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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构建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方法：在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的基础上，
初步建立起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框架。运用德尔菲法，对31名专家进行函询。

共发放咨询问卷31份，有效回收31份(100%)。结果：经过专家函询，31名专家对指标命名及内涵的认

同率达到95%以上，意见基本一致。结论：构建起由课程设计、课程制作、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4项一

级指标、8项二级指标和22项三级指标组成的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期

为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提升课程建设质量和课程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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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online virtual training courses in mil-
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Methods: A primary index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hrough a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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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a small expert meeting, and the Delphi method was used to conduct a letter consulta-
tion among 32 experts. 31 questionnaires were provided and 31 valid results were collected (100%). 
Results: After the consultation, the recognition rates of the experts on the naming and connotation of 
indicators were all over 95%, and their opinions basically reached a consensus. Conclusion: A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online virtual training courses in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was es-
tablished, including 4 first-level indexes, 8 second-level and 22 third-level ones, which was hopeful 
to provide a basis for the quality evaluation of online virtual training course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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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战略部署的有序开展，军队职业教育改革日益深化，“网

络 + 教育 + 训练”的现代化学习训练方式日益兴起[1]，虚拟现实技术与在线教育的结合，产生了在

线虚拟训练这种全新的在线课程形式，成为军事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形式。作为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

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线虚拟训练课程主要依托军事职业教育网络服务平台，通过虚拟沉浸式、互动式、

游戏化等方式，对学习者进行各专业岗位的原理示教、装备(系统)操作、作战运用、战法创新等模拟

训练，学习方式更为直观。作为军事职业教育新兴的学习资源，在线虚拟训练课程有效提高了官兵训

练的真实性和灵活性，使精密复杂的实操训练变得更直观具体，极大地满足了部队实战化教学训练的

需求。 

2. 对象和方法 

2.1. 对象 

从全军各单位遴选出 31 名从事军事职业教育管理、教学、技术服务等专业，并对军事职业教育在

线课程的设计、制作、上线运行及实施效果等较为熟悉的专家。从职称情况看，正高职 5 名，副高职

15 名，中职 11 名；从任职情况看，各院校职业教育中心主任等管理人员 21 名，相关课程制作技术专

家 1 名，熟悉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的相关专家 9 名。专家年龄 39~58 岁，平均年龄 51.5 ± 7.78
岁。 

2.2. 方法 

2.2.1. 指标体系的初步拟制 
根据文件政策规定，结合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的特点和专家意见，初步建立 4 项一级指标，分别为课

程设计、课程制作、课程实施、课程效果，下辖 8 项二级指标，22 项三级指标并包含具体观测要点。结

合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阶段的特点，设置“学员投入度”“教员投入度”“师生互动”“内容完成率”

等指标，通过收集处理相关课程数据进行评价，兼顾指标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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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专家咨询 
在初步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设计半开放问卷，运用德尔菲法开展专家函询，请专家对各项

指标逐一提出意见，包括指标设定是否合理、名称是否规范等，并赋予各项指标权重，不同意见需注明

原因。收集汇总专家意见后，辅以电话、电子邮件、微信等方式深入沟通，直到意见集中。 

2.2.3. 统计学分析 
使用 SPSS 24.0 对数据进行处理，计算修均权重、标准差及变异系数。若指标认同率 > 95%，则认

为专家意见基本一致，函询结束；否则继续进行下一轮函询。 

3. 结果 

3.1. 咨询结果的可靠性 

本轮共发放咨询问卷 31 份，有效回收 31 份(100%)。因本研究建立在前期在线开放课程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初步指标的建立汲取了在线开放课程两轮专家咨询的意见，因此，本轮专家咨询的指标认

同率较高。根据专家自我评价，专家对 4 项一级指标非常熟悉和比较熟悉的百分比在 80%以上(见表 1)。 
 
Table 1. Self-evaluation of the experts’ familiarity with each indicator 
表 1. 专家对各指标熟悉情况的自我评价 

一级指标 课程设计 课程制作 课程实施 课程效果 

(人数/百分比)     

非常熟悉 19 (61.3%) 13 (41.9%) 14 (45.2%) 13 (41.9%) 

比较熟悉 7 (22.6%) 12 (38.8%) 11 (35.5%) 12 (38.8%) 

一般 5 (16.1%) 5 (16.1%) 3 (9.7%) 5 (16.1%) 

不太熟悉 0 (0.0%) 1 (3.2%) 3 (9.7%) 0 (0.0%) 

不了解 0 (0.0%) 0 (0.0%) 0 (0.0%) 1 (3.2%) 

3.2. 咨询结果分析 

综合专家意见，专家对所有指标认同率均超过 95%，4 项一级指标的认同率达 100%；二级指标中，

2 项指标的认同率为 97%，其余 6 项指标认同率均为 100%；三级指标中，16 项指标的认同率为 100%，

6 项指标认同率为 97%。个别专家提出增设或删减部分指标，例如 1 名专家建议将课程软件下的三级指

标演示和指引去掉，理由是与该二级指标下的内容交互性指标重复。结合二者的观测要点来看，内容交

互性是指课程提供充分交互机会，引发学习者的积极投入、操纵和思考，是为学习者提供交互机会；而

演示和指引则是针对课程内容提供演示，促进学习训练效果，二者并不重复，结合多数专家意见保留该

指标。最终，在综合考虑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特点及绝大多数专家意见基础上，经过充分的研讨沟通，该

指标体系意见基本达成一致。 

3.3. 指标体系确立 

在专家意见基础上，最终构建出由课程设计、课程制作、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 4 项一级指标、8 项

二级指标和 22 项三级指标组成的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根据函询中专家

给出的权重意见计算出各指标权重，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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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Quali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online virtual training courses in military continuing education 
表 2.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权重) 二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权重) 

I-1 课程设计(0.294) 

II-1 教学目标(0.350) 
III-1 目标定位(0.460) 

III-2 总体思路(0.540) 

II-2 教学内容(0.650) 

III-1 选题需求(0.263) 

III-2 内容设计(0.431) 

III-3 框架结构(0.306) 

I-2 课程制作(0.314) 

II-1 运行环境(0.326) 
III-1 硬件环境(0.467) 

III-2 软件环境(0.533) 

II-2 课程软件(0.674) 

III-1 信息技术应用(0.127) 

III-2 媒体及模型展现(0.166) 

III-3 内容交互性(0.202) 

III-4 动机与兴趣(0.134) 

III-5 演示和指引(0.121) 

III-6 学习者控制(0.128) 

III-7 测试或考试(0.122) 

I-3 课程实施(0.194) 

II-1 课程参与(0.525) 
III-1 学员投入度(0.498) 

III-2 教员投入度(0.502) 

II-2 课程反馈(0.475) 
III-1 师生互动(0.578) 

III-2 学员响应(0.422) 

I-4 课程效果(0.198) 

II-1 学习者满意度(0.521) 
III-1 对教学内容满意度(0.563) 

III-2 对教学活动满意度(0.437) 

II-2 学习者目标达成度(0.479) 
III-1 学习者成绩(0.507) 

III-2 内容完成率(0.493) 

4. 讨论 

4.1.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建立评价指标体系是进行评价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评价指标体系能真实反映评价对象的特征[2]，具

体到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法也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国内外对在线课程的质量评价多用此种方法

[3]。国家、军队现有的在线课程评价注重对课程教育性、科学性、技术性等方面的评价，但评价方法和

标准多存在一定弊端：一是评价方法多为主观评价，依靠专家主观判断进行评价打分，随意性较大，评

价标准难以把握；二是对课程实施及效果部分的评价重视不够，分值占比较低。目前，军事职业教育领

域较为权威的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评价指标聚焦课程建设质量评价，共设置立项需求、内容设计、预期效

益、制作水平 4 项指标，未关注课程实施和课程效果；指标设立较为简单，缺乏可量化的指标。在线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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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训练课程作为一种教学活动，不仅要重视对课程资源建设的评价，还要注重对课程实施及效果的评价，

才能形成完成的闭环，达到以评促建的目的。 
目前，国内对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相关研究较少，多集中在虚拟仿真技术及虚拟仿真训练系统的应用

探索和效果研究，因此，亟需研究构建一套适合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特点与功能，符合军事职业教育要求

与定位的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其建设质量和课程效果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提升课程质量。 

4.2.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 

由表 2 可见，一级指标中，权重均值最高的是课程制作(0.314)，反映出课程制作的重要地位。在线

虚拟训练课程的特殊性决定其对视频拍摄制作、软件的开发和部署测试等有着较高的要求，课程制作的

质量不仅影响课程内容的呈现方式和水平，也影响着学生的学习效果[4]。此外，课程设计(0.294)的指标

权重仅次于课程制作。课程设计对课程建设起着指引和规划的作用，在线虚拟训练课程建设要围绕部队

战斗力建设和军队人员岗位能力提升的需要，聚焦装备器材的实操训练，力求让官兵通过虚拟直观的实

操练习牢固掌握专业技能，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战斗力。 
二级指标中，课程设计方面，教学内容(0.650)的指标权重较高。教学内容是课程质量评价的重点，

要围绕主战装备和新质作战力量，衔接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才能被官兵认可，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课程制作中，课程软件(0.674)的指标权重较高。作为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和网络多媒体技术构建的网上学

习训练平台，在线虚拟训练课程建设以虚拟软件的开发为主，对软件开发具有较高的要求，其质量的高

低直接决定课程制作水平。课程实施中，课程参与(0.525)的权重最高，教员和学员的课程参与度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学员投入度可以反映出一门课程的质量水平和吸引力，教员投入度反映的则是教

员对这门课的关注程度和提供教学服务的情况。教员对课程倾注的心血和精力越多，与学员互动交流的

越频繁，课程效果和学员反馈也会越好。课程效果中，学习者满意度和学习者目标达成度指标权重差别

不大，且 2 项指标都是从学习者角度进行评价，注重学习者的学习体验感和学习效果，充分尊重了学习

者的主体地位。 
三级指标中，大部分指标权重差别不大，表明所列指标均是影响在线虚拟训练课程建设和质量的重

要因素，指标设置较为合理。其中，权重最高的是师生互动(0.578)。师生互动的观测点设置的是讨论区

教师回复次数和总提问次数的比值，评论区的有效互动能够对教与学的过程起到双向互推的效果，学生

在交流中能够增进对知识的理解，而教师也能发现待完善之处，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4.3. 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课程建设的启示 

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不仅为在军事职业教育线虚拟训练课程的质量评价提供参考，也对课程建

设起到积极的启示作用。 
一是优质的教学内容是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的基础。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的内容要紧扣作战训练最新动

态和官兵学习需求，充分考虑内容的实用性，选择基层急需且要求实操的训练内容；要按照原理示教、

装备操作、作战运用的模块要求合理设计课程内容框架，结合虚拟现实技术和网络多媒体技术，制作出

具有沉浸感和操作性的在线虚拟训练课程内容，提升内容的表现力。 
二是精良的课程制作是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的手段。课程制作是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课程建设的重要一

环，在线虚拟训练课程主要以虚拟沉浸式的方式呈现，对课程制作的要求更高。因此，在线虚拟训练课

程建设阶段需格外关注信息技术开发、多媒体运用、动画演示效果和交互体验等，充分利用情景模拟、

角色扮演、分组对抗等方式，让学员更加真实地模拟装备器材等的使用与操作，实现理论知识向技能能

力的高效转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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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关注学生主体是课程建设质量提升的关键。已经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学习者满意度”“课

程参与”“师生互动”等指标权重占比较高，说明无论是线下课程还是在线课程，“学生主体”的课堂

地位不会改变。学生是知识的直接接受者，对课程质量水平的感受最为直观。在课程设计、制作和实施

阶段都要格外关注学生的需求和感受，从学生需求出发选择课程内容，从学生易于接受的角度设计制作

课程，为学生开展好教学服务，真正落实好学为主体的教育理念。 

5. 总结 

本研究通过文献研究、小型专家会议、德尔菲法等，探索构建起一套由课程设计、课程制作、课程

实施和课程效果 4 项一级指标、8 项二级指标和 22 项三级指标组成的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

量评价指标体系，以期能够为我军军事职业教育在线虚拟训练课程质量提升提供有益的借鉴，达到以评

促建的目的。由于人力、物力、研究水平的限制，该指标体系有待于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和优化。今后将

进一步开展相关应用研究，结合在线虚拟训练课程的评价实践进一步检验指标体系的信度和效度，不断

完善评价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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