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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创新型城市轨道交通车辆 VR 实训系统的初探
邓喜爱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目前中国城市轨道交通行业蓬勃发展，相关专业人才的需求量也增加，高职院校理应为城轨行业培养具有一定理论

知识且实操水平过硬的一线从业人员，因此作为理论与实践桥梁的实训课程建设变得尤为重要，在此从实训设备、实训课程

设计等方面阐述了如何开展城市轨道交通列车模拟驾驶实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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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轨道交通专业是一项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的专业领域，

在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更好地为企业提供高质量
的综合型的技术应用人才，院校可以采用工学结合模式，构
建以岗位能力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新模式，将 VR 技术引入到
实践教学中，以提高教学质量。

二、VR 技术的现状与发展
虚拟现实技术，是以沉浸感、交互性为基本特征的计算

机高级人机界面，是迅速发展的一项综合性计算机、图形交
互技术。它综合利用了计算机图形学、仿真技术、多媒体技
术、人工智能技术、网络技术、并行计算和传感技术，模拟
人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功能，使人与计算机进行交互，
通过语言、手势等方式进行交互，身临其境，突破时间、空
间限制，感受真实世界中无法亲身经历的体验。

虚拟现实技术具有多感知性、存在感、交互性、自主性
等特征，虚拟现实的关键技术主要由动态环境建模技术、实
施三维图形生成技术、立体现实技术、传感器技术、系统开发
与集成技术等方面组成。当今的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前景十分广
阔，在娱乐、教育、新闻、医疗、太空探索、博物馆等场景都
有应用。近年来，随着网络应用的普及，一些基于网络的虚拟
现实应用使得位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用户可以进行协同工作。将
分散的虚拟现实系统或仿真器通过网络联结起来，采用协调一
致的结构、标准、协议和数据库，形成一个在时间和空间上互
相耦合的虚拟合成环境，参与者可自由地进行交互作用。

三、轨道交通专业实践教学现状
（一）积极运用多媒体教学或教学软件开展实践活动。
但是相对来说内容都是平面二维的，学生通过视频感受

实践训练环境，并运用上述教学方式，借助二维视频实行实
训操作等。但是这种方式并会能增强学生的体验感，也无法
提高学生的实践训练效率，本质上而言，学生仍旧处于被动
学习状态中，学习效率低，需要用想象力、联想能力对二维
平面视频进行拓展。尤其车辆结构复杂、器械模件繁多，通
过视频观看的方式并不直观，也难以呈现车辆、轨道、构件
等立体结构形态和空间形态，会导致学生在实践中出现多种
错误，操作效率低，或出现失误等，对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培养提升作用有限。
（二）通过专业化设备开展实践教学，由专业实训教师进

行指导。
一般这种实践教学活动是在实训场地上进行的，而实训

场地和实训设备对学校来说是一笔较大的成本支出，都需要
大量资金、材料资源，也需要配备专业实训教师进行指导，
对于大型设备而言，也需要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管理维护、
日常检修等，因此会进一步增加学校的基础设置建设经费。

四、轨道交通专业 VR 技术应用
（一）轨道交通专业实训应用场景
在一些传统方法不易实现的领域，可以采用建设虚拟仿

真实训系统来实现模拟“真实工作任务”这一目标。针对轨
道交通专业实训教学而言应用场景有：复杂程度较高不易反
复操作的实验实训，如模拟驾驶、调度实训等；危险性程度
非常高且对安全高度要求的实验实训，如调车作业、接触网
作业等；极端破坏性的实验实训，如事故、火灾等应急演练
等；变化周期过长的实验实训，如线路施工等；以及无法控
制变化过程以及采用传统方法无法或不易完成的实验实训，
如事故救援等。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将其应用到实训
教学环的课前、课中、课后等环节。
（二）加强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基于 VR技术完善实训基

地规划
VR 技术能改变轨道交通专业教学的传统模式，通过虚

拟仿真技术让学生产生多种多样的沉浸式教学体验，提升教
学效果。因此未来高职轨道交通专业实践教学可以围绕 VR
技术创建实训基地，为学生实践学习提供多种类型的 VR 设
备、软件、教学资源，并将轨道交通专业的多门课程融入到
实训基地教学中，构建课堂教学、实践训练、沉浸式体验和
网络教学资源共享的一体化实训体系，该体系一旦建立，将
会对轨道交通实践教学产生颠覆性革命。

首先，院校摸索创新的校企合作新模式，并基于校企合
作的基础上构建 VR 实训教学基地，企业提供 VR 设备、实
训教学资源等，院校则摸索轨道交通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
实践课程设置、创新创业项目等。

其次在实训课程建设方面，基于 VR 技术的功能特征，
由校企共同开发设计实训课程，包括讲义、课件软件、教学
视频、教学数据库、教学大纲等，综合提高学生的实训能力
和水平。

最后，加强教师培养。基于 VR 实训基地建设，推进师
资队伍建设。教师是教学过程的实践者和引领者，要想推进
VR 技术实践教学改革，教师首先要提高熟练掌握相关技术，
对 VR 基地的教学空间、设备等有深入了解，能够熟练操作
VR 人机互动界面、VR 头盔和教学平台，在实践教学中做到
游刃有余、操作熟练。

五、结论
总之，虚拟现实技术在轨道交通类专业实训中的应用日

益普遍，在高职轨道交通类实践教学中还需加强虚拟仿真系
统的开发，提高教学实训系统的仿真度，并借助网络技术实
现虚拟实训资源的共享，避免重复建设。在虚拟仿真系统应
用中，密切结合理论教学过程，拓展学生实际技能训练，增
强学生真实体验感，提高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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