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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体技术中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场景的
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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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媒体技术中的虚拟现实技术与教育相融合，具有非常广泛的前景，能够改变教育教学模式，为学生提

供更加丰富的学习内容。本文介绍了虚拟现实技术特征与教学理论的融合，阐述了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的优

势，通过分析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实际应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根据实际情况，探讨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达到共同

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虚拟现实技术；教育场景；教学模式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educational scene i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Qianwen Xue,  Zhengzhu Jin

Dong Hsin University, Korea Korea 520-714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n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has a very broad prospect, 
which can change the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 and provide students with more abundant learning con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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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新型的信息技术，能够与各行各业

进行相互融合，使各个行业的发展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比如医学领域、教育领域、航空航天领域等等。将虚拟现

实技术引入到教育领域，不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

的质量，还能够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果和效率。例如虚拟

现实教学、智慧图书馆等等，这些应用能够引起学生的注

意力，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同时还对激发他们的创造性具

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教育领域引入虚拟现实技术的过程

中，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引起学校和相关教育工

作人员的注意，找到根源，并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

1　虚拟现实技术特征与教学理论的融合

通常来说，虚拟现实技术就是指，在某种环境下，人们

通过计算机技术形成一种虚拟的环境，同时借助专业化的

设备，让人们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虚拟现实技术具有沉

浸性、多感知性、交互性、想象性四个特征，这四个特征

与教育场景相融合，能够降低一定的教学成本，突破教学

难点。因此，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场景中的实践具有广泛

的前景和现实意义。

1.1沉浸性

学习者身处在虚拟的环境中，近距离感受知识，不需

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改变了学习方式，自主能动性

大大提高，同时还提高了学习的效率，对知识有更加深入

的理解。以往，传统的教学模式是教师教、学生学，在这

种教学模式下，学生比较依赖老师和教材，没有自己的思

考，同时这种教学模式比较枯燥，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会下降。而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教学

场景中，可以给学生更加直观、立体的知识产生的过程，

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兴趣，提高自主能动性。

1.2多感知性

在虚拟的教学场景中，学习者能够调动起多个感官，使

大脑处于高速运转的过程，这对于提高学习效率具有重要

的意义。

1.3交互性

学习者在借助专业设备时，他们的动作、眼神、表情、

语言都和虚拟场景进行交互，增强其体验感。

1.4想象性

学习者在虚拟的场景中，会根据场景的变化，联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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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到其他的事物，学习者在这个过程中，想象性所有提

升，这对于提升创造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将虚拟现实技术与教育场景融为一体，学生在学习的

过程中，开展创造性的活动，培养了它们的创造力和想

象力。除此之外，教学内容也会有所改变，激发学生的热

情，教学手法的改变将会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

2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的优势

2.1推进教育信息化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推动了教育的信息化建设，教学方

式有了很大的改变，也增加了很多的硬件设备，这些设备

对提升教学效率和效果具有重要的意义。虚拟技术给教育

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比如虚拟实训，学生能够在虚拟的

环境中，进行学习，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学习效果比较明

显。另外，还有智慧图书馆，方便学生学习各种知识，不

需要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择适合自己的图书馆功能。[1]

2.2交互性学习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实现交互性学习，学生能够直观地感

受到实际操作的流程，近距离观察实操的要点。学生在进

行学习时，借助VR设备，进入虚拟场景中，根据教师的讲

解，以及个人的经验，完成学习任务，身体的各个感官都

能够参与到学习当中，学生能够更快地接受和领悟知识，

对于激发学习兴趣具有重要的意义。

2.3教学情景仿真

在某些科目中，有很多实验课程，在实际的实验教学过

程中，可能会发生失败的情况，或者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

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由老师完成实验，并进行示范讲

解，学生观看。这种教学方式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同时

学生也不能通过实验提升自己的实操技能。除此之外，完

成实验的过程必然会有一定的突发性和不可控性，如果学

生不能亲自参与实验，那么将无法提升处理突发事故的能

力。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帮助学生建立虚拟的实验场景，减

少实验的危险性，学生在做实验的过程中，将理论和实际

相结合，总结实验结论，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也能够做到

科学解决。

2.4促使教学方式改变

虚拟现实技术和教育教学过程相结合，能够改变学

生的学习方式，学生进入虚拟场景当中，需要以自我学

习的方式来学习。他们不会被外界因素干扰，教师也不

会在一旁对其进行指导，因此，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得

到大大提升。教师需要改变教学方式，在课上，教师要

做引导性的讲解，将实验的流程与要点告知学生，学生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完成自主性学习活动，在完成学习

任务的过程中，提高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当学生完成学习任务时，还会对实验过程进行

总结，这个过程也会提升它们的总结和归纳的能力。最

后，教师和学生之间就整个实验进行交流与探讨，解决

疑难问题。

3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场景

3.1虚拟场景

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场景相对比较广泛，主要包括：一

般虚拟学习场景和虚拟实验室研究所。第一，一般虚拟学

习场景主要包括：1、虚拟现实技术与声音、光影、颜色等

想配合，构建出与现实相类似的立体场景，通常被应用于

博物馆、景区、建筑物等等，场景逼真，学习者在这样的

场景中，能够近距离感受事物的速度和方位的变化。2、利

用3D模型建构原理结构模型，比如物理当中的原子、化学

中的分子式、生物中的基因结构等等，学习者能够从不同

角度观察结构的内部与外部。3、模拟动物和植物的生长，

天体的运动、事物的演变等过程，学习者能够感受事物发

展的过程和生命周期。4、虚拟语言环境。学习者的语言

技能只有在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够不断地被强化和提升。

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创建不同的环境，比如辩论会、工作、

会议、歌唱比赛等等，系统能够根据场景，生成相应的语

句和问题，学习者能够与系统进行互动，从而在实践中提

升听说读写能力，同时系统还能够给学习者提供帮助，修

改病句。第二，虚拟实验室研究所。虚拟现实技术能够创

建虚拟的试验台、设备和仪器，学习者利用设备，控制实

验，虚拟的声音、场景都会随着学习者的动作产生变化，

系统和学习者之间进行互动。除此之外，虚拟实验室拥有

海量的资源、丰富的器材，教师可以根据教学内容，随意

设置实验内容，让学生进行远程操作，提升对知识的理解

能力，降低实验的成本和空间。虚拟学校能够提供丰富的

网络课程，对学生进行在线指导，虚拟现实技术还能够创

建虚拟数字校园，各个地区的学习者都能够上课、做实

验，与其他学习者进行沟通。

3.2虚拟活动

情景学习能够帮助学生提升学习效果和效率，因此，很

多教师在设计课程内容时，会组织情景学习活动。虚拟现

实技术能够构建不同的情景，比如游戏、角色扮演、创造

性活动等等，学习者在这样的情景中，能够与其他人进行

交流与互动，总结经验，根据真实体验，构建新的知识体

系，完成知识的迁移过程。

3.3模拟训练

模拟训练比较注重真实性和可操作性。虚拟现实技术

能够构建模拟场景，学生在这样的场景中，能够完成所有

的操作过程，同时还能够随意转换角度，站在不同的位置

观察事物的不同细节，并能够合理处理突发事件，判断对

错。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训练的成本，还能够让学习

者进行反复训练，提高训练技能。

4　虚拟现实在教育领域应用的主要问题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教学领域当中，突破了教学环境和

教学手法的限制，使教育更加有创新性。但是在实践的过

程中，仍然遇到了一些问题。

4.1健康问题

普通家庭的客厅大约在30平方米左右，适合46英寸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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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机，人们与电视机之间的距离最好在5米左右，这样能够

保证人们的眼部健康。但是虚拟现实成像距离人们的眼睛

在25cm-50cm左右，如果学习者长期佩戴VR设备，将会很容

易造成眼睛的疲劳，长此以往，还会导致视力下降，使学

习者产生眩晕的感觉。[2]不仅如此，VR设备的重量会给颈椎

造成一定的危害，对人们的身体健康产生不良的影响。

4.2沉迷于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技能能够创建一种虚拟世界，学生在这样的场

景中，能够获得现实生活中无法感受到的体验，他们还能

够借助设备操作虚拟世界中的事物。这就有可能造成学生

混淆了虚拟和现实的界限，无法分清现实和虚拟的世界，

造成角色混乱，长此以往，就会产生虚幻的感觉，还会对

现实世界中的事和人不满足，不喜欢学习，沉溺在虚拟的

世界当中。甚至还有一些学习者用大量的资金购买虚拟设

备。除此之外，虚拟世界中的教学资源参差不齐，学习者

如果接触到质量较差的教学资源，还会造成其他问题，比

如心理、道德和人际等方面的问题。对此，教师应该重点

关注学生的学习状况，使其在现实生活中获得更加高质量

的体验和成就感，避免其沉溺其中。

虚拟现实教学能够使学生提高学习自主性，学生可以根

据自身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选择学习方式，比如教师

依赖性较强的学生，可以减少虚拟现实的学习时间。从这

个角度来看，虚拟现实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的教

学模式，强调学生的自主能动性和积极性。学生借助虚拟

现实技术构建的场景，主动构建自己的知识体系，加深对

知识的理解，主动发现、探索和解决问题。但是这种教学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以及师生之间

的互动、交流。教师和学生在互动的过程中，有情感上的

交流，如果忽略了情感交流，很有可能会造成学生学习效

果下降。除此之外，虚拟现实教学模式还会进一步导致学

习的自由度过大，偏离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一些学生的

自制力相对较差，他们在虚拟现实学习中，可能会受到其

他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能够从宏观的

角度观察学生的动态状况，提醒自制力差的学生。对于年

龄较小、自制力差、学习依赖教师的学生来说，虚拟现实

教学的效果可能并不理想。

4.3性价比问题

虚拟现实技术的设备价格比较昂贵，只能满足一部分人

的需求，通常来说，价格高的产品，质量比较好。但是学

校由于经费的原因，很难大规模采购价格高的设备，如果

购买价格低的设备，可能在质量方面不尽如人意。

4.4内容建设

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新型的学习和教学辅助手段，无

法改变教育的实质。学习内容才是教育的重点，虚拟现实

能够为学生们提供多元化的场景、体验和功能，但是这些

元素都有可能会分散学生的注意力，使其学习效果变差。

除此之外，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无法满足所有学科的教学

要求，VR课例相对较少，部分VR课例与实际的教学内容不

匹配。

5　对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领域应用的问题建议

5.1促进教育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

加强虚拟现实技术和教育之间的合作，促进二者的融

合，让更多的学者、教育工作者参与到VR课例、教材内容

的设计中去，使虚拟现实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多元化，制

作更多的资源，提高资源的准确性。同时还可以根据学习

者的反馈信息，不定期更新教学内容，改善其中的问题，

从而进一步提高虚拟现实教学的质量。除此之外，虚拟现

实软件公司也可以与教育人才进行合作，不断充实教育素

材库，学校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作适合本校的素材。

5.2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虚拟现实教育产品种类繁多，人们对其的需求也比较

大，但是虚拟现实软件企业和教育机构创建的虚拟现实教

育产品分布较为零散，无法将各种资源综合起来运用。为

了能够最大化利用这些资源，应该将其进行统一规划，建

立资源共享机制，人们可以在相应的平台和资源库中选择

适合自己的内容。同时还要建立专业化的体系，不断更新

和开发。

5.3增加虚拟现实教育资金投入

加大虚拟现实教育领域的人力、物力和资金的投入，

控制成本，提高质量，加强政府、企业和学校的合作，共

同推动虚拟现实教育产业的发展。[3]三方职责鲜明，政府

主要负责建立行业标准、体系和政策，企业创新，学校负

责落实。

5.4加强现代教育技术

教师要不断学习虚拟现实技术，能够熟练使用虚拟现实

技术进行教学，从而提高教学的质量。除此之外，也要加

强学生自主学习计算机和相关虚拟现实软件，提高他们的

实际操作技能。

6　结论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在教育场景中，具有广泛的前景，创

新了教学模式，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而进一步提高教

学效果。通过促进虚拟现实技术与教育领域的融合，拓宽

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更多的学习内容，从而实现自身能

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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