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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化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在此形势下，职业教育系统就目前信息技术发展趋势，提出职
业教育的信息化改革措施，在职业教育院校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立起职业院校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本文就此展开职
业教育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的研究，分析其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出现的不足之处，以及就问题提出相关改良举措，为职业教育
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优化发展献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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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职业教育的信息化进程正在稳步推进，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正处于试点阶段。由于该教学方式正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
在实际教学工作的试验过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重要问
题。对于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机制，没有充分理解。面对这些实
际问题，本文将对其作详细分析，提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整体优化，
完善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的相关建议。 

1.资源开放共享的实际问题 
1.1 资源规模及涵盖范围需要提高 
实现资源真正的开放共享有一个关键的前提，那就是创建的资

源库涉猎广泛，学科齐备，并且资源质量要过硬[1]。然而，就目前
而言，职业教育中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并没有覆盖到现有的所有学
科。通过研究过程中对已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职业教育机构深
入走访了解到，目前此项教学的试点仅在工科类的专业进行，其他
学科则少有涉及。这对虚拟仿真资源的开放共享产生了极为不利的
影响。 

1.2 自主性与创新性有待提高 
就目前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实际工作方面来看，职业教育中，

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教学资源并非院校自主开发，而是从市场
获得[2]。调查走访中，绝大多数院校负责人认为，目前市面上的虚
拟仿真教学资源知识储备粮以及质量方面是可以胜任职业教育的
教学需求的，并且，自主开发虚拟仿真教学资源需要大量的资金、
时间以及人力成本，会对当下院校的整体工作带来影响。自主开发
教学资源的高成本支出劝退了院校对这项工作的开展，转而选择直
接购买教学资源这种更为“经济适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确一定
程度上便利了此项教学试点工作的进行，然而就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的资源开放共享而言，市面上的教学资源具有同质性，缺乏自主
性与创新性，根本上讲是不利于资源开放共享的。 

1.3 资源质量与应用效率的问题 
在职业教育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试点工作中，为了满足上级申

报的要求，职业教育院校过于重视教学资源的体量与完整性，将教
学中的相关内容不加筛选，只要是需要的，就一律用到虚拟仿真资
源的建设当中[3]。这种方式不可避免的造成了部分资源的重复。资
源的重复，使得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给人一种“虚胖”的感觉，空有
一个庞大的体量，实际内部包含的内容却有些乏善可陈。资源内容
的重复影响到后续内容的添加，对于资源整体质量产生了不利影
响，并且由于资源内容的重复，与之相对的，资源的应用效率也显
得有些低效。 

1.4 合作性有待加强 
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机制，主要强调了“开放”与“共享”，

而这两点有一个极为关键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与之相关的机构单位
能够共同搭建一个通用的共享平台与统一的工作标准规范[4]。然而
就目前实际工作情况来看，职业教育院校在工作中对于这一点贯彻
的并不到位。在教学工作中，各院校都具有极强的独立性，关起门
来开展相关工作，各自为战，没有一个与其他院校协调合作的机制。
这种方式使得各院校的虚拟仿真资源无法实现真正的兼容，彼此掣
肘，对教学资源的开放共享及二次开放都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5 人员与资金问题 
对于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工作，最为根本的问题在于人员与资金

方面的不足。当下，院校开展此项工作只能是“自掏腰包”，而院
校平日里的各项工作都需要经费。院校在可用资金不变的情况下，

又增加了一项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工作，资金方面的捉襟见肘自然
是意料之中。同时，这项工作也需要大量人力投入，而对于院校自
身本就人员有限的客观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2.针对目前问题的相关对策 
2.1 积极展开院校间合作，在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开展工作 
目前出现的各种具体的工作方面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整个工

作没有一个各方统一的标准规范。对此，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的
各职业教育院校应走出自身的“小圈子”，开展与其他院校的合作。
院校之间的合作，能够使得各院校取长补短，通过与其他院校在此
项工作方面的经验与心得，确立自身优势，发现自身不足，促进各
个院校的工作方面的共同进步[5]。各院校齐聚一堂，是为了统一开
展工作的思想，在一个统一的思想下，统一的工作标准的制定也就
更为容易与科学。 

2.2 加强人员与资金的投入，做好整体工作的后勤保障 
目前出现的诸如资源规律与覆盖率问题，资源的自主性与创新

性问题等，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类问题的产生往往是人员与资金
紧张造成的无奈之举。解决这些问题，就要从根本入手，解决人员
与资金紧张的问题。人员问题方面，在院校间开展合作的基础上，
各个院校还要对人员组成进行科学调配，把人员按照学科分类、教
学方式等方面进行搭配重组，将工作人员效能最大化，缓解人员不
足的问题。而就资金问题，就需要寻求院校之外的解决方式。相较
于人员不足的问题，资金紧张的问题十分硬性，不是所谓“积极发
挥人的主动性”就能解决的，这种论调完全是画饼充饥。在资金问
题上，目前的教育部门也面临着和院校方面相似的窘境。在这种情
况下，院校方面应积极拓展资金来源，吸引社会资本，来填补教学
工作中的资金缺口。具体对策上，院校结合自身开设的专业，寻求
与相关企业的合作，企业是社会资本的富集地，资本体量完全能够
满足当下院校开展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建设虚拟仿真资源开放共享
机制的工作。但同时，资本的注入也是需要给予一定的回报的。对
此，院校方面可给予合作企业优先选聘应届毕业生的权利，优质人
才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是长远发展的根本保证。与此同时，院校还
应依据合作企业的自身特性，制定相应的让利于该合作企业的专门
的细则，以加强对于企业的吸引力。 

 
结束语：目前的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正处于初级阶段，虚拟仿真

资源开放共享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也才刚刚走在路上。这一过程中，
困难与问题在所难免，但其优越性从长远来看是极其有利于职业教
育事业的发展的。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不懈努力，
发现解决问题，完善整体教学，助力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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