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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全息投影技术与地理教学相结合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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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知音未来”演唱会之后，3D 全息影像技术逐渐走进

国民的视野。该投影技术的出现，弥补了传统二维投影的诸多缺
点。将该技术与地理教学相结合，能够充分展示地理示学科的特
征，对未来地理教学产生深远影响。 

（一）教学内容立体化、具体化 
中学地理的教学内容，特别是地理位置、分布和地理景观类

知识，具有很强立体空间性。传统二维投影仅仅能表现出平面的
信息，相对于实物，则丢失了某个维度的信息。学生需要根据已
有的知识经验，在大脑中大量补充缺失的空间信息。这种情况下，
学生对地理事物的认识是片面的、抽象的。而 3D 全息影像技术，
能投影出立体化、具体化的虚拟仿真影像。从外部表象观察到内
部结构把握，从细节感知到整体认识，加深学生对地理事物的空
间认识。例如，讲解经纬网时，投影出立体图形，将抽象的、虚
拟的经纬线（圈）变为实体的、可感知的仿真影像，学生通过观
察影像中的实体线条，积累感性材料，从而将对经纬线（圈）的
理解上升为理性认识。 

（二）教学内容动态化、观察视角全方位化 
中学地理教学内容，具有很强的动态性，特别是地理过程和

地理演变类的知识。二维投影技术，虽然也能够表现出动态性，
但也仅仅能表现出某个视野平面内的动态变化过程，而其他视角
的变化过程，则难以观察。与二维投影相比，3D 全息投影技术
不仅能将课本的静态知识转为动态变化过程，供学生观察。更重
要的是，该技术所提供的动态过程，是可以全方位、多角度观察
的，视角的切换不受限制的。学生获取的知识是动态的、连续的、
全方面的，学生的综合思维能力也得到提高。例如，在讲解地球

自转方向时，投影出一个仿真地球，学生可以自由切换视角，从
侧面、北极上空以及南极上空，直观地感受地球的自转方向，具
体、形象的记忆顺逆时针转动的情况。 

（三）师生间交互自由化、多向化 
教学过程中的互动，能吸引学生注意力，是维持学生学习动

机水平在合理范围的有效手段。传统二维投影，借助实体设备媒
介，能够实现教师和教学内容之间的交互，以控制教学过程。但
这种交互，需要在教师和影像之间引入实体的媒介，比如激光、
笔触摸屏之类的。这种交互一旦脱离了媒介就无法实现，一定程
度上制约教师水平的发挥。3D 全息投影技术应用于地理课堂之
后，教师与教学内容的交互，通过影像就能进行，无需实体媒介，
互动过程受制因素减少。此外，学生也能通过影像与教学内容实
时交互。就是说，3D 全息投影技术与地理教学相结合后，真正
建立了教师、教学内容和学生三者之间的两两双向交流和交互的
关系。例如，当教师想要切换呈现的教学内容时，教师只需要轻
触悬空的影像即可完成。当然，学生可以进行这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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