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VR 模型制作技术》课程建设

一、课程定位与目标

1.课程概况

《VR模型制作技术》课程是我校数字媒体技术职业本科专业的一门专业核

心课程，也是数字媒体技术专业三维建模的重要课程，总课时为 96学时。根据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精神，有效推进“三教改革”，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学校以《VR模型制作技术》为课堂革命对象，依据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结合学校职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数字媒体技术

人才培养方案，秉承“教学到现场、项目进课堂”的教学理念，以“乡村振兴项

目”为教学载体，探索创立革新传统课堂讲授方式的“项目式五步法”教学范式。

2.课程前后续接课程

该课程开设在第四学期，前置课程：“图形图像处理技术”、“数字模型技术

基础”，后续课程：“数字雕刻技术”和“虚幻引擎蓝图开发技术”

3.课程定位与目标

依据数字媒体技术专业国家教学标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VR模型制作

技术》课程标准以及前期的三强、三弱学情分析（见图 1）。

图 1 学情分析



紧紧围绕三立足和三服务（一是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于数字媒体技术行业，

二是立足于学生职业生涯发展需求服务于企业 VR模型技术人员岗位，三是立足

学生的长期发展服务于学生潜能发掘），《VR模型制作技术》课程定位在 VR模

型设计与制作岗位技术人员培养，其知识目标、能力目标和素质目标如图 2所示。

图 2 VR 模型设计与制作人员岗位目标

二、课程结构与内容

1.落实“岗课赛证”综合育人方式

立足新兴技术技能人才成长，围绕 VR建模与制作技术岗位需求，课程内容

从多维角度开展融通教学，实现岗、课、赛、证、创为一体的人才培养。一是将

岗赛证创融入课程体系，催生学生新兴技术技能形成，把 VR模型制作实训课程

与行业证书的实训进阶融通，将行业标准和规范嵌入实践教学，充分借助优质企

业教育资源，将数字技术工程师含金量较高的证书获取按教学时数比例融入课程

体系，将竞赛知识融入教学内容，将创新创业思维贯穿教学过程，从多维角度搭

建教学、实践、考证、比赛和创新为一体的教学资源库，将“课堂”过渡到“赛

场”。二是将竞赛和证书拿入毕业条件：为了树立职业本科学生强技术、精技能

意识，构建数字化时代的信创人才职业认证体系，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立创新学

分，将校级技能竞赛、省级技能竞赛、全国职业技能竞赛、证书获取等事项以学

分银行方式设为毕业条件。结合虚拟现实行业最新发展趋势，校企共同构建了“教

学到现场，项目进课堂”的模块化、项目化课程体系，如图 3所示。

图 3 岗课赛证创的模块化、项目化课程体系

2.课程思政元素



课程以工作流程为导向，从基础到进阶教学过程融合了课程思政、项目规范、

项目评价标准等内容，融合了 30个专业知识点，50条课程思政案例。把 30个
专业知识点融入到八个项目中，通过项目学习，实现“以产助学，产学互助，以

学促产”三段递进育人模式，如图 4所示。

图 4 融入课程思政的“以产助学、产学互助、以学促产”三段递进育人模式

3.课程内容完整、结构合理

课程内容涵盖了 VR 模型制作的各个环节，包括需求分析、场景设计、建

模、材质贴图、灯光渲染、交互设计等。学习单元划分合理，每个单元都有明确

的教学目标和任务，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

三、成员构成与要求

1.教学团队的组建

教学团队采取校企共建混编师资团队，多措并举培养“双师型”队伍。一是

企业教师进课堂：学校聘用企业工程师到校授课，将项目实践经验带进课堂，同

时学校教师随堂听讲学习提升教学授课能力；二是学校教师下企业：企业聘用学

校教授作为专家参与项目产品研发设计，输送智力进企业，并与信创生态合作伙

伴，围绕新兴技术等方向前沿技术，组织不同形式专题师资研修班，通过项目演

练引导老师掌握新技术和新教法，建强一支“科教融汇”的双师型队伍。三是校

企共同协商：安排专业教师到企业岗位实践参与产品开发和课程资源开发等。

2.师资概况

《VR模型制作技术》课程师资团队由原来的 6人（5名校内教师、1名企

业技术人员）增长到 11人（7名校内教师，4名企业技术人员），其中副教授 4
人，讲师 3人，高级工程师 4人。白世宇、刘斌、杨成斌老师完成《VR模型制

作技术》教材 1部，现正在出版社审稿中，徐露瑶、杨文艺、罗迪和王海峰 4
位老师于 2023年获得《VR模型制作技术》课程重庆市教学能力比赛三等奖 1
项，杨成斌、王海峰 2位老师于 2024年获得重庆市巴渝青年技能之星。白世宇、

彭光彬老师多次重庆市优秀课程案例。

3.课堂革命负责人简介

课堂革命负责人：邓永生，副教授。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评估专

家、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评审专家、重庆市电子与信息类职业教育行业

指导委员会委员、重庆市 1+X证书学习成果认证委员会专家。主持国家级专业

教学资源库《JavaScript程序设计》课程、主持省部级教研课题 5项，主研省部

级教研课题 8项、主编《三维数字模型制作项目教程--3DS Max》等教材 9部、

指导学生获各类省部级及以上竞赛奖项 30余项、公开发表学术教研论文 15篇，

荣获重庆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1项，中国通信工业协会教学成果奖 4项。

四、教学资源与保障

1.教材选用



《VR模型制作技术》教材的选用是符合《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等文件

规定和要求，现在正在使用是正是我校与重庆巨蟹影像有限公司校企共编的任务

驱动+项目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有相应的视频、习题等教学资源，实现以

课程标准指导教材编写、以教材驱动教师教学改革的“三教”改革机制。

2.课程数字化资源

根据学校课程建设要求，《VR模型制作技术》课程在完成教材编写后，还

制作微课视频 120个、习题 80套、实验手册 4套、阅读材料 20个等在线课程资

源，并上传至智慧职教的数字媒体技术专业教学资源库（校级）。同时利用移动

互联网在职教云建设了该门课程的线上资源教学，用于校内外在校学生和企业职

业职工学习，资源包括课件、微课视频、实训指导书、课外阅读材料等。

3.校企共建真实案例教学资源

学校联合政府拉通多家成渝双城软信企业，聚集重庆市软件产业园、爱奇艺

产业园、璧山产业园区等地建立数字文化产业人才生态链，联合企业建有“虚拟

现实技术”产业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产业学院、乡村振兴工作室。为了夯实办学

物质基础，校企共建虚拟现实等专业实训室、乡村振兴工作室、创新创业工作室，

共计 8个，新建改建“数智化”专业群实训场地 1000平方米。并以项目驱动教

学，引入璧山区数智供、酉阳美丽新城、渝北 2035、永川黄瓜山等乡村振兴项

目、真实案例深度融入课堂，打造一批校企共建教学资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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