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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果鉴定 

附件1、2018年教学成果鉴定书 

 

图 1-1 2018年教学成果鉴定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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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年教学成果鉴定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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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2016 年教学成果鉴定书 

 
图 2-1 2016年教学成果鉴定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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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6年教学成果鉴定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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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成果曾获奖励情况 

附件3、获奖证明 

 

图 3-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基于创新能力

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图 3-2 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大学计算机 

  

图 3-3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 

—C语言程序设计 

 

图 3-4 国家级精品课程—C语言程序设计 

 

图 3-5国家级双语教学示范课程 

—C语言程序设计 

 

图 3-6 国家级教学团队—大学计算机公共

课优秀教学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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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十二五”规划教材—C语言程序设

计教程 

  

图 3-8 大学计算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图 3- 9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特等奖 

 

图 3-10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   

 

图 3-11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累进创新银奖 

 

图 3-12 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图 3-13 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图 3-14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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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图 3-16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 

比赛最佳演示奖 

 
图 3-17 北京市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基本功比赛二等奖 

 
图 3-18 北京市师德先锋荣誉称号 

 

图 3-19 北京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C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三版） 

 

图 3-20 工业和信息化部十二五规划教材 

—大学计算机基础 

 

图 3-21 中国大学出版社图书优秀教材 

二等奖 

 

图 3-22 自制实验仪器奖（软件）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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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3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优

秀课程 

 
图 3-24 中国大学爱课程杰出贡献奖 

（李凤霞） 

 

 

 

 

图 3-25 中国大学爱课程优秀教师奖 

（李凤霞、陈宇峰） 

 

图 3-26  2018年北京市计算机教育研究会

教学精彩片段交流一等奖 

 

图 3-27 计算机类课程实验教学案例设计

竞赛二等奖 

 

图 3-28 计算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优秀实验

教学案例评选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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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9 高等学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资源

建设成果奖一等奖 

 

图 3-30 信息技术与教学深度融合 

优秀案例奖 

 

图 3-31 计算机基础研究会教改项目 

优秀奖 

 

图 3-32 计算机基础研究会教改项目 

优秀奖 

 

图 3-33 计算机基础研究会教改项目 

优秀奖 

 

图 3-34 国际会议 ICCSE优秀论文奖 

 
图 3-35 全国高校计算机基础教学研究会

学术年会优秀论文奖二等奖 

 

图 3-36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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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建设研讨会优秀论文奖 

 

图 3-38  2016年成果鉴定 

 

图 3-39 软件著作权 

 

 

 

图 3-40 虚拟实验软件 

  

图 3-41 虚拟实验工场在线教学云平台备

案 

  

图 3-42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

理工类专业大学计算机系列课程建设 

 

图 3-43 教育部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

—以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为核心的理工类专

业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研究 

 

图 3-44 教育部教改立项—基于虚拟实验平

台的大学计算机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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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教育部教改立项——基于典型案

例的计算思维虚拟实验高中教学研究 

 
图 3-46教育部教改立项——以计算思维为

切入点的课程建设 

 

图 3-47 教育部教改立项——面向高中的

大学计算机基础先修课程 

 

图 3-48 教育部教改立项——基于虚拟实验

平台的计算思维推广与实践 

 

图 3-49高通公司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面向程序设计能力培养的虚拟实验教

学体系建设与研究 

 

图 3-50 全国研究会教学改革课题—MOOC环

境下虚拟实验教学改革研究 

 

图 3-51 全国研究会教学改革课题—大学

计算机教学中计算机思维的培养方法研究 

 

图 3-52 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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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向计算思维能力培养的课程新体系成果 

附件4、新旧课程体系及新旧课程教学内容的对比 

我们以 08年前、09-12年和现在三个时间点的课程体系和大学计算机课程内

容，说明大学计算机公共基础课在北京理工大学的演变。 

表 4-1 08年前的课程体系 

分层 课程 学科分类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基础 计算机应用基础 全校各专业 2 32 24 8 

程序 

设计 
C语言程序设计 理工类 3 48 32 16 

表 4-2 09年-12 年的课程体系 

分层 课程 学科分类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基础 
计算机科学导论 计算机、软件学院 2 32 24 8 

计算机应用基础 非计算机各专业 2 32 24 8 

程序 

设计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计算机、软件学院 3 48 32 16 

C语言程序设计 理工非信息各专业 3 48 32 16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经管类专业 3 48 32 16 

网页设计基础 文、艺类 3 48 32 16 

表 4-3 现在的课程体系 

分层 课程 学科分类 学分 学时 理论 实验 

基础 

 

计算机科学导论 计算机、软件学院 2 32 22 10 

大学计算机 理工类各专业 2 32 22 10 

计算机应用基础 管、文、艺术各专业 2 32 22 10 

计算机基础 语言类各专业 3 48 30 18 

程序 

设计 

程序设计基础（C语言

版） 
计算机、软件学院 3 48 32 16 

C语言程序设计 理工非信息各专业 3 48 32 16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 理工类化学/材料专业 3 48 34 14 

程序设计方法（c/c++） 本硕博连读班 4 64 48 16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Access) 
经管类专业 3 48 32 16 

数据库技术及应用

（SQL） 
管理专业国际班 3 48 32 16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所有专业 3 48 32 16 

网页设计基础 文、艺类专业 3 48 32 16 

计算机科学与程序设

计（C语言） 
理工非信息各专业 4 64 40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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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体系改革参考的文件： 

 
图 4-1中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 2014  

 
图 4-2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基本要求 

 

表 4-4以大学计算机课程为例的课程教学内容对比 

2006年《计算机应用基础》目录 2014年《大学计算机》目录 

初识计算机 基于计算机的问题求解 

数据在计算机内的表示 计算机信息数字化基础 

微型计算机系统 计算机的工作原理与硬件体系结构 

操作系统和 WindowsXP 计算机软件平台 

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计算机网络平台 

多媒体技术基础 数据处理与数据库 

计算机网络与 Internet 计算与计算科学 

计算机安全 算法与程序设计 

程序设计基础 实用软件 

数据结构 计算机科学前沿技术 

数据库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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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教改项目 

该部分列出的主要是与该成果相关的未出现在成果简介中教改立项。 

1. 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届教改立项：“《大学计算机基础》虚拟实验教学改革”，

1.5 万,执行时间：2012 年—2013 年，参加人：李凤霞，陈宇峰，李仲君，

赵三元，嵩天，史树敏 

2. 北京理工大学教改立项：本校研究型课程教改经费，“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5万。2011年 9月—2013年 1月，参加人：

李凤霞，牛振东，王移芝，高飞，李仲君，李冬妮，陈宇峰，史树敏，黄天

羽，嵩天 

 

 

 
  

图 5-3北京理工大学第十届教改立项：

“《大学计算机基础》虚拟实验教学改革” 

图 5-4北京理工大学教改立项：本校研究型

课程教改经费，“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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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典型教材 

1. 《大学计算机实验》，高等教育出版社，李凤霞，陈宇峰，李仲君，赵三元，

史树敏，2013年; 

2. 《大学计算机》，高等教育出版社，李凤霞，陈宇峰，史树敏，2014年； 

3. 《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三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李凤霞，刘桂山，

陈硕鹰，薛庆，2011年； 

4. 《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习题与上机指导》第三版，王树武，2012 年。 

 

图 4-1 《大学计算机实验》及其软件光盘 

 

图 4-1 《大学计算机》及使用证明 

 

图 4-3 《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第三版 

 

图 4-4 《C 语言程序设计教程习题 

与上机指导》第三版 

 

表 4-1 教材发行统计信息 

序号 教材名称 出版时间 累计印刷次数 发行册数 

1 大学计算机实验 2013.9 10 121,109 

2 大学计算机 2014.9 10 12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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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教改论文 

共发表相关教学改革论文 29篇，本部分列出部分代表论文如下：  
 

 

图 7-1 Chen Yufeng，Liu Xuemin， Huo 

Panpan，Li Lin，Li Fengxia，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Automatic 

Evaluation System of Virtual Experiment 

Report，ICCSE2017 

 

图 7-2 基于 MOOC的虚拟仿真实验方法探

究；李林，李凤霞，兰山，余月[J]. 实验

室研究与探索，2017（36）：111-113 

  

图 7-3虚拟实验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改

革中的研究；李林，陈宇峰，李凤霞，刘琦

[J],中国教育信息化,2017（8）：61-63                

  

图 7-4开放式虚拟实验教学平台研究与实

践；李林，陈宇峰，李凤霞,中国教育技术

装备[J],2017（10）：33-34 

 
图 7-5 Yu Yue, Li Fengxia, Zhao Sanyuan, 

Liu Hua, Virtual Experiment Method for 

MOOCs to Solve Abstract Key Notes and 

Difficult Points,ICCSE2017                 

 

图 7-6陈宇峰，李林，李凤霞，开放式虚拟

实验工场研究与实践，VR技术特色与教学资

源共享-2016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

范中心建设巡回交流会，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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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7 李林，李凤霞，兰山，余月，基于

MOOC的虚拟仿真实验方法研究与实践，

2016年高等学校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建设研讨会暨虚拟仿真技术与教学资源建

设论坛,2016 年 4月 29日 

 

图 7-8余月，李凤霞，赵三元，MOOC环境

下大学计算机课程虚拟实验教学研究与实

践，全国高等院校计算机基础教育研究会

2016年学术年会，2016年 

  

图 7-9 Fengxia Li, Yufeng Chen, Meiling 

Sun, Virtual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Oriented to College Computer 

Curriculum (ICCSE2016), 2016.8.23                

  

图 7-10 余月, 李凤霞. “MOOC+SPOC”模

式下“大学计算机”课程实践与评价调查

[J]. 工业和信息化教育, 2016(39):58-62 

 

图 7-11 李凤霞, 陈宇峰, 余月, 嵩天. 

基于 MOOC/SPOC的课程协同建设与思考

[J]. 计算机教育, 2016(1):17-18                 

 

图 7-12 F. Li, D. Li, J. Zheng and S. 

Zhao. Virtual experiments for 

introduction of computing: Us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C]. 

Frontiers in Education Conference 

(FIE), 2015. p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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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3 李凤霞. 虚拟实验方法全面助力

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J].计算机教育, 

2015(17):1-1 

 

图 7-14 赵霞, 李凤霞, 蔡强,等. 计算机

导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探索[J]. 计算机教

育, 2015(17):13-16 

  

图 7-15 陈宇峰, 刘琦, 李凤霞. 面向计

算思维的启发式虚拟实验教学探索[J]. 实

验技术与管理, 2015(9):116-119                

  

图 7-16 李凤霞, 奚春雁, 彭远红. 以虚

拟实验方法促进计算思维落地的教学研究. 

计算机教育, 2014(3):1-1 

 

图 7-17 嵩天, 李凤霞, 蔡强,等. 面向计

算思维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改

革[J]. 计算机教育, 2014(3)                 

 

图 7-18 薛庆, 陈宇峰, 张东生,等. 基于

分类教学指导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实验

改革[J]. 计算机教育, 20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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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9 李凤霞, 奚春雁, 彭远红. 计算

思维广泛落地于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有

效途径[J]. 计算机教育, 2014(11) 

 

图 7-20 Chen Yufeng, Chang Huijie, Li 

Fengxia. Heuristic virtual experimental 

teaching for computational thinking[C]. 

2014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Intelligent Computing and 

Education Technology 

  

图 7-21 陈宇峰, 李凤霞. 面向能力培养

的个性化毕业设计[J]. 计算机教

育,2013(24):30-33                

  

图 7-22 Li Dongni, Li Fengxia, Chen 

Yufeng, Wang Dan. Comparison on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of computer 

science[C]. 2013 WIT Transactions 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图 7-23 Li F, Song T, Zhao S. A Research 

on the Fundamentality and Experimental 

Teaching Methods of the Course of 

University Computer[C], Computer 

Sciences and Applications (CSA), 

2013:428-430                 

 

图 7-24嵩天, 李凤霞, 宋丹丹. 计算机硬

件技术基础课程教材分析和建设[J]. 计算

机教育, 2011(16):115-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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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5 李凤霞. 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的

发展与思考[J]. 计算机教育, 

2011(7):105-108 

 

图 7-26 李凤霞, 阎艳, 李仲君. 计算机基

础教育要面向应用,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

[J]. 计算机教育, 2010(1):41-43. 

  

图 7-27 嵩天, 李凤霞. 计算机硬件技术

基础课程实验改革[J]. 计算机教育, 

2010(17):65-68                

  

图 7-28邓宏彬, 李凤霞. 关于产学研与高

等教育互动促进的一点体会

[A];Proceedings of 2010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ducation 

Technology and Training(Volume 

7)[C];2010年 

 

图 7-29刘利雄, 李凤霞. “计算机科学导

论”教育改革思路[J]. 计算机教育, 

2009(12):14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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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虚拟实验软件系统成果 

附件8、典型实验列表 

1、大学计算机系列实验列表与典型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序

号 
实验名称 

1 计算机硬件系统虚拟拆卸实验 2 汉字信息编码与转换虚拟实验 

3 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实验 4 水箱水位的仿真计算实验 

5 图灵机模型演示实验 6 数的原码、反码与补码表示实验 

7 不同进制数据的转换实验 8 浮点数的精度、有效位和表示范围实验 

9 数值型数据在计算机中的表示实验 10 二进制算术运算与数据溢出实验 

11 西文字符编码虚拟实验 12 汉字编码与汉字库实验 

13 
微型机部件展示与冯诺依曼计算机

硬件体系构成实验 
14 文件管理虚拟实验 

15 进程管理虚拟实验 16 并行计算原理演示实验 

17 路由器连接虚拟实验 18 广域网通信与邮件传输实验 

19 虚拟分布式网络演示实验 20 虚拟云服务实验 

21 图像的编码与存储实验 22 动画的基本原理实验 

23 动画的编辑与制作实验 24 关系数据库虚拟设计实验 

25 数据存储方式的演变实验 26 SQL语句数据库操作实验 

27 蚁群算法模拟实验 28 路径优化模拟实验 

29 防火墙原理演示实验 30 排序算法设计实验-按身高排序 

31 Word文字处理与排版实验 32 数据处理与图表制作 

33 报告处理与幻灯片制作 34 Word高级编排实验-公式编排 

35 Word高级编排实验-目录生成   

         

图 8-1 计算机硬件系统拆卸实验        图 8-2 汉字信息编码与转换实验 

        

图 8-3 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实验        图 8-4 水箱水位的仿真计算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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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程序设计系列实验列表与典型实验 

序号 实验名称 序号 实验名称 

1 循环程序设计实验 2 数组的存储与访问实验 

3 
冒泡排序算法程序设计实验-按

考生成绩排序 
4 

插入排序算法程序设计实验-让实验班

的学生归队 

5 
选择排序算法程序设计实验-淘

宝店铺的购买热度 
6 指针基本概念实验 

7 结构类型存储方式虚拟实验 8 动态链表实验 

 

      
图 8-5 循环程序设计实验                 图 8-6 数组的存储与访问实验 

      
图 8-7 冒泡排序算法程序设计实验             图 8-8 指针基本概念实验 

 

  



 

25 

 

附件9、虚拟实验课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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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1. 软件著作权：2013 年 8月，大学计算机实验 V1.0，北京理工大学，登记号：

2013SR115791. 

2. 专利：李凤霞，陈宇峰，李仲君，余月，雷正朝，刘咏梅. "基于人机交互

的汉字信息流可视化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201610244240.5，

2016-04-19. 

3. 专利：李凤霞，赵三元，雷正朝，刘永继，张王成，王清云. "一种计算机

指令执行过程的可视化方法". 国家发明专利，申请号：201610244997.4，

2016-04-19. 

 

 

 

图 10-1 软件著作权 

 
图 10-2专利（基于人机交互的汉字信息流可

视化方法） 

 

图 10-3 专利（一种计算机指令执行过程的

可视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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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在线实验教学支撑平台研发与应用成果 

附件11、在线实验教学支撑平台（虚拟实验工场）成果简介 

虚拟实验工场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国家级“大学计算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

支持下与专业公司（北京理工科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产生的一个虚拟实验

教学支持平台。虚拟实验工场是架构在微软云服务上的一个功能完备的在线实验

教学支持平台，提供多课程、多类型、多功能、可定制、可扩展的成套实验教学

解决方案。通过可视化的信息流动、可触及的微观结构，使学生更深刻的理解课

程难度，更牢固的掌握课程重点。网址为：http://www.vrsygc.com 

   

图 11-1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图 11-2 虚拟实验工场-首页 

   

图 11-3虚拟实验工场-实验课程                   图 11-4 虚拟实验工场-实验库 

   

图 11-5 虚拟实验工场-课堂页面                 图 11-6 虚拟实验工场-实验报告

自动评判 

http://www.vrsyg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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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基于在线实验教学支撑平台课程推广应用情况 

在线实验教学支撑平台自 2016 年 9 月开始运行至今，全国范围内已有 185

所高校使用该平台支持教学，开课教师总数为 627 人。其中，185所高校名单见

表 12-1 所示。截止 2018 年 4 月，在该平台上累计开设 190 门课程，建立 464

个课堂，部分课程数据见表 12-2所示。 

表 12-1 虚拟实验工场开课学校名单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北京理工大学 2 北京联合大学 3 湘潭大学 

4 宁夏大学 5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6 齐齐哈尔大学 

7 长安大学 8 哈尔滨工程大学 9 中国传媒大学 

10 河南工程学院 11 安徽工业大学 12 北方工业大学 

13 昆明理工大学 14 河北地质大学 15 哈尔滨工业大学 

16 南阳理工学院 17 华北理工大学 18 西北师范大学 

19 许昌学院 20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21 兰州工业学院 

22 晋中学院 23 山东工商学院 2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25 宁夏医科大学 26 西安科技大学 27 河南大学 

28 长治学院 29 河西学院 30 哈尔滨金融学院 

31 青岛大学 32 周口师范学院 33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34 合肥工业大学 35 河北大学 36 河北金融学院 

37 河北农业大学 38 北京大学 39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40 
北京理工大学珠

海学院 
41 厦门理工学院 4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43 齐齐哈尔医学院 44 武汉科技大学 45 延安大学 

46 西安理工大学 47 怀化学院 48 淮海工学院 

49 东北大学 50 集美大学 51 天津大学仁爱学院 

52 皖南医学院 53 沈阳药科大学 54 西北民族大学 

55 武汉理工大学 56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57 烟台大学 

58 北方民族大学 59 武汉轻工大学 60 六盘水师范学院 

61 湖北文理学院 62 燕山大学 63 大连医科大学 

64 淮阴工学院 65 内蒙古师范大学 66 中南大学 

67 北京工商大学 68 沈阳师范大学 69 中国人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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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中国医科大学 71 济南大学 72 郑州大学 

73 北京化工大学 74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75 深圳大学 

76 东莞理工学院 77 西藏民族大学 78 成都工业学院 

79 四川农业大学 80 青海大学 81 西南林业大学 

82 西南财经大学 83 闽南理工学院 84 天津医科大学 

85 
天津商业大学宝

德学院 
86 首都医科大学 87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交通学院 

88 
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 
89 宝鸡文理学院 90 唐山学院 

91 
福建师范大学福

清分校 
92 北京工业大学 93 安徽大学 

94 安徽工程大学 95 河北师范大学 96 兰州交通大学 

97 北京服装学院 98 中国矿业大学 99 华中科技大学 

100 
湖南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 
101 运城学院 102 重庆邮电大学 

103 陇东学院 104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10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106 兰州大学 107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 108 安徽科技学院 

109 辽宁大学 110 吉林化工学院 111 山东大学 

112 防灾科技学院 113 三亚学院 114 
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

络信息中心 

115 辽宁师范大学 116 重庆大学 117 安阳师范学院 

118 
重庆警官职业学

院 
119 河南科技大学 120 山东理工大学 

121 河南城建学院 122 西安工业大学 123 青海师范大学 

124 中国地质大学 125 苏州科技学院 126 哈尔滨理工大学 

127 
解放军信息工程

大学 
128 内蒙古财经大学 129 太原科技大学 

130 西安外国语大学 131 南京工业大学 132 洛阳师范学院 

133 青岛科技大学 134 哈尔滨学院 135 东北林业大学 

136 甘肃中医学院 137 西安交通大学 138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139 
南京航空航天大

学 
140 黄淮学院 141 安徽教育学院 

142 
无锡职业技术学

院 
143 曲靖师范学院 144 华北电力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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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平顶山学院 146 阿坝师范学院 147 渭南师范学院 

148 
成都信息工程学

院 
149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150 淮北职业技术学院 

151 中国石油大学 152 清华大学 153 新乡医学院 

154 四川师范大学 155 西南石油大学 156 淮南师范学院 

157 中国海洋大学 158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159 嘉兴学院 

160 玉溪师范学院 161 福建师范大学 162 宁波大红鹰学院 

163 南京财经大学 164 保山学院 165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166 蚌埠医学院 167 闽江学院 168 湖北科技学院 

169 海南医学院 170 三峡大学 171 河南理工大学 

172 福州大学 173 湖北大学 174 武昌理工学院 

175 淮北师范大学 176 广西师范学院 177 湖北工业大学 

178 
江苏技术师范学

院 
179 山东建筑大学 180 长春理工大学 

181 北京林业大学 182 中南民族大学 183 吉林大学 

184 
武汉生物工程学

院 
185 中央财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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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 虚拟实验工场课程情况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课堂数量 选课人数 

1 北方工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 6 1997 

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 17 3596 

3 华北理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5 1751 

4 齐齐哈尔大学 大学计算机 9 3333 

5 许昌学院 计算机应用基础 5 984 

6 北京联合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26 689 

7 北方民族大学 计算机专业导论 1 130 

8 厦门理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导论 2 182 

9 湘潭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27 2274 

10 武汉轻工大学 计算思维导论 1 163 

11 集美大学 网络工程导论 1 94 

12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大学计算机基础 1 36 

13 长安大学 大学计算机 7 657 

14 河北地质大学 大学计算机 5 651 

15 湖北文理学院 大学计算机 1 632 

16 哈尔滨工程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9 3973 

17 安徽工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14 1801 

18 宁夏大学 大学计算机 19 1027 

 

选取上表中的 2 所高校在虚拟实验工场的课程详细情况分别参见以下列图片

及文字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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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图 12-1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程页面 

 
图 12-2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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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3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图 12-4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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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页面（李桐老师） 

 

 

图 12-6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页面（刘玉利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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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哈尔滨工程大学 
 

 

图 12-7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程页面 

 
图 12-8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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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9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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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列表 

 

 

图 12-11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页面（崔玉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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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页面（李江华老师） 

 
图 12-13 哈尔滨工程大学在虚拟实验工场上的课堂页面（赵宝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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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虚拟实验方法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成果 

附件13、新旧实验教学体系的对比说明及应用 

以大学计算机课程（理工类）为例，说明 2013 年之前和 2013年之后的理论

教学和实验教学内容的差别，2013年之前的实验教学内容主要是软件应用实验，

包括办公自动化软件 Office 的应用、网页制作、网络基本操作等，与理论教学

内容完全不匹配。2013 年之后的实验教学内容是与针对理论教学内容中的教学

难点、重点进行配置的虚拟实验，解决了课程缺少相对应的实验问题，构建了一

套完整的实验教学体系。 

详细的理论教学内容和实验教学内容的对比，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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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虚拟实验对重点难点解析方法的教学案例 

虚拟实验的重要作用之一是：对课程重要知识点的人机交互验证，对难点内

容的可视化解析，本附件选取 4个典型虚拟实验案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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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虚拟实验方法延伸扩展课程 

1、计算机组成原理（计算机专业类，5 个） 
 

1）、算数逻辑单元虚拟实验 难，交互型 

 

通过人机交互方法使用虚拟 74181和 74182芯片设计具有不同位

数的虚拟算数逻辑单元 ALU，观察算数逻辑运算过程中接口线路上数

据，理解基于芯片集成的算数逻辑单元运算过程。 

 

2）、补码溢出判断电路虚拟实验 难，交互型 

 

采用人机交互的方式使用虚拟门电路搭建补码溢出判断电路，使

用不同的补码溢出判断程序，通过观察电路上数据传输的过程，理解

补码溢出判断的原理。 

 

3）、主存储器构造虚拟实验 难，交互型 

 

通过人机交互方法，使用指定的芯片搭建给定位宽和容量的存储

器，通过存储器的扩展过程，理解对存储器的片选原理，通过观察数

据在芯片中的存储过程，理解存储器的工作原理。 

 

4）、数据校验电路虚拟实验 难，交互型 

 

通过人机交互方法，使用给定的逻辑电路搭建数据校验和检测电

路，观察逻辑电路计算的过程，根据逻辑电路计算的结果判断数据的

有效性，进而理解数据校验电路的工作原理。 

 

5）、内存寻址机制实验 一般，交互型 

 

加深学生对内存的直接寻址方式与间接寻址方式的理解，了解内

存寻址的设计思想以及 CPU获取数据采用的方法，进而掌握内存地址

的设计原理及地址编码方式。 

2、编译原理（计算机专业类，2 个） 
 

1）、数据流过程分析虚拟实验 简单，演示型 

 

对于给定的函数代码，通过动画演示计算机编译原理中的数据流

分析过程，有助于学生理解该过程，同时，通过人机交互方式，使学

生参与完成部分数据流分析过程。 

 

2）、堆栈操作原理虚拟实验 较难，验证型 

 

通过给定的一段程序，模拟程序编译过程中堆栈操作对于内存的

调用情况，让学生直观地了解编译过程中对于内存的占有情况，加深

对于计算机编译过程中堆栈操作原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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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计算机网络（计算机专业类，1个） 
 

1）、网络组播原理 难，交互型 

 

通过对比网络单播和网络组播各自的技术特点，分析组播相对于

单播的优势，引导学生思考在何种情况下应用组播协议更有效。在给

定的网络结构中，完成路由表的配置，掌握组播转发列表等重要概念。 

4、线性代数（数学专业类，4个） 
 

1）、Schmidt 正交化实验 难，交互型 

 

通过构建三维坐标空间展示 Schmidt正交化过程，逐步说明正交

化的计算步骤及其向量在坐标空间的变化，加深理解 Schmidt正交化

方法的原理和几何意义。 

 

2）、三阶行列式运算方法实验 难，验证型 

 

通过虚拟实验场景中的相应操作理解二阶和三阶行列式及其性

质的几何意义，掌握行列式计算的新方式。 

 

3）、矩阵变换与计算实验 难，验证型 

 

通过该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矩阵变换与计算所表现出来的直观的

物理现象。可以把枯燥难懂的矩阵变换与计算的相关公式转变成直观

的现象，从而帮助学生更快、更好的理解矩阵变换与计算的内涵。 

 
 

4）、三阶行列式运算方法实验 难，验证型 

 

通过该实验加深对特征值、特征向量概念的理解。掌握向量在矩

阵变化下的形态变换，了解矩阵特征值、特征向量对矩阵变换的意义。 

 

 

5、大学物理（物理专业类，2个） 
 

1）、伽尔顿板实验 难，交互型 

 

通过伽尔顿板实验的虚拟实现和人机交互过程，观察实验的基本

现象，探究影响小球堆积形状的有关因素，从而理解大量分子随机热

运动的统计规律和涨落现象。 
 

2）、轨道电磁炮虚拟实验 一般，验证型 

 

以轨道电磁炮为例，通过轨道炮模型的虚拟实现和动画演示过

程，观察轨道炮炮弹发射过程，了解其发射原理，并且加深对安培定

则、左手定则以及毕奥-萨伐尔定律等电磁学原理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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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线课程与在线实验的推广应用情况 

附件16、MOOC 中的虚拟实验配置及平台对接 

 

MOOC 的推广带来了新的教学模式，无法做实验成为在线课程的短板，虚拟

实验有效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本项目与中国大学 MOOC平台合作，首次在国内 MOOC

课程李凤霞教授的“大学计算机”引入在线虚拟实验，已经完成 4个学期，得到

广泛应用，十几万学生注册学习。我们的大学计算机 MOOC课程一共有 9周内容，

每周都有一个虚拟实验的视频，分别是：实验 1图灵机模型与计算机硬件系统虚

拟拆装；实验 2字符编码与信息交换；实验 3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实验 4文件

管理与磁盘恢复；实验 5 广域网通信与邮件传输；实验 6 图像生成与图像处理；

实验 7 数据管理与数据库操作；实验 8 云计算与虚拟服务；实验 9 用计算机解

题——算法流程图。其中：字符编码与信息交换、一条指令的执行过程、文件管

理与磁盘恢复、广域网通信与邮件传输这 4 个虚拟实验在 MOOC 平台开放实际的

人机交互操作，并有相应的实验报告。同时，我们的“C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作

为中国大学 MOOC平台首批开设的 MOOC课程，也在开课过程中使用了我们的虚拟

实验。截止到 2017 年 12月，累计超过 50万学生注册学习。 

截止到 2017年 12月，MOOC课程的统计信息如下表所示。 

 

序号 MOOC课程名称 首次开课时间 累计已完成开课次数 累计选课人数 

1 大学计算机 2015.9 5 245082 

2 C语言程序设计（上） 2014.9 7 209886 

3 C语言程序设计（下） 2015.3 6 102539 

 

 “大学计算机”、“C语言程序设计（上）”、“C语言程序设计（下）”三门 MOOC

课程的详细信息以及课程的统计数据分别见以下列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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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计算机 

 

“大学计算机”MOOC 课程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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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计算机”MOOC课程的虚拟实验环节 

  



 

49 

 

2、C语言程序设计（上） 

 

“C语言程序设计（上）”MOOC课程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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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语言程序设计（上）”MOOC课程的开课记录 

 

 

“C语言程序设计（上）”MOOC课程的虚拟实验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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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C语言程序设计（下） 

 
“C语言程序设计（下）”MOOC课程首页 

 
“C语言程序设计（下）”MOOC课程的开课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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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MOOC课程统计数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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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OOC平台和虚拟实验工场之间的无缝对接 

为实现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和虚拟实验工场之间的无缝对接，虚拟实验工场

开发单独的认证机制，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提供了开放的第三方接口。具体流程

分为布置实验和做实验两个阶段： 

（1）任课教师布置虚拟实验  

Step1：由任课老师，登录虚拟实验工场，开设课程，在课程名目下，开设

课堂（对应学堂在线中的课程），选取相应的实验和实验报告，配置好相关参数

（实验时间限制，评分方式，分数值）。 

虚拟实验工场会针对每一个实验或实验报告，生成一个链接地址。 

Step2：任课老师，将每一个实验的链接地址，发布到“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的学习区。 

            

链接中的参数包括实验
ID，虚拟实验工场课堂

ID

创建课程
设置课程的名称，课程起止

时间

分配课堂
设置课堂的授课教师，课堂

的起止时间；

配置课堂实验
增加课堂实验，设置实验的
参数(时间、分数、评分方

式、答题次数)

生成实验链接
生成实验的虚拟工场链接

创建课程

设置实验
将虚拟实验工场的实验链接

粘贴到课程中

任课教师

配置其他教学内容

发布课程

 

任课教师布置虚拟实验 

 

（2）中国大学 MOOC平台的注册用户做实验 

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注册用户（以下简称学生）登录中国大学 MOOC 平台，

选课之后，进入学习界面，点击虚拟实验链接，开启新窗口，进入虚拟实验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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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的单独认证模块，确认学生身份是否为中国大学 MOOC 平台的合法用户。如

果验证通过，为合法用户，校验学生是否在虚拟实验工场中加入了对应的课堂。

此后，打开实验操作界面，学生进行实验。 

虚拟实验工场安全认证模块
1、验证该链接是否安全，是
否来自中国大学MOOC；
2、验证该链接参数是否正
确。

做实验，填写实验报告
验证正确之后做实验并填

写实验报告产生成绩

登录中国大学MOOC平台，点
击课堂中的实验链接，发起

实验请求

学生

加入对应课堂
将该学生加入到虚拟实验

工场中对应的课堂

 

学生做实验 

 

（3）成绩查询 

学生可以在虚拟实验工场中查询课程中的实验成绩。此外，中国大学 MOOC

平台提供了域外导入成绩功能，虚拟实验工场可以将实验成绩导出为 EXCEL文件，

由教师导入到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中，学生可以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中查看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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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基于 MOOC+SPOC 方式推广虚拟实验 

通过 MOOC+SPOC 方式，将虚拟实验推广到国内几十所高校，获得广泛好评。

大学计算机和C语言程序设计的 SPOC课程开设情况参见本附件的第一、第二节。

SPOC课程统计数据以及 SPOC课程建课申请表参见本附件的第三、第四节。 

 

截止 2017年 6 月，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 SPOC开设情况如下图所

示。具体详情见爱课程-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网站：

http://computer.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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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计算机 

截止 2017 年 12 月，基于李凤霞教授的《大学计算机》MOOC 课程开设 117

门 SPOC 课程，超过 50所高校使用虚拟实验，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中南民族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30 2017.6.30 

2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2017春 OFFICE高级应用 2017.3.18 2017.6.17 

3 广西师范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14 2017.6.30 

4 武汉轻工大学 2017春计算思维导论 2017.3.8 2017.7.15 

5 许昌学院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6 2017.6.18 

6 西南林业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3 2017.5.31 

7 南阳理工学院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6 2017.6.30 

8 延安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2 2017.6.30 

9 北京联合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2.25 2017.6.20 

10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2.28 2017.7.15 

11 湖北文理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6.11.16 2017.1.15 

12 山东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11.16 2017.1.15 

13 宁夏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11.4 2017.1.15 

14 中国医科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10.19 2017.2.20 

15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9 2017.1.15 

16 周口师范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6 2017.1.15 

17 成都工业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4 2017.1.15 

18 武汉科技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6.9.20 2017.1.15 

19 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8 2017.1.15 

20 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6 2017.1.15 

21 河南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9 2016.12.24 

22 北方民族大学 2016秋计算机导论 2016.9.19 2016.12.31 

23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1 2017.1.15 

24 哈尔滨金融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6.9.14 2017.1.15 

25 昆明理工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26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5 2017.1.15 

27 河北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1 2017.1.15 

28 怀化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3 2017.1.15 

29 北京服装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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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山东工商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6 

31 河南工程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9 2017.1.31 

32 青海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33 河北金融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6.9.12 2017.1.15 

34 兰州工业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35 六盘水师范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5 2017.1.15 

36 西藏民族大学 2016秋计算机应用基础 2016.9.20 2017.1.15 

37 许昌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5 2016.12.21 

38 兰州交通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39 华北理工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10.8 2017.2.18 

40 西安理工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6.9.5 2017.1.15 

41 集美大学 2016秋网络工程导论 2016.9.5 2017.1.15 

42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2016秋信息技术应用基础 2016.9.5 2017.1.15 

43 河北农业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 2017.1.15 

44 齐齐哈尔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6 2017.1.15 

45 北方工业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 2017.1.5 

46 河北地质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7 2017.1.15 

47 中国地质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 2017.1.15 

48 武汉轻工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5 2017.1.15 

49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16秋计算机应用技术基础

与实践 
2016.9.12 2017.1.15 

50 北京化工大学 2016春大学计算机 2016.3.23 2016.6.30 

51 首都医科大学 2015秋大学计算机基础 2015.11.27 2016.1.20 

  

 

以下选择部分高校（10 所）课程的 SPOC 页面进行展示。具体详情见爱课程-中

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网站：http://computer.icourse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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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山东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山东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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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宁夏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宁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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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医科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中国医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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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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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口师范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周口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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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成都工业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成都工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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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武汉科技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基础（武汉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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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2016秋大学计算机（合肥工业大学 宣城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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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2016秋大学计算机（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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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河南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河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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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C语言程序设计 

截止到 2017 年 12 月，基于李凤霞教授的《C 语言程序设计（上）》《C 语言

程序设计（下）》MOOC 课程开设 50门 SPOC 课程，超过 20余所高校通过 SPOC使

用虚拟实验。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7.4.12 2017.6.30 

2 湖北文理学院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上 2017.3.15 2017.6.30 

3 西安理工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上 2017.3.11 2017.5.6 

4 哈尔滨金融学院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上 2017.3.9 2017.7.1 

5 淮北师范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7.2.24 2017.6.30 

6 兰州工业学院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7.2.28 2017.7.9 

7 长安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上 2017.2.17 2017.6.30 

8 齐齐哈尔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4.1 2016.7.8 

9 青海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1 2016.6.30 

10 北京化工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23 2016.6.30 

11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1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28 2016.6.30 

12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28 2016.6.30 

13 怀化学院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15 2016.5.30 

14 北京联合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11 2016.6.30 

15 太原科技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7 2016.6.30 

16 北方工业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4 2016.6.30 

17 河南工程学院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3 2016.6.15 

18 武汉轻工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7 2016.6.30 

19 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校区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1 2016.6.30 

20 合肥工业大学宣城校区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 2016.3.7 2016.5.31 

21 哈尔滨学院 2015秋 C语言程序设计 
2015.10.1

9 
2015.12.31 

22 北方工业大学 2015秋 C语言程序设计 2015.11.6 2016.1.25 

23 武汉轻工大学 2015秋 C语言程序设计 2015.11.9 2016.1.20 

24 武汉科技大学 2016秋 C语言程序设计 2 2016.11.7 2017.1.15 

25 西安理工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下 2017.4.6 2017.5.31 

26 湖北文理学院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下 2017.3.28 2017.6.30 

27 青海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下 2017.2.21 2017.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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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长安大学 2017春 C语言程序设计 下 2017.3.15 2017.7.15 

以下选择部分高校（10所）课程的 SPOC 页面进行展示。具体详情见爱课程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网站：http://computer.icourses.cn/ 

1、青海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青海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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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京化工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北京化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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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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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怀化学院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怀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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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北京联合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北京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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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太原科技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太原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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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北方工业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北方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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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河南工程学院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河南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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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武汉轻工大学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武汉轻工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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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校区 

 

 

 

 

2016春 C语言程序设计（合肥工业大学合肥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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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SPOC课程统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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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SPOC课程建课申请表 

2015 年，北京理工大学加入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成为联盟理事单位，

成立由李凤霞教授主持的“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并开展工作。通过李凤霞教授主

持的工作组，国内其他院校可以开展基于 MOOC+SPOC 的方式的教学改革，在中国大学

MOOC平台开设 SPOC 课程，每学期需要提交课程租用申请表，如下表所示。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负责人 开课时间 

1 北京联合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丽 2017.3 

2 西南林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 张雁 2017.2 

3 齐齐哈尔医学院 大学计算机 孙贤 2017.3 

4 昆明理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普运伟 2017.3 

5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大学计算机 张伟利 2017.3 

6 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 大学计算机 杨嫘 2017.3 

7 湖北文理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孙艳玲 2017.2 

8 怀化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李晓梅 2017.2 

9 淮北师范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宋万千 2017.2 

10 许昌学院 大学计算机 姬朝阳 2017.3 

11 兰州工业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岐艳芳 2017.2 

12 延安大学 大学计算机 李复星 2017.2 

13 南洋理工学院 大学计算机 邵艳玲 2017.2 

14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大学计算机 王观玉 2017.2 

15 青海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刘志强 2017.3 

16 武汉轻工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刘光蓉 2017.2 

17 武汉轻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光蓉 2017.2 

18 周口师范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彭海云 2017.2 

19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大学计算机 陈春丽 2016.9 

20 河北农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 苑迎春 2016.9 

21 西南林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 张雁 2016.9 

22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大学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付秀丽 2016.9 

23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大学计算机 崔巍 2016.9 

24 哈尔滨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宗明魁 2016.9 

25 河北金融学院 大学计算机 郑艳娟 2016.9 

26 河南工程学院 大学计算机 陶华亭 2016.9 

27 集美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刘年生 2016.9 

28 集美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年生 2016.9 

29 许昌学院 大学计算机 姬朝阳 2016.9 



 

83 

 

30 兰州工业学院 大学计算机 岐艳芳 2016.9 

31 北京联合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丽 2016.9 

32 北京林业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徐秋红 2016.9 

33 六盘水师范学院 大学计算机 石云 2016.8 

34 闽江学院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张福泉 2016.9 

35 宁夏大学 大学计算机文化基础 沈荣 2016.9 

36 青海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刘志强 2016.9 

37 青海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志强 2016.9 

38 山东大学 大学计算机 蒋志方 2016.9 

39 武汉轻工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刘光荣 2016.9 

40 武汉轻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光荣 2016.9 

41  西藏民族大学 大学计算机 王东 2016.9 

42 武汉科技大学 

大学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张葵 2016.10 

43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 大学计算机 邢鹏 2016.9 

44 北京联合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孙力红 2016.3 

45 华北电力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王德文 2016.3 

46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大学计算机 张伟利 2016.3 

47 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 大学计算机 谭忠兵 2016.3 

48 北京工商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陈红倩 2016.3 

49 北京化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上）

（下） 

高敬阳 2016.3 

50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周长胜 2016.2 

51 北京联合大学 大学计算机 林志英 2016.3 

52 华北电力大学 大学计算机 袁和金 2016.3 

53 华北电力大学 大学计算机 郑顾平 2016.3 

54 哈尔滨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上） 宗明魁 2016.3 

55 怀化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李晓梅 2016.3 

56 怀化学院 python语言程序设计 李晓梅 2016.3 

57 怀化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李晓梅 2016.3 

58 青海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金鑫 2016.3 

59 河南省周口师范学院 
大学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 
李亚 2016.3 

60 太原科技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胡静 2016.3 

61 武汉轻工大学 
大学计算机， 

C语言程序设计 
刘光蓉 2016.3 

62 许昌学院 大学计算机 姬朝阳 20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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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首都医科大学 大学计算机 赵相坤 2015.9 

64 哈尔滨学院 C语言程序设计 宗明魁 2015.9 

65 北京服装学院 大学计算机 耿增民 2015.9 

66 北京工商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陈红倩 2015.9 

67 北京联合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上） 李慧 2015.9 

68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C语言程序设计 赵庆聪 2015.9 

69 青海大学 大学计算机 刘志强 2015.9 

70 北方工业大学 大学计算机 杜春涛 2015.9 

 

 

 

以下选择部分高校（10所）课程的 SPOC课程申请表进行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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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哈尔滨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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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河北金融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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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许昌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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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兰州工业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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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六盘水师范学院（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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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宁夏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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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青海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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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山东大学（2016） 

 
  



 

93 

 

9、武汉轻工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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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西藏民族大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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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8、虚拟实验与在线课程在西部地区推广应用情况 

由教育部高教司设立、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慕课联盟负责具体实施的“中西部高校

基于慕课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致力于帮助中西部高校借力慕课资源，探索引入

优质教育资源、快速提高教学效果的途径和方法，推进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体系建设和

师资队伍优化。 

李凤霞教授是该项目工作的主要推动人，参加了 2016年“中西部高校基于慕课的大

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第一次现场工作会和 2017 年“中西部高校基于慕课的大学计

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第二次现场工作会，主要以 MOOC+SPOC方式推动虚拟实验助力计算

思维培养的教学改革工作。部分使用我们的 MOOC 课程和虚拟实验的中西部高校如下表

所 示 。 具 体 详 情 见 爱 课 程 - 中 国 高 校 计 算 机 教 育 MOOC 联 盟 网 站 ：

http://computer.icourses.cn/ 

 

序号 学校名称 课程名称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1 中南民族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30 2017.6.30 

2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2.28 2017.7.15 

3 广西师范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14 2017.6.30 

4 西南林业大学 2017春大学计算机 2017.3.3 2017.5.31 

5 宁夏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11.4 2017.1.15 

6 北方民族大学 2016秋计算机导论 2016.9.19 2016.12.31 

7 延安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5 

8 青海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9 兰州工业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10 六盘水师范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5 2017.1.15 

11 西藏民族大学 2016秋计算机应用基础 2016.9.20 2017.1.15 

12 兰州交通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13 昆明理工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2 2017.1.15 

14 周口师范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6 2017.1.15 

15 成都工业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24 2017.1.15 

16 河北大学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11 2017.1.15 

17 河南工程学院 2016秋大学计算机 2016.9.9 2017.1.31 

 

其中，以青海大学为例说明，青海大学从 2015 年 9 月，在中国 MOOC 联盟平台上

开设青海大学的同步 SPOC 专区，引导学生学习同步的教学内容，通过 MOOC/SPOC 来实

现计算机应用基础的辅助教学，引入我们的虚拟实验和我们的《大学计算机》MOOC课程，

2016年 9月和 2017 年 9月持续开设 SPOC课程，并在 2017年“中西部高校基于慕课的

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第二次现场工作会上交流总结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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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6年“中西部高校基于慕课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第一次现场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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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7年“中西部高校基于慕课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第二次现场工作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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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果在国内外的影响力 

附件19、成果在期刊专题和专题会议的情况 

虚拟实验成果建设以来，得到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学术期刊的认可。《计算机教

育》和《工业和信息化》期刊都开设了专栏介绍我们的虚拟实验和在线教学方法。2014

年《计算机教育》第 207期开设“以虚拟实验方法促进计算思维落地的教学研究”专题，

第 215 期开设 “计算思维广泛落地于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专栏，2015 年

第 245期再次开设“虚拟实验方法全面助力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专题，这三期专题都

重点介绍了我们的虚拟实验方法，而《工业和信息化》在 2016年第 39 期开设专题介绍

了我们的在线教学改革成果。 

为了促进教学改革，与同行老师共同进步，践行虚拟实验理念。2013年，在北京理

工大学首次召开“大学计算机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2015 年 1 月，举办第二届大学计

算机虚拟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2015 年，加入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成为联

盟理事单位，由李凤霞教授主持的“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并开展工作，多次举办

有关虚拟实验和在线教学的国内研讨会。分别于 2015年 12月在深圳大学举办中国高校

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第四次教学研讨会，2016 年 7 月在

青海大学举办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 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第五次教学

研讨会。 

依托成果产生的影响力，2017年成立“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虚拟仿真资源建

设委员会”，委员会主任是李凤霞教授，秘书长是李冬妮副教授，该委员会目的是依托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中心、企业来建设，集产学研

合作优势，使先进的虚拟现实、仿真计算、图形图像等信息技术支持教育教学，实现高

等教育所需要的虚拟仿真实验资源的优化与创建，支持在线教学良性发展，推动新工科

背景下多学科教学的交叉融合，为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教学资源和实验方法的支持。目

前已有 91个单位加入该委员会。2018年 4月 9日，“信息技术新工科产学研联盟虚拟仿

真资源建设委员会”在北京理工大学主办召开“2018年全国高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建设

与产学研合作论坛”。 

以上的 4 个期刊专题、4 次专题研讨会和 1 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建设与产学研合作

会议的详细信息分别见以下列表所示。 

序号 专题名称 时间 

1 以虚拟实验方法促进计算思维落地的教学研究 2014年 

2 计算思维广泛落地与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 2014年 

3 虚拟实验方法全面助力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 2015年 

4 中国计算机 MOOC联盟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组探索与实践 2016年 

5 大学计算机课程实验改革研讨会﹒2013沙龙 2013年 

6 第二届大学计算机虚拟实验教学改革研讨会 2015年 

7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

作组第四次教学研讨会 
2015年 

8 
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

作组第五次教学研讨会 
2016年 

9 全国高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建设与产学研合作论坛 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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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虚拟实验方法促进计算思维落地的教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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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计算思维广泛落地与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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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虚拟实验方法全面助力计算机教育教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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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计算机 MOOC联盟北京理工大学工作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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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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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大学计算机课程实验改革研讨会﹒2013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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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128 

 

6、第二届大学计算机课程实验改革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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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第四次教

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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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高校计算机教育 MOOC联盟“大学计算机课程群”工作组第五次教

学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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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18全国高校虚拟仿真实验资源建设与产学研合作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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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成果在国际会议发出中国声音 

为了更好的推广虚拟实验方法以及在线实验模式，曾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发表相关教

学研究论文，并受邀在国际会议上组织主持在线实验教学专题。研讨虚拟实验教学方法，

宣传推广在线实验教学模式，与国外同行交流教育改革经验，发出中国声音。 

1.2016年日本名古屋大学的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第 11届计算机科学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见图 1会议名称及地点。 

 

（1）发表了一篇题为“Virtual Experiment Teaching and Research Oriented to 

College Computer Curriculum（面向大学计算机课程的虚拟实验方法研究）”的论文，

并应邀在大会上做了论文宣讲报告，获得了论文证书（见图 2 论文宣讲以及证书）。该

论文于同年被全文 EI 检索（见图 3会议论文简介及检索页面）。 

 

图 1 会议名称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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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持了会议的一个专题“课程与课件设计”（见图 4 作为分会场主持人给宣

讲人颁发证书）。 

 

图 2 论文宣讲及证书 

图 3 会议论文简介及检索页面 

图 4 作为分会场主持人给宣讲人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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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会议日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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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年美国休斯敦的 12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Science and 

Education（第 12届计算机科学与教育技术国际会议） 

本次会议应邀主持 Invited Session“Online Teaching（在线教学）”。同时，发表

题为“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for Automatic Evaluation System of Virtual 

Experiment Report（虚拟实验报告自动评判系统的设计与实现）”以及“Virtual 

Experiment Method for MOOCs to Solve Abstract Key Notes and Difficult Points

（基于虚拟实验方法解决 MOOC重难点问题）”的两篇研究论文，其中第二篇论文获得最

佳论文奖。（见图 6-图 13） 

 

图 6 会议名称及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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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Invited ses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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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会议日程安排表 

图 9 发表的论文及其简介 

        图 10 会议论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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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论文宣讲证书 

图 12 最佳论文提名奖证书 

图 13 会议分会场主持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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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年 4月 18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CEAIE）和挪威教育国际合作中心（SIU）

主办“中国-挪威教育日”，李凤霞教授及其团队受邀参加会议，并做“虚拟实验与在线

教学”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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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成果在国内的学术影响力 

为了更好的推广虚拟实验方法以及在线实验模式，从 2013 年以来，在全国性会议

上发表相关教学研究论文并多次做特邀报告，得到了同行们的普遍好评，并有多所高校

采纳了虚拟实验和在线实验教学模式。以下摘录近两年的几次典型的会议情况。 

1．2016年 4月 23日 MOOC联盟和教指委联合召开的《面向计算机类 MOOC 的大规模

在线学习支撑工具》的全国性会议。 

 

图 1. 面向计算机类 MOOC的大规模在线学习支撑工具研讨会 

本次会议我们做了主题为“大学计算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专题报告。 

 

图 2. 会议报告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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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会议日程 

图 4.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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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校园网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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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年 7月 21日，第三届大中华区 MOOC研讨会在西安交通大学召开。 

 

图 1. 第三届大中华区 MOOC研讨会 

李凤霞教授受邀在此次会议上做了主题为“面向在线教学的虚拟实验工场”的专题

报告。 

 
图 2. 会议报告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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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会议部分日程 

 

图 4. 会议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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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6 月 3 日，MOOC 联盟和教指委联合召开的第二届“面向计算机类 MOOC

的大规模在线学习支撑工具”研讨会在兰州大学召开。 

本次会议我们做了主题为“计算机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的专题报告。 

 

图 1. 报告首页 

 

图 2. 会议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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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CCF走进高校，第 501 场：李凤霞教授在合肥工业大学做了题为“在线教育下推

动下的教学改革与发展”报告 

 

 

 

 

 

 

 

 



 

153 

 

九、虚拟实验推广应用效果及部分用户证明 

附件22、虚拟实验在师资和人才培养中发挥的作用 

 

 
2017第十三届北京市级教学名师 

 

2014第十届北京市级教学名师 

 

第九届青年教师教学基本比赛 

 

  北京市师德先锋 

 

 

2013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特等奖 

 

 

 

2015年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竞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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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M竞赛获奖情况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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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 CSP认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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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F CSP认证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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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典型案例 

1. 2013年第十三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特等奖 

作品名称：面向军工装备制造业的智能优化排产软件 

获奖人：王妍、 李邈等 

（1）王妍 2011 级硕士生 学号 2220110268 

后续发展：获得国家奖学金、EMC 奖学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等荣誉，硕士期间的

研究成果获得第二届全国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奖。现就职于工商银行软件开发中

心，负责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的设计与开发，获得工商银行科技进步一等奖、最佳程序

员等荣誉。 

（2）李邈 2009 级本科生  学号 07110903 

后续发展：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理工硕士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北方工业奖学

金、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理工大学青春榜样等荣誉，现就职于百度搜索业务事业群，

获得最佳新人奖、明星项目奖等荣誉。 

2. 2015年第十四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二等奖、累进创

新银奖 

作品名称：面向军工装备制造业的智能工艺规划系统 

获奖人：吴旭辉、靳洪博等 

（1）吴旭辉 2012 级本科生 学号 1120121958 

后续发展：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理工硕士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现担任课题组

执行负责人。 

（2）靳洪博 2013 级本科生  学号 1120131943 

后续发展：以优异的成绩保送北理工直博生。 

 

学生获奖与教学成果的关系 

学生在智能优化排产和智能工艺规划的方法设计阶段借鉴“蚁群算法”等虚拟实验

设计智能优化算法，并进行仿真验证。虚拟实验的介入为学生建立基于优化思想的问题

认知、基于系统仿真的性能验证以及基于人机交互的决策过程奠定了较好基础。在虚拟

实验的启发之下，学生进一步研发出智能优化排产系统和智能工艺规划系统并在实际生

产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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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对虚拟实验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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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级北京市级大学生创新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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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虚拟实验及线上线下混合教学使用学生调研情况统计 

针对基于 MOOC+SPOC 翻转课堂教学成效我们进行了调研，可以看出，大部分学生认

为翻转课堂的教学方式会增加学生的学习时间，但是，同时有更多的学生认为采用翻转

课堂的教学方式能够对课程内容理解更深入。  

 

基于 MOOC+SPOC的翻转课堂成效 

 

针对虚拟实验的教学成效我们也进行了调研，在对教学方式进行分析时我们发现，

学生并不喜欢纯理论的知识教学，而更愿意以应用或实验的方式来学习，在完成虚拟实

验教学后绝大部分学生认为交互式虚拟实验对教学还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并且，绝大

部分学生都表示对虚拟实验有兴趣并且愿意尝试和完成，比较多的学生认为虚拟试验解

析了难点重点，很有用；内容设计好，技术实现好；以一种可视的形式讲解教学内容，

很有必要。因此，可以看出，虚拟实验确实是促进计算思维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中落

地的有效手段，并且得到了学生认可。 

 

教学方式选择 
 

虚拟实验的作用调查 

 

虚拟实验兴趣调查 
 

  虚拟实验的具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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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4、部分应用成果高校的用户证明 

线下单机版虚拟实验用户证明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累计使用人数 实验数量 开始使用时间 

1 青海大学 10200 8 2017-09 

2 河南工程学院 15000 7 2016-09 

3 六盘水师范学院 2967 5 2016-09 

4 河北大学 2800 13 2016-09 

5 昆明理工大学 800 8 2015-09 

6 华北理工大学 15000 10 2014-09 

7 合肥工业大学 13000 10 2014-09 

8 北京工商大学 3800 18 2013-09 

9 河南大学 25000 13 2013-09 

 

MOOC在线虚拟实验用户证明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累计使用人数 实验数量 开始使用时间 

1 北方工业大学 3247 5 2016-09 

2 齐齐哈尔大学 3333 4 2016-09 

3 河南大学 25000 13 2016-09 

4 青海大学 10200 8 2016-09 

5 许昌学院 7000 3 2016-09 

6 北京工商大学 3800 18 2015-09 

7 华北理工大学 15000 10 2015-09 

 

虚拟实验工场用户证明列表 

序号 学校名称 累计使用人数 实验数量 开始使用时间 

1 哈尔滨工程大学 300 8 2017-10 

2 中国传媒大学 2300 10 2017-09 

3 北京工商大学 3800 18 2017-09 

4 淮海工学院 4108 7 2017-09 

5 湘潭大学 1500 4 2017-09 

6 许昌学院 7000 3 2017-03 

7 北方工业大学 3247 5 2016-09 

8 华北理工大学 15000 10 2016-09 

9 齐齐哈尔大学 3333 4 2016-09 

10 北华航天 2540 4 20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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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部分使用我们的虚拟实验的高校给出的用户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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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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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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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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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利用本成果开展教学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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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利用本成果开展教学改革取得省部级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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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虚拟实验及在线教学方法在计算思维推广中同行使用情况 

同行广泛采用我们的虚拟实验和在线实验方法推广计算思维，通过中国期刊网，用

“虚拟实验”、“在线实验”与“北京理工大学”或“李凤霞”进行查询，可以查询到

发表的第三方的相关论文 27篇。 

序

号 
学校名称 论文题目 期刊名称 

发表

时间 

1 南京师范大学 
国内外计算思维研究与发展综

述 

远程教育杂

志 
2018 

2 海军工程大学 
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验体

系研究 
计算机教育 2018 

3 苏州科技大学 
计算思维能力培养之基于方法

改革的教学实践 
福建电脑 2018 

4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基于SPOC和多媒体网络教室的

计算机软件类课程实验教学 

实验技术与

管理 
2017 

5 太原科技大学 
基于MOOC+SPOC 混合教学的翻

转课堂教学实践 
计算机教育 2017 

6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中国大学MOOC 平台大学计算

机基础相关慕课课程研究 
计算机教育 2017 

7 山东工商学院 
MOOC+SPOC 支持下的大学计算

机混合式教学改革实践 
教育现代化 2017 

8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计算机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实

现 

软件导刊-

教育技术 
2017 

9 
济南幼儿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 

浅谈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计算

机基础课程教学内容改革 
创新教育 2017 

10 成都理工大学 
虚拟现实在大学计算机课程教

学中的应用研究 
电脑与电信 2017 

11 六盘水师范学院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的“大

学计算机”教学改革探索与实

践 

教育教学论

坛 
2016 

12 华北理工大学 

基于“MOOC+SPOC”的“大学计

算机基础”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研究 

工业和信息

化教育 
2016 

13 北京联合大学 
SPOC教学模式在“大学计算机

基础”课程教学中的应用研究 

工业和信息

化教育 
2016 

14 河南工程学院 

引入多元化教学手段的

“MOOC+SPOC”混合教学模式

探讨 

工业和信息

化教育 
2016 

15 河南工业大学 
大数据时代高校计算机公共课

教学改革研究 
福建电脑 2016 

16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面向培养计算思维的“大学计

算机”教学改革与建设初探 
科教文汇 2016 

17 北京理工大学 
大学教学改革中的科研方法与

探索 

中国大学教

学 
2015 

18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与

计算机基础教学互动关系解析 

实训与实践

探索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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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华北理工大学 
构建虚实融合的地方高校计算

机实验平台 
计算机教育 2015 

20 北京工商大学 
计算机导论课程的教学改革探

索 
计算机教育 2015 

21 驻马店技师学院 
计算机基础课程多元立体化教

学体系探讨 

电脑知识与

技术 
2015 

22 北京林业大学 
探讨大学计算机基础课实验教

学之方法改进 
福建电脑 2015 

23 清华大学 
浅析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公

共课 

工业和信息

化教育 
2014 

24 武汉轻工大学 
基于计算思维的大学计算机基

础理实一体化教学 
计算机教育 2014 

25 北京工商大学 

教育技术在计算机基础教学中

的作用——十八个虚拟实验引

起的思考 

计算机教育 2014 

26 北方工业大学 
文科专业数据库课程教学方案

设计——兼谈计算思维的培养 
计算机教育 2014 

27 湖北经济学院 
信息化时代大学计算机基础教

学改革思路 

湖北经济学

院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

版） 

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