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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乌蒙山区智能化人机交互场景模式中教育难题破解

机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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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工交互是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川南乌蒙山区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针对乌蒙山区特殊的教育条件，部

分地区通过利用现代智能化人机交互的科学技术进行技术变革，这有效改善了当地的办学条件，从而助于提升边远山区的教

育水平，为创建教育公平提供了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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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tificial intera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 and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Wumeng Mountain area of southern Sichuan. In response to the unique educational conditions in the

Wumeng Mountain area, some regions have implemented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s through the use of modern intelligent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technologies. This has effectively improved the local educational conditions and contributed to the

enhancement of education standards in remote mountainous areas, providing valuable experience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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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7 年以来，施行乡村振兴战略一直是我国开展的

重点工作，也是全民关注度比较高的问题。教育对于农村有

着重要的作用，教育不仅可以传达知识、有效营造文化乡风，

更是为乡村发展提供不竭的内生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

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教育、科技、人才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发挥着基础性、战略性的支撑。”为

此，教育更应要站在新的科技方位，推动擘画教育蓝图。乌

蒙山片区作为我国扶贫开发攻坚战主战场之一，它的教育也

是备受关注的重要方面。从实际情况而言，乌蒙山区的教育

平均受教育年限却远低于国家平均水平，文盲率也要比全国

高 11.13%。从这两项指标的比较不难发现，乌蒙山区现在的

教育发展滞后于中国教育平均水平。智媒时代，智能化人机

交互场景模式成为西南乌蒙山区教育的重要选择。

一、智能化人机交互场景模式的理论阐释

所谓人机交互从字面意思来解释，就是人和机器的之间

的一个交互关系，所以人机交互又称为人机互动。人机交互

的本质是人和计算机的交互关系，或人与含有计算机的机器

之间产生的交互关系；在这样的关系中，就赋予人机互动交

互性、数字化、个人化的显著特点。现如今，这一门钻研系

统与用户之间的交互关系学识在人们生活和工作的使用中

优势已经慢慢展示出来，覆盖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层

面的人机交互强调参与者与教育平台等之间的互联互通，是

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全新模式，为落后地区教育发展提供了全

新发展模式。

二、川南乌蒙山片区的教育状况

这里虽然地域辽阔，但贫穷率高，而且人口密度大，由

于经济受限，教育也受到严重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硬件缺乏。乌蒙山片区处于西南边陲，经济文化

水平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处于欠发达状态，这也就导致教

育资源的落后。这种问题在农村尤为突出，虽然在政府和众

多社会人士的帮助下，孩子们上学的问题得到了解决，但仍

不乏会出现许多孩子在一间教室上课，少则五十左右，多则

一百多；而且课桌也是三四个孩子用一个……新世纪以来，

国家和政府加大了对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资金的投

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已经达到了连续十年里不低于国内

生产总值的 4%，以此，截至 2020年云贵川地区小学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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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所，在校学生 1339.39 万人；初中学校有 40，388 所、

在校学生有 654.51万人；普通高中 1864所，在校学生 247.79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 950 所，在校学生 18.19万人;特殊教育

279所，在校学生 1.53万人。但由于区域的经济文化发展不

平衡，该地区的教育教学的环境和设施仍存在着较大的问题，

这也就使得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

通过实地调研发现，川南乌蒙山区贫困乡村的义务教育

仍然举步维艰，尤其是在学前教育这一方面体现的更甚。农

村的幼儿园少，而且学前班的教育模式也不符合学前教育的

要求，在乌蒙山区幼儿园分部情况数据中可以看出：临近城

镇的村有幼儿园，其他离市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几乎没有幼儿

园的设立，更不用说对于乌蒙山区的少数民族来说，有些学

前教育甚至是“一片空白”。

第二，师资不足。乌蒙山区的乡村条件限制了学校的基

础设施的设立，比如：无法提供教师住房，使得老师只能住

在村委会或者百姓家里，所以造成不是本地的教师不愿来校，

而出生在本地的农村老师又想调回城里，所以造成师资的流

失，更不用说音乐、体育、美术和计算机的这种对口专业的

教师少之又少，甚至出现了一个教师担任多年级的教学任务。

第三，相关的配套设施不完善。由于经济依旧落后，以

至于学校在住宿、食堂、体育设施、图书和实验器材这些教

育教学的配套设施依然匮乏。

三、川南乌蒙山区人机交互场景的实践逻辑

针对川南乌蒙山区的教育现状，我们从人机互动中获得

灵感，选取一个基础教学点，我们主要是应用网络直播和

VR中虚构事实技术，以线上线下的方法。用虚构事实技术

中的计算机仿真系统来创造一个虚拟的世界，模拟生成新的

教学环境，使学生和老师在虚拟的世界中完成授课。现在的

虚拟技术理念已经具备了人的的听觉、视觉、触觉、味觉、

嗅觉等这些感知性能；另外，它还具有超强的仿真系统，提

供一种 3D立体“影片”的教育教学环境，真正实现人机交

互，这种仿真系统可以让人在操作过程中，随便操作并且反

映学生在这种环境里的最真实的反应。在信息传达技术迅猛

发展的情况下，这对传统的教育内容、教育技术和教育措施

造成了极大的挑战。我们所提出的虚构事实技术则可以弥补

受限的教学。一是可以更加便利的为学生提供教学资源，使

得老师可以生动具体地体现教学内容；二是可以实现一个有

效地、简洁的教学环境，使得学生在把握知识、技艺的效率

不断提升；三是优化了教学进程，提高了教学品质，调动了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打破了教学重点与难点的阻碍特征。当

然，老师在教学环节中也可以利用虚构事实技术来设计与教

学内容相贴切的益智游戏、情景化化学习、合作学习、远程

教育等多样式的教学方法，这样便可以有效的处理许多受到

多方位因素影响的教育难题。虚构事实技术如果运用到川南

乌蒙山区的教育中，可以与众多老师进行对接，虚构事实技

术给他们创造了一个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教育空间，不再

局限于山区教室中，不再局限于山区老师，他们可以尽最大

可能接受山外面的知识。

网络直播也是一种重要模式。网络直播授课的优点主要

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具有超强的交互能力，不仅让学生

有了更加便利的学习方式，也丰富了学生拓宽获取知识的渠

道，改变了从教到学单一的模式，以此提高学习主体的学习

的趣味，不断发挥学生在学习中的自主性。网络教学有着十

分较强的交互才能，使得老师和学生有了多种渠道来获取信

息，而教学视频能够协助老师可以更加生动，具体的丰富课

堂内容，甚至是没有可能实践操作的内容，也可在受限的情

况下展示出来，同时又能切实的记录下教学内容，使学生的

复习回顾受到地域、时间、环境的影响降到最小；所记录的

素材也可作为教师学习借鉴的模板，由此可见，网络直播也

是现代化教学的重要辅佐工具。尤其须要指出的是某些学科

教学在上传至校园网供学生点击后，可以施展更为重要的教

学作用，好比体育和美术学科这些需要把握实践技艺的教学

课程，学生完全能够经过重复观看，反复模拟练习，取得最

大的教学成果，这是惯例教学力所难及的。正是网络直播教

学的交互功能发挥其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体现在教师可以在

教学过程中更具学生主体的差异性，发布学习任务；也可以

在学生观看教学直播之后，对于自己不能理解课堂内容，可

以和老师以线上视频、留言或发送邮件的形式来进行再学习；

当然老师也能够即使针对学生的留言来反思本人在教学中

存在的不足，并不断加以改良，由此则改变了以单一家庭作

业为教师教学的课堂评估形式。另外我们可以与各个地方的

优秀老师进行对接，在他们正常进行授课的同时，也进行面

向川南乌蒙山区的孩子们直播，在此过程中，老师们在正常

进行课堂交流的同时也能顾及到看直播的孩子，还扩大了这

位老师的教育辐射范围，减少区域性资源分配的不足，以此

来促进乌蒙山区孩子们的教育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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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现人机交互场景模式的问题症结

第一，客观限制。一是硬件等基础设施薄弱，乌蒙山区

本身地处贫穷地区，加之经济等各因素的影响，造成了硬件

等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二是地区人居受地形影响相对分散，

不利于集中开展工作。三是存在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片区

内有多个少数名族，以及居住地环境的复杂，限制了相关工

作的开展。

第二，主观条件。一是教学模式单一，当地的教师仍然

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模式，对全新的教学模式没有任何改观。

二是师资力量薄弱，因为乌蒙山片区自然环境恶劣，没有老

师愿意到这来，就算来也没有做下去的准备。

五、实现人机交互场景模式的现实措施

一是夯实硬件基础，选取相关单位进行试点。有效的利

用宜宾学院的教育实践资源，寻求相关网络企业经营的支持，

继续利用宽带衔接、卫星通信等多方式、多层面继续推动“宽

带网络校校通”。

二是重视辐射带动，推进线下教育资源向线上汇聚。保

持开放、共享、协作，踊跃激励并鼎立推动盆周山区、高原

藏区、大小凉山彝区等省内贫困地区、薄弱学校引进区外优

质网络教育资源，大力提升当地、本校教学品质和整体程度。

鼓舞、吸引企业和社会资源参加各类优质课程资源建立，完

善网络教学资源建设门路。使用网校“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

课程，向民族地域、边缘山区及省外其余薄弱地域远程送优

质课程，完成薄弱地区远端学校的学生“异地城乡同堂”。

三是革新教学方式，极力发扬在线学习特别长处。推动

全课程全课时线上教学，启动“天府云教”远程教育直播平

台建立，摸索“多对多”课堂直播方式，将省内基本教育优

秀学校课堂实时向全省薄弱学校推广，推进示范学校与贫困

地区、民族地区、薄弱地区学校间设立直播课堂教学联盟，

做到同步教研(备课)、同步教学、同步练习、同步考评。拥

护全时段全天候在线辅导，支持各地、各校经过在线教育平

台，课前共享课件材料、课中教学互动、课后集体研讨，加

强对教育薄弱地域学校老师课堂教学和学生课后辅导，着力

处理课堂施行中的详细问题。

四是构建长效机制，保障“互联网+教育”教学品质。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做到能来，会教，爱教，留下教，推广

教学评选机制，围绕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交融展开“课

堂教学大比武”。健全老师培训机制，以“国培计划”为引

领，以省级培训为抓手，依靠市、县培训资源，多渠道组织、

分层分类展开教师信息技术运用才能提高培训。探索多元评

价机制，将老师信息技术运用才能归入中小学教师必备技术

水准评估规范必须条件。着眼学生全方位，多领域发展，围

绕学生展开核心素养，引入老师、学生、家长、第三方专家

等多元评估机制，打造科学正当、互联互通的评价体系。

六、结语

民族复兴，教育先行。川南乌蒙地区想要发展，那么教

育无疑要走在前面。要以人机交互技术为新思路，利用这种

新的模式，为乌蒙山区提供精准教育，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

提供教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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