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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等项目的支持下，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近年来得到

持续建设发展，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和升学高校的广泛好评。然而随着我校生源质量不断提高和行业向

多元融合方向发展，亟需针对传统教研体系和育人模式进行改革创新。本文从我校飞行器设计专业特色

及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出发，以所参与的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为牵引，探索适合我校的飞行

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运行机制，提出了惠及教师和学生的“面向实际、立体分层、交叉融合”

双通道人才培养思路和建设方向，可为相关专业和地方院校教学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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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Major Construction Site and other projects, 
the major “Aircraft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Shenyang Aerospace University has been continuous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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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ed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graduates have been widely praised by employers and higher 
universities. However, with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the students’ quality and multi-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aerospace society, it is urgent to reform and innovate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ystem and education mode.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ajor and the prob-
lems in personnel training mode of our school, and guid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teach-
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of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for major “Aircraft Design and Engineering” of our 
school. The ideas “Facing Reality, Solid and Layered, Cross and Integration” for dual-channel per-
sonnel training that benefits both teachers and students, and construction directions are put for-
ward, which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relevant majors and lo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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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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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飞行器设计”作为航空航天类学科中的上游专业，是飞行器研制和应用的重要基础[1]。沈阳航空

航天大学作为地方航空航天类院校的代表，现已建设成为以航空宇航为特色，以工为主，工、理、文、

经、管、艺等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高等院校。其中“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本科专业经过长期发展，已

成为我校航空宇航核心学科中的领头专业，近年来就业势头和生源质量持续向好，毕业生进入清华、北

航、西工大、军科院等高水平院校进行深造发展的比例不断提高。 
为将学校建设成为服务国家国防事业、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发展和辽宁振兴发展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研究应用型大学[2]，我校始终以培养综合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创新型人才为己任，着力突出工程实践在教

育教学中的地位。然而目前我校的实践教学还存在技术设备落后、实践内容脱离实际工程需要等不足，

加之课堂教学内容滞后于当前行业的最新发展，使得学生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的同时，未能将理论与实

际工程相联系，就业能力与行业需要存在一定不匹配。而航空航天产业交叉融合发展的趋势及生源质量

提高的现状，也给学生的“学”和教师的“教”提出了更大考验。若高校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无法在教

学实践中认识并弥补好上述不足，势必影响学生创新应用思维的培养。为适应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需要，

亟需改革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兼顾“教师成长”和“学生成才”两条主线。实际上，高校作为引领社

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源头，高素质的教师队伍和高质量的毕业生皆是其人才培养的对象。 
借着国家推进“虚拟教研室”建设的东风，我们在参与教育部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专业建设类

多校协同”虚拟教研室的同时，重新审视了地方类航空航天类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和自身办学特色，深

入分析了目前我校飞行器设计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将提升工程实践教学质量和更高水平育人需求

与虚拟教研室建设有机结合，初步探讨了教师/学生双向人才培养思路和研究方向。 

2. 专业特色及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2.1. 我校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办学特色 

沈阳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本科专业始建于 2002 年，由“飞行器设计教研室”负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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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经过长期积累，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专业以通用航空飞行器设计/制造为主线，兼顾军用、民用

飞机行业特点，立足辽宁，面向国防，着力培养具有良好的数学、力学基础并掌握飞行器设计基础理论

和技能，具备从事飞行器工程设计基本能力和创新意识的高水平专业应用型人才。先后获批“国家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试点”、“辽宁省一流专业建设试点”、“辽宁省工

程教育改革试点”。专业依托我校航空工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教学平台，将课程设计、实验教

学、实训实习贯穿于整个培养方案，并积极探索校企合作，与多家航空厂所、企业建立了国家级、省级

大学生课外实践工程教育基地，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广泛好评。 
近年来，我校“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持续在全国多个省市一本招生，在地方航空航天类高校中

拥有良好的社会口碑，连续多年省内高考录取平均分在我校各专业中名列前茅，部分年度分数达到省内

211 高校水平。经过四年的学习锻炼，很多毕业生选择进入北航、西工大、南航等更高层次航空航天院

校深造，这些学生的学习态度和实践能力深受升学院校导师的青睐。 

2.2. 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对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当前高等教育已发展成为政府、产业、用人单位等多方与高等院

校的共建平台，近年来涌现了不少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多校联合的发展模式[3] [4] [5]。由于航空航天

学科的复杂性，其人才培养的难度较大，因此“多方共建”贯穿于我校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截至 2022 年

10 月，学校与全球 170 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建立了合作关系[2])，有力促进了我校教学科研水平的提升。

然而，目前航空航天前沿创新和系统设计逐渐由企业院所主导，高校凭借更雄厚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

承担了更多的单一学科的传统工作，师生原创力不足。加之国家、企业、社会对大学科研的投入和期望

不断增加，造成了我国高等院校普遍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价值导向，多数科研成果和最新技术发

展未通过合理设计与教学或实践相结合，不利于我校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具体地，目前我

校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三点： 
1、人才培养模式和教学活动逐渐公式化。虽然我校具备通用航空方向的办学优势，同时也在工程实

践教育方面成果突出，但飞行器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仍与行业最新发展及未来需求存在一定

脱节。此外，校企交流多见于科研课题和工程项目，对于教学的支撑作用不强，开展问题导向的研究型

学习、需求导向的实践型学习的资源欠缺；加之学生接触实际项目的机会较少，导致部分学生在本科阶

段未能建立全面的专业认知，投身国家航空航天事业的热情以及支撑未来事业发展的宏观思维普遍不足； 
2、学生深造未与高水平院校的知识技能需求准确对接。随着我校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能力的不断提

高，我校毕业生选择进入更高层次院校深造的比例越来越高。然而专业培养方案和课程教学目标的更新

无法做到完全与生源质量的提高相一致，本科生参与校级交流和了解更高层次院校的渠道也较少，导致

一些进入更高水平院校深造的毕业生存在知识储备和信心不足的问题。此外，信息交流不畅也使得进入

我校工作的高层次院校毕业生不能尽早了解我校特色，不利于科研发展方向的规划调整； 
3、单一学科的教研室组织形式不利于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目前，飞行器设计学科前沿的重

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成果，大多是多学科融合汇聚的结果。然而目前高校教师的多学科交叉融合意识不强，

由单一学科教师组成的教研室也无法在课程安排上准确向学生传递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思维方式，不利于

学生创新能力的激发和培养，与当前国家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战略不符。 

3. 虚拟教研室建设 

教研室作为高校的基层组织，不但是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据地，更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

养高质量人才的主战场。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如今的教研室已不再单纯从事教学教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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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一鸣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029 187 教育进展 
 

不少高校的教研室与专业一级的组织(系)是等同或合并的，往往由同一学校同一专业的教师在物理空间和

组织结构上天然组合在一起，共同交流和建设某个专业或方向[3]。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科研评价导向日盛，

教研室作为基层教研组织的职能被边缘化，教学事务性管理功能凸显[6] [7]，直接导致高校教学从过去有

组织的交流、研讨和有指导的集体学术活动，转变为教师个性化和随意性的经验活动，教学质量监控变

为缺乏“集体教学自律”的个人教学质量评估，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高校的教学质量[8]，也使得教学内容

在当前学科交叉融合的背景下缺乏灵活性和创新性。这其中除了高校科研评价导向的原因外，也存在单

一专业或学校教育资源局限、同专业师资知识结构相近及时空条件限制(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等因素。

这就要求我们在恢复、完善和提升原有教研室功能的基础上进行思路转化和组织创新，探索新形势下有

利于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基层教研组织的新形态[6]。虚拟教研室应运而生。 

3.1. “虚拟教研室”发展现状 

虚拟教研室(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VTRS)是跨学科、跨校、跨地域教研工作者，为解

决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共性、前瞻性问题，利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图 1)组成的教学研究团队[6] [9]。虚

拟教研室不打乱原有院系和教研室格局，不影响传统教学活动的实施和管理，在此基础上，为有互通教

育资源、提升学科交叉教学水平或解决共同感兴趣的科研问题等意愿的教师组成“虚拟线上组织”，形

式上如同一个教研室。虚拟教研室不但可以开展跨时空远程交流研讨，促进多学科交叉、多种技术融合，

还能够建立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长效协作发展新机制[4] [10]。 
2020 年 2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印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0 工作要点》，把“全面加强基层教

学组织建设”列为工作要点之一。2021 年 7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启动了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工作，并

指出：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全面提高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是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和

重要支撑。虚拟教研室是信息化时代新型基层教学组织建设的重要探索[11]。虚拟教研室的提法实际由来

已久。例如，2008 年为解决西部基础教育区域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陕西省依托陕西师范大学

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组建基础教育学科专家组和虚拟教研室[12]；又如，中国政法大学王锦欣[13]
和肇庆学院周丽[14]探讨了金融、经济管理等专业虚拟教研室及其在课程建设中的应用。云南省“土木工

程类专业协同发展”虚拟教研室(成员单位包括昆明理工大学、西南林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昆明学院

等 13 高校)将虚拟教研室提升到了校际联合专业建设层面，开展了包括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核心课

程建设及跨校联考合作等探索[15]，是区域性“多校协同”虚拟教研室的典范。伴随教育部虚拟教研室试

点的遴选，更多高校开始进行课程、校级和校际平台的相关探索和实践。其中，由中北大学牵头建设的

教育部“教学信息化研究虚拟教研室”从疫情形式下保障线上教学的“线上会议”组织(“杏云”教务教

学信息化虚拟教研室)发展而来，目前是全国唯一一个致力于信息化教学研究的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在

虚拟教研室建设方面起步最早，在虚拟教研室的运营模式、建设路径、管理办法等方面作了有益探索[16]，
其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值得持续关注。 
 

 
Figure 1. Relationship within VTRS Construction 
图 1. 虚拟教研室建设逻辑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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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 

2021 年 7 月教育部启动虚拟教研室试点遴选以来，我校飞行器设计教研室积极响应，依托“飞行器

设计与工程”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开展了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并作为 9 所航空航

天类院校之一参与了由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牵头的全国性“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的申报工

作。2022 年 3 月，教育部公布首批 439 个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名单[17]，“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虚拟

教研室”作为全国性“多校协同”专业建设类试点获得批准。该实验室面向未来航空器、航天器、导弹

与火箭、临近空间飞行器等国家战略装备飞行器对创新型人才的迫切需求，以现代信息技术为依托，采

用“8 + 1 + N”(即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 + 航空航天行业界和教育界 + 全国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

相关高校)协同组织模式，建设以飞行器设计行业人才培养顶层规划、全体教师共同发展、教学资源共建

共享为核心目的的“智能+”新时代基层教学组织。 
自“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2022 年 5 月 8 日启动以来，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全面参与了

各项工作，国家“优青”、航空宇航学院张业伟院长作为我校负责人进入管理委员会，教育部高等学校

航空航天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航空发动机学院艾延廷教授作为专家委员会委员指导我校虚拟教

研室建设，我校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带头人、航空宇航学院副院长邱福生教授和飞行器设计工程系副

主任杜一鸣讲师作为工作委员会委员全面负责虚拟教研室研究和建设工作。作为地方航空航天类院校，

如何通过虚拟教研室平台进一步打通与中央高水平院校的交流合作通道，最大限度地利用航空航天行业

界和教育界的优质资源服务于我校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持续激发教师的教研创造力和科研生产力，是

我校参与全国性虚拟教研室需要考虑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北京市提出的“双培计划”能够提供一

些参考[4] [5] [18]。“双培计划”作为“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计划”的子项目，是深化北京高等教育综合

改革，推动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的重大举措。“双培计划”打破北京地区高等教育的央属和市属二元结构

割裂发展局面，将优质教育资源有机融合，辐射、带动市属高校高水平、专业型人才培养，服务首都经

济社会发展[5]。其中，北京印刷学院作为地方院校与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北

京交通大学以及北京林业大学五所央属高校在网络与新媒体(互联网电视和互联网新闻)、动画、物流管理、

文化产业管理专业方向开展本科生联合培养、共同教研、机制创新[4] [5]；北京信息科技大学与清华大学、

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围绕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联合开展“双培计划”项目，形成了央属高校培养为主、

本校培养为辅、多校联合的人才培养新模式[19]。北京交通大学利用“双培计划”项目的建设经验，推动

信号处理系列课程和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等虚拟教研室的建设[18]，其中由其牵头建设的“轨道交通

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入选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更令人欣慰的是，虚拟教研室的建

设成果已在石家庄铁道大学[20]、唐山学院[21]等地方院校实习实训、课程建设、师资培训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促进了高校间的交流和各自发展，可谓央属高校和地方院校成功合作的典范，值得其他全国性虚

拟教研室借鉴。 

4. 基于虚拟教研室的地方院校双向人才培养模式 

针对上文提到的我校飞行器设计专业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问题，我校可以在继承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

业全国性虚拟教研室大规模“多校协同”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联合航空厂所企业和校内相关学科，提

炼建立结构更加合理、适应我校发展需要的“校企协同、多校联动、学科交融”且师生共同深度参与的

信息化飞行器设计专业虚拟教研室平台(图 2)，将行业指导、资源共享和多学科交叉渗透到培养过程的各

个环节中，引导学生建立专业兴趣，适应行业发展，同时对接高层次深造知识技能需求，培养多学科融

合创新思维，并为我校青年教师提供更广阔的学习和合作渠道，探索地方航空航天类院校“面向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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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体分层、交叉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路径和信息化智慧教育教学手段。 
 

 
Figure 2. Generality and SAU’s “person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VTRS 
图 2. 虚拟教研室建设中的共性与沈航“个性” 

4.1. 人才培养思路 

4.1.1. 面向实际，校企协同 
开展深度产教融合，突破教育教学仅由教师参与的限制，依托航空航天厂所企业深度参与行业发展

的优势，将一线研究人员作为“企业导师”纳入到培养方案制定、教材编写和日常教学的框架中来，在

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渗透工程思维、技术现状和行业发展。共同引导学生在低年级普遍建立起专业兴趣，

在高年级主动关注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逐渐形成适合自身的发展规划(图 3)。协助学生完成从课堂

到岗位的实质转换[3]的同时，为教师打通对外交流的渠道，促进校企项目合作。 

4.1.2. 立体分层，央地对接 
深挖我校飞行器设计专业教育教学的特色和短板，面向学生升学和青年教师毕业来校工作，与高

层次央属院校建立资源共享、交流合作渠道。不但可以为学有余力以及有升学规划的学生提供课后知

识技能的自学方向和必要指导，还可以为学习有困难的同学提供更适合自己的教学资源以及本校不具

备的虚拟仿真、虚拟实验条件，实现立体分层引导和差异化培养。加强学校自身特色宣传，吸引青年

博士毕业生来校工作，使他们能够尽快根据我校特点规划调整研究方向，实现学生升学和青年教师来

校的双向衔接。此外，也可借鉴北京“双培计划”，探索地方院校与央属高水平高校共同培养优秀学

生的方案[4]。 

4.1.3. 交叉融合，拓展创新 
改变目前单一学科固化的教研室组织形式，立足交叉融合实现科技创新的国家战略，将我校人工智

能等新兴学科及其他相关学科有意向开展合作教学和科研的教师吸纳进飞行器设计专业虚拟教研室平台。

共同寻找创新汇聚点并鼓励学生参与研讨和项目研究工作，围绕某一课题共同为研究生或本科生开设高

层次课程，相关成果及时在课堂中呈现，将学生创新思维拓展与多学科交叉融合紧密结合，同时扭转目

前我校教师科研成果单一且存在低水平重复的问题。 

4.2. 建设方向建议 

为实现上述人才培养思路，同时保证虚拟教研室这一“非正式”基层教学组织的正常运行，需要从

平台形式、运行方式、管理制度等方面开展细致建设。具体建设方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1、建设高效可靠的线上交流/资源共享平台。虚拟教研室平台需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师生共同参与

原则，主要是使学生通过平台与本校教师、企业导师和外校教师建立沟通，带权限访问资源(由本校教师

审核开放权限，保障知识产权和资源不被滥用)并参与线上讲座。二是高效易用原则，应充分利用智能手

机方便高效、交互手段丰富多样的特点，采用微信虚拟教研室小程序等形式，最大程度上方便各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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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tudent Growth Drive Chain” oriented by industry demand 
图 3. 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学生在校成长传动链” 

 

2、设计开展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活动。虚拟教研室作为开展飞行器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平台，其核

心仍是具体的教学和研究活动。为此，需要通过师生广泛调研推荐和组织座谈等形式探索设计多种形式

的线上/线下教学和科研活动，使这些活动通过有机结合服务于学生在校全周期的成长教育。大连海洋大

学沈璐等提出以“虚拟教研室”为手段，从党支部、教研室、班导师三个维度探讨了服务于党建、教研、

学工“三位一体”的新型基层教研组织构建模式，不失为一种值得思考借鉴的思路[22]； 
3、进一步发挥科研对教学的促进作用。虚拟教研室平台应能够整合厂所企业和高水平院校教育和科

研资源，并利用信息技术优势，打破时空交流壁垒，帮助教师寻找研究方向与工程应用的结合点，在通

过项目合作提高教师队伍科研能力的同时，注重科研资源向教学内容的转化，通过设计工程实践案例、

技术产品“云观摩”等形式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4、积极探索适合线上协同和多学科交叉的组织管理模式。虚拟教研室作为基层教学组织的新形式，

只有通过持续的人力和资源投入才能发挥更大的高质量育人作用。因此有必要建立健全适用于虚拟教研

室的组织保障体制以及适应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流合作机制，从制度层面保障平台建设，管理教师教学

绩效，例如对通过平台开展教学活动的教师予以奖励等。 

5. 结论与展望 

基于虚拟教研室的飞行器设计专业校企/校校/校内协同育人机制不但是提升我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

养能力的进一步举措，也是面向分层个性化育人目标的积极探索，不仅能够通过校企协同培养学生的专

业兴趣和思维，也能通过校校联合储备优质教学资源并拓宽深造和人才引进渠道，更能够以多学科交叉

融合为手段提升师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 
我校作为航空航天特色地方院校，已经具备通用航空、飞行器设计/制造和工程实践教育等方面的传

统办学优势，若能进一步利用好地处东北老工业基地和我国航空工业发祥地的天然条件，充分发挥信息

化虚拟教研室平台的互助互通组织优势，必将极大提高我校飞行器设计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虚拟

教研室相关建设成果通过移植也可推广至其他专业，更能为东北地区地方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沈航

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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