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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在塔里木大学植物
学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刘艳萍  张玲  梁爱华 

（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塔里木盆地生物资源保护利用重点实验室  新疆阿
拉尔  843300） 

摘要：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有大量、优质、开放的虚拟仿真实验课，应用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可以进行被子植物组

织结构的观察及植物分类学形态术语及植物的识别鉴定，利用该平台可以不受时间地点及器材的限制，扩大了课堂教学的内容，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效率。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是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现代教

育技术平台，虚拟仿真实验技术是基于电子计算机、互联网及人工

智能等相互融合的实验、实习平台。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技术进行教

学，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影响。而且具有趣味性和直观化的特点。可

以帮助学生突破时空限制，开展自主移动学习,显著提高实践创新能

力。 

植物学是生物专业及农林本科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

该门课程包括植物形态解剖和植物系统两部分，通过该门课程的学

习可以增强学生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水平和观察、实践的能力，为

学习其它相关课程和科学研究奠定基础。植物学这门课程理论和实

践联系紧密，通过实践课程可以提高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记

忆。新的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将植物学的学时数进一步减少，因此

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显得非常重要。植物学是大学生进入高校后接触

的第一门专业课，又是学好其它专业课的基础，因此，解决植物学

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是极其重要的。近年来塔里木大学在原有植

物学实验及野外实习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改革，运用实验平台开展虚

拟仿真实验及虚拟仿真实习课程，解决了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难题。 

一、植物学实践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植物学解剖部分的实验大多为验证性实验，在实验课过程中大

多以学生看切片为主，且根、茎、叶、花的解剖结构各自独立，且

受季节的影响，不能按照植物的发育过程获得相应的实验材料，未

能把植物体作为一个整体去考虑，影响了学生的整体思维。目前农

学院的植物学课程都放在第一个学期，在秋冬季的北方，很难找到

合适的实验材料。在疫情期间，很多同学不能按时返校，理论课可

以上网课，实践课就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虚拟仿真实验运用网络

和计算机模拟实验过程，让学生可以直观的观察植物的形态结构及

发育过程的变化，也可以利用 VR 技术进行身临其境的野外实习。

因此，利用虚拟仿真实验技术可以很好地解决植物学实践教学遇到

的问题，切实提高植物学实验、实习课的教学效果。 

二、实验空间虚拟仿真实验的优势 

实验空间是开放的网络共享平台，可以保证实验教学不受时间

地点的限制，只要有电脑有网络就可以完成实验。而且实验平台中

的每一门植物学虚拟仿真实验课都具有良好的交互性，可以让学生

感受到课堂动手实验的效果，从而很好的掌握实验原理、实验方法

及实验内容。塔里木大学地处荒漠半荒漠地区，植被稀少，讲很多

植物特征时都是纸上谈兵，利用实验空间植物学野外实习课程，可

以很大程度拓宽学生的视野，识别更多的植物，掌握不同生态环境

下植物的特征，进一步理解植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未来工

作和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实验空间对全国开放性，避免了重复建

课的费用，提高了课程的利用率。 

三、实验空间中植物学虚拟仿真实验课程的举例 

（一）植物解剖学部分 

植物解剖学部分选用的是扬州大学张彪老师 2019 年申报的国

家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被子植物营养器官形态建成虚拟仿真实

验”（网址 http://www.ilab-x.com/details/v4?id=5396&isView=true）。

《被子植物营养器官建成虚拟仿真实验》是采用 Unity3d 工具开发

的 3D 实验教学项目，通过虚实结合的教学模式，将植物的组织器

官采用立体的空间位置关系呈现出来，从而使外部形态特征和内部

结构、器官组织的发育过程等很好的呈现出来，也很好地解决了制

作石蜡切片过程中化学药品对人体的伤害，耗时长，操作过程中易

出现失误等缺点。 

 
在该项目中有多个模块，学生可以选择自主学习。在数字切片

菜单下有观摩学习、自主学习、实验报告、知识讲解等模块，这部

分内容里面学生可以自主看切片，掌握植物体不同细胞、组织、器

官的解剖结构，对植物体的解剖结构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第二个菜单 3D 实验是整个虚拟仿真实验的主体，该部分内容

需要下载安装后使用，这部分内容包括实验目的、器具与材料、观

摩制片、虚拟制片、自主制片、器官复位、功能演示、透视结构、



高等教育 

 98

虚拟考核、在线交流 10 个功能模块。“实验目的”和“器具与材

料”模块是实验前的准备，“观摩制片”可以观摩学习制片的方法，

通过这个模块的学习，学生可以掌握植物显微制片技术的规范的操

作流程。“虚拟制片”模块中，学生可以按照不同植物制片方法的

操作流程进行分步操作练习，熟悉植物制片技术，为后面独立制片

奠定基础。“自主制片”模块中，学生便可以按照之前所学习的制

片步骤对不同植物来进行制片，从而可以掌握植物制片技术的的操

作流程。“透视结构”模块中，可通过点击右侧菜单目录，观看被

子植物（棉花）营养器官对应的形态与器官系统 3D 模型，也可对

各自模型进行 360 度旋转、缩放等操作，从而把整个被子植物的营

养器官之间的关系形象生动的展示出来，可以实现对植物体组织系

统的整体认知。“器官复位”模块可以通过调用“棉花”根茎叶各

器官的细胞组织结构 3D 模型、并将其放置到仿真植株营养器官合

适位置，从而加深学生对被子植物维管系统、基本组织系统和皮组

织系统在根茎叶中的空间分布、及相互位置关系上的理解与把握。

在“功能演示”模块中，可以形象的了解种子萌发生长、根茎维管

组织的连接变化、根茎初生结构向次生结构的转化、营养物质在体

内的转运等系统结构变化与生理功能的实现过程，加深学生对被子

植物器官建成动态变化、结构与功能协同作用的理解。“虚拟考核”

模块是对前期实验内容掌握的情况的考核，考核形式为操作 3D 模

型或填空，完成对“制片技术的规范化操作流程，植物（棉花）各

器官系统在空间的分布、从形态与位置上对各器官组织结构进行识

别”的掌握情况进行考核。 

 
被子植物营养器官形态建成虚拟仿真实验，将植物体的各个部

分联系在一起，很容易让学生形成整体的观念，有利于学生理解各

个组织系统之间的联系及植物的发育过程。也有利于学生课前预习

课后复习，可以满足个体化学习的需求，从而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 

（二）植物学分类部分 

植物分类学结合植物学野外实习的虚拟仿真实验项目较多，例

如“厦门大学的漳江口红树林植物学实习虚拟仿真项目、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的秦岭火地塘植物学综合仿真实训、长治学院的太行山植

物学实习虚拟仿真教学软件，江西师范大学的植物分类学虚拟仿真

实践教学项目”等植物分类学和野外实习项目，在这一部分教师可

以将几个项目同时运用，从而让学生对不同生态环境的植物有一个

全面的了解。下面就以厦门大学的漳江口红树林植物学实习虚拟仿

真实验项目（https://hsl.11dom.com/）为例来介绍一下。从实验空间

搜索“漳江口红树林植物学实习虚拟仿真项目”链接进入主页面，

学生可以自主学习项目简介，实验目的，实验原理，实验规则等内

容（如图）。点击“进入学习”按钮就可以进入学习界面。对于理

论知识掌握不够好的同学可以先学习教学内容，这部分内容共分为

3 个模块即“植物生态与环境、植物分类与形态、植物生理与发育”。

在“植物分类与形态”模块对植物分类部分的理论知识进行了详细

的讲解。基本的理论知识掌握好了就可以进入自主学习。该部分素

材均取自于漳江口红树林，以 720°全景和 3D 模型实景再现，让人

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自主学习模式侧重点在于能力培养。所学知识

点随机出现在实习线路中，学生需认真观察、仔细寻找知识点，系

统里面共设置了 106 个知识点，采集到的知识点在“知识背包”中

呈点亮状态，知识点收集达到 90%，就可进入“训练测试”环节。

“训练”可反复多次，取最高成绩进行排名，“测试”只有 1 次机

会，达到 60 分为通过，否则重新学习。 

 

 

 

 

 
四、实验空间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所存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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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仿真实验为学生提供了身临其境交互学习的途径，为学生

自学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节约了教学成本，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一些课程对电脑和网络的要求较高，对于

一些偏远地区网络条件不好的地方，就限制了这些课程的应用。其

次，实验空间课程的维护还跟不上，建好课上线以后不能及时的维

护，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部分课程不能够正常的使用了。最后了解

实验空间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老师还不是很多，今后应该进一步进

行宣传，让更多的老师学生利用这个平台进行教学和学习。 

总之，实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运用极大的提高了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及获取知识的能力。虚拟仿

真实验平台将各个知识点形成体系，让学生很容易建立起整体的观

点。同时也弥补了一些偏远地区教学条件较差的不足。在今后的教

学工作中应该将虚拟仿真实验与传统实验方式有机结合，激发学生

学习兴趣，培养学习思考与动手能力，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

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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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专业课程计划及对应职业资格证书模块表 

开课学期 课程名称 
对应“x”证书模

块及等级 

第一学期（专业

基础课） 

《汽车文化》、《汽车零部件识图》、

《汽车机械基础》 
 

第二学期（专业

基础课） 

《汽车电工电子基础》、《汽车发动

机构造与检修》、《汽车发动机电控

系统检修》（增加自动变速器检修） 

汽车动力系统与

驱动系统分析

（中级） 

第三学期（专业

课程） 

《汽车底盘构造与检修》、《汽车底

盘电控系统检修》、《汽车维护与保

养》 

汽车转向悬挂与

制动安全系统技

术(中级) 

第四学期（专业

课程） 

《车身修复技术》、《汽车涂装技

术》、《汽车装饰与美容》 

汽车车身漆面养

护与涂装喷漆技

术(中级) 

第五学期（专业

课程、专业选修

课） 

《汽车故障诊断与排除》、《汽车智

能联网技术》（含考证培训内容） 

智能网联汽车检

测与运维（中级）

第六学期 
毕业设计、顶岗实习、专业综合训

练 
 

（二）对接“X 证书”，进行课程改革 

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标准与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进行全面融

通，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使“X

证书”真正融入日常的课程教学过程，逐步培养学生的职业技能，

引入企业典型生产任务及案例，课前自主学习、课中知识内化、课

后巩固提高。教学过程中，采用“任务情景→知识讲解→教师示范

→分组实训→总结考核”理实一体五步教学，实现讲、学、练、考

完整性。充分运用信息技术设置课前、课中、课后考核标准，将知

识、技能和思想道德素质要求进行量化，实现精准考核评价。 

（三）同步进行师资队伍建设 

1 + X 证书制度更好的运行和实施，教师需要参加汽车相关职

业技能等级证书的考评员、培训师的培训，丰富教师的教学思想和

理念、增强动手实践能力，提高综合教学服务能力。 同时，也为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提供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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