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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虚拟现实）技术在高校安全教育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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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VR（虚拟现实）技术目前已广泛应用于安全教育行业，具有占地

面积小、培训内容丰富、重复利用性强等优点，能够覆盖全校师生；与

讲座、演练等传统安全培训方式相比，VR 能使师生获得更加真实、身

临其境的安全体验，能更加充分的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师生通过自主

安排培训时间，学会如何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及正确应对日常生活中遇

到的各种突发事故，增强自查、自救、自护能力。本文重点分析虚拟现

实技术应用于高校安全教育的优势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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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VR（Virtual Reality），中文翻译为“虚拟现实”，它是一种可

以创建和体验虚拟世界的的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计算机、图形
工作站以及其他相关设备生成逼真的三维多感官环境，使参与者
感觉身临其境，同时环境也会对参与者的行为产生相应反馈，从
而达到人与环境的深度融合和交互。[1]目前已经广泛应用到各个
行业和领域，其中就包括高校教育。 初，VR 在高校教育中的
应用仅仅是虚拟简单的校园环境，师生和游客可以通过计算机，
置身于简单虚拟出来的校园环境进行熟悉和游览，现在随着 VR
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应用成本的不断降低，VR 技术已经可
以广泛应用于各种教育研究，如建立各种虚拟实验室，进行化学、
物理、生物实验等等。基于 VR 技术强大的教学潜力和优势，高
校的安全教育也将迎来巨大变革。 

二、基于 VR 技术的高校安全教育模式的优势 
目前高校内的安全教育主要以讲座、实操演练等，真正场景

式的体验实施难度相当大，VR 技术的沉浸感、交互性、想象性
这三大特征极大地克服了传统高校安全教育环境的限制，这有利
于激发师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师生的学习体验，实现情境学习和
安全知识迁移。[2] 

（一）提高教育力度，增强学习体验 
VR 技术可创建逼真的场景，提供高交互高动 的设置，并

在其中显示出较高的学习力和参与度。师生对安全知识的主动学
习不仅是自身对安全知识的需求，还受学习环境和学习体验等外
部因素影响。无论是自然灾害场景模拟、防恐怖袭击，还是宿舍
安全隐患排查和火灾逃生模拟等，VR 技术都能将师生置身于解
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除解决问题外，学习者在 VR 场景中学习，
往往伴随着角色扮演。师生在学习过程中被赋予明确的角色，如
正在起火的房间内的逃生者等，强烈真实的逃生体验让师生能在
危险环境中对自我思想有个表述，这是平常的授课和书本所不能
提供的。 

（二）模拟极端环境，保障演练安全 
“学校在军训期间举行消防演练，一学生不慎被火烧伤面

部。”“演练中烟雾过量导致疏散过程中大量学生吸入烟雾，出现
休克、呕吐、抽搐等症状。”消防演练出现的意外通常会成为热
点新闻，民众在议论演练场景安全性的同时，又缺乏对真实灾情
认识，演习不是“演戏”，在意外真正发生的时候，烟雾还会“控
制”在适当的浓度吗？尽管在授课者们再三强调“逃生要诀”和
灭火技巧，在庞大的基数面前，操作失误和逃生不当所造成的演
练意外万中也有一。与之相比，基于 VR 技术的安全演练模式，
其中一个优势就是可以创建任何极端环境进行安全演练，授课者
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师生在虚拟环境中反复尝试复杂的安全演练，
如怎样应对穷凶极恶的恐怖分子和近在咫尺的火焰。即便在安全
演练中发生各种不当甚至“意外”，也不会造成实际损害后果，
并可以创建一个评分体系，为师生每次在虚拟现实中的演练进行
打分评价。 

（三）利用有限空间，创造无限想像 
在教学资源紧张的高校中申请一个专门用于安全教育的大

型场所是非常困难的，试想建造一座涵盖逃生、灭火、防震和防
恐怖袭击等真实演练的场所需要多大的空间，目前高校都难以实
现。基于 VR 技术的安全演练模式是利用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
仿真技术等基于虚拟实训系统的一种新的模拟实训方式，与真实
环境下的实训室相比，它具有利用有限空间、改善教学环境、节
约办学成本的优势。目前普遍一套 VR 系统的占地面积为九平方
米，一间 30 平米的房间可以轻松容纳两套设备。 

VR 技术打破传统安全讲座中“教师讲课，学生听课”的教
学思维，创造各种模拟环境，规避演练风险，将学生变为主体，
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探索学习各类安全知识。[3] 

三、VR 技术在高校安全教育中的应用 
根据不同的交互程度，本研究提出 VR 技术在安全教育应用

中的三种交互方式：场景式交互、引导式交互和探索式交互。 
（一）场景式交互的应用 
在场景式交互不会有太多交互，或者就式单纯地通过佩戴

VR 设备，进行头部的转动，720 度观看周边环境，师生可以在
不断切换的场景中伴随着语音解说自动前行，以这种安全又直观
地方式了解校园环境，学习例如实验室的安全须知、校园安保运
作体系和教学楼的逃生疏散路线等内容。此交互方式也适合无法
适应 VR 设备的使用和操作的师生进行学习体验，但是 VR 技术
还是可以为学习者提供所需的各类特定环境，在虚拟现实创设的
场景中学习安全知识。 

（二）引导式交互的应用 
引导式是在已有安全知识经验的基础上，学习者在特定的情

景下利用掌握的学习资料，通过地选择正确做法的方式进行体
验。这种引导式交互操作简单，在模拟性情景中，学习者利用
VR 设备手柄工具，操作类型多样的安全模拟场景，近距离地观
察引导选择后发生的现象，将难以描述的现象以更直观的方式呈
现出来。类似模拟安全隐患查找，在限定情况下，开展寻找安全
隐患并指出问题所在，以解决成功在现实中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三）探索式交互的应用 
探索式交互完全是沉浸式体验，探索式交互设计对于把学习

到的安全知识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用至关重要。在虚拟的环境中，
通过各类安全知识的设计，学生利用 VR 设备按照自身经验和兴
趣在建构的虚拟场景中，例如火灾现场、地震现场等，通过探险
通关完成学习。例如，“地震逃生”的虚拟场景中，师生在一个
正在发生地震的教室，然后通过 VR 设备进行一系列动作抵达安
全区域，要取得成功，必须先学习了解发生地震时的逃生知识，
如刚发生地震时如何躲避落石、哪些地方需要快速通过、如何正
确求救等，这种基于自主活动的方法非常有效，因为师生们在其
中创造性地学到很多知识。 

四、结语 
VR 设备固然有各种优点，但实际在高校复杂的环境下，购

置一台设备还只是一个开始，基于 VR 技术的安全教育模式应用
的本质不在于增加新的教学工具，而在于引入新的教学方式和教
学文化。如何做好教学需求与软件设计的对接，这是 VR 技术教
育应用的重点和难点。我们相信，随着 VR 技术的不断发展完善
以及与安全教育理论的深度融合，虚拟现实在安全教育领域会发
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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