚拟仿真实训,他们能够更直观地理

解抽象概念,并且能够在没有物理实验室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实

验操作。此外,教师们也表示,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灵

活的教学方式,使得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 

在教学效果方面,通过对比平台使用前后的学生成绩和学

习行为数据,发现学生的平均成绩有所提高,学习积极性和自主

学习能力也得到了增强。这些数据表明,教学平台不仅提升了学

生的学习体验,也对他们的学习成果产生了积极影响。综上所述,

通过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得出结论：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在

河北化院分析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地

提升了学生的学习成果。未来,将继续优化平台功能,扩大其应

用范围,以期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图5 实验实训数据反馈 

4 总结与展望 

在本文中深入探讨了虚拟仿真实训教学平台在分析检验技

术专业中的应用,旨在解决传统教学模式中的局限性,并提高教

学效果。通过构建一个功能齐全、操作便捷的虚拟仿真实训平

台,成功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学生提供了一个高度仿真的

学习环境。该平台不仅增强了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促进了教

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学方法的创新。 

研究成果表明,虚拟仿真实训平台能够有效地提升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和灵

活的教学手段。此外,通过实际应用和效果评价,验证了平台在

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果方面的显著作用。未来,将继续优

化平台功能,扩展应用范围,并探索更多创新的教学模式,以期

为分析检验技术专业的教学改革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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