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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技术视域下的警务技能训练模式建构策略 
景固平  毛旭轩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不断发展与完善，当前社会治安形势也发生了很大转变。在此背景下，如何提升公安民警自身的执

法水平已经成为公安机关应当深入思考与研究的重要课题。其中，警务技能训练是我国公安干警在执法过程中的必备技能，良好的

警务技能不仅能够帮助公安干警对一些暴力抗法的人员采取强制手段，同时也能够帮助公安干警在执法中保护自身安危。基于此，

本文将以警务技能训练模式作为研究主题，首先简要阐述在 AR 技术视域下警务技能训练模式的特征，并探讨运用 AR 技术的警务

技能训练模式构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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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 structure,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current social security 

situation. Under this background, how to improve the police's own law enforcement lev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opic that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should deeply think about and study. Among them, police skill training is a necessary skill for Chinese police officers in the process of law enforcement. 

Good police skills can not only help police officers to take coercive measures against some violent people who resist the law, but also help police officers to 

protect their own safety in law enforce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will take police skill training mode as the research theme, first briefly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ce skill training mo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R technology, then discuss the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police skill training mode using 

AR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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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AR 技术即增强现实技术，其主要原理是将现实世界中

的物体与运用科学技术手段模拟生成的虚拟事物进行互相交融，受

训人员在虚拟结合的环境下进行训练，能够全面提升受训人员的体

验感与真实性。将 AR 技术应用在警务技能训练模式中，其主要是

运用 AR 技术的虚拟功能，为受训人员构建一个全面的训练场景，

让受训人员能够在虚拟与现实互相结合的世界中，通过自身的感官

进行交互性学习与训练，最终实现受训人员的自主性训练。相关人

员在训练过程中，通过运用虚实结合、三维注册追踪、人机交互方

法等多种现代化新兴技术，能够直观地模拟出公安干警在执法过程

中的现场环境与实战过程，能够有效帮助受训人员对执法过程的理

解与掌握，进而有效提升受训人员自身的实战能力与反应能力。 

1、基于ＡＲ技术的警务技能训练特性分析 

1.1 虚实结合特征 

在警务技术训练中运用 AR 技术后，呈现出最突出的特征在于

受训人员所处训练环境的转变。受训人员在虚实结合的训练环境

中，将以往的被动学习者转变为训练场中的主导者[1]。在实际训练

中，AR 技术中的光学显示技术、视频现实技术，加上训练现场营

造出来的感官环境，可帮助受训人员能够将身心精力全部投入到训

练情境中，继而营造出真实的训练氛围。与此同时，AR 技术还为

虚实结合的训练模式提供了多元化的实践操作环节与训练方案。受

训人员可不限时间、不限空间的随时随地开展警务技能训练。并通

过完成 AR 技术平台中的不同学习任务，有效满足受训人员的个性

化需求。 

1.2 实时交互特征 

将 AR 技术应用在警务技术训练模式的建构中，能够全面实现

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实时交互。受训人员能够在训练过程中，深

入感受到来自虚拟世界的物体，同时还可与虚拟世界中的事物进行

互动[2]。在实际训练过程中，受训人员可通过佩戴ＡＲ眼镜、数据

手套和动作捕捉仪等设备实现与虚拟世界的互动。这种新兴的训练

模式与以往传统警务技能训练模式相比较，更受受训人员的认可，

且教学效果更为理想。与此同时，指导教师也可结合不同的训练课

程，引导受训人员在实时交互的氛围中训练不同的警务技能，如沟

通技巧、徒手技能、警械的正确使用等等。如此既能够有效提升训

练效率，同时也能够保证训练效果[3]。 

2、警务技能战术的训练内容分析 

警务战术训练模式在开展过程中，需要参与训练的警务人员在

掌握基础警务技能基础上，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指导下，提升警务

人员自身的执法意识，增强其自身的安全思想与实战能力[3]。通过

对警务人员各项技能的针对性训练，使其能够完全掌握不同类型的

战术动作与技能，全面提升警务人员自身战斗力与综合素质。通常

来说，警务战术训练的主要内容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警务技

能基础动作，如警务人员在执法现场的运动方式、执法环境的观察

以及遮掩物的利用。其二，对犯罪嫌疑人的盘查。其三，对执法环

境中车辆的检查与监控[4]。其四，对建筑物的针对性搜索或者地毯

式搜索。其五，一些特殊环境下的抓捕。 

3、基于 AR 技术的警务技能训练模式构建策略 

3.1 坚持科学化与个性化结合，突出实践性和针对性 

从系统论的视角出发，运用 AR 技术建构的警务技能训练模式

是一项相对比较复杂的项目工程。实际构建过程中，需要技术人员

将宏观的警务技能与微观层面的民警执法进行有效结合，最终构建

出一个能够将真实与虚拟叠加的实战训练模式[5]。因此，在实构建

过程中，相关技术人员应将该门课程设置在公安院校教学系统中，

通过 AR 虚实结合课堂的建构，使其成为学生进行警务技术基础知

识与技能的学习与实训平台、课程教学资源的存储平台，如此方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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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传统教学模式与新型教学模式的全面融合。与此同时，在警务

技能训练的增强现实平台应用时，还应保障该训练平台的实践性与

针对性[6]。在训练模式与训练顺序建构中，相关技术人员可做好民

警执法能力关键点的选择，以及训练顺序的灵活性，使受训人员能

够在训练过程中，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平行选择受训内容。既能够

根据自身对警务技能训练的实际需求进行跳跃性选择，给予受训人

员更大的选择空间。进而全面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效结合。 

3.2 构建层级合理的训练体系，创新训练模式 

在 AR 警务技能训练体系建构过程中，相关人员应从受训人员

自身的身体素质、理论基础以及学习阶段为基础，将受训人员分为

不同类型的层级。并按照该层级将 AR 警务技能训练体系的训练层

级分为基础警务技能战术、模拟现场体验、实战综合演练等多个训

练模块[7]。其中，基础警务技能战术可通过 AR 交互的形式进行，受

训人员可在该模块中独立完成对警务技能的理论知识、实践知识的

理解与掌握。模拟现场体验则是相关指导人员在对重点进行系统讲

解以后，学生可根据教师的指导，在平台上直观地理解民警现场执

法的真实情境，让学生能够直面民警在现场执法过程中的实际执法

流程与技巧[8]。在模拟现场训练模块建构中，相关技术人员还应研

发一些具有游戏化特征的场景，有效提升受训人员的学习兴趣，并

且还能够使其能够在近似实战的训练环境中对虚拟情境的发展进

行研判。综合演练主要是指受训人员已经初步掌握警务技能战术，

且已经明确民警执法流程的基础上，所开展的综合演练模块。该模

块的主要训练内容是培养受训人员自身的警务指挥能力与团队合

作能力。通过 AR 技术创设的实训场地以及真实情境，引导受训人

员在环境中承担不同的角色，最终在集体努力下完成实战任务，最

终全面提升受训人员自身的警务指挥能力以及战术协同能力[9]。 

3.3 开发 AR 警务技能训练系统，拓展警务技能训练渠道  

AR 技术特有的虚实结合技术、三维注册追踪技术、人机交互

技术可为受训人员构建一个沉浸式的训练氛围。学生可在实战训练

过程中，加深对以往学习的理论与实践知识的理解程度，并在训练

中举一反三，提升自身的警务技能水平。因此，AR 警务技能训练

系统在构建过程中，相关指导人员应运用 AR 技术，将以往枯燥、

单一的教学内容转变为数字化、信息化的教学内容，实现由以往单

一的理论传输站变为实时互动的多元交互[10]。让受训人员能够完全

融入到警务技能训练模式中，对实训内容进行自主学习与探究，进

而强化自身所学习的理论专业知识，为其在工作岗位上所开展的执

法活动打下良好基础。另一方面，在警务技能训练中，受训人员大

多需要参考相关书籍或者图片。这些静态的学习资源具有较高局限

性，受训人员无法切实感受到真实执法现场的实际情况。基于此，

在对警务技能训练模式构建中，相关指导人员应对警务技能训练渠

道进行拓展与延伸，将一些特殊的执法现场进行还原，并以一些浸

入式、情境式、交融式、互动式的方式进行场景再现，使受训人员

能够在虚拟的警务训练平台上对一些“银行抢劫”、“暴力袭警”、

“暴恐活动”等危险系数非常高的执法现场有一定的认识，并在这

些模块中引入一些学习重点与学习难点，让受训人员明确在极度危

险的执法现场时的正确做法。进而有效提升警务技能训练模式的训

练质量，提升该训练模式的全面性与系统性。 

3.4 研发警务技能考核评估系统，提高教学质量  

在以往警务技能训练过程中，对于受训人员的考核方式大多为

单项考核与静态评估，在以上两项完成后在给予受训人员一个模糊

的训练评价。这种评价方式严重缺乏科学性与精准性，导致训练评

价其应用的作用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11]。在此背景下，给予 AR 技

术的警务技能训练模式在构建过程中，应建构完善的、科学的评价

体系。且在建构警务技能考核模块时，应注重交融性与互动性。在

考核完毕后，应在平台上加入指导教师对受训人员的实施评价、学

生自我评估以及系统量化评估三种评估方式，最终有效提升 AR 警

务训练模式的教学质量与效果。 

结束语：警务技能训练模式的建构，对于整个公安系统具有非

常的现实意义，其不仅能够有效提升民警的实战能力与执法安全，

同时也能够有效增强公安部门执法的精准性与成功率。将 AR 技术

应用在警务技能训练模式中，能够全面提升受训人员自身的警务技

能水平，且通过训练平台中虚实结合、实时交互，还可有效提升受

训人员的训练效率，对于警务技能训练工作的整体质量具有较大助

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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