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解决问题的思路与主要措施

基于此教学困难，本专业结合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和虚

拟现实技术三位一体沉浸式信息化教学为学生带来了身临其境的学

习体验。基于“三位一体”技术体系的地理卓越教师培养，能够有效

的帮助聚焦培养“创新型”卓越教师，围绕本专业的培养目标，适应

新时代国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要求，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立足湖

南、服务全国、面向世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师德修养高尚、

教育情怀深厚，具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野，具备良好的地理核心素养、

扎实专业基础、较强的跨学科整合及创新能力，教育理念先进，教育

教学能力突出，能够胜任并引领基础地理教育发展的卓越中学地理教

师，体现师德规范和教育情怀支撑。有助于使学生能综合运用地理学

科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实践技能，深刻理解和掌握地理学科的核心

素养内涵；具有跨学科知识整合能力，体现了专业毕业要求中的知识

整合支撑；科学阐释地球自然环境变化和世界文化多样性；能初步运

用学习科学相关知识，形成基于核心素养的学习指导方法和策略；让

学生通过在线开放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和虚拟现实技术等教学现代化

手段的灵活运用，实现技术与学习内容的有机融合，优化学习设计，

助力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体现技术融合支撑。



图 1 基于“三位一体”技术体系的地理卓越教师培养体系三级指标对应图

图 2 基于“三位一体”技术体系的地理卓越教师课程群构建框架图

基于地理学传统教学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我们设计了包括课前、

课中和课后三大环节，依托自建网络教学资源、虚拟仿真实验和虚拟

现实技术的三位一体沉浸式信息化教学体系来辅助教学；主要实施途

径如下：



图 3 基于“三位一体”技术体系的地理卓越教师培养体系实施模式图

1、通过在线开放课程构建信息化知识体系，实现高效课程管理



在课前本专业通过在线开放课程、抖音公众号和微信公众号等自

建网络教学资源让学生们获得直观认识。从宇宙起源到生物进化，从

山川五岳到江河湖海。我们的在线开放课程给学生带来了完整的地理

体验。做到了涵盖丰富、与时俱进，中英结合。多门在线开放课程目

前已经上线了中国大学生慕课和智慧树平台，同时地理学课程英语版

成功上线学堂在线教育部国际教育平台。课程已被数十所高校选修，

获得了广泛好评。

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是近年来教育领域出现

的一种新型的授课和学习模式。MOOC 模式突破了传统课堂教学的时

空限制，以影像形式呈现优质的教学资源。

MOOC 采用了一种可视化、形象生动的信息传递方式，借助图片、

声音、视频影像等形式，非常接近野外地理过程中的直观感受。能有

效地增强学生对观察对象的了解，加深对知识和概念的理解。地理现

象和地理过程相关知识具有抽象性和难以重现性的特点，MOOC 亦可

通过动画等素材来还原和呈现，避免了实习过程中讲授所带来的误差。

运用无人机等现代信息化手段，实现野外实习场景的数字化构建，

帮助师范生对实习内容产生立体化形象化认识的同时，教会师范生信

息技术用于师范教育的新方式。同时，所有主干课程都有信息化学习

资源，课程全面普及微助教、学习通、雨课堂等信息化教学平台辅助

教学。



图4 无人机信息化技术辅助野外实习课程教学资源

图5 微助教等信息化线上平台辅助专业课程教学

2、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打造沉浸式教学体验，培养卓越师范素养

在课中通过虚拟仿真实验让学生获得沉浸式体验。专业连续三年

建设虚拟仿真实验项目，通过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能有效的提升学生学

习兴趣、精准学习课程难点、规避野外实习风险。其中2019年项目获



得了国家级认定，2020年项目获得省级。2018年通过“地质构造虚拟

仿真实验”让学生身临其境的观察野外地质构造现象，感受祖国大好

河山的形成过程，引导学生自觉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融入

新时代追梦征程。2019年通过“露天矿山采场环境问题虚拟仿真实验”

让学生们设身处地的观察重金属污染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让学生们

深刻理解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环保理念”，贯彻

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全球化价值观。2020年通过“地下岩溶地貌

观测虚拟仿真实验”让学生感同身受的体验了地下岩溶地貌的成因、

特征和发展，了解岩溶地貌和石漠化之间的关系，让学生们体会党和

国家为了改变石漠化地区贫穷落后的面貌做出的诸多努力，树立学生

们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坚定信念。我们的虚拟仿真实验获得了包括

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省地质博物馆在内的多家高校和机构的

应用和推荐，获得了广泛的好评。

（1）地层产状与构造变形虚拟仿真实验

借助虚拟仿真实验让学生切身体验野外完整且典型的构造变形

现象, 熟悉地层的产状要素及测量方法；同时通过虚拟仿真可以实现

对不同类型构造现象的三维立体观察和描述；提高学生学习构造变形

的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的兴趣；使学生依靠三维虚拟技术有细腻的现

场沉浸感，弥补实验室中不能到近距离接触而现实野外不能全方位研

究的短板；调动学生进行实验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掌握基础知识的

同时，自主实验和操作，解决实际操作中的问题，增强学生创新创造

能力。



图 6 地层产状与构造变形虚拟仿真实验截图

（2）露天矿山采场典型环境问题及其防治虚拟仿真实验

通过露天矿山采场典型环境问题及其防治虚拟仿真实验的学习，

学生能够了解露天矿山采场典型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掌握典型矿

山环境问题的形成过程，了解矿山环境灾害爆发的影响因素及防治措

施。掌握露天矿山采场典型环境问题治理方法，学习从源头上保护矿

山环境的典型案例。同时，提升学生环保意识和工程意识，增强学生

实践和创新能力。



图 7 露天矿山采场典型环境问题及其防治虚拟仿真实验截图

（3）地下岩溶地貌虚拟仿真实验

地理野外实习是高校地理类相关专业实践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探索地下岩溶地貌的野外实习是地理科学类鲜少且缺乏探索的重

要环节。由于经费、地理条件、天气和危险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岩

溶地貌野外实习的很多内容难以通过具体的实践过程实现，除此之外，

考虑到地理岩溶地貌实习过程中以地表岩溶地貌为主，鲜少能近距离

接触到神奇的地下岩溶地貌形态。

基于此，我们开发了一套地下岩溶地貌实习虚拟仿真实验，试图

通过学生自主学习和沉浸式学习，突破时间与空间限制，让学生对地

下岩溶地貌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提高地理

实践力。



图 8 地下岩溶地貌虚拟仿真实验截图

3、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整合数字教学资源，实现馆校合作创新教学

课后我们通过虚拟现实技术拓展学生们的知识广度，充分整合合

作高校和机构的优质资源，例如，我们将学生课堂教学很难实际接触

到的珍贵展品做成全息影像。通过我们专门的虚拟教学场地“地学博

物馆”内的全息投影展柜带给学生丰富的虚拟学习体验。另外， VR

交互沉浸式学习系统能够用虚拟化教学资源带给学生视听说多维的

感官学习刺激，让学生获得最深刻的学习印象。

在地理学室内教学中，学生对自然界中的矿物岩石的接触和了解

相对不足，老师以图片和文字的梳理，他们并不能很好的理解自然界

中矿物岩石的真实特征，无法直观的对矿物岩石的物理化学性质建立

认识。因此，我们建设了地学博物馆虚拟教学平台，虚拟教学场地有

三百平方，包含全息投影展柜、互动展示系统和 VR 沉浸式学习系统

等先进的教学设备辅助教学。



图 9 虚拟现实技术教学应用



图 10 矿物全息投影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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