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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教学中虚拟仿真的应用
董海霞　李　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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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虚拟仿真技术日益成为高等教育教学信息化、科技化的重要模式。论文阐述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教学现状与不足，分析虚拟

仿真技术在该专业物理教学中的作用，表明了利用虚拟仿真技术辅助教学不仅使物理知识和公安专业知识更好地融合，而且增加学生实

操技能训练机会，提高自主学习能力，这将有助于培养适合新时代要求的专业精湛、实践能力强的综合型警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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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高科技的飞速发展，新型犯罪日益增多，作案手段

日趋高科技化，这无疑使执法人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务

之急，执法人员必须与时俱进，掌握先进的刑侦技术及原理，以

便更加科学有效地服务于人民、社会乃至整个国家，故而培养基

础扎实、视野开阔、创新能力强、专业精湛的综合型高素质警务

人才迫在眉睫。

物理学是研究物质的结构、相互作用及其运动规律的学科，

是公安技术的理论支撑和发展基石，故物理学课程是该专业的基

础性通识类课程，它包括理论和实验两部分。学习此课程对公安

警务人才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构建、专业课程的学习和科学素质

的培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公安技术专业应该做好物

理学课程建设，抓好物理实验教学改革，为培养具有科学创新实

践能力的警务人才奠定基础。

目前多数公安技术专业的物理学课程仍采用以教师理论讲授

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参与度和学习热情低，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果。虚拟仿真技术因其具有传统教学所缺乏

的沉浸性、交互性、虚幻性、逼真性等特点，在教学中发挥着极

其重要的优势，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本文就虚拟仿真在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教学中的应用加以分

析探讨，希望有助于强化物理课程在专业教学中的效果。

一、公安技术类专业中物理学课程教学的现状与不足

当前大部分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学课程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

存在一些不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物理实验课未开设或安排的课时少，又或教学硬件条

件不足，在培养学生动手操作能力方面有所欠缺。公安技术专业

是注重实践和应用的综合性专业，需要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

和动手实践能力。有些院校由于课时限制，无法开展实验课程。

有些院校虽然开展了部分实验课程，但因课时少或教学硬件条件

不足，无法满足对学生实操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这些情况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第二，教学内容与公安专业学科知识结合较薄弱。与其他理

工类专业相比较，目前没有适合公安专业的相对系统点的物理教

学体系。具有专业特点的物理学教材、课件等教学资源相对稀缺，

教学内容陈旧，无针对性和前沿性，没有将物理知识更好地延伸

到公安专业领域中。

第三，学生学习兴趣不浓，缺乏自主性。在实际教学中发现，

大部分学生对物理课的重视程度不够，学习时主要是以教师为主

导的被动地接受知识，不能有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学习兴趣没

有被更好地激发出来，影响物理课程教学对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

培养。

这些原因使公安技术类专业中物理课的教学效果一直不理想，

没有切实起到开设该课程的作用。而引进虚拟仿真技术，从根本

上解决上述问题，是提高该专业物理课教学质量的重要突破口。

二、虚拟仿真技术在教学上应用的重要性

虚拟仿真技术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它运用计算机、结合

软硬件及网络技术，可以生成逼真的三维虚拟场景，通过模拟触觉、

听觉、视觉而使人产生沉浸于现场的感觉。虚拟仿真实验具有沉

浸性、交互性、虚幻性、逼真性等特点，是传统实验无可比拟的，

故一被提出来就得到迅猛地发展。我国关于虚拟仿真实验的研究

最早开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目前已有高校根据自身教学需

求建立了虚拟仿真实验室。张增明等介绍了国家级物理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中心的教学系统建设，包括大学物理虚拟仿真实验、大

学物理实验视频课件、虚拟仿真高危核物理实验等。安红等借助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中医药专业的物理

实验课进行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基于上述理论和实践成果，虚拟仿真技术无疑对高等教育的

教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必将对提升物理课程教学质量产生重大

影响。总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凭借自身的优势成为推进教育信

息化、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学水平的重要举措，因此开展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将成为必然趋势。

三、虚拟仿真在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教学中的作用

虚拟仿真在公安技术类专业物理教学中的作用，突出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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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可以促进物理学课程的实践教学改革，弥补课时或教

学硬件的不足。虚拟仿真物理实验可以安装在学校服务器上，通

过互联网平台全天开放，学生能够利用任何一台电脑通过互联网

随时、随地登录平台，进行自主学习，有效地弥补了课时的不足。

同时虚拟仿真实验可以解决实验仪器设备等教学硬件不足问题，

且不需要消耗实验耗材，能够有效减少实验经费。因其具有网络

性和开放性等特点，能够实现资源共享，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虚

拟仿真实验系统可以供学生不限次数操作，直到仿真达到理想效

果为止，是实操实验的有效补充与辅助手段，能更好地培养学生

动手操作能力。

第二，可以创建与专业知识相结合的物理实验课程。就目前

情况，公安技术类专业中能够开设的实验项目大多是一些经典实

验，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与专业紧密结合的项目。基于此，在力学、

热学、声学、电磁学、光学部分可以开展和专业知识相关的基础

性实验内容。例如，在力学部分可以设计痕迹形成方面的实验内容，

如通过改变作用力的大小和方向，让学生了解变形手印的形成机

理，以及这些改变对手印中的乳突纹线和细节特征的影响，同时

可以开展足迹、工具痕迹和防盗门锁开启等力学分析的仿真实验

项目；在运动学和动力学中可用于设计枪弹痕迹中的弹道分析，

交通事故中的车辆刹车和剐蹭痕迹、碰撞以及速度的分析等仿真

实验内容；在声学方面可开展有关测速仪及声纹鉴定方面的实验

内容；在光学方面设计光在刑事照相中应用的仿真实验等。此外，

还可以设计一些与专业知识紧密结合的创新类的实验项目，这样

既能提高学生学习物理的兴趣，又能将理论知识联系到实际，进

而应用到实际。通过这些训练，培养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

对以后从事公安相关工作有极大的帮助。

第三，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效果。虚拟仿

真实验通过声音、文字、视频、图像等信息提供一个逼真的、形

象的环境，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有助于调动他们的学习积

极性，使其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丰富课堂教学形式

的同时，也强化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提升学生对理论知识

的理解，极大地改善教学效果。同时，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还可以

自主设计实验，进而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技能。

四、虚拟仿真技术在物理教学中的应用范式

虚拟仿真技术在物理教学中应用时，教师先在课堂讲授基本

知识点，介绍并设计教学实验案例；学生利用电脑，进入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通过调用相应的模块，选择实验材料进行操作，实

现对基本知识点的理解和掌握。

以运用力学知识分析变形手印的形成情况为例进行说明。一

般在案发现场，提取到的手印经常是变形的、残缺的。因此对变

形手印的形成分析十分重要。首先教师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授力学

基本知识点，再结合专业特点，让学生了解痕迹的形成要素以及

手上皮肤花纹的类型和细节特征等基础知识；然后，学生通过电

脑进入虚拟仿真实验系统，通过调用模块，调整参数，实现对力

的方向、大小和作用点的改变，掌握力对手印形成的影响。通过

这样的实验操作，学生能轻松感受到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的成就感，提高学习兴趣，更好地掌握课堂所学基本知识。 

五、结语

虚拟仿真技术为公安技术类专业的物理课程教学提供了新思

路、新方法，它以逼真、沉浸感强等独特的优点弥补了传统教学

上的不足。虚拟仿真实验的开展可以不受时间、空间、成本、安

全等条件的制约，同时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加强对基

本物理规律的理解和科学实验能力的提高，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十分有益。虽然虚拟仿真技术在高校教学的应用中取得了一定

的进展，但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很多实物性实验操作

不能完全被取代，要“能实不虚、虚实结合”，做到相辅相成，

真正的有机结合。其次，根据学科自身特点，定制合适的教学资源，

设置相匹配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案，构建更加完善的虚实结合课

程体系。作为新型实验教学模式之一，虚拟仿真技术正呈现蓬勃

发展态势，在新时代背景下的公安技术类普通物理教学中发挥着

日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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