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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1.专业类代码指《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0）》

中的专业类代码（四位数字）。

2.文中○为单选；□可多选。

3.团队主要成员一般为近 5年内讲授该课程教师。

4.文本中的中外文名词第一次出现时，要写清全称和缩

写，再次出现时可以使用缩写。

5.具有防伪标识的申报书及申报材料由推荐单位打印留

存备查，国家级评审以网络提交的电子版为准。

6.涉密课程或不能公开个人信息的涉密人员不得参与申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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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实验名称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

—以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镇为例

是否已是省级 ○是（省级认定文号___________）√否

是否曾被推荐为

国家级
○是（何年被推荐为国家级_____） √否

实验所属课程

(可填多个)

《园林景观设计》、《公共空间设计》、《文创产品设计与开

发》、《文化资源开发》等

性质 ○独立实验课 √课程实验

实验对应专业 风景园林、艺术设计学、文化产业管理

实验类型 ○基础练习型 √综合设计型 ○研究探索型 ○其他

虚拟仿真必要性
□高危或极端环境 高成本、高消耗 不可逆操作

大型综合训练

实验语言
○√中文

○中文+外文字幕（语种） ○外文（语种）

实验已开设期次

共 2 次：

1. 2020-2021 学年第一学期 1-4 周、17 级艺术设计学（室内

设计）38 人、《公共空间设计》，洪艳妮任课。

2、2020-2021 学年第二学期 15-17 周、19 级风景园林 38 人、

《园林景观设计》，陈莺娇任课。



3

有效链接网址 http://rwxy.fjjxu.owvlab.net/vlab/xcly.html

2.教学服务团队情况

2-1 团队主要成员（含负责人，总人数限 5人以内）

序

号
姓名

出生

年月
单位 职务 职称

手机

号码
电子邮箱 承担任务

1 陈莺娇
1980.

06

福 建 江

夏学院
无

讲师

/高

级工

程师

138501

16289

1110058@t

ongji.edu

.cn

教学设计与实

施、实践指导、

在线教学服务

人员

2 洪艳妮
1986.

09

福 建 江

夏学院

系主

任
讲师

188059

07969

238645038

1@qq.com

教学设计与实

施、实践指导、

在线教学服务

人员

3 孟昭洋
1971.

04

福 建 江

夏学院

设 计

与 创

意 学

院 院

长

副 教

授

137745

43699

510127135

@qq.com

教学管理与监

督

4 林月彬
1990.

06

福 建 江

夏学院
无 讲师

138501

14045

fjlinyueb

in@126.co

m

实践指导、在线

教学服务人员

5 张俐烨
1991.

03

福 建 江

夏学院
无 助教

152050

27789

863112431

@qq.com

实践指导、技术

支持人员

2-2 团队其他成员

http://rwxy.fjjxu.owvlab.net/vlab/xc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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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出生年月 单位 职务

职

称
承担任务

1 叶倩林 199412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产品专

员
无 项目开发

2 高毅 199507
北京润尼尔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VR 开发

工程师
无 项目开发

3 林星彤 199312 福建江夏学院 教师
助

教
技术支持人员

团队总人数：8 人 其中高校人员数量：6 人 企业人员数量：2 人

2-3 团队主要成员教学情况（限 500 字以内）

（近 5年来承担该实验教学任务情况，以及负责人开展教学研究、学术研究、

获得教学奖励的情况）

负责人陈莺娇，近 5年来先后承担了风景园林学专业本科《园林景观设计》，

艺术设计学专业本科《传统图形研究》等课程；主持《厦门市海沧区全域旅游规

划》、《福建古田县翠屏湖旅游区规划》、《政和县石屯镇乡村振兴规划》、《政

和县岭腰乡乡村振兴规划》、《福建品品香茶旅策划规划》等项目。

一、教学研究课题

1.从“福州古建筑保护”到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2020 年

度福建省社科规划重大项目，第二参与人

二、教学研究论文

1.2021.5“Open Teaching Mode of Environmental Design Major in Colleges”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SCI，DOI: 10.1177/00207209211005266 通

讯作者；

2.2021.3“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complex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FAHP”《Journal of Intelligent & Fuzzy

Systems》SCI ，DOI: 10.3233/JIFS-189727 第一作者；

3.2021.2“乡村振兴情景下田园综合体复杂适应系统构建”《中国建筑装饰装修》

第 02 期总第 218 期；

三、团队主要成员教学科研成果

1.纵向科研项目：主持参与省级、校级教改课题 10 余项；主持参与省级、校级省

教育厅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 2项、省级终身教育课题 1项、省社会科学普及

出版资助项目 1项；

2.横向科研项目 7项，经费累计共 83.2 万；

3.论文成果丰硕，SCI 论文 2篇，核心 3篇，同济大学博论 1篇，共 6项。

注：必要的技术支持人员可作为团队主要成员；“承担任务”中除填写任务分工

内容外，请说明属于在线教学服务人员还是技术支持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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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验描述

3-1 实验简介（实验的必要性及实用性，教学设计的合理性，实验系统的先进性）

一、实验选题的必要性与实用性

1.引导学生培养具有成本管控和效益统筹意识，理论与实践转化思维，落实

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路径是一套系统工程，需要对乡村民俗文

化、农耕文化、传统村落格局等各种资源综合转化为文旅产品，以满足现代新村

民、外来游客等各种需求之间做统筹安排，同时融合传统山水画境、人文情怀和

立德树人、课程思政教育之间建构坚定大国文化自信的系统价值观。习近平总书

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培养什么人，是教育的首要问题。”高校要成为坚

持党的领导的坚强阵地，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学生用智慧和

能力服务于国家、民族和人民，成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衔接了“文旅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落地路径

研究，紧扣学科发展前沿，并不断提升风景园林专业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应用性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设计艺术学专业的必修课，融合现有《风

景园林设计》和《公共空间设计》等课程大纲及新的人才培养内容和核心知识点。

该实验围绕培养方案的教学目标和教学目的，能够有效支撑本科人才培养计划。

通过线上虚拟仿真实验训练突破了传统乡村旅游景观规划的学科壁垒和教学局

限，实现教学内容紧扣乡村文化转化为乡村振兴目标的具体路径研究，解决教学

中对乡村旅游教学中项目导入决策、空间规划和旅游开发运营全流程体验，对实

现人才培养和完成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互动方面，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3.以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作为“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的落地路径探讨，

具有周期长、成本风险高，工程不可逆的特征，虚拟仿真实验为传统旅游景观规

划设计教学带来革命性突破

本课题选取福建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镇—安溪县虎邱镇作为实验对象，培养

学生尊重自然和村落发展规律，立足于复兴乡村传统文化、保护乡村生活环境、

振兴乡村经济，在乡村景观营造和旅游规划理论的基础上，面对乡村振兴战略落

地营造中出现的问题和应对策略，具有周期性长、成本风险高、工程不可逆等特

性。将虚拟仿真技术应用到乡村旅游景观规划实践中，培养学术掌握讨论乡村振

兴战略背景文旅融合和乡村旅游景观设计方法和操作流程，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

的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旅游规划开发的基本流程、主要步骤和落地策略等。开

展本项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正是高校学科建设从“教”走向“育”，构建育人新模

式，营造育人新生态，全面提升人才培养水平的新途径。

二、教学设计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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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艺术设计专业的重要课程内容，教学

围绕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既有区域性宏观上组织安排项目导入场地策划规划的

指导作用，又有传统文化保存与转换表达的产品设计微观落地的意义，特别是对

生活环境、旅游环境的提升、村落风貌设计改造、交通道路的合理设计、民俗旅

游的落实与运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产业融合规划、特色农业产业园的打造等方

面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2、教学内容完整，教学过程循序渐进，交互可逆

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专业在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指出的核心课程，是艺

术设计学（室内设计）探索公共空间设计的一门重要的实践课。景观规划设计是

一门涉及多专业领域知识的综合性学科，是关于景观的分析、规划布局、改造、

设计、管理、保护的科学和艺术。

3、教学评估多元，评价方式系统、合理

在文旅融合的引领下，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

部分,规划设计应更加注重培育文化旅游新业态，助推乡村旅游经济可持续发展。

在这一行业发展新趋势下，景观规划设计是风景园林、艺术设计学专业的重要专

业课程，其乡村旅游规划设计更是教学内容的重中之重。

三、实验系统的先进性

1、对标政策、兼具理论性与应用价值

随着行业对综合型设计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多，风景园林专业、艺术设计学、

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提升“总体设计”能力，即合理选取各性能

参数的设计素材和总体布局模式，有效匹配各设计要素间的艺术性、生态性和经

济性，优化各功能空间和各界面品质，使“三生”效益达到最优，这也是专业教

学的重点和难点。

2、理念先进、构思新颖、趣味性强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的建设为实验教学提供虚拟场地和景观

设计素材，可以让学生在虚拟场景中完成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一套流程，带

着成本意识和综合效益统筹来看到设计与运营结果的破解了园林设计实验教学场

地和成本的难题。实际案例验证验证需要通过项目建设来实现，而诸多乡村旅游

规划项目大多成本昂贵、建设周期长，当前国内高校专业人才培养中对关键知识

点的学习均缺乏实验环节的支撑，学生更无法开展创新性、探索性景观设计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依托乡村振兴实际项目导入建设到运营流程，利用三维数字化科研

成果反哺教学，还原真实场景。

因此，用现代信息化技术构建高真实感的虚拟设计要素和真实的社区场景为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9752610&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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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环境，建立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多反馈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仿真项目，

是风景园林教学系统的一项重要创新。

3-2 实验教学目标（实验后应该达到的知识、能力水平）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以学生为中心，采用在线人机交互操

作的方式，构建一种高度虚拟仿真的实验教学环境，将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

全过程拆解为多个模块，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环境的虚拟现场看到知识可视化呈现，

做到人人参与、人人接受设计实践的训练，且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学习者

可自由安排时间地点进行练习，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自主实验兴趣以及创新设

计的冲动。掌握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项目落地和旅游规划开发和设计的基本流

程、主要步骤。其中包括：

1. 体验理解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的项目落地一套系统流程；掌握民俗文化

转化为旅游产品设计中差异化设计考量和成本管控思路；熟悉如何从导入文旅项

目选择、项目选址、游线设置、投入产出平衡、空间设计的方法、原理和步骤；

实践掌握水系和农园中旅游项目导入、乡村道路、广场、夜景、标识系统设计等，

为乡村振兴环境载体的景观设计提供参考依据；深入体会运用文旅融合和创新设

计引导乡村振兴战略落地的必要性。

2.以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镇为载体，融入课程思政要素，将多个知识点融会

贯通，加深学生对旅游规划和景观设计体系的理解，提高学生对设计中专业知识

点的理解能力；

3.在虚拟仿真实验系统中，学生通过交互式操作模式可以全程模拟乡村景观

设计的完整环节，掌握应用各设计要素及其相关参数，制定出适宜的更新方案，

倡导学生自主探索，建立理论教学与实际设计效果的关联，提升前置课程的教学

效果；

4.通过对设计方案经济性、生态性、艺术性的多元量化评估，强化相关行业

规范和设计标准，并在虚拟仿真实验中可重复进行优化设计，引导学生统筹协调

各设计要素形成最优方案，提升学生的综合设计能力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本实验包括了 3 大场景+6 个模块+16 个交互步骤+2 种模式（学习模式+考核模

式），五大模块包括景观规划设计项目的分析策划、现场勘测、方案设计、效果

评估、方案效益评估、方案互评(适宜性评估）六个环节，共计 6学时。

3-3 实验课时

（1）《园林景观设计》实验所属课程课时 48 学时；该实验所占课时 6学时

（2）《公共空间设计》实验所属课程课时 64 学时；该实验所占课时 6学时

3-4 实验原理

一、实验原理(限 10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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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以省乡村振兴重点特色镇安溪县虎邱镇为例，将课

程思政融入景观规划设计中，通过交互式虚拟仿真软件的集成，以乡村旅游景观

规划提升为目标，根据知识结构，由乡村旅游规划项目导入的分析策划→现场勘

测→方案设计→效果评估→方案效益评估→方案互评(适宜性评估），构成一个完

整的乡村旅游规划的实验体系。将专业知识获取、设计思维训练、知识综合应用

融汇到整个实验中，多元化、递进式地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提升。

知识点：共 12 个

1.乡村旅游项目策划和现场调研（2个知识点）

乡村旅游项目现场勘测包含两个知识点，一是掌握包括场地尺度数据采集、

景观风貌采集、文化资源采集、空间肌理特征采集在内的场地踏查内容与方法；

二是通过查阅地块背景资料及设计任务书，对乡村旅游项目策划定位进行分析。

2.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案（6个知识点）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方案包括设计定位（以休闲茶旅体验为特点的特色小

镇）、商业空间设计（选择 3栋不同功能需求的建筑，如安溪茶博馆、虎邱茶餐

厅、民宿）进行空间设计、茶园湖泊改造设计、休闲广场改造设计 6个知识点。

3.设计方案效益评估（4个知识点）

本项目从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三个层面着手，具体评估包括经济

效益（投入产出造价控制）、社会效益（引流和客流量数据）和生态（景观）效

益（百分制美感度互评数值），结合指数法为总体方案评价 4个知识点。计算机

程序依据学生提交的设计方案，根据选取设计素材的内置参数进行计算，得出实

际引入的引流的客流量、生态景观效益、投入产出工程造价的量化数据，并参照

相关行业规范和标准，采用专家访谈法和指数法去单位，生成方案效益评估得分，

学生根据得分选择是否进行优化设计。

二、核心要素仿真设计（对系统或对象的仿真模型体现的客观结构、功能及

其运动规律的实验场景进行如实描述，限 500 字以内）

1.对整套流程的仿真

实验过程的仿真由分析策划→现场勘测→方案设计→效果评估→方案效益评

估→方案互评(适宜性评估），构成一个完整的乡村旅游规划的实验体系的体验。

2、对实验场景的仿真

包括三个场景。选取福建省乡村振兴示范区虎邱镇的湖邱村的长潭公园作为

核心启动区，实验包括三大典型场景：①古村落典型青石厝民居的改造运营；②

古村落格局的实验环境营造，包括道路、广场等③古村落水系和农耕区的再利用。

3-5 实验教学过程与实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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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教学方法：驱动式、沉浸式、探索式、交互式与研讨式等教学方法

实验方法：调研法、归纳法、推演法、比较法等

3-6 步骤要求（不少于 10步的学生交互性操作步骤。操作步骤应反映实质性实验

交互，系统加载之类的步骤不计入在内）

1.本实验承担了 8个学时的实验教学任务，学生需完成 23 个实验操作步骤，含

16 个基本步骤和 7个隐藏拓展步骤，具体交互步骤说明：

序

号

步骤名

称
步骤目标要求

步

骤

用

时

目标达成度赋分模型

步

骤

满

分

成绩类型

1
理论知

识学习

本步骤通过浏览和查

阅实验相关知识。对文

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

理论知识进行拆解学

习，对实验操作和流程

进行初步的了解。

10

1.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2.对文旅融合尤其是其核心内容旅游景观规

划的基础认知；

3.对“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效益评

估的认知。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2
场地数

据采集

1.掌握场地要素数据

采集内容和方法，采集

要素分布，要素数据采

集，原始村落布局图。

2.掌握场地尺寸数据

采集内容和方法，采集

要素的尺寸数据，填写

尺寸表格。 3.掌握场

地风貌数据采集的内

容和方法，采集现状图

像。

10

1.要素数据采集（共 3 分）：生成平面图 1 张，

每个场景 1 分共 3 分。 2.尺寸数据采集（共 3

分）：村落格局尺寸，1 分；三栋老屋建筑尺

寸，1 分；水系尺寸，1 分；茶园尺寸，1 分。

3.风貌数据采集（共 3 分）：村落格局 1 分，

传统民居建筑群 1 分，水系风貌 0.5 分，茶园

风貌照片 0.5 分，共 3 分。4.其它要素风貌照

片，每张 0.2 分，共 1 分。 5.注：本步骤至

少满足 6 分才可通过考核。少于 6 分，需补充

数据至 6 分及以上。

10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3
导入项

目策划

三大场景类型特征分

析与“三生”效益权衡
6

1.村落格局，导入配套服务建设位置（共 1.5

分）：包括村落格局（微观以公共配套广场道

路系统为主）、传统民居状态（三栋老宅为主）、

茶园水系（渔业区和农耕区）共 3 项，每项 1

分。 2. 传统民居状态导入旅游功能（共 1.5

分）：共 3 项，每项 1 分。 3.茶园水系（渔

业区和农耕区）（共 3 分）。 4.本步骤共 6

分，当步骤得分大于等于 3 时，特征分析实验

通过。当得分小于 3 时，需重新分析，直至获

得 3 分及以上。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4

项目导

入策划

报告

分析场景报告，回顾整

个三大场景格局实验

过程和实验信息，如有

遗漏错误可返回进行

修改。

3

项目导入“三生”效益适宜性评估；(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景观效益)占区间{50~80}3

分、{30~49}2 分、{10~29}1 分；不合格重新

来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5

三大场

景设计

定位

1.掌握三大场景类型

内容和设计方法，对村

落格局三大场景的整

体格局、功能进行正确

定位。 2.掌握三大场

6

1. 三大场景类型设计定位（共 1.5 分）：整

体特征定位准确，得 0.5 分；格局功能定位准

确，得 0.5 分；功能定位准确，得 0.5 分。 2.

三大场景功能定位准确，得 1.5 分。 3. 本步

骤据以上 2 项定位结果和探究次数赋分，所有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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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内容和设计方法，实

现三大场景的正确定

位。

定位均准确，才允许进入下一步： 探究 1 次

达到要求，得 3 分；探究 2 次达到要求，得 2

分；探究 3 次达到要求，得 1 分。

6

三大场

景形态

设计

掌握三大场景形态设

计内容和设计要点，设

计合适的村落格局形

态，并生成设计图纸。

6

1.绘制老宅格局形态平面效果图纸，得 2 分；

2.绘制村落格局形态平面效果图纸，得 2 分；

3.绘制水系茶园格局形态平面效果图纸，得 2

分。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7

三大场

景旅游

场景氛

围营造

依据评估进行设计优

化，探讨场地基础类型

和设计规范，旅游氛围

营造

5

1.绘制老宅内部平面效果图纸，包括全屋装修

粉刷、洗手间、前台、会议室、展示展览区的

产品导入得 3 分； 2.绘制村落格局形态平面

效果图纸，导入农耕民俗文化大舞台、茶文化

广场、散步道系统、标识系统、路灯夜景系统

得 1 分； 3.绘制水系茶园格局形态平面效果

图纸，滨水区 150 亩和茶园 50 亩左右改造（休

闲垂钓/农耕文化植入区）得 1分。

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8

项目导

入产品

导入的

效果评

估

保证项目导入多元性

与文创产品选择与设

计方案的一致性

5

根据产品选择结果，设计定位的契合程度，及

探究文旅融合产品丰富度和多元性；文旅融合

产品 10 种以上,少一种递减 1 分

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9

游线布

置合理

性效果

评估

掌握三大场景特征内

容和项目导入方法，掌

握三大场景构建的旅

游路径布置适宜性

5

游线顺序布置合理，5条游线以上文旅产品导

入与技法和顺序适配，得 5 分，少一条递减 1

分

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0

民俗文

化资源

保护再

利用

民俗文化资源保存与

再利用
3

民俗文化资源保护再利用 5 类以上 3 分，少一

类递减 1 分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1

填写设

计报

告，分

析设计

报告

采集实验作品信息，撰

写方案名称和设计说

明。分析“设计报告”，

回顾整个三大场景训

练过程设计和创建的

实验信息，如有遗漏错

误可返回进行修改。

1 格式完整，制作完整 2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2

综合适

宜性评

估报告

分析三大场景方案评

估，对整体实验操作和

三大场景设计创建进

行优劣点分析，选择是

否进行优化。

6

从“三生”综合效益综合评价原则，对导入项

目评级：优秀 6分；良好 5 分；中等 4分；及

格 3 分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3

投入产

出适宜

性评估

报告

6

结合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引流人数代表的社会

效益和生态（景观）效益评析三大场景与道路

等，并对作品评级：优秀 6 分；良好 5分；中

等 4 分；及格 3 分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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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4

传统民

居改造

再利用

方案互

评

每小组学生对本组学

生作品进行传统民居、

村落格局、溪流与茶园

配置设计进行评价。

12

从结合投入、引流人数和生态（景观）效益评

析三大场景等的角度，对传统民居改造作品评

级：优秀 12 分；良好 10 分；中等 8 分；及格

6 分。

12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5

溪流与

茶园再

利用方

案互评

对“三生”效益评估 6

结合投入产出、引流人数和生态（景观）效益

评析三大场景与道路等，结合溪流和茶园搭配

文旅产品，对作品评级：优秀 6 分；良好 5 分；

中等 4 分；及格，3 分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1

6

查阅最

终实验

报告

查阅最终实验报告，回

顾三大场景包括民居

改造、村落格局提升、

溪流和茶园的文旅产

品导入的整个流程体

验的虚拟仿真实验的

过程，梳理古村落格局

提升三大场景构建的

思路，总结实验经验，

同时加深和促进对三

大场景空间建造、项目

导入和文旅产品导入。

9

回顾三大场景包括民居改造、村落格局提升、

溪流和茶园的文旅产品导入的整个流程体验

的虚拟仿真实验的过程（3分）；查阅最终实

验报告，梳理古村落格局提升三大场景构建的

思路，总结实验经验（3 分）；三大场景空间

建造、项目导入和文旅产品导入（3分）

9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2.学生六大模块 16个交互步骤（图 1 实验流程图）详细说明：

图 1：实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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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1：实验准备——理论知识学习

知识点：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理论基础——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对文

旅融合尤其是其核心内容旅游景观规划的基础认知；对“生产、生活、生态”的

“三生”效益评估的认知。

操作目的：熟悉实验场景，回顾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实验目的及背景，为进

行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做好准备。

操作过程：①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实验项目展示网站网址：

http://rwxy.fjjxu.owvlab.net/vlab/xcly.html，进入虚拟仿真界面（图 2 实

验网络界面），根据教师指导，查阅实验信息、实验要求。查阅相关文献资料，

熟悉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相关知识要点和典型案例。②点击页面中的“开始

新实验”按钮即可开始实验（图 3 开始实验）。③实验模块选择，在虚拟仿真实

验课程 Web 主页面中，有【知识认知】和【规划设计】两部分模块，点击相关模

块进入相关页面查看和学习：【知识认知】对项目的总体情况和现状场地进行介

绍，使学生了解实验环境和项目相关的基本信息；【规划设计】对项目场地进行

外部空间改造和景观提升设计。

操作结果：打实验者查阅和学习“实验简介”和“知识串联”相关内容，理

解“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战略落地一套路径，熟悉实验操作。此步骤不产生

实验结果。

http://rwxy.fjjxu.owvlab.net/vlab/xcl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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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网络界面

图 3 开始实验

场地数据采集

知识点：场景选择，数据类别与采集方法。①场景选择三种类型：老村落格

局（代表非住宅非农田的公共服务配套，如道路、广场、公共构筑物等人居环境）、

虎邱特色的青石厝传统民居（老当铺、住宅等村落现存具代表性荒弃老宅）、虎

邱镇乡村振兴核心区长潭公园的溪流和茶园（代表农业和渔业生产空间）②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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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数据和采集方法包括：利用无人机采集要素分布格局、利用测距仪进行场地

尺寸数据采集、利用相机进行场地风貌数据采集。

操作目的：熟悉实验场景，为三大场景策划规划提供数据支撑做好准备。

操作过程：①打开登录出现虚拟仿真训练环境的界面（图 5），学生可以进行场

景漫游（图 6），学生依次浏览实验背景、实验目的和实验流程三大板块，了解

本实验项目背景、目的和流程；掌握需要采集的场地数据类别和采集方法的知识

点。②点击【知识认知】模块，进入系统加载页面，加载完成后，进入项目背景

认知学习部分。点击【自然环境介绍】，查看项目场地的地图，概览乡村环境全

局，熟悉项目所在区域周边场地，进行初步场地分析。点击【文化资源整理】，

了解村落历史演化和民宿文化。学生根据地块背景资料的区域位置、历史沿革、

上位规划等基础资料，归纳总结对于该项目场地的旅游规划、功能定位、文化特

色、人群构成等。同时，学生在实验过程中，也可随时返回对项目知识认知进行

信息查阅。

操作结果：此步骤获得三大场景的鸟瞰图、平面布局图、场地要素尺寸表和

场地风貌照片等结果，为后期实验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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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村落布局场景漫游

模块 2：勘测和三大主要场景特征分析

知识点：三大场景类型特征内容和分析方法，根据现场调研，选择合适的项

目导入；三大场景的特征内容和分析方法，选择合适项目导入类型；不同功能场

景的不同转化形式。

操作目的：实验场景典型特征提炼。

操作过程：①三大场景类型特征分析：包括村落格局（微观以公共配套广场

道路系统为主）、传统民居状态（三栋老宅为主）、茶园水系（渔业区和农耕区）；

②村落格局类型特征分析；③提取村落格局可导入项目特点分析。

操作结果：此步骤获得村落项目布局图和平面、立面图纸。

图 5 村落布局现场勘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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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3：方案设计——分析三大场景实验报告

知识点：分析场景报告，回顾整个三大场景格局实验过程和实验信息，如有

遗漏错误可返回进行修改。

操作目的：实验场景典型特征提炼。

操作过程：三大场景类型特征报告与导入项目推敲。

操作结果：此步骤加深学生认识，回顾和反思项目导入适宜性。

图 6 基于成本效益等项目导入推敲过程

模块 3：方案设计——三大场景营造定位

知识点：三大场景类型内容和设计方法，对村落格局三大场景的整体格局、

功能进行正确定位；三大场景内容和设计方法，实现三大场景的正确定位。

操作目的：基于不同场景营造目的的设计方法。

操作过程：三大场景定位。①进入设计场地，鼠标点击标明设计红线范围的

场地，该步骤的目的首先是让学生在场景中漫游，熟悉实验环境。② 场地尺度数

据采集;对于场景当中的建筑高度、面宽、细部尺寸；休闲广场空间尺寸、面积；

湖泊周边场地尺寸、面积、场地及其周边道路走向、用地性质等进行数据收集与

整理。该步骤包含的知识点主要为场地勘测的要素、工具与方法。 目的在于引导

实验者掌握实验地块数据采集的基本方法，同时建立必要的尺度感。

操作结果：确定适宜的项目导入和场景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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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4：效果展示

知识点：三大场景形态设计内容和设计要点，设计合适的村落格局形态，并

生成设计图纸。

操作目的：基于不同场景营造空间设计。

操作过程：三大场景的改造：点击【店铺改造】，根据课程需求从【茶餐厅】、

【茶博物馆】和【茶馆】对三个目标建筑进行外立面改造设计。学生根据乡村景

观更新设计定位，进入交互界面，以第一人称视角进行设计。进入【店铺改造】

外立面更新设计，在系统所给的材质库中选取合适的素材，进行屋顶设计、墙面

更新、墙体绿化、门窗更新、家具和装饰物设计;在设计过程中需兼顾建设成本、

绿化率、能耗等各项指标，该步骤旨在考察学生对建筑外立面更新设计要素与方

法这一知识点的掌握，以及围绕设计定位，对建筑外立面更新的材质、色彩、风

格的把控。

模块 5：效益评估与情景优化

知识点：系统生成实验报告，需根据报告对村落格局形态进行评估，并依据

评估进行设计优化。

操作目的：基于不同场景评估与优化设计。

操作过程：三大场景评估与优化。据评估结果和探究次数赋分。数据位于适

宜区间，才允许进入下一步： 评估数据需位于适宜区间，否则进入优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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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结果：掌握村落格局基础类型和设计规范，能合理选择村落格局基础类型，

满足三大场景设计要求；掌握村落格局基础各层设计规范，能根据村落格局设计

需求，调节和优化村落格局基础层厚度，满足三大场景设计需求。

模块 6：适宜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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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5：查阅最终实验报告

操作目的：查阅最终实验报告，回顾整个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的整套流程，

同时加深对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的学习和不同场景评估与优化设计。

操作过程：点击“查阅实验报告”，实验者可查看所有实验记录和实验得分，

回顾整个过程的，梳理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的旅游景观规划设计一套流程构建

思路，通过对三大场景评估与优化，加深实验经验。据评估结果和探究次数赋分。

数据位于适宜区间，才允许进入下一步： 评估数据需位于适宜区间，否则进入优

化阶段。

操作结果：系统汇总实验评估报告和学生互评报告，获得最终完整的乡村旅

游景观规划设计实验报告。

实验

模块

评估内

容
实验内容 实验内容与评分项 得分 成绩类型

模块

一：实

验准

备

理论知

识学习
基础理论

对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1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对文旅融合尤其是其核心内容旅游景观规划的

基础认知
1

对“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效益评估

的认知
1

模块

二：项

目策

划

堪舆相

地

现场数据采

集

无人机要素数

据采集

村落格局平面图 1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3 栋老宅位置选址图 1

溪流茶园选址图 1

尺寸数据采集

村落格局尺寸 1

三栋老屋建筑尺寸 1

水系、茶园尺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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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貌数据采集

村落格局 1

传统民居建筑群 1

水系风貌，茶园风貌照片 1

其它要素风貌照片 1

导入项

目策划

“三生”效

益权衡

三大场景类型

特征分析与项

目导入

村落格局，导入

配套服务建设

位置

广场、道路 0.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夜景、标识系统0.5

商业配套等 0.5

传统民居状态

导入旅游功能

茶餐厅 0.5

茶博物馆 0.5

茶馆 0.5

茶园水系（渔业

区和农耕区）

游船 0.5

荷花池 0.5

垂钓码头 0.5

茶园体验 0.5

柑橘采摘 0.5

时花观赏 0.5

项目导

入策划

报告

项目导入

“三生”效

益适宜性评

估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景

观效益)占区间{50~80}3 分、

{30~49}2 分、{10~29}1 分

适宜性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模块

三：空

间规

划与

场地

设计

三大场

景设计

定位

三大场景类

型设计定位

布局定位

整体特征定位准

确
0.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格局功能定位准

确
0.5

功能定位准确 0.5

三大场景功能定位

生活区 0.5

生产区 0.5

配套服务区 0.5

定位结果和探究次数赋分，所

有定位均准确，才允许进入下

一步,探究 1 次达到要求 5 分，

2次

探究 1次达到要

求 3分，2次 2分，

3次 1分
3

三大场

景形态

设计

绘制三大场

景形态设计

绘制平面图纸

老宅平面图 2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广场布置图 2

水系茶园平面 2

绘制效果图纸

老宅效果图 2

广场道路效果 2

水系茶园效果 2

三大场 基础类型和 茶馆 全屋装修粉刷、 2 人茶座 0.2 预习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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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旅游

场景氛

围营造

设计规范，

旅游氛围营

造

洗手间、

前台、

会议室、

展示展览区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茶餐 4人座 0.2

泡茶 5人组 0.2

水吧台 0.2

展示柜 0.2

茶博物馆（二楼

民宿）

全屋装修粉刷、

洗手间、

前台、

会议室、

博物馆展示展

览区

2 人茶座 0.2

4 人茶座 0.2

泡茶 5人组 0.2

民宿 0.2

展示柜 0.2

茶餐厅

全屋装修粉刷、

洗手间、

餐厅区、

民宿、

展销区

2 人茶座 0.2

标间 0.2

泡茶 5人组 0.2

水吧台 0.2

展示柜 0.2

公共服务配套

系统

农耕民俗文化

大舞台、

茶文化广场、

散步道系统、

标识系统、路灯

夜景系统

烧烤架 0.2

户外展销架 0.2

大导览牌 1副，小

30 副
0.2

美食摊 0.2

休闲桌凳 0.2

萌宠乐园 0.2

农旅项目导入

滨水区 150 亩

和茶园 50 亩左

右改造（休闲垂

钓/农耕文化植

入区）

电动 10 游船 0.2

摇橹船 0.2

脚踩 2人船 0.2

垂钓码头 0.2

环湖栈道 0.2

荷花种植 3亩多 0.2
向日葵种植 3亩

多
0.2

茶园种植 3亩多 0.2

柑橘种植 3亩多 0.2

效果

评估

项目导

入产品

导入

保证项目导

入多元性与

文创产品选

择与设计方

案的一致性

根据产品选择结果，设计定位

的契合程度，及探究文旅融合

产品丰富度和多元性

文旅融合产品

10 种以上,少

一种递减 1 分

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游线布

置合理

性

掌握三大场

景构建的旅

游路径布置

适宜性

游线顺序布置合理，5条游线以上文旅产品导

入与技法和顺序适配，得 5 分，少一条递减 1

分

5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民俗文

化资源

民俗文化资

源保存与再

民俗文化资源保护再利用 5 类以上 3 分，少一

类递减 1 分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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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再

利用

利用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填写设

计报告

采集实验作

品信息，撰

写方案名称

和设计说

明。

格式完整 1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分析设

计报告

验证实验报

告，如有遗

漏错误可返

回进行修改

制作完整 1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适宜

性评

估

传统民

居改造、

村落格

局提升、

溪流与

茶园再

利用方

案互评

(适宜性

评估）

以组单元进

行评价

从“三生”综合效益综合评价原则，对导入项

目评级：优秀 6 分；良好 5 分；中等 4 分；及

格 3 分。

6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结合投入产出经济效益、引流人数代表的社会

效益和生态（景观）效益评析三大场景与道路

等，并对作品评级：优秀 6 分；良好 5 分；中

等 4 分；及格 3 分。

6

从结合投入、引流人数和生态（景观）效益评

析三大场景等的角度，对传统民居改造作品评

级：优秀 12 分；良好 10 分；中等 8 分；及格

6分。

12

结合投入、引流人数和生态（景观）效益评析

三大场景与道路等，结合溪流和茶园搭配文旅

产品，对作品评级：优秀 6 分；良好 5 分；中

等 4 分；及，3分

6

查阅最

终实验

报告

回顾三大场景包括民居改造、村落格局提升、溪流和茶园

的文旅产品导入的整个流程体验的虚拟仿真实验的过程
3

预习成绩

操作成绩

实验报告

教师评价

报告

查阅最终实验报告，梳理古村落格局提升三大场景构建的

思路，总结实验经验
3

三大场景空间建造、项目导入和文旅产品导入 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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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实验结果与结论（说明在不同的实验条件和操作下可能产生的实验结果与结

论）

1. 学生经过此实验可以认识文旅融合尤其是旅游景观规划引导乡村振兴战

略落地路径的全过程；

2.不同的实验过程选择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以此判断实验是否成功。所有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都按一定比例转化为统一评价标准，去单位化，

暂定为效益指数；1正常增长率区间 10—50%；2 低于 10%判定负效益，实验失败，

需重新再配置；10——50%合理效益；50%——100%是暴利；大于 100%需要考虑合

理性，实验超常，需重新再配置。

3-8 面向学生要求

一、专业与年级要求

风景园林专业、艺术设计学专业三年级以上学生；对乡村振兴落地路径有兴

趣的爱好者；从事建筑学、城市规划设计、土木工程、室内设计等行业人员。

二、基本知识和能力要求

掌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的理论、方法和技能，熟悉景观设计、公共空间设

计、工程造价、文化产业管理等基本原理，具有良好综合素质、较强实践能力和

创新意识、扎实设计综合能力。

操作目的：基于不同场景评估与优化设计。

操作过程：三大场景评估与优化。

3-9 实验应用及共享情况

（1）本校上线时间 ：2020年 5 月 23 日 （上传系统日志）

（2）已服务过的学生人数：本校 77人，外校 0 人

（3）附所属课程教学计划或授课提纲并填写：

纳入教学计划的专业数： 2 ，具体专业：风景园林、艺术设计学（室内

设计），教学周期：2周，学习人数：77人

（4）是否面向社会提供服务： √是 ○否

（5）社会开放时间： 2020 年 9 月 3 日

（6）已服务过的社会学习者人数：0 人

4.实验教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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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虚拟仿真实验教学课程的实验设计、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特色，限

800字以内）

在国家推进“乡村振兴的”的战略背景下，对乡村景观提升和文旅融合引导

乡村振兴的旅游开发路径的全方位认识更新意义重大。项目突破了传统实践教学

中空间、经费与时间周期的限制，将仅能局部开展的现场观察、转变为全方位高

参与度的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落地策略的全周期实践，将实际项目设计中的不

可逆过程转变为高度虚拟现实场景中的反复实验过程。

通过交互式虚拟仿真软件的集成，结合研究基地、数据采集设备、设计素材

等大量的 3D 建模。根据景观规划设计要点，按照体系化设想，以乡村旅游景观规

划提升为目标，将乡村景观环境设计的全过程拆解为多个环节，直观的呈现在学

生面前，让学生在接近真实环境的虚拟现场看到知识的可视化呈现。同时项目流

程转化为“策划定位→现场勘测→方案设计→效果评估→方案效益评估→方案互

评(适宜性评估）”六个实验环节，构成一个完整的乡村景观旅游规划的实验体系，

在实验方案设计上，实现了自主设计、分析评估和方案评价的三位一体思路，更

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空间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将专

业知识获取、设计思维训练、知识综合应用融汇到整个实验中，多元化、递进式

地实现学生知识与能力提升。

同时，虚拟仿真实验可以对学生的在线操作进行实时跟踪，完整地评估学生

的实验完成效率和实际完成效果，实现线上评价、学生互评与线下教师评价相结

合，小组评价与组内评价相结合，充分体现了科学性与艺术性并重的专业特点。

根据所选设计素材的内置参数进行计算，得出游线设计、造价控制、客流量等量

化数据，并参照相关行业规范和标准，生成方案效益评估客观得分。同时教师可

对学生的设计方案从主题构思、整体效果、平面布局、建筑外立面设计、公共空

间景观设计、街道设计、公共设施设计、种植设计等方面给出主观评价，获得项

目主观评分。将传统教学被动灌输的过程转向自主式、探究式的学习，有效提高

了教学质量，保障了人才培养的效果。

5.实验教学在线支持与服务

（1）教学指导资源：教学指导书 教学视频 电子教材 课程教案

（申报系统上传）课件（演示文稿）其他

（2）实验指导资源：实验指导书 操作视频 知识点课件库 习题库

（申报系统上传）测试卷 考试系统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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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线教学支持方式：热线电话 实验系统即时通讯工具 论坛

支持与服务群 其他

（4） 3名提供在线教学服务的团队成员； 2 名提供在线技术支持的技术人员；

教学团队保证工作日期间提供 8 小时/日的在线服务

6.实验教学相关网络及安全要求描述

6-1 网络条件要求

（1）说明客户端到服务器的带宽要求（需提供测试带宽服务）

（1）基于公有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5M-10M带宽

（2）基于局域网服务器部署的系统，10M-50M带宽

（2）说明能够支持的同时在线人数（需提供在线排队提示服务）

支持 100个学生同时在线并发访问和请求，如果单个实验被占用，则提示后面进行在线

等待，等待前面一个预约实验结束后，进入下一个预约队列。

6-2 用户操作系统要求（如 Windows、Unix、IOS、Android 等）

（1） 计算机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Windows 7及以上

（2） 其他计算终端操作系统和版本要求

无

（3） 支持移动端：○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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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用户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兼容至少 2种及以上主流浏览器）

（1）非操作系统软件要求（支持 2种及以上主流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IE浏览器360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其他

（2）需要特定插件 ○是 ●否

如勾选“是”，请填写：

插件名称：（插件全称）

插件容量：M

下载链接：

（3）其他计算终端非操作系统软件配置要求（需说明是否可提供相关软件下载

服务）

浏览器推荐使用谷歌（Google Chrome）浏览器 55.0以上版本、火狐（Firefox）
浏览器 50.0以上版本

6-4 用户硬件配置要求（如主频、内存、显存、存储容量等）

（1）计算机硬件配置要求

计算机硬件配置需求（最低） 计算机硬件配置需求（推荐）

中央处理器： Intel® Core™

i5-7400-3.0GHz-4核 4线程

内存：8GB

硬盘空间：100GB

图形处理器：NVIDIA® GeForce®

GTX 960

显存：2G及以上

显示器： 16:9 分辨率 1280*720及

以上

网络带宽：10Mbps

操作系统：Windows 7

中央处理器： Intel® Core™

i5-8500-3.0GHz-6核 6线程

内存：16GB

硬盘空间：500GB

图形处理器：NVIDIA® GeForce®

GTX 1060

显存：4G及以上

显示器：16:9分辨率 1920*1080

网络带宽：50Mbps

操作系统：Windows 10

浏览器： Firefox

（2）其他计算终端硬件配置要求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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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用户特殊外置硬件要求（如可穿戴设备等）

（1）计算机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无

（2）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无 ○有

如勾选“有”，请填写其他计算终端特殊外置硬件要求：

6-6 网络安全（实验系统要求完成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二级认证）

（1） 证书编号：

（2） 请附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

7.实验教学技术架构及主要研发技术

指标 内容

系统架构图及简要说明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的

开放运行依托于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

理平台的支撑，二者通过数据接口无缝对接，

保证用户能够随时随地的通过浏览器访问该

项目，并通过平台提供的面向用户的智能指

导、自动批改服务功能，尽可能帮助用户实

现自主的实验，加强实验项目的开放服务能

力，提升开放服务效果。

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管理平台以计

算机仿真技术、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为依

托，采用面向服务的软件架构开发，集实物

仿真、创新设计、智能指导、虚拟实验结果

自动批改和教学管理于一体，是具有良好自

主性、交互性和可扩展性的虚拟实验教学平

台。

总体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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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所示，支撑项目运行的平台及项

目运行的架构共分为五层，每一层都为其上

层提供服务，直到完成具体虚拟实验教学环

境的构建。下面将按照从下至上的顺序分别

阐述各层的具体功能。

（1）数据层

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涉

及到多种类型虚拟实验组件及数据，这里分

别设置虚拟实验的基础元件库、实验课程库、

典型实验库、标准答案库、规则库、实验数

据、用户信息等来实现对相应数据的存放和

管理。

（2）支撑层

支撑层是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与开放共享

平台的的核心框架，是实验项目正常开放运

行的基础，负责整个基础系统的运行、维护

和管理。支撑平台包括以下几个功能子系统：

安全管理、服务容器、数据管理、资源管理

与监控、域管理、域间信息服务等。

（3）通用服务层

通用服务层即开放式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管理平台，提供虚拟实验教学环境的一些通

用支持组件，以便用户能够快速在虚拟实验

环境完成虚拟仿真实验。通用服务包括：实

验教务管理、实验教学管理、理论知识学习、

实验资源管理、互动交流、实验报告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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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效果评、项目开放与共等，同时提供相

应集成接口工具，以便该平台能够方便集成

第三方的虚拟实验软件进入统一管理。
（4）仿真层

仿真层主要针对该项目进行相应的器材

建模、实验场景构建、虚拟仪器开发、提供

通用的仿真器，最后为上层提供实验结果数

据的格式化输出。
（5）应用层

基于底层的服务，最终乡村旅游景观规

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与开放共享。该框

架的应用层具有良好的扩展性，实验教师可

根据教学需要，利用服务层提供的各种工具

和仿真层提供的相应的器材模型，设计各种

典型实验实例，最后面向学校开展实验教学

应用。

实验

教学

开发技术
VRARMR 3D 仿真 二维动画HTML5

其他 WebGL技术

开发工具

Unity3D 3D Studio Max Maya

ZBrush SketchUp Adobe Flash

Unreal Development Kit Animate CC

Blender Visual Studio

其他 Photoshop

运行环境

服务器

CPU 8 核、内存 32 GB、磁盘 500 GB、

显存 11 GB、GPU 型号 GTX2080Ti
操作系统

Windows Server Linux 其他

具体版本：2019

数据库

Mysql SQL Server Oracle

其他

备注说明（需要其他硬件设备或服务器数量

多于 1台时请说明）

是否支持云渲染：○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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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品质（如：单场景模

型总面数、贴图分辨率、

每帧渲染次数、动作反馈

时间、显示刷新率、分辨

率等）

单场景模型总面数：900000 面

贴图分辨率：1024*1024

每帧渲染次数：30-50calls

动作反馈时间：50-200ms

显示刷新率：45-60fps

正常分辨率：1920*1080

8.实验教学课程持续建设服务计划

（本实验教学课程今后 5年继续向高校和社会开放服务计划及预计服务人数）

（1）课程持续建设

日期 描述

第一年 充分利用江夏学院与省民盟合作的乡村文化研究院平台，设计与

创意学院跨媒介设计研究中心，以及其他院系的实验平台，将“乡

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进一步优化，提高

系统模拟系统认识和仿真性，进一步改善实验条件提供依据。

第二年 加大投入增购信息化设备，争取与相关企事业建立战略合作，将

VR、AI技术引入仿真实验教学，改进实验条件和环境，全面提

高实验教学的质量。

第三年 增加文旅融合产品设计、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文创产品设计

的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完善传统实验教学体系。

第四年 计划增加更多类型的文旅运营板块的体验设计，以及对实验效益

评估提出更符合实际的评估体系构建，完善从文化资源采集。

第五年 计划对文旅融合引导乡村振兴战略模式的分类研究，对更多类型

的乡村旅游景观规划设计进行探讨，让课题更具有科普性和综合

掌控体验度。

其他描述：

（2）面向高校、社会的教学推广应用计划

日期 推广高校数 应用人数 推广行业数 应用人数

第一年 10 300 5 300
第二年 20 800 10 1000

第三年 30 2000 20 3000
第四年 50 5000 30 5000
第五年 100 8000 50 10000

其他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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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知识产权

软件著作权登记情况

以下填写内容须与软件著作权登记一致

软件名称

是否与课程名称一致 ○是 ○否

每栏只填写一个著作权人，并勾选该著作权人类型。如勾选“其他”需填写具

体内容；如存在多个著作权人，可自行增加著作人填写栏进行填报。

著作权人 著作权人类型

○课程所属学校 ○企业

○课程负责人 ○学校团队成员

○企业人员 ○其他

权利范围

软件著作登记号

如软件著作权正在申请过程中，尚未获得证书，请填写受理流水号。

受理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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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诚信承诺

本团队承诺：申报课程的实验教学设计具有一定的原创性，课程所属学校对

本实验课程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实验软件、操作系统、教学视频、教学课件、辅

助参考资料、实验操作手册、实验案例、测验试题、实验报告、答疑、网页宣传

图片文字等组成本实验课程的一切资源）享有著作权，保证所申报的课程或其任

何一部分均不会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实验教学课程负责人（签字）：

2021年 7 月 30日

11.附件材料清单

1.课程团队成员和课程内容政治审查意见（必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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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课程内容学术性评价意见（必须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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