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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针对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类人才的大量需求和专业师资队伍相对缺乏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升的矛盾，我们通过校

际共建、校企共建的方式开展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满足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且方式方法切实可

行。以兰州交通大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为例，从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内涵、建设内容和建设特色几个方面进行

探讨，旨在为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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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view of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large demand for rail transit signal and control talents and the 

relative lack of professional teachers, we have developed the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section 

of rail transit signal and control specialty through inter-school co-construc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construction, which meets the needs of professional personnel training and the methods are 

feasible. Taking the rail transit signal and control major of Lanzhou Jiaotong Universit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connotation, cont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professional 

virtual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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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为国家培养掌握铁路信号控制技术和列车运行控制技术的轨道交通行业专门人才，随着国家“交通强国、

铁路先行”战略、“八纵八横”路网规划和大力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战略实施，专业人才缺口巨大；因此，该专业自2012年列入国家《普

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全国开设该专业的院校已多达90所。同时，专业师资力量不足和教学实验实训资源不足的现状困扰着各个

学校。如何解决社会对于轨道信号类人才的大量需求和专业师资队伍相对缺乏专业人才培养质量亟待提升的矛盾，成为了当前轨道交通

信号与控制专业急需解决的问题 [1]。

“虚拟教研室”的出现，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可加速任课教师对课本知识、行业发展的了解程度，缩短新入行教师的“断奶期”；

通过开展师资培训促进不同层次高校之间的教研交流，定会明晰不同的教学目的，从而开展适用各校学生主体的教学活动。在学生实践

能力培养方面，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企校师资共享和新技术培训交流等方式，使得校校、校企优质资源共建共享和学生理论实践结合

能力提升更加易于实施。

在教育部“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的引领下，在自动化专业教指委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教学指导组的协调下，探讨

并实施“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虚拟教研室”的建立模式和实施实践方案。并通过建设“虚拟课程组”、“虚拟课程教学梯队”的方式，

弥补传统教学时空限制的不足、通过专业教研资源的共建共享与交流提升教学能力，促进科研合作，并推动各高校信号专业的快速发

展，为国家轨道交通建设输送更多优秀的专业人才。因此，通过校际共建、校企共建的方式开展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建

设，满足专业人才培养需要且方式方法切实可行。

项目受兰州交通大学本科教学改革项目资助，课题题目：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模式实践（课题编号：JGZ20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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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兰州交通大学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简介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原铁道信号） 专业是自动化大类

（0808）下的特设专业（080802T），为保证行、调车作业安全，

提高车站、区间通过能力及列车解编能力和改善作业人员劳动条

件，培育面向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地铁及城市轨道交通等领域

的信息和控制方面的专门人才，主要教学内容涉及轨道交通控

制、传感器、电子信息技术等方面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兰州交通大学的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原铁道信号）专业成

立于1958年建校之初，是全国唯一自1958年坚持连续开办、具

有鲜明深厚底蕴的轨道交通特色本科专业， 2003年更名为自动

化（自动控制），2009年获批国家级特色专业，2012年按教育部

专业名录更名为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2013年开设了茅以升特色

班，2019年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于2022年获批教育

部“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建设试点。

在67年的建设发展过程中，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始终

着眼于培养具有轨道交通特色的信号工程技术人才，准确把握专

业技术内涵发展趋势，紧密结合我国轨道交通领域的人才需求特

点，形成了服务国家铁路、地方铁路及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人才

培养体系，具有鲜明的专业特色与学科优势。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毕业学生已成为国内各大铁路局、

地铁公司、设计院、施工单位、总包商、设备厂家信号方面的领

军人物和关键技术人员。近年来，年均本科在校生880人，就业

率稳定在95%以上，为国家“交通强国、铁路先行”战略实施需

要，输送了一批批的信号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就业率100%，是自2012年后新开办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高

校的主要师资来源。

二、虚拟教研室建设内涵与特色

教研室为主要形态的基层教学组织，是推动我国高校教育内

涵式发展的基石。虚拟教研室是跨学科、跨校级甚至跨国际教研

工作者，为解决高等教育教学中的共性、前瞻性问题，利用互联

网信息技术组成的教学研究团队 [2]。

（一）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的内涵

1.虚拟教研室是特殊的教学学术共同体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则以服务于铁路信号和

城市轨道交通信号领域教育教学实践为目标，为教师交流、研

究、提升教学能力提供支持机制，为践行先进教学理念、推广先

进教学技术方法提供培训示范平台，最终通过提升教师教学素

养，实现艺术化、人性化、科学化的知识传递 [3]。

2.虚拟教研室是传统教研室的创新生长

因虚拟教研室具有“成员身份动态灵活性，成员构成虚实结

合性和组织结构动态灵活性”等特点，因此选择网络会议的教研

活动成为常态；教研方式上也不同于传统教研室以权威为核心，

它更体现扁平式管理、民主化研讨、平等性共建和共享。

（二）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特色

1.以点带面、企业参与，盘活教师资源

组建虚拟教研室，充分贯彻教学互助主旨思想，通过打破校

际、校企壁垒，把封闭教学活动变为“线上 +线下”开放式教学

活动，拓展名师经验为群体智慧 [4]，构建基于互联网络的“智能

+”教研大平台。积极开展教师培训，定期开设师资培训班，邀请

教学名师、一流课程负责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现场工程师，针对

专业建设、课程实施、专业新技术进行集中培训，提升一线教师

的教学能力。

2.教研呼应、名师引领，提升师资水平

充分发挥名师引领作用，开展基于网络的虚拟教学团队、虚

拟课程组和虚拟教研室的建设和实践活动，通过校际交流，将零

散的教学研究亮点提升为面向本专业的更广范围成果并进行推

广，整体提升全国各高校本专业教学科研水平。

3.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改善办学条件

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题体系建设、专业核心课程大纲和

教学教案上多校共建共享；基于兰州交通大学“轨道交通信息与

控制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和“信息与控制工程综合创

新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平台，按照虚实结合、线上线下共

享服务的理念，开展专业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共建共享研究，

改善专业实验条件。借用虚拟仿真技术，打造学科交叉实践创新

平台 [5]。

三、虚拟教研室建设内容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虚拟教研室”是一种新颖且有效

的缓解该专业师资紧张的举措。虚拟教研室将突破校际校企间时

空限制，创新“学院 -系 -课程组”和“学院 -教学团队”建设

方法。在虚拟教研室建设过程中，针对“虚拟课程组”和“虚拟

课程教学团队”两方面开展探索与实践，主要建设内容涵盖专业

虚拟教研室教学组织模式、课程资源共建共享和专业教学研究探

索与成果凝练。

（一）初期“点对点”，开展虚拟课程教学梯队建设工作

综合考虑本校教学开展实际情况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初期开

展“点对点”虚拟教研室建设探索；联系学校之间可通过协商确

定一门课程（初选《轨道交通信号基础》或《车站联锁技术》）

开展部分章节的互动授课 [6]，从而达到“名师资源”共享的目

的，并加强线下沟通，旨在提升各校课程教学内容的多元化。

（二）中期“点对多点”，开展虚拟课程组建设工作

总结初期课程教学开展的经验，改进实施策略，调动虚拟教

研室成员单位中承担相同或相近课程的更多教师参与虚拟课程组

内多门课程的网络同步教学、共建共享教学视频和教学案例库、

开展“线上 +线下”结合的课后研讨、改进教学方法并优化课程

教学评价等工作。

（三）后期“多点对多点”，完善虚拟教研室的运行机制

通过加强合作，拓展成员单位合作院校数量，将虚拟课程教

学团队和虚拟课程组建设中的经验推广至多校实体教研室间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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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合作中；同时，积极拓展校企合作，将企业优秀的工程技术人

员补充到虚拟教研室教师队伍中，协同开展新技术培训、工程实

践交流和科研项目合作等工作，达到即提升一线教师的工程实践

经验，又夯实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理论基础，并有效提升学生解

决专业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虚拟教室建设围绕教学团队和教学资源建设核心任务展开，

借助教学研讨、教学实施和教研合作三个层次进行协同推进 [7]。

其中：教学研讨，主要针对同一课程的课程大纲进行探讨、探讨

各校相同课程教学深度的把握，发挥各自特长，从教学内容理

解、教学任务把握、教学手段选择和教学活动组织等多方面，进

行备课、说课和课程教学设计方面的研讨 [8]；教学实践，借助网

络远程直播手段，通过共听、共讲和共评一节课，达到示范学习

的目的，并通过课后研讨开展深度交流，共建共享课程教学视

频、电子课件和教学案例等教学资源；教研合作，积极探索在课

程实施、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教学研究，共同

凝练教学研究成果，并在校际间进行实践和推广 [9-10]；进一步探

究相关课程内容中隐含的科学问题，开展合作研究，通过科研合

作促进教学能力提升。

四、虚拟教研室建设成果

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虚拟教研室建设过程中，通过 “线下 +

线上”教学组织创新模式探索、教学资源共建共享和教学科研互

促合作三个层次协力推进，以期获得以下成果：

（一）建设一支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跨区域教研队伍

探索虚拟教研室在校内、校际和校企联合运行模式，打造一

支为满足行业发展多层次人才培养需要，队伍相对稳定、学校教

师和企业技术人员兼备的教学团队。

（二）形成一套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教学质量指导标准

基于“自动化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特

色，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课程资源建设方面形成优质资

源共享库，逐步完善并力争形成“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教

学质量标准。

（三）共建一批轨道交通信号与控制专业核心课程教学资源

依托国家级“交通信息类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和“轨道交通信息与控制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教学

平台，以及“铁路四电 BIM与智能应用铁路重点实验室”和“甘

肃省铁路信号控制及调度集中工程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利用

“虚拟教研室 B版”平台，充分发挥教学科学互促优势，开展师资

培训交流、协同共建专业、共建共享一批优质在线课程资源（如

《轨道交通信号基础》、《车站联锁技术》、《区间信号与列车运

行控制技术》、《调度集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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