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与数字艺术等行业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有良好人文

素养、科学素养、数字素养与职业道德，具备创新意识、工匠精神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生

应掌握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领域所需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系统掌握主流 XR 引擎的三维建模与动画制作、实时渲

染与交互技术、用户界面设计、软硬件系统集成与调试等核心技能，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与工程思维。通过系统学

习和实训实践，学生能够胜任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项目的设计、开发、制作与优化工作，具备从事相关领域中建模

设计、交互开发、场景搭建、项目测试等岗位的综合能力，具备良好的就业能力与一定的创业潜力，成长为服务区

域经济、适应产业变革的高技能技术人才。本专业学生在系统学习本专业知识并完成有关实习实训基础上，全面提

升知识、能力、素质，掌握并实际运用岗位（群）需要的专业核心技术技能，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须达到以

下要求：

(1)掌握使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主流引擎或专业材质、贴图、渲染软件制作材质、贴图和特效，以及优化和

渲染模型等技术技能；

(2)掌握使用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主流引擎开发调试交互功能、连接应用主流工具包和常用显示设备的技术技能；

(3)具有使用主流建模软件及插件创建多边形低、中、高模型的能力；

(4)具有模型绑定和动画调节基础技术及在引擎内对动画进行剪辑、合成等交互控制的能力；

(5)具有交互逻辑设计、界面元素绘制、界面动效制作和优化等基础技术及在引擎中实现交互功能的能力；

(6)具有搭建、维护、检测常用的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软硬件环境的能力；

(7)掌握信息技术基础知识，具有适应本行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需求的数字技能；

(8)具有探究学习、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具有整合知识和综合运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9)掌握必备的美学知识，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形成至少 1 项艺术特长或爱好。



2.教师团队

虚拟现实专业教师团队 7 人



3.主干课程

3.1 公共基础课程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公共基础课程。

3.2 专业课程

一般包括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和专业拓展课程。专业基础课程是需要前置学习的基础性理论知识和技

能构成的课程，是为专业核心课程提供理论和技能支撑的基础课程；

专业核心课程是根据岗位工作内容、典型工作任务设置的课程，是培养核心职业能力的主干课程；专业拓展课

程是根据学生发展需求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的课程，是提升综合职业能力的延展课程。

（1）专业基础课程

主要包括：虚拟现实技术概论、虚拟现实项目设计、程序设计基础、三维软件技术基础、数字图像处理、视听

语言、视频剪辑与合成、数字绘画、等领域的内容。

（2）专业核心课程

主要包括：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引擎渲染技术、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引擎交互技术、虚拟现实高级模型制作、

三维动画制作、界面交互设计、软硬件系统搭建和维护等领域的内容。

专业核心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序

号

课程涉及的

主要领域
典型工作任务描述 主要教学内容与要求

1
虚拟现实与增强

现实引擎渲染技术

①使用材质制作软件或主流引擎对模型进行

基础材质的设定和调节。

②使用引擎或贴图生成软件为模型绘制或烘

焙各类贴图。

③设置各类场景或特定模型的灯光及特效，进

行气氛调节和优化

掌握素材资源的修改及优化管理方法。

②掌握引擎编辑器的基础界面操作。

③掌握贴图绘制烘焙及PBR贴图流程规

范。

④掌握引擎灯光特效模块技术，能优化

调节气氛

2
虚拟现实与增强

现实引擎交互技术

①接口设计、运行设计和美术资源的引用。

②开发调试，完成项目所需要的交互功能的实

现。

③连接常用的 VR/AR 显示设备，联调硬件和软

件。

①掌握主流引擎各类交互功能的实现，

熟悉事件、函数、计算、流程控制等知

识。

②掌握项目的优化、测试和发布，以及

主流显示设备连接和调试技术。

③掌握引擎常用插件和软件包的应用

技术。



3
虚拟现实

高级模型制作

①分析需求文档或模型概念图（原图），梳理

建模思路。

②创建多边形低模、中模和高模。

③拆分、布局、输出模型 UV。

①熟悉模型造型分析方法，能选用适合

的软件，梳理建模思路。

②掌握常见多边形低、中、高模的建模

方法。

③掌握模型 UV 的拆分、布局、输出技

术。

4 三维动画制作

①分析脚本，设计动作姿势，对关键帧进行界

定。

②设定模型的骨骼系统，进行蒙皮及权重设

置。

③使用软件调节或动捕软件辅助制作动画。

④引擎内动画的剪辑、合成。

①掌握动作姿势、关键帧及常见动画规

律知识。

②掌握各类模型的骨骼、蒙皮及权重设

置技术。

③掌握角色及摄像机动画调节技术。

④掌握引擎内动画剪辑及合成等交互

技术。

5 界面交互设计

①规划 UI 设计内容、交互方式和 UI 的操作流

程，绘制功能布局图。

②绘制界面元素、制作和优化界面动作。

③引擎内搭建 UI 界面，实现 UI 交互功能。

①掌握 UI 框架和交互逻辑功能图设计

知识。

②掌握界面元素绘制和重构、界面动态

效果制作与优化技术。

③掌握引擎内界面交互机制的实现。

6
软硬件系统

搭建和维护

①操作和维护常用虚拟现实设备，确认软硬件

选型方案。

②安装常见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软件运行环

境和常用软件，设定软件部署方案。

③排查常见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软硬件系统

的故障。

①熟悉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常见软硬

件产品规格。

②掌握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软件及其

环境的安装部署方法。

③掌握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硬件设备

搭建和调试，能排查常见系统故障。

（3）专业拓展课程

主要包括：全景拍摄与处理、原型设计、短片设计与制作、数字孪生案例制作、虚拟现实产品测试、虚拟现实

项目管理、概念设计、独立游戏制作等领域的内容。

3.3 实践性教学环节

实践性教学应贯穿于人才培养全过程。实践性教学主要包括项目实训、实习实训、毕业设计、社会实践活动等

形式。校内外进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引擎交互、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建模渲染、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动画调试与

捕捉等实训，包括单项技能实训、综合能力实训、生产性实训等。

建立了稳定、够用的校内外实习基地，选派专门的实习指导教师和人员，组织开展专业对口实习，加强对学生

实习的指导、管理和考核。



4.就业方向

4.1 本专业对应的行业有：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65）、文化艺术业（88）。

4.2 主要的职业类别有：虚拟现实产品设计师 S（4-04-05-11）、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 S（2-02-38-07）、 数

字孪生应用技术员 S（4-04-05-10）、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人员 S（2-09-06-07）。

4.3 主要的就业岗位有：

项目经理、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引擎应用产品策划师、数值策划师、虚拟现实开发工程师（unity）、UE 引擎

开发工程师、3D 图形渲染工程师、UI 界面交互设计师、UE 技术美术（TA）、地编师、原画师、建模师、动画师、

特效师、后期灯光师、剪辑师等岗位。

校企合作交流



技能竞赛获奖

教学环境与留学生交流



虚拟现实技术专业教学研讨

5.优秀学生作品

5.1.原画与角色设计

原画作品一



原画作品二

原画作品三



《江南一梦》角色设计

《古蜀重生》角色设计



5.2.平面设计

平面设计作品



5.3.UI 交互设计

UI 界面设计作品



5.4.PBR 建模

①建筑场景建模及渲染

②人物建模及渲染



③场景建模

④游戏道具皇帝剑建模



5.5.场景地编

场景一

场景二



5.6.特效设计

①刀光挥舞效果

刀光—材质系统



刀光—粒子系统

②爆炸闪光效果



爆炸闪光效果—粒子系统

③传送门效果



传送门效果—材质系统

传送门效果—粒子系统



5.7.动画设计与制作

人物行走动画制作

动画设计作品



5.8.游戏与虚拟现实项目设计

UE5 游戏设计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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