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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对网络工程实验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受时间、地域和硬件限制的虚拟仿真实验环境需求日益
迫切。现提出虚拟仿真技术在网络工程课程中的教学模式，并对各阶段详细描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网络工程专业课程教学改革
提供可执行性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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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目的 
网络工程课程涉及到网络组建路由与交换技术、服务器管

理配置 Linux 操作系统等较多课程，知识点较抽象。那么教学过
程中，就需要学生深入理解理论知识，如 TCP/IP 数据的传输，
熟练完成网络组建及服务器配置管理。对实践技能要求较高，
所以一般理论和实践课时比例为 1：1，二者相结合完成教学。
在课堂教学中，传统授课的方式一般是采用课上教学，然后课下
作业练习的方法，学生缺乏自主学习的技能。同时，学生实践技
能的提升主要通过实验课来提升，但是对于理论知识的实践应用
往往掌握的不佳。所以，基于虚拟仿真技术构建实验教学资源对
于实验教学的教学质量的提升需求就很迫切了，在新的教学模式
下，主要以翻转课堂的方式进行教学，通过课前预习，课上交流、
课后复习的方式，充分激发学生的自学能力及操作技能，将实践
技能的培养贯穿整个学习过程，提升教学效果。 

2、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应用型教学模式 
本教学模式的特点主要体现在翻转课堂的效果上，如图 1 

所示。 

 
图 1 教学模式 

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在开展课前、课堂、课后 3 个阶
段的教学活动时，一般仅仅是课堂上讲解知识点，课前和课后
很少会有教学师生交流互动，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而利用
虚拟仿真教学方式则颠覆了这种传统的仅课上学习，而课前和
课后休息的学习模式，将学习活动贯穿了课前、课上和课后三
个阶段，对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同时提高了学习和教学的要求，
提升了教学质量，同时也增加了学生学习主动性。 

（1） 课前阶段。 
在新的教学模式中，在 3 个阶段都保留着教师的教学身

影，在课前过程中，教师根据课程内容进行教学设计，分解模
块的知识点进行，讲解时间控制在 10 分钟左右，将课程模块重
点及难点知识进行重点讲解，所有模块应该具有连贯性，提升
学生的自学能力。然后，教师完成教学资源的录制，包括课件
及教学视频等，发布到虚拟仿真技术教学平台。最后，教师布
置本次教学任务，学生独立或小组团队合作完成作业，加强对
学习知识点的理解。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可以独立玩车个，如
简单的任务，但任务较难或者需要讨论的内容，一般要求学生
同组成员以团队的方式共同完成，但在实验报告中要清晰的说
明个人承担的任务。以小组为单位，每次的任务每个学生都要
明确自己的子任务，互相监督，同时便于教师检查，提升学生
的团队合作能力及沟通能力。 

（2） 课堂阶段。 
在虚拟仿真技术教学模式中，最为重要的依然是课上教学

阶段。因为教师和学生的交流大部分为在线交流，虽然方便快
捷，但也隐藏了学生学习效果，而且不方便教师全面掌握学生
的学习效果，在线交流也不利于帮助学生构建课程整体知识框
架，所以课上阶段作为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教学环节，方便师生
面对面进行交流总结，帮助学生进行知识点的贯通，建立课程
的整体知识框架。 

（3）课后阶段。最后这个阶段主要是完成知识点的巩固和
优化，教师通过布置任务进行知识巩固。可通过设计创新性任
务，也可以分组形式完成。可以将创新创业类项目或竞赛类项
目中的内容分解后作为作业布置给学生，为选拔学生做准备，
使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带领能力中等的学生共同完成学习任
务；对于能力偏低的学生，有针对性地布置任务，要求学生做
出强制性反馈，通过在线平台单独解决遗留问题。 

根据上述模型，学生可较好地掌握 Linux 操作系统原理和概
念。将理论知识拓展到应用实践的过程通常由实践课程来完成，
当学生进入实践课程时，才能真正理解理论内容的应用环境，
掌握相关技术。如何在理论课程的学习过程中满足应用实践的
要求，是所有理论课程都会面临的一项挑战。为了让学生在理
论课上就了解知识点在实践中的应用领域及应用方法，可以在 
虚拟仿真技术 模型中将实践教学案例分别插入课前、课堂和课
后 3 个阶段。 

3虚拟仿真技术模型的评价机制 
在课前阶段，通过视频自学记录和小组间互动积极性产生

本阶段的评价结果。自学记录由学生上传至网络学习平台，以
小组形式检查，同时小组内部根据自学产生的问题组织讨论，
互相打分。在课堂阶段，学生的课堂表现由教师直接给出评价
结果，课堂活动的成绩可由小组为单位产生，也可以由个人的
课堂表现产生。在课后阶段，通过学生完成习题的情况，由教
师或者组长根据网络平台的所有记录进行点评，产生本阶段的
评价结果。因为小组间的交流等活动均在 虚拟仿真技术 平台
进行，因此教师可随时审核评价结果的可靠性与真实性。 

4结 语 
综上所述，将虚拟仿真技术教学在应用型网络工程本科教

学改革产生较明显的效果，不仅优化了教学资源，同时锻炼了
学生自主学习及团队合作的学习能力，培养了学生较好的学习
习惯，更为学生实践类课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在使用虚拟仿
真技术模型进行教学改革时，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根据本
专业的课程标准设计相匹配的教学活动和评价机制，才能更好
地发挥出该模型的优势，培养出理论知识扎实、具有创新精神
和自主探索能力的高层次计算机网络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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