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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聚焦 

 

虚拟教研室：做好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的引领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龚家琦 
 

    不久前，教育部正式公布了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看到这份有 186所高校入选的名

单时，北京交通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教授戴胜华不由回想起 2016 年。那一年，戴胜华成为国

内第一批接触虚拟教研室的人。 

    也从那时起，他和他的同事们就一直努力在网络世界里，建造一所属于国内所有轨道交通信

号与控制专业教师的“家”。 

    如今，这个“家”建得如何了？ 

    从“任务”到“使命” 

    故事还要从 2016年北京市推出的“双培计划”说起。 

    作为促进北京市属高校与在京中央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生的一项举措，“双培计划”主要内

容是允许一定数量的市属高校学生进入央属高校的优势专业做中长期访学。此外，该计划也要求

共建高校相关专业教师建立虚拟教研室，共同组成教学团队，确保人才培养工作顺利开展。 

    在此计划下，北京交通大学与北京工业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结成了共建伙伴，北京交大是轨

道信号专业的“火车头”学校，戴胜华牵头组建了轨道信号专业首批虚拟教研室。 

    “此前，国内高校是没有虚拟教研室这一概念的。”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戴胜华表

示，在“双培计划”的执行过程中，他渐渐感受到了这种新兴的教师互动模式的好处——虽然当

时教研室的规模仅局限于三所合作院校，方式也只有学习调研、参观互访、教材共享，但一些年

轻老师对于轨道信号领域的专业认识能力和教学能力已得到了明显提高。 

    欣喜之余，戴胜华将目光投向国内其他高校。 

    “信号系统是确保轨道交通安全、高效运行的大脑和神经中枢，但随着近年来我国轨道交通

的超高速发展，能胜任轨道信号相关工作的人才出现了明显的缺口。”戴胜华说，在此背景下，

2012 年，“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从“自动化”类本科专业中独立出来，开办相关专业并招生的

国内高校也由 2012年的不足 10所，迅速发展至 40余所。 

    专业规模的急速扩大带来的是师资力量的严重缺乏。 

    “轨道信号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短时间迅速扩张，导致大量严重缺乏教学经验的年轻老师仓

促走上讲台。”戴胜华告诉《中国科学报》，教育部自动化教指委针对信号专业设立了一个教学指

导组，但每年一般只安排一次活动，专业老师日常的诉求很难得到满足。 

    “既然如此，我们干脆把虚拟教研室延伸到全国。”戴胜华说。 

    最终，由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研究所教学团队牵头、全国开设此专业的一线教师参与

的全国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正式成立。 

    从“引领”到“同行” 

    谈到虚拟教研室的功能性，戴胜华用了“家”的概念。 

    “很多老师参加工作后，一直不知道有了专业课教学问题问谁去，我们说这个‘虚拟教研室’

就是你的家，你问你家人去。” 

    大到整个高等教育阶段人才培养方案如何制定，小到某个知识点在课堂上怎么讲授，在虚拟

教研室中，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答。虚拟教研室融合多元现代信息技术和线下交流互访机制，“协

作”开展了教学研讨会、名师示范课、专题报告会、教学案例赛、学生学科赛等“互联网+”与

“智能+”的虚拟教研活动，实现了虚拟教研室成员间的实时对话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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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教研室中，教师间的交流探讨通常限于同专业或同院校。借助互联网的特点，虚拟

教研室打破了这层沟通上的壁垒，也打破了单一的教学理念与教学风格。”戴胜华说，跨院系、

跨学校、跨地区的人员组成灵活叠加，为来自不同院校的教师提供多样的教学思路与教学方法，

真正实现了基层教学组织年轻化、多样化、个性化的新要求。 

    对此，牵头建设了北京交大另一个虚拟教研室——全国信号处理课程虚拟教研室的该校教授

陈后金也认为，虚拟教研室的出现是缓解现阶段我国教育资源不均衡的方法之一。正如他所说，

“虚拟教研室的意义，一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二是促进教育资源均衡和教学改

革，最后的落脚点还是让更多的学生受益”。 

    作为深耕信号处理课程教学一线多年的“老教师”，对于国内大多数高校开设的信号课程，

陈后金有着自己的一番评价：“我国是上世纪 80年代开始设立信号专业课程的，但现在进入信息

化时代了，大多数学校的专业教学水平还是停留在 40年前。” 

    也正因如此，建设虚拟教研室成为了陈后金必须要做的事情。 

    “课程教学是人才培养的‘最后一公里’。我希望学生在大学四年里能在正确的教学理念下

学到真正的知识。”陈后金说，把北京交大适应信息化时代的信号课程教学理念和教学体系传播

出去，带动全国相关专业教学水平的提高，也成为了他参与建设虚拟教研室的初心。 

    “我们的青年教师到了岗位上，只能凭借自己记忆中课程的样子去教，没有人告诉他们要怎

么给学生上课。我们现在做的事是‘引领’，等大家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就是‘同行’了。”

陈后金说。 

    从“情怀”到“制度” 

    2019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到北京交大调研，并听取了戴胜华对信号专业虚拟教研室

相关情况的汇报。对于这种创新模式，吴岩给予了充分肯定。 

    不久后，当教育部公布 2020 年工作要点时，戴胜华发现“探索推进‘虚拟教研室’项目”

首次位列其中。 

    2021 年 7 月，教育部高教司下发《关于开展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的通知》，要求首批拟

推荐 400 个左右虚拟教研室进行试点建设，探索“智能+”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的建设标准、

建设路径、运行模式。 

    在北京交大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房海蓉看来，国家层面对于虚拟教研室的日益重视，说明虚

拟教研室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不管是戴胜华老师还是陈后金老师，都有着一份教书育人的情怀，虚拟教研室作为一个新

生事物，其成长的初期的确需要这样一批拥有教育情怀的师者默默奉献。然而，当其发展到一定

程度和规模后，单靠‘情怀’是不行的。”房海蓉说。 

    截至目前，戴胜华所在的全国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已经覆盖了国内 48 所开

设信号专业并招生的高校，信号处理课程虚拟教研室也已经覆盖全国中西部 50 多所高校。随着

这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戴胜华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针对高校间自主建立的虚拟教研室，教师的主动性与项目可持续性有待提升；借助产学合

作协同育人项目，虚拟教研室可以引进企业，形成多方协同育人新局面，但引入企业后必将带来

商业行为，培训管理费用与实验资源推广合理性有待进一步探讨。”在一份材料中，戴胜华如此

写道。 

    显然，这些问题不是单靠教师个体努力就能够解决的。 

    “虚拟教研室未来的发展，肯定离不开优秀教师的个人情怀，但教育主管部门对于此事的制

度要求同样重要。”房海蓉表示，不管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课程建设方面还是资源共享方面，

都需要制度层面的组织和规范。 

    “好在，目前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未来虚拟教研室的发展值得期待。”房

海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