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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数字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作为近年来技术、事物与人们

交互之间的技术机制，搭建多维度虚拟场景营造虚拟与现实相整

合的沉浸式架构体系，显现数字化、数据化的魅力，令人们在不

断的生活与工作期间，感受到科技带来的价值。从不同行业的发

展机制讲，数字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共性点与差异点，则

可作为技术相互补充的契机，拓展技术融合的应用范畴，对行业

领域发展提供基础保障。

1  数字媒体技术

数字媒体技术归属于电子计算机课程，包括人机交互技术、

多媒体技术、网络传输技术以及数字处理技术等多个方面内容，

可以将数据信息记录、存储、传递与显示。数字媒体载体可以是

逻辑媒体，也可以是实物媒体。图文、音视频等感觉媒体或者作

为中介传输的感觉媒体成为逻辑媒体。可以将逻辑媒体展示、存

储的是实物媒体。数字媒体技术，是通过现代计算和通讯的手段

综合地处理文字、声音、图形以及图像等信息，从而使抽象的数

据变得可以人为感知，可以利于管理，更可以实现交互的一种新

型技术。在当前社会实践中，数字媒体技术多用于场景设计、角

色形象设计、多媒体后期处理、游戏程序设计以及人机交互等多

个领域。影视后期制作是数字媒体技术应用的主要领域之一，从

事影视的动画、特效以及后期合成、视觉设计等多方面工作。此

外，数字媒体技术属于计算机领域，因此，游戏制作、网页设计

等也是较为适宜的发展方向。由此可以看出，数字媒体技术具有

数字化、科技性、多元化以及可塑性等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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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虚拟现实技术内容及特征

虚拟现实技术简称为ＶＲ技术，也称灵境技术或人工环境，

是世界信息技术领域研究发展的新方向，其集成计算机技术、信

息技术、传感器技术、光学技术及仿真技术于一体。我们通常所

说的虚幻场景体验就是借助于ＶＲ技术及计算机图像学技术理论，

在真实环境交互数据基础上，以一种场景重构的虚拟手段来为体

验者营造出一种多维度３Ｄ立体结构的虚拟世界。体验者能够借

助多种外部硬件传感设备沉浸在虚拟重构的场景当中。虚拟现实

技术对人们视觉及听觉的影响是增加了多种趣味性体验感，让人

置身于仿真场景当中，甚至增加了嗅觉及味觉的体验，这种具有

沉浸体验感、仿真影响力及人为可操作性等特征的新技术，真正

做到了以人为本的信息数据交互，在这个多维的信息空间内，人

们可以通过各种传感设备以一种自然全新的方式与虚拟环境当中

的对象进行交互。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沉浸性、交互性、构想性等

特征。沉浸性是指体验者能够作为交互场景主要角色沉浸到虚拟

的空间当中，暂时脱离当前的真实生活场景，同时获得与真实世

界相同或相似的三维感知体验。交互性是指通过软硬件设备进行

人机之间的交互，包括用户对虚拟环境当中三维对象的可操作程

度和从虚拟环境中得到反馈的自然程度。构想性就是指使用户沉

浸其中并获得新的知识启发，提高感性和理性认识，从而使用户

深化虚拟现实交互的理念和萌发新的奇思妙想。

3  虚拟现实技术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

3.1视觉可视传达

数字媒体技术作为虚拟现实技术的前身，其呈现的视觉效果，



106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5)2023,4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需在原有的数字逻辑性处理之下，将数字与实物进行结合，保证

用户在虚拟场景之间，通过数据模型在虚拟场景与实体场景之间

进行感知交互处理，增强场景的真实性与合理性。从另一方面讲，

数据体系的传输及其集合程度，则是为数字媒体与虚拟现实提供

融合机制，即为在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的呈现下，通过不同类

别的数据架构进行信息整合，经由数据模型对实体场景进行同比

例处理，如此一来，虚拟视觉效果将为人们带来视觉冲击，增强

人们的沉浸性，在虚拟场景交互之中感受数字技术的魅力。

3.2基于“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媒体

媒体融合是传媒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广播、电视、报纸、新

媒体等多种媒体形式的融合发展目前已形成规模，中央、省、市、

县各广播电视单位都在积极推进融媒体中心建设。虚拟现实+与

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极大地推动了融合媒体行业的发展，使得

融合媒体在设备、内容制作、新业态等方面不断发展。例如，虚

拟现实全景摄像机、三维扫描仪、声场麦克风、裸眼沉浸式呈现

设备等在融合媒体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应用。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

技术的融合，也在不断拓展融合媒体内容制作领域。如虚拟拍摄

技术、新型导演叙事、数字虚拟主播等，都是虚拟现实技术与数

字媒体技术融合发展的代表，并且在影视动画、游戏社交、新闻

报道及体育赛事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以游戏社交领域为例，元

宇宙就是游戏社交发展的典型代表。元宇宙是多种技术的结合，

包括虚拟现实（V i r t u a l R e a l i t y ，V R ）、增强现实

（AugmentedReality，AR）、混合现实（MixedReality，MR）、拓展

现实（ExtendedReality，XR）、全息影像技术、脑机交互技术等，

为用户带来了深度沉浸的游戏与社交体验。以新闻报道领域为例，

数字虚拟主播在新闻报道领域有广泛的应用，新华社数字虚拟主

播新小浩、新小萌，多次参与新闻播报，人民日报社数字虚拟主

播果果也多次参与新闻播报，抖音数字虚拟主播AI米粒粉丝量已

超过200万，发布了多个新闻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5亿。虚

拟现实与数字媒体技术的融合，也助推广播电视及网络视听业态

更新，使得虚拟现实音视频专区与虚拟现实影院成为新的产业增

长点，虚拟化身等新型互动社交等新业态发展迅速。

3.3三维模型场景虚拟构建

数字媒体技术作为虚拟现实技术得以实现的重要技术基础，

其可让虚拟现实技术应用效果得到显著提升。虚拟场景模型是虚

拟现实技术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构成方式，为增强虚拟场景的真

实性、代入感，需要借助数字媒体技术以对复杂庞大的数据信息

进行数字化处理。在网络信息技术、多媒体技术、三维建模等技

术的支持下，虚拟现实技术可将真实的场景打造成生动的虚拟场

景，构建虚拟三维场景模型，实现对真实场景的生动还原。依托

虚拟三维场景模型的构建，实现对虚拟现实技术场景构建的有效

细化，进一步推进数字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发展。

3.4微型交互机制

现有科学技术发展中，集成技术已经成为资源化发展的基础

保障，通过微型处理器对多场景、多信息结构进行布设处理，既

提高数据信息之间的流通效率，也可在设备与人们之间起到精准

交互作用。此类需求背景下，人们逐渐向微型实时交互技术领域

发展。虚拟现实与数字媒体技术在其中起到的价值则是通过微型

传感器，实现对信息与数据之间的转换，且通过外设装置令用户

感受到更为详细的质感，例如，智能手套的设定，通过微型

化、集成化的转换作用，将虚拟场景中的真实反馈信息作用于

人们关节乃至是肌肉表皮层面，通过微触感、微动态的反馈效

果，增加体验真实性，从真正意义上做到虚拟世界的微观现实

化，显现应用价值。此外，微型交互期间，是以数据信息为

雏形，在不同架构载体之上进行数据逻辑运算及表述处理，此

过程则应加强对技术框架的约束，挖掘两种技术的共性点，拓

展应用范畴。

3.5虚拟现实技术与数字媒体艺术创作教学的融合

具体创作课程的开展，要遵循以下三个原则。其一，媒

体性，通过虚拟现实课程的开设，要帮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逐步

获取关于产品流向的具体能力培养，通过对于媒体介质传统的相

关知识探讨，完成能力的有效应用。其二，艺术表达性，虚拟现

实产品本身的重点与特点就在于“虚拟”和“现实”，要通过数

字媒体技术专业中艺术内容的学习，形成艺术表达，进而能够完

成对于虚拟现实产品设计界面的设计与创建。其三，交互性，虚

拟现实技术对应的虚拟现实产品并非一成不变，相反，随着信息

技术的发展，其内容与技术都在不断创新发展，在教学过程中，

要意识到这一点，帮助学生形成交互思维，反馈到虚拟现实课程

中，就是促使学生能够较好地掌握虚拟现实产品的制作能力。在

三个基本原则的引导下，在实际开展课程中，首先，就要突出原

则，在理论内容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将理论内容联系在一起，

注意细节层次概念的解读，补充一些基本方法的操作，促使学生

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实现理论的融会贯通。其次，虚拟现实课程

本身所涉及的内容众多，教学活动开展的课时有限，自然不可能

面面俱到，且虚拟现实技术处于不断更新与发展的阶段。因此，

教学过程更需要有侧重的进行展开。教学内容应当分为基础理

论、热点发展与主流趋势，让学生利用基础理论作为工具，自发

形成对于技术热点问题的探讨，并在教师引导下，自主思考未来

的主流发展趋势，促使学生能够自主积极地投入学习中，形成能

力上的提升。最后，“纸上得来终觉浅”，虚拟现实本身就是一门

多学科交叉的科学技术，学习、借鉴、启迪终究是理论性的，对

于学生而言，更重要的是如何站在理论的角度上，实现思路

创新。

结束语

简而言之，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环境下，数字

媒体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的有效融合，将会在不同领域发挥重要

作用，为人类进步，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深度融合数字媒体

技术与虚拟现实技术，使二者互通有无，互为补充促进，将会呈

现共同发展之局势，利于其融合价值在多个领域发挥作用，推动

我国科技再次跃上新的发展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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