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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现实技术（AR）这一领域，大众还停留在其虚拟现

实（VR）技术所支持的游戏、电影情节中。相对于虚拟现实

（VR）技术，增强现实（AR）技术在目前看来会更加适用于

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场景中的交互操作。而作为教学应用的数

字互动媒体技术需要与时俱进，以技术上的优势来吸引学生

们回到课堂，增加师生间的互动同时让课堂更加拥有其沉浸

感，这一点与时下正在开发和应用的增强现实（AR）技术不

谋而合。本文将从目前的高校数字媒体艺术教学情况、增强

现实（AR）技术的特点及优势这两个方面进行阐述，进而提

出两者技术结合后的几个应用前景及其延伸方向。

1  数字媒体艺术互动教学情况

互动媒体技术在目前各教学领域的日常应用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种形式：投影演示技术和上机操作技术。投影演示技

术因其在媒体教学和演示性讲授中的广泛应用为人熟知，投

影演示教学其大多数的互动活动依旧是基于现实课堂的提问

——回答模式，注重面对面的讲授及咨询。日常常见的操作

环境是人们所熟悉的多媒体教室环境，即使用投影仪和幕布

将电脑中的 PPT 课件、教学演示资料及板书等投放给教室中

的学生观众，投影和音响的硬件系统是提前安装好的固定位

置，教师的活动空间有限，与学生的互动依赖于教师本身的

讲授水平，投影演示辅助演示其教授内容以减少不必要的板

书陈述时间，但学生依旧需要携带教科书和笔记本等工具完

成知识点学习记录等基本内容。

上机操作技术则是另一常见的互动媒体教学环境，即基

于计算机实验室的多媒体教学环境。教师机负责演示、发送

课程资料和指导学生操作，学生们每人一台电脑，此电脑负

责学生机的课程操作训练和接收教师机的演示与资料发送，

教师机除了实时操作演示和讲授外，可以通过控制学生机查

看其操作训练的进度，学生亦可通过学生机进行作业提交、

问题的提交和课程资料内容下载查看，互动程度大大增强。

各学校互动媒体教学中的实验室课程及目前各高校推出的大

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都是基于网络环境支持的上机

操作技术拓展而来，学生可以通过在电脑上自由选课进行有

针对性的线上学习，提问以及课程训练、作业的提交都可以

藉由电脑或终端设备提交，线上授课中亦会穿插弹出选择题

让学生回答，避免学生走神，基于此技术的互动媒体教学是

目前可见的互动性最强的应用环境。但其亦有两个问题无法

解决，一个是其本身需要诸如电脑这样的终端进行操作，便

携性受到一定的局限性约束；而另一方面其对于学生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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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很弱，线上教学时教师并不在现场，而线下教学的实验室

操作中，教师也不可能面面俱到，特别是线上教学使用的多

是账号登陆学习，无法监控学生是否是本人，以及学生是否

在电脑前学习没有做别的事，若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又会提高

其技术成本及服务器压力，并会在隐私权上受到谴责，目前

的MOOC在线教育应该与直播功能的平台合作，可能会有更

好的教学效果。

2  增强现实（AR）技术对艺术教育的推动

增强现实（AR）技术的特点基于其三个方面：其一是虚

拟的信息可以与现实场景进行结合，集成了两者的现实空间

并不阻碍人的正常生活；其二是具有实时的交互性，基于多

传感器融合技术和实时摄像头视频定位的支持，可以使虚拟

信息与操作者无缝衔接；其三是可以在现实场景中添加和定

位虚拟信息和物体，在不妨碍沉浸式体验的同时，使操作者

的自由度大大增强，做到将生活中接收、释放讯息的一切设

备进行虚拟化、数字化演变。

基于以上增强现实（AR）技术的优势，其在互动媒体教

学中有以下三个方向的应用延伸前景：其一，教学内容的呈

现和反馈：在增强现实（AR）技术环境下，教师的教学内容

可以直接传输给各学生的个人 AR 设备，且教师的教学内容

呈现可以不受讲台和显示设施的局限，诸如板书和标识重点

内容时可以实时显示在学生 AR 设备的虚拟资料上，杜绝了

学生们跟不上板书进度、笔记内容繁复等困难，在学生提交

课堂训练作业时也可实时反馈在教师侧的 AR 设备中，由于

全程皆是虚拟信息，教学内容的呈现及其反馈只有网络延迟

的影响，并没有纸质内容等物理性的传达和损耗。

其二，授课对象的实时互动：由于AR设备的多传感器交

互和跟踪定位系统，学生的提问数据和声音可实时传导至教

师一侧，并且在服务器也会产生备份数据，便于数据分析、检

索和统计的同时亦可纪录学生的上课状态情况，做到对授课

对象的针对性分析；

其三，教学环境的辅导互动：此应用延伸类似于虚拟影

院，但其与虚拟现实（VR）技术所追求的环境不同的一点是

教学环境需要教师一侧能够接入，且需与现实场景接轨，所

以并不是全虚拟环境而是半虚拟的混合现实环境；增强现实

（AR）技术的设备起到支持私人自习室、独立图书馆和个人

研究室等区域性环境的辅助教学接入，教师的课堂内容通过

下载后可以在 AR 设备的显示环境中实时播放，并且也可和

教师一侧对接，在线互动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