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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文科建设致力于打破传统文科教学壁垒，强调教育内容与时代发展相契合，而外语教学是

新文科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将虚拟仿真技术与外语教学相融合逐渐成为促进新文科建设的一种有

效办法。文章分析虚拟仿真技术在应用于外语实验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痛点，设计具有个性化多元评测

引擎的虚拟仿真平台，研究创新型外语教学模式，以此增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能力，构建优质外语类

虚拟仿真实验课程资源，提升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能力，为培养新文科背景下的高水平创新型外语人

才提供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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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虚拟仿真技术发展迅猛，正在与各

行各业融合，推动产业技术加速进步。2022 年

11 月，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

印发《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6 年)》[1]，提出加速虚拟仿真技术与

教育培训等多行业多场景的融合，要在中小学

校、高等院校、职业学校建设一批虚拟仿真课

堂、教研室、实验室与虚拟仿真实训基地。《教

育部高等教育司 2023 年工作要点》中也明确指

出：“我们要加快虚拟仿真‘2.0’建设，加强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指导建设。”[2]  

    新文科建设势头正盛。高校要建设新文科，

就必须重视外语教学，培养精通外语、擅长交流

的高端复合型人才[3]。而传统外语实验教学主要

以视听说为主，注重跟读、答题、写作，学生在

交互练习中缺乏参与感，实际收获少[4]。将虚拟

仿真技术应用于外语类实验教学，设计“虚实结

合”的实验课程，能弥补传统外语实验教学的不

足，从而提升教学效果。当前，虚拟仿真技术与

外语实验教学的结合受到众多高校的高度重视，

但在实行过程中也遇到一些挑战。为此，本文通

过对虚拟仿真技术在外语实验教学中的应用研

究，分析虚拟仿真技术与外语实验教学融合过程

中的难点，设计创新型外语教学模式，对传统外

语教学模式实行变革。 

    一、虚拟仿真技术的研究现状分析 

    虚拟仿真技术是一种融合了计算机技术、人

机交互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多种前沿技术而形

成的新型技术，它起源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

当时主要应用于军方飞行员和宇航员的模拟训

练。经历近百年的发展，虚拟仿真技术已经能

和各个产业相融合，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

的重要方向。目前，虚拟仿真技术根据展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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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分为虚拟现实(VR，virtual reality)，混合现

实(MR，mixed reality)和增强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5]。我国对虚拟仿真技术的研究与创新格

外重视，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21—2035 年)》[6]中，虚拟仿真技术被着重

提到。教育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领域的重大变

革，而虚拟仿真技术是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推动教

育模式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在外语类实验教学与虚拟仿真技术融合方

面，刘陈稳[7]分析了目前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共

享平台搭建过程中遇到的难点，并提出解决方案

来推动共享平台的创新；侯慧[8]等人阐述了国内

外虚拟仿真实验的发展，总结虚拟仿真实验建设

存在的问题，并对后续虚拟仿真技术的发展进行

展望；李颖[9]探讨了虚拟仿真技术对于外语教学

模态再建的促进作用，通过虚拟仿真技术可以使

学习者在虚拟场景中学习交流；乃瑞华[10]研究虚

拟仿真技术在外语口译教学中的应用，激发学生

对于口译的热情与活力；栾琳[11]等人研究虚拟仿

真环境下大学生英语词汇的掌握能力，结果显示

虚拟仿真环境能增强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和积极

性，提升学习者的英语词汇掌握能力。 

    在外语类虚拟仿真建设方面，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于 2018 年建设“VR 虚拟仿真外语实

训中心”，开创了外语类虚拟仿真实验室建设新

潮流[12]。随后，四川外国语大学、北京外国语大

学、大连外国语大学等知名外语类高校先后建设

VR 虚拟仿真实验室，覆盖口译、跨文化、商务、

演讲、会议等多个专业领域。其中，北京外国语

大学与外研在线合作共建“全球语言文化 VR 实

验室”，以沉浸式、交互式的 VR 技术创新外语实

验教学模式[13]。大连外国语大学通过 VR 虚拟现

实语言实训中心的建设，为学生打造一个工作

与学习结合、理论与实践一体化的仿真业务操

作平台[14]。湖南师范大学将“一带一路”文化

背景融合到虚拟仿真实验课程中，建设为虚拟仿

真实验类的首批国家级一流本科课程，不仅提高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而且培养了学生的跨文化交

际能力[15]。 

    教育部从 2013 年开始大力推动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项目的建设。截至 2023 年年底，在国家

级虚拟仿真课程实验平台 iLab 注册共享的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已达 3 525 项，但外语学科的虚拟

仿真实验课程仅有 19 项[16]。在 2023 年评审的国

家一流课程(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中，外语类

虚拟仿真项目只有 2 项。因此，加快外语类虚

拟仿真教学资源和课程的建设，进一步探索虚拟

仿真技术在外语类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具有重要

意义。 

    二、虚拟仿真技术在外语教学中应用的现实

问题 

    虚拟仿真技术将虚拟现实带入教学实践，丰

富课堂教学方式与教学实验内容，为学生提供一

个拓宽视野、加强训练的平台，帮助学生提高学

习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与专业实践能

力。然而，目前虚拟仿真技术与外语教学的融合

还存在不少问题。 

    (一) 优质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匮乏 

    截至 2023 年年底，在国家级虚拟仿真课程实

验平台 iLab 注册共享的国家一流课程共有 1 194

项，省级一流课程 1 308 项，其他实验课程 1 023

项。如表 1 所示，在 iLab 实验平台，虚拟仿真课

程占比最多的学科大类为工学，共计 1 613 项，

占比 45.76%；而文学类的虚拟仿真课程仅为 93

项，占比 2.64%。 
 

表 1  iLab 实验平台中各类虚拟仿真课程分布情况 

类别 数量 类别 数量 

工学 1 613 历史学 20 

理学 454 农学 156 

经济学 100 教育学 66 

文学 93 艺术学 187 

医学 503 管理学 248 

法学 83   

 

    如表 2 所示，在 iLab 平台，外语类国家一流

虚拟仿真课程仅有 7 项，占比 0.58%；而外语类

省级一流虚拟仿真课程仅 13 项，占比 0.99%；其

他类仅 3 项，占比 0.29%。由此可见，优质外语

类虚拟仿真项目少之又少，加快构建优质外语类

虚拟仿真课程资源显得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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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iLab 实验平台中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情况 

 
国家一流 

课程 

省级一流 

课程 

其他实验

课程 
合计

总数 1 194 1 308 1 023 3 525

文学类 42 38 13 93 

外语类 7 13 3 23 

 

    外语教学资源具有多种形式，如图像、视频、

音频、文本等。如何将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制作

成高质量的学习实践资源，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

工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虚拟仿真

资源中的语言内容质量不高，而只有高质量的语

言内容才能达到实践训练的目的。例如在口语对

话、发音细节等方面，对教师的专业度具有一定

的要求。语言的学习不仅仅是对词汇和语法的掌

握，还包括对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和社会语境的

了解。优质外语教育需要结合不同文化背景和当

下的语言环境，虚拟仿真课程往往难以完全模拟

这些文化和社会背景，对于文化背景和语境的还

原与展示也存在一定困难。另一方面，虚拟仿真

资源中的真实场景模拟和设计难度大，例如日常

交流、专业研讨、商务会议等场景中的用户行为

交互，普通外语教学团队难以独立实现，需要专

业技术人员参与设计，因此，这类资源在外语类

虚拟仿真课程中较为匮乏。 

    (二) 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资源开发成本高 

    一个标准的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的开

发过程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项目规划：确定教学资源的目标和范

围，明确教学需求、教学目标、教学对象、技术

路线、评估及反馈机制，制定详细的项目计划和

时间表。 

    二是内容设计：教学目标的场景化实现。根

据教学目标制定教学互动规则、教学策略、课

程大纲，确保教学内容的合理性、实用性、全

面性。 

    三是教学资源制作：创建虚拟教学场景、交

互模型，利用三维建模工具生成虚拟三维模型，

通过建模、渲染和动画生成等技术，将现实世

界的著名场景如故宫、人民大会堂、埃菲尔铁塔

等转化为计算机能够识别的数据，展示在学习者

面前。 

    四是软硬件开发：使用合适的技术平台和工

具，进行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的开发和制作，包括

虚拟环境的构建、平台的搭建、多媒体资源的制

作等。 

    五是网络部署：将虚拟仿真教学资源部署到

指定的平台，并针对目标师生进行推广培训，确

保师生能够正确使用教学资源。 

    六是信息采集：收集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师

生实验数据，并对数据进行分析提炼，针对性地

优化教学资源，以提高教学效果和用户满意度。 

    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资源的开发涉及多方

面的技术支持，包括 3D 建模渲染、软件开发、

视觉设计等，这要求技术人员拥有扎实的技术功

底和丰富的设计开发经验。从规划、设计到开发

测试需要很长的周期，一旦虚拟仿真资源开发完

成，后期的迭代更新也是一项挑战，因此，目前

国内大多数高校都是直接购买厂商的成品，后期

缺少迭代计划。为了支持虚拟仿真课程资源的稳

定运行，还需要使用高性能计算机、服务器和其

他高质量硬件设备，设备的购置与维护也是不可

忽视的成本支出。这些现实问题都对优质外语类

虚拟仿真课程资源的建设影响深远。 

    (三)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受限 

    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虽然在教学过程中能

为学生提供互动性，但在辅助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方面存在不足。首先，当前的外语类虚拟仿真课

程是根据统一的教学目标及教学内容设计制作

的，无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和适应每个学生

的学习节奏。课程内容更偏向于一般性的教学，

缺乏针对学生学习差异和兴趣的个性化设置，导

致学习效果不明显。 

    其次，虽然目前的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可以

收集学生的学习数据，但在实际应用中，学生数

据的利用并不能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尽管有算法

和技术来预测学生的学习进度与需求，仍然面临

着数据采集和分析的局限性，导致系统无法充分

理解每位学生的学习风格、偏好和学习动机，从

而影响了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精准性。虚拟仿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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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个性化还受到教师资源和技术限制的影响。

有时，教师在使用虚拟仿真技术时缺乏对个性化

路径规划、实施的支持与培训，缺乏专业知识和

技能，使他们难以最大化地利用虚拟仿真平台提

供的个性化功能。这同样限制了课程个性化发展

的可能。 

    (四) 外语教学模式缺乏创新 

    目前，虚拟仿真课程还未完全融入高校外语

教学中，大多数老师依然沿用传统的外语教学模

式，如课堂讲授、文本阅读、口语训练等。这些

方式缺乏创新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学生的学

习兴趣。而结合了虚拟仿真技术的外语课程大多

也基于传统的教材与教学方法来设计教学模式，

难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兴趣与爱好，学生在一段时

间的学习后，依然无法提升参与度和积极性。另

外，大多数虚拟仿真课程的实时反馈存在一定延

迟，可能会影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及时纠错的能

力与学习体验，并且虚拟仿真课程对学生学习数

据的收集与分析不充分，无法展现学生的多维能

力数据，因而无法提供精确的学习进度分析以及

个性化辅导，使得学生难以找到适合自身的学习

方法与策略。 

    三、基于虚拟仿真技术的创新性外语教学模

式设计 

    (一) 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架构设计 

    虚拟仿真平台是用于创建、管理和执行虚拟

仿真应用程序的软件工具。优秀的虚拟仿真平台

必须具有真实性、易开发性、跨平台兼容性等

特性，因此，本文遵循虚拟仿真技术应用的标

准化设计原则，从平台功能、用户交互、实现

技术等方面设计用于外语教学的虚拟仿真实验

平台。 

    平台划分为多个层次，分别有资源仿真层、

基础服务层、自动评测层、数据分析层、互动交

流层等五个功能模块。通过虚拟仿真教学平台，

教师能够进行虚拟仿真课程的设计、发布与修

改，对学生在线学习情况以及个人能力分析进行

查询统计；管理人员能够实时监控虚拟仿真教学

平台的运行、使用情况，保证虚拟仿真平台的稳

定运行；学生在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完成课程的学

习后，可以实时获得系统反馈，了解自己的优势

与不足，方便后续进行针对性强化学习。 

    外语类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的具体功能

如图 1 所示。 
 

 
图 1 虚拟仿真教学实验平台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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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资源仿真层 

    优质的实验资源是虚拟仿真平台构建的关

键和核心。本层主要关注实验资源及虚拟化实验

环境的创建、管理，为学生提供多元学习内容、

学习路径和任务：一是课程信息管理，包括创建、

编辑、发布课程，使用数据库技术实现对文本、

音视频、课件、教学用例等资源的存储、展示；

二是虚拟化实验环境的构建和管理，包含虚拟场

景设计、角色扮演、交互路径、实践内容，提供

常见的场景、物体、动画的虚拟仿真资源库，满

足资源开发标准化原则，实现资源的“易开发”。

资源仿真层涉及图像设计、3D 建模、虚拟现实

等跨领域技术，通常需要美术设计师、软硬件开

发工程师、教育专家等专业人员联合开发，才能

为学生提供逼真、沉浸式的学习实践体验。 

    2. 基础服务层 

    基础服务层提供平台的基础功能，如：用户

管理，管理学生、教师以及其他使用者的账户、

权限和角色等信息，具有身份验证、访问控制的

功能；运行环境管理，包括实验设备、网络拓扑、

软件环境等的配置；安全管理，确保系统和实验

数据的安全性和保密性，防止非法访问和攻击，

提供系统监控、数据缓存、日志服务、容灾等系

统性功能；学习管理，管理学生提交的实验报告、

批改结果以及成绩统计等信息。基础服务是平台

平稳运行的保障，通过这些基础功能，平台能够

有效地支撑上层功能，满足用户需求。 

    3. 自动评测层 

    自动评测层是通过自动化的方式对学生的

实验过程、结果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学生的表现，

提供相关学习报告，及时给予师生反馈。外语类

虚拟仿真课程实验的评测有着特殊性，因为外语

学习涉及语言的灵活运用和多样性表达，同一个

问题可以有多种合理回答方式，这使得单一的评

分标准无法覆盖所有的可能回答方式，需要从多

维的角度来评价学生的实验表现。通过采集学生

在实验过程中的行为、发音、词汇等数据，集成

语音识别技术如 Google Speech-to-Text[17]，将语

音转录为文字，实现发音识别；或是从数据中提

取语音特征、语法特征、词汇特征、内容特征等，

通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算法[18]、机器学习[19]模型

等建立特征模型，对提取的特征进行检测，对学

生的发音错误予以识别及纠正，最后实现对实验

课程表现的自动多维度评分。 

    4. 数据分析层 

    在外语教学中，实验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实践

性的情景交互、对话交流，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

能力，理解不同文化背景和语境，加深对语言语

法、词汇的理解。而虚拟仿真平台不仅可以完成

实践的目的，还可以通过实践的结果了解学生的

学习情况，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精准的教学指导，

同时也为教师的教育管理工作提供依据和参考。

学生画像可以帮助老师掌握学生的情况，通过听

力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法词

汇、语用能力、跨文化意识与交际等六个方面的

建模，形成可视化分析界面与画像，方便老师更

好地掌握学生的各项指标能力，从而对学生进行

针对性训练。基于学生的学习数据，包括个人信

息、发音、准确率、学习进度等，通过针对学生

个体学习需求和学习进度的定制化教学方法，利

用深度学习模型处理大规模、复杂的虚拟仿真课

程学习数据，从中了解更深层次的学生特征和行

为模式，提供更符合当前学生知识水平的学习路

径和资源，优化学生的学习体验。 

    5. 互动交流层 

    互动交流层主要提供学生和教师之间的在

线咨询和交流功能，包括在线留言、邮件、讨论

区、在线语音、视频会议等；提供学生和教师对

实验内容、虚拟仿真环境和整个平台的反馈和评

价功能，方便管理员及时接收学生和教师的使用

体验，并进行针对性改进。 

    (二) 创新型外语教学模式设计 

    基于设计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本文致力于

探索具有沉浸式体验和个性化学习的创新型外

语教学模式，如图 2 所示。这一教学模式融合了

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智能评测与个性化学习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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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创新型外语教学模式 

 

推荐、实时反馈与精准辅导三大关键要素，为学

生提供真实、多元、沉浸的教学实验环境。 

    1. 优质课程资源建设 

    当前，构建优质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资源需

要拥有丰富的教学实验内容以及多样化的教学

方式。其中，不仅应该包含传统的文本图像类

学习材料，还应该包含大量优质的音视频、游

戏化学习内容等。优质的外语类虚拟仿真课程

资源建设需要结合当前的语言背景和文化背

景，在新文科大环境下，除了授与语言知识以

外，还应该涵盖对应语言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

会背景，让学生更全面地掌握和理解这门语言。

当然，最新的技术和最优的工具也能提高虚拟

仿真外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其中，虚拟现实

(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能够增强学生的沉浸

式体验感；5G 技术能够降低交互延迟，提升用

户体验；AI 大语言模型能够提供智能化的辅助教

学，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语言和文化背景，同时，

根据学生的需求和学习进度自动调整教材内

容，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与积极性。在虚拟仿

真平台的支持下，教师可以根据不同的语言和

文化环境进行课程设计，通过整合和建设丰富

的语言学习资源，为学生打造一个具有实践意义

的深度学习空间。这是实施创新型外语教学模式

的前提和基础。 

    2. 智能评测与个性化学习路径推荐 

    虚拟仿真实验平台不仅是外语学习实践的

工具，更是个性化学习引擎，它能够根据学生的

个体差异提供定制化的学习路径与课程资源。学

生在虚拟仿真平台学习，平台则对学生学习的过

程数据、结果数据展开分析，运用新兴的智能评

测工具进行自动评估，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动态

和知识水平，并基于评估结果，为每一位学生定

制个性化学习路径，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以适应

当前的学习进度，使学生能够在合适的学习路径

上保持进步和正向积极的学习循环，增强学生的

学习体验和个性化学习效果。 

    3. 精准辅导与课程优化 

    虚拟仿真平台给予学生智能评测和个性化

学习路径推荐，同时也向教师实时反馈学生的学

习进度、完成情况，还为每位学生生成听力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法词汇、语用

能力、跨文化意识与交际等六个方面的用户画

像，使得教师在平台工具的有力支持下实现及

时、直接的个性化辅导，针对学生的知识弱点或

薄弱领域，为其提供针对性的练习和指导，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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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技能训练，助力学生解决难题，满足学习需

求，实现有的放矢、细致入微的教学辅导。在精

准辅导的过程中，虚拟仿真平台提供的丰富信息

也为课程的优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通过分析

学生的实践反馈、作业情况，教师能精准识别教

学过程中的学科难点、知识漏洞，从而调整课程

内容，优化虚拟教学环境。持续的课程优化有助

于教学质量的提高，确保教学内容符合实际需

求、贴近职业实践、深入融合文化背景，形成正

向反馈。 

    优质课程资源建设注重学科深度、多元学科

体验的打造，智能评测与个性化学习路径的推荐

使得学生在定制化的学习轨迹上持续进步，精准

辅导与课程优化构建反馈式学习生态，这三大要

素共同构成一个立体而创新的外语教学模式，旨

在打造更真实的虚拟教学环境，充分挖掘学生的

潜力，提升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 

四、结语 

    虚拟仿真技术与外语实验教学的融合任重

道远。目前国家对新文科建设十分重视，而虚拟

仿真技术能为外语实验教学提供更丰富的体验

与实践，通过虚拟仿真技术能使学生在沉浸式的

语言环境中互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效

果。这不仅是对传统外语实验教学的扩展，还是

对跨文化交流的促进。然而，虚拟仿真技术与外

语实验教学的融合也面临如技术设备限制、个性

化不足等问题的困扰，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技术团

队、外语教师以及高等院校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今后的研究方向可以考虑大语言模型的加入以

及教师角色在虚拟仿真实验环境中的创新，同

时，可以开发更全面更有效的方法来评估学生对

语言的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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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aims to break down the barriers of traditional liberal arts 

education, emphasizing a closer alignment between educational content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Among its many components,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plays a crucial role. Increasingly,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has emerged as an effective method to promote 

the advancement of New Liberal Arts. This paper proceeds from practical considerations. Initially, it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encountered in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to foreign language 

experimental teaching. Subsequently, it designs a virtual simulation platform equipped with a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engine. This platform serves to investigate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models, thereby enhancing students' personalized learning abilities. Furthermore, it constructs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foreign language virtual simulation experimental course resources and enhances 

their sharing capabilities. Ultimately, which offers insights into cultivating high-level, innovative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in the context of New Liberal Arts. 

Key Words: new liberal arts;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foreign languages teaching; personaliz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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