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市职业教育“课堂革命”典型案例

《VR 模型制作技术》效果评价

一、教学效果与反馈

1.课堂参与度深

深入推进课堂革命，数字化助力教学全过程，学生对本门课的兴趣从 67.7%
提升到 97%，从课前数字化微学习，课中实践操作到课后创新创业，学生学习积

极性明显提升，参与度深，课程满意度从 70.6%增至 100%，如图 1所示。

图 1 学习成效对比图

2.素养迁移度强

信息意识增强，能够根据实际需要寻求恰当方式获取信息的意识由 73%增至

96%，团队合作过程中乐于共享信息资源的由 56.3%增至 96.6%。

计算思维提升，具有总结所学知识与技能的技巧，并迁移运用到相关问题解

决过程中的计算思维的比例由 55%增至 92%。

数字化学习与创新能力提升，能主动运用数字化学习资源进行自主学习的比

例由 45%增至 94%，创新能力由 60%增至 95.6%。

信息社会责任感增强，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信息社会道德规范。

懂得合理使用信息资源，自觉抵制不良信息比例提升至 100%，如图 2所示。



图 2 核心素养对比图

3.目标达成度高

重点和难点问题解决策略得当，学生掌握度达 94.6%，从全程收集的教学数

据分析得出，知识与能力目标达成度高达 96.7%，效率质量意识明显增强。不仅

提升了学生的知识技能，还拓展了学生的艺术审美能力，增强了学生对虚拟现实

工程技术职业岗位的认知。将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有机结合，思政浸

润全过程，潜移默化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主要体现：

（1）学生在创新和技能大赛屡获佳绩。

学生在各级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和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遇中获得 VR
或建模相关奖项 30余项，部分奖项如 3所示。

图 3 学生部分创新、技能竞赛获奖

（2）学生作品质量显著提升，直接参与产值创造

近年来联合企业创造产值 316万元，以数字重庆、乡村振兴等主题承接各类

项目 20余项，其中 10余项作品的创意和策划来自于学生，图 4所示。



图 4 学生作品与创造成果

（3）学生获职业认证率高

学生参加 1+x认证和人社局相关专业的技能证书考取，生均获证率达 124%
人次。

（4）提升教师的教研能力

通过课堂革命，有效促进了教师、教法、教材的“三教”改革。教师在教学

能力和教改科研能力有显著提升。2023 年由徐露瑶、杨文艺、罗迪和王海锋 4
位老师组成的《VR模型制作技术》教学能力参赛团队，获得重庆市教学能力三

等奖 1项。邓永生老师在校企合作相关教学案例比拼中三次获得，如图 5所示。

图 5 师资团队部分教学获奖

二、社会效益

1.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形成政行企校育人生态

学校联合政府在“打造成渝双城经济圈”的背景下，打通 10余家两地的乡村

企业建立乡村振兴人才生态链，建立巨蟹数字媒体技术学院、虚拟现实技术学院、

重庆市渝北区巨蟹职业培训学校，从多方向提升人才培养的渠道。同时，在渝北

区、沙坪坝区、永川区的高新产业园建立多个实训基地，创造优质的实训条件，

让学生有更好的项目实训经验。并以项目驱动教学，打造一批校企共建教学资源

项目。通过培训学院的打造每年对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的培养人数达 900余人，

通过实训基地的建立，使超过 1000余名学生和农村人员得到技能的提升并参与

项目实训，最后通过教学资源项目的建立为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加入了重要的一



环。

2.岗课赛证创融通育人，学生技能创新成绩显著

从多维角度拓展融通教学、创新实践、证书考取和技能比赛为一体的技术技

能成长渠道。近年来学生获得UI设计师职业认证300+、Adobe职业技能认证 200+、
中国动漫集团 1+X高级证书认证 200+，参加包括全国大学生广告艺术意大赛、

重庆市大学生乡村振兴创意大赛、巴蜀工匠杯乡村振兴技术技能大赛等各类比赛

100多项，获市级以上奖项荣誉 200余项，有 8名学生获得重庆市技术能手或巴

渝技能之星称号。

3.架设乡农人才输送桥梁，助力学生顺利逐梦职场

为了实现“乡村振兴”这一伟大目标，学校联合政府以及拉通多家成渝双城数

字媒体企业，在政府人力资源部主导下，与 25余家乡村企业签订了校、政、企

就业协议，架设起乡农人才输送桥梁，将有技术、有文化、有信仰的大学生人才

源源不断的输送到农村，目前已有 150余名大学生扎根农村，服务农村，为乡村

振兴添砖加瓦。其中以魏建霞为典型代表，扎根农村全力以赴搞事业，创办了自

己的电商直播公司，解决了 160余名普通农民的农产品销售难得问题，直接产生

的经济价值达 50余万。

4.带动校内其他专业变革，案例成果兄弟院校认可

《VR模型制作技术》课堂革命的成功试点，带动了我校“大数据工程技术”

“物联网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课程的课堂革命，使得大数据工程技术专业的“大

数据分析与可视化”课程荣获高校校长联席会金课称号。同时获得重庆科创职业

学院、重庆交通职业学院、重庆工商学校、贵州电子科技职业学院、新疆轻工职

业技术学院、山西同文职业技术学院等兄弟院校一致好评，详见以下成果推广应

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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