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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专业方向就业前景分析研究
——以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系为例

张宇辰

（广东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510）

摘要：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第五篇专题八 [1] 中提到了

数字经济重点产业包括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已是大势所趋，而 VR/AR 产业亟须大量技术类人才，高等职业院校成为

输出相关技术人才的重要出口。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专业是集计算机应用技术与数字媒体技术专业相结合的新专业方向，也是“技术与

艺术”的融合体现，在新的行业及专业面前，“培养什么人才，怎么培养人才”成为高等职业院校主要面临的问题，本文就以上问题进

行深入探讨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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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产业分布广泛，与现有产业结合能力强，同时与未

来科技发展方向强吻合，目前主要分为内容应用、终端器件、渠

道平台和内容生产。

图 1　全球虚拟现实市场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VRPC 整理）

一、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行业发展现状

（一）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应用行业浅析

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应用行业方面，聚焦党建、文化娱乐、

教育培训、工业生产、医疗健康、商贸等领域，呈现出虚拟现实

与现有产业融合创新的特点。

2018 年下半年以来，虚拟现实技术在制造、教育、医疗等领

域的应用明显提速，典型案例不断涌现。在制造领域，江铃汽车

运用 AR技术在发动机装配指导、关键过程防错、售后典型故障

检修等方面，极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在教育领域，增强了师生互动性，提供可互动可视化的教学

内容，在技能培训方面潜力大。其中中国移动联合威爱教育展示

5G+VR 智慧教育系统，用于支持四川凉山贫困地区的师生与成都

市泡桐树小学师生同步课堂教学和学习，让教育不再受限于地理

的边界。

工业及医疗领域主要集中在环境模拟、培训指导等方面，清

华大学长庚医院与深圳人民医院共同完成的 VR+5G 远程手术，实

现了可靠性强、准确度高的远程医疗服。

图 2　虚拟现实专业涉及行业及相关头部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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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领域可有效提升消费者与商家的互动，以提高成交率，

其中以电商、房地产为主。支付宝“AR扫福字”，京东 AR商品

体验，贝壳网 AR看房等成为电商新玩法。

在文化娱乐领域，以游戏、视频、直播等业务为主，目前在

规模上占据主导。VR党建、VR直播、VR视频、VR影院、等业

态日益丰富，消费者对虚拟现实的认知度和体验感明显增强。中

央电视台在 2021 年春晚的 AR直播为春晚呈现提供了新方式。

虚拟现实的关键技术主要包括：建模技术、三维图形生成技术、

实时图像显示技术和传感器技术、应用系统开发工具等。但虚拟

现实技术本身仅是基础，在功能实现上需要依托于众多其他技术，

这也突出了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性特点。随着新一轮虚拟现实产

业链的升级以及 5G、云计算等技术的引入，虚拟现实的应用领域

在未来将会更加多元。

（二）新的商业机遇

传统商业模式注重用户的线下体验，但由于空间和时间的限

制，商店的受众数量有所局限。在融合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后，

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打造围绕用户为核心

的体验。

新的商业模式可以提升商家原有的“销售天花板”，原本只

能容纳 50 人的实体店面，现在可以供全网用户随时体验，同时做

到“7/24”全天时不打烊。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在此模式下

发挥着重要的基石作用。

以文化行业为例，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打破了“只能观看”

或“只能使用鼠标键盘”的传统方式，可实现用户与活动主办方

的实时互动，极大地增强了用户的体验感。内容输出时体验感的

增强，使得用户对内容映像更加深刻。

同样的，在教培行业，增强互动使得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掌

握更加牢固，同时打破了物理限制，可以为学生呈现更丰富的教

学场景及案例。

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实现，

此方面的技术人才缺口大，综合性人才需求量高，可以成为未来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就业的“蓝海”。

二、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系课程架构

（一）职业素养需求

虚拟现实方向专业是一个新兴的专业，在人才培养的关键是

明确相关就业岗位群以及所需要的技能，在虚拟现实行业内有七

个典型任务：虚拟资产建模、UV贴图的绘制与处理、虚拟场景与

特效制作、虚拟项目交互功能设计与开发、搭建和调试虚拟软硬

件平台设备、全景视频拍摄与处理、影视特效制作。

以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系为例，该系的人才培养方案必须拥

有计算机技术与数字媒体艺术两个方向，课程设计相对综合，需

要以项目来驱动课程，遵循建构主义理论原则，以行业产业链需

求为风向标，结合人才培养计划，以“VR/AR 应用技术”为专业

特色，以学习者为中心，开展“产-学 -研”三位一体教学设计，

从而培养能从事模型创建、动画制作、引擎制作、虚拟现实制作、

影视特效等技能人才稳步就业。

VR专业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学科，是在计算机应用技术的基础

上衍生出的新兴专业，在就业方面也满足了需求正在急剧上升的

虚拟资产制作领域，就业前景可观。

（二）专业方向设置

就目前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才刚起步，人才输出量少。根据院

校自身的学科积淀与成熟度，在制定虚拟现实人才培养方案的过

程中，依托计算机、艺术设计类现有专业群，以专业方向课为课

程建设切入点，结合现有计算机类（如计算机科学、数字媒体技术、

软件工程等）、艺术设计类（如视觉传达设计、工业设计、动画等）

专业开设方向课程。

1. 计算机类方向课程

在虚拟现实应用中，引擎开发需要扎实的编程基础，是互动

程序开发的基础，因此在专业课上需要学生掌握基础的数学及计

算机编程知识，数学方面需要掌握高等数学、数据结构这类基础

算法知识，计算机编程方面需要学生掌握一至两门面向对象的编

程语言，例如 C++、Java。

虚拟现实的交互应用与计算机应用的基础课程类似，新开设

的虚拟现实专业可与计算机应用专业组成专业群，实现专业资源

共享。同时，项目式教学在虚拟现实专业中至关重要，院系可考

虑增强校企合作，开设产业学院，引入企业专家和案例。

2. 艺术设计类方向课程

虚拟现实应用中虚拟资产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贴图、三维建模

等专业人才，这类人才需要有一定的艺术类专业技能，在艺术设

计类方向中，需开设平面构成、3Dmax 应用基础等基础课，稳固

学生艺术创作技能的基础。

艺术类课程同样注重实践，应与学校原有的艺术专业强互动，

实现专业互补，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职业技能竞赛和企业竞赛，通

过项目和作品的积累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

（三）打造特色课程并完善专兼职教师队伍

围绕职业岗位核心能力要求，建设优质核心课程。虚拟现实

方向专业需与国内外相关行业龙头企业展开深度合作，共建共享

教学资源，将社会人才培养标准纳入人才培养范围，并将企业的

项目引进，成为课堂教学的一部分。

以学院牵头创造条件，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有计划有步

骤地让专职教师参与到企业一线的实践，提高技术和技能水平，

打造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同时通过对外引进和聘任等方式，

坚持数量、结构、质量协调发展的方针，建成一支由本校专职教

师和企业兼职教师共同组成的以专业带头人为核心，师德高尚、

业务精湛、实践能力强的优秀教师团队。

虚拟现实方向专业的就业前景乐观，该专业涉及面广、综合

性强、人才缺口大，高校在设置相关人才培养方案时需与时俱进、

紧贴行业发展，做到学生实战能力强、校企紧密合作研究。在“互

联网 +”的大背景下，迎接全新的科技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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