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山西艺术职业学院电视艺术系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队伍是基础，人才是关键。”贯彻落实

文化强国战略目标，繁荣发展文化事业、产业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迅速培养一

批高层次、高素质复合型的文化人才。为了提高高职艺术类院校适应文化事业、

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提升高职艺术类院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对虚

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人才需求进行调研，以便合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更好地

推进专业建设。 

一、调研指导思想 

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以

岗位需要和职业标准为依据，以培养学生职业能力为目标，按照工学结合的人

才培养模式，促进专业与产业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全面

提升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建设水平和产业服务能力，大力培养虚拟现实应用

技术专业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山西文化发展建设提供优质人力资源

支撑。 

二、调研思路与方法 

本次调研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行业一线企业、相关院校作为调研对象。主要采

用资料分析、单位部门管理者专家访问、网络资料分析、问卷调查等形式，分

析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对应行业的人才结构现状以及人才需求量，岗位设置

与人才需求方向，岗位对从业人员知识、能力、素质、相应的职业资格的要求，

学生就业情况等。进一步完善我院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以构建合理的课



程体系，完善教学团队，加强实践教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具体调研方法见下表所示： 

调研对象 调研形式 

相关企业 资料分析、问卷调查、实地访谈 

相关高校 网上收集资料、电话访谈 

三、调研内容与对象 

（一）调研内容： 

1．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人才需求调研内容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人才需求调研，主要调研内容为：行业需求哪方面的人

才，需求量的大小；用人单位选聘人才的标准是什么，用人单位认为从业人员

应具备的重要素质、主要能力有那些，用人单位认为最实用的专业课程有那些，

认为学校专业人才培养中最大不足是什么，如何看待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的

观念等。  

2．相关院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调研  

      主要调研内容为：了解其他院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课

程体系的设置、专业特色的考虑、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实训课程的开设、

实践环节的安排、师资状况及其培训进修等。 

（二）调研对象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人才需求与培养调研对象分两大类：一是行业一线

企业人才需求调研；二是相关院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培养方案调研。  

本次调研行业一线企业共有 3 家，分别为北京加乘阳科技有限公司、北京

先行未来云科技有限公司、山西华兴科软有限公司。 

调研开设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的院校有 4 所，分别为南京艺术学院、山



东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 

四、调研结果 

（一）行业一线企业调研结果： 

被调查单位、部门在发展中对人才的需求量：一般大、中型单位对人才的

需求量较多，而小型公司对人才的需求量一般或少； 

单位、公司选聘人才的标准绝大部分是：主要关注能力，其次考虑学历； 

单位、公司需求哪方面的人才：25.6%管理者认为需要能够应用 Unity 引擎

的人才，27.5%管理者认为需要三维制作人才，33.8%管理者认为需要全景拍摄

及后期制作人才，也有管理者认为需要复合型人才。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从业人员应具备的最重要职业素质依次是：80.95%的管

理者认为创新意识、开拓精神，71.4.%的管理者认为工作热情、工作经验，90.5%

的管理者认为职业态度、敬业精神，80.95%的管理者认为文化内涵、艺术修养，

33.3%的管理者认为团队意识、服从意识，47.6%的管理者认为政治、思想素质。 

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从业人员应具备的最重要职业能力依次是：95.2%的管理

者认为职业灵感、审美能力，80.95%的管理者认为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引擎开

发能力，76.2%的管理者认为全景拍摄及后期处理能力，76.2%的管理者认为三

维造型的把握能力。 

33.3%的管理者认为高职院校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最大不足是理论性差， 

52.9%的管理者认为课程内容赶不上虚拟现实应用技术行业日新月异的发展，出

现明显的滞后性，23.8%的管理者认为师资力量薄弱。 

管理者对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看法：80.95%的管理者认为有利于增强

育人的针对性、实效性，38.1%的管理者认为非常重要，42.9%的管理者认为有

助于提高行业企业效益 ，4.8%的管理者认为没有专门研究过。 



调研表明，本专业人才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将会有大量需求。主

要体现在：掌握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主流引擎交互功能开发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缺乏；掌握全景图片、全景视频的拍摄和后期处理能力的高层次人才缺乏；搭

建和维护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常用软硬件设备 或平台的能力的复合型人才缺乏。 

（二）相关院校虚拟现实应用技术专业调研结果： 

南京艺术学院：本科层次专业，执行学分制，开设有素描、色彩、数字媒

体艺术概论、平面基础软件、视听语言、素描、三维专业软件、多媒体专业软

件、构成与表现、数字媒体创意、数字媒体、技术基础、实验造型、当代艺术

思潮、设计心理学、设计思维与表达、交互引擎、音频与音效基础、交互设计

方法与应用、媒体与传播空间设计基础、虚拟空间表现、场景设计与表现、人

机交互基础、建筑动画制作、数字特效艺术表现、虚拟现实创作等课程。 

山东艺术学院：拟建设沉浸式多人大空间交互虚拟现实体验及研发中心、

影视专业级别的动捕设备应用中心、Trance 传神混合现实制作及展示系统内容

制作中心、全景拍摄创作中心等实训中心。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虚拟现实本科专业学制为四年（允许学生在 3-6 年内

完成学业），课程体系按照总学分在 150-170 进行设置，包括通识教育课程模

块、学科/专业基础课程模块以及专业课程模块，每个模块可以有理论教学环节

和集中实践教学环节，每个模块的理论教学环节可以有选修和必须课程，集中

实践教学环节课程全部为必修课程。开设有艺术设计基础、虚拟现实理论基础

（设计心理学、人机工学、交互理论）、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信息类）、虚拟

现实算法基础 、计算机图形图像技术、虚拟现实概论、3D 建模基础、VR 开发

平台基础 、UI 设计、VR 程序设计、信息检索与利用、JAVA 程序设计、VR三维

建模方法等课程。 



江西泰豪动漫职业学院：依托泰豪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拟上市公司）和泰

豪动漫，在保证学生学好基础理论课的同时，从专业理论、动手能力、人际合

作、语言表达等方面全方位专业技能技术培养计划，针对岗位对素质、能力、

知识的需求进行培训和训练，锻炼岗位所需的技能，养成专业所需要的各种素

质，从而提高就业能力和就业后的竞争力。开设有 C 语言程序设计基础、虚拟

现实概述、数据结构、数据库应用技术、色彩构成与视觉表现、计算机网络、

C#程序设计、游戏策划软件工程、U3D 引擎开发、全景视频拍摄及处理、三维建

模和动画虚拟现实软硬件平台搭建和维护、VR 场景设计与搭建、虚拟现实交互

设计、虚拟现实引擎开发、增强现实引擎开发等课程。 

五、结论 

近两年时间里 VR（虚拟现实）在我国变得炙手可热，大量的 VR（虚拟现实）

相关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相关数据显示，虚拟现实产业规模在未来两年内

将增长 15 倍，在 2020 年达到 1860 亿美元市场规模，用人市场需求迫切。 

VR（虚拟现实）产业以应用为驱动，其特点是渗透力极强，目前 VR（虚拟

现实）在军事、教育、医疗、汽车、物流多个行业领域中都有了较为成熟的融

合形态， VR（虚拟现实）行业关联人才炙手可热，尤其是掌握核心虚拟仿真技

术的软件开发工程师更是高薪难求，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不仅仅停留在学历上，

更亟需有虚拟现实应用项目实际操作经验的人才。 

根据国际权威数据预测，预计在未来 3 年，至 2020 年。仅中国大陆地区，

对 VR 技术人才的需求超过 120 万人。国家人才需求的重点除与核心芯片设计及

操作系统等高技能人才以外，还将包括与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行

业应用技术相关的 VR 硬件外设工程师、VR 软件开发工程师、VR 美术艺术、VR

全景影视动漫制作、VR技术支持与服务等高级技能型研发人才与制作人才。 



VR（虚拟现实）专业人员稀缺，同时大学生毕业就业难，为彻底解决此种

产学脱节的局面，高校将肩负着培养 VR（虚拟现实）专业人才的使命和责任，

加强高校与产业、行业、企业深度结合，研究国家 VR产业发展、预测人才需求，

通过政策导向、满足市场需求，有针对性的推进人才培训改革发展，迎接 VR（虚

拟现实）产业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