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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虚拟现实的特点，对核化危害环境下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的理论依据以及考核方式进行研究。同时运用雷

达图分析法，对参训学员在核化危害环境下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中的成绩进行考核评估，便于直观分析训练成效。

Abstract: Improving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al reality,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assessment method of virtual 
emergency repair training of chemical defense equipment under nuclear hazard environment are studie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of the virtual emergency repair training of chemical defense equipment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nuclear hazards are assessed by 

using radar chart analysis method, which is convenient for intui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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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是一种全新

的、创新性的装备抢修训练方式，该方式的提出可为防化部

队的装备抢修训练手段提供了更优化的选择。宏观上，主要

基于 VR 设备与仿真技术，实现对防化装备保障的临境训练。

微观上，充分体现了虚拟现实的特性。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

练构建与实装和实战相近似的训练条件、形象直观的装备设

施和逼真的战场环境条件，对防化装备抢修全流程、全要素

进行训练，激发参训学员的训练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和训

练效果 [1]。

2 核化危害环境下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的

理论依据

以虚拟现实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的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

练专业技术强、涵盖范围广、标准要求高，涉及到理论研究、

技术研发、教育教学、实践运用等诸多方面。针对防化装备

虚拟抢修训练教学组训模式的研究实践，必须紧紧把握技术

保障，借鉴运用军地成熟理论，设计出紧贴战场、科学合理、

务实高效的虚拟抢修训练模式。

2.1 情境认知理论

情境认知理论认为，知识不是抽象概括，而是社会情境

之下的一种活动，是个体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

引导人们通过调节自身的行为去适应环境不断变化的能力。

其中，情境认知是指在一系列真实具体的任务构成的情境之

中，学习者通过组成实践共同体去进行合作及交流，然后逐

步从个体独立学习的实践场转向众多学习者共同分享交流

的实践共同体，并在这种互帮互助的交流过程中完成自己对

知识意义的建构 [1]。

以情境认知理论指导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设计，将虚

拟现实与防化装备抢修训练相结合，就必须从受训者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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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出发，注重受训者原有的知识、经验和在情境中获得的

知识，使新旧知识顺利结合，建构起自己的认知结构。虚拟

现实技术能够根据训练内容贴近作战任务、训练环境符合实

战的要求，为受训者建立一个接近核生化危害环境的、理想

化的虚拟仿真空间。能够根据受训者的学习状态和特点，设

置最符合其需求的虚拟仿真情境与训练科目，进一步提升训

练水平。 

2.2 表象训练理论

表象训练是在表象探究基础上展开的一种心理训练措

施，主要通过语言暗示、录像引导等方式，在头脑中重复想

象、构想某个动作或某些场景，从而克服心理障碍、修正错

误动作、提升训练质效。心理学研究表明，表象训练是把握

动作技能、操作技能的基础，合心理活动和智力发展规律，

对技术动作的掌握和应用起着积极有效的促进作用 [2]。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的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系统，

其主要特征就是虚拟仿真训练。当受训者在虚拟训练系统中

进行装备抢修训练时，系统会回顾评估每名受训者的训练动

作、反馈修正错误动作，进而实现“一对一”的精准训练分析，

全面提高训练质效。此外，虚拟仿真训练系统能紧贴实战需

要和作战需求模拟不同的核化威胁环境，帮助受训者克服心

理障碍，提高未来战场适应能力和综合作战能力。

2.3 沉浸理论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搭建的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系统，

能为受训者营造在心理和生理两个层面深度沉浸的学习训

练环境。心理体验层面，虚拟抢修训练可依据沉浸体验理论，

为受训者“量身定制”一个当前训练水平与训练任务难度相

符的抢修训练情境，促使受训者持续激发并保持一定的兴趣

和动力，从而更好地检验训练效果，提高训练质效。在阶段

训练目标完成后，虚拟抢修训练会相应做出调整优化，使受

训者持续处于“沉浸”通道中，在“忘我”的训练中进一步

提升训练水平。

3 核化危害环境下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考

核评估设计的理论分析

对参训学员抢修能力进行考核评估，便于教员了解参训

学员对抢修标准流程的掌握程度，使参训学员清楚自身抢修

能力的弱项，在下一步的训练过程中有针对性的选择训练科

目，提升自身训练效率与训练成效。

对参训学员的防化装备抢修能力进行考核评估有如下几个

方面：修前准备工作、分析判断能力、抢修技能、其他影响因

素。以此四个方面为主，对参训学员的训练效果进行评估 [2]。

3.1 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效果的评估过程

训练系统具备自动考核评估等功能。考核结束后，首先

评判抢修任务是否完成，认定任务完成后，系统自动对各项

考察指标进行打分（单项满分为 10 分，总分为 120 分），

然后对结果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将各参训学员的得分结果

与所有参训学员平均分进行对比，如表 1 所示。

表 1 学员参加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考核得分表

考察面 指标名称
一号

学员

二号

学员

三号

学员

所有学员

平均分

修前准

备工作

是否有防护意识 2 8 5 8.3

防护装备穿戴是否

完好
3 7 2 7.7

装备洗消情况 8 6 4 6.2

分析判

断能力

器材工具准备情况 3 4 3 5.6

损伤定位分析能力 2 3 5 4.2

方案拟制决策能力 5 9 8 6.1

人员编组分配能力 6 7 2 5.8

抢修

技能

抢修方法是否正确 8 5 6 6.9

抢修工具运用是否

正确
4 3 4 4.1

抢修完成时间 5 7 2 5.2

其他

因素

修复后性能检测 7 4 7 6.5

抢修中协同配合

能力
3 6 3 3.9

表 1 为考核的主要指标，可以从中找出绘制雷达分析图

的四方面各指标得分数据。假定一号学员得分、二号学员得

分、三号学员得分、所有学员的平均分为以上四组数据，根

据表上的各项指标数据，绘制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效果评

估雷达图（见图 1），从而对三位学员的训练效果进行分析

评估 [3]。

3.2 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效果的评估结果分析

从雷达图中可以看出，一号学员在装备洗消和抢修方法

这两方面表现比较突出，防护意识和损伤定位分析能力是三

位学员中最差的，且低于平均水平。二号学员的综合水平基

本达到平均水平，在方案拟制决策方面尤为突出。三号学员

综合水平在所有学员中属于偏弱的，因为其雷达图面积最

小，且很多指标低于其他两位学员也低于平均值，但是三号

学员的方案拟制决策能力、抢修方法运用方面、修复后的性

能检测方面相对好一些。

首先，雷达图可以对三位学员的综合抢修能力直观显示，

学员之间可进行对比。其次每位学员可以与整体的综合抢修

水平进行比较，便于判断每位学员处于什么层次。最后可以

分析了解所有学员的综合抢修水平的优势劣势，从雷达图中

可以看出，学员整体的协同配合能力、损伤定位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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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修工具的运用是否正确方面都偏弱势，下一步将成为训练

的重点。

参考文献

[1] 王少非 .情境化认知与情境化教学设计 [ J ] .当代教育科

学,2005(24):36-38.

[2] 武任恒,杨国柱.表象训练的理论、应用及启示[J].教育学术月

刊,2009(11):15-19.

[3] 马丁.加德纳.引人入胜的数学趣题[M].林自新,译.上海:上海科

技教育出版社,1999.

图 1 学员参加防化装备虚拟抢修训练效果评估雷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