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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教育发展观就是建设教育强国，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基础；质量观就是发展素质教育、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着力培养德智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教学观就是要

加强实践育人，强化学生关键能力核心素质培养，重点培

养认知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和职业能力，着重培养

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

2 虚拟现实带来多维度的教育感受与重要特征

虚拟现实技术（VR）主要包括模拟环境、感知、自然

技能和传感设备等方面。模拟环境是由计算机生成的、实

时动态的三维立体逼真图像。感知是指理想的 VR 应该具有

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除计算机图形技术所生成的视觉感

知外，还有听觉、触觉、力觉、运动等感知，甚至还包括

嗅觉和味觉等，也称为多感知。自然技能是指人的头部转动，

眼睛、手势或其他人体行为动作，由计算机来处理与参与

者的动作相适应的数据，并对用户的输入作出实时响应，

并分别反馈到用户的五官。传感设备是指三维交互设备。

常用的有立体头盔、数据手套、三维鼠标、数据衣等穿戴

于用户身上的装置和设置于现实环境中的传感装置，如摄

像机、地板压力传感器等 [1]。

虚拟现实具有以下四个重要特征：

①多感知性。指除一般计算机所具有的视觉感知外，

还有听觉感知、触觉感知、运动感知，甚至还包括味觉、嗅觉、

感知等。理想的虚拟现实应该具有一切人所具有的感知功能。

②存在感。指用户感到作为主角存在于模拟环境中

的真实程度。理想的模拟环境应该达到使用户难辨真假的 

程度。

③交互性。指用户对模拟环境内物体的可操作程度和

从环境得到反馈的自然程度。

④自主性。指虚拟环境中的物体依据现实世界物理运

动定律动作的程度 [2]。

3 虚拟现实助力基础教育

有没有发现，游戏对学生有着特别的吸引力，而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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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上的图文与课堂上多媒体的展示，相比而言，前者明显

更能吸引学生的眼球与注意力，甚至长时间专注其中，而后

者学习一会儿就渐显疲态，继而分心。因为前者生动形象不

断变换的场景容易吸引学生尽情投入，比起单一的印在书本

上枯燥的图文和空洞的说教，或是多媒体的展示中被要求被

动观看强制性的学习，远远不如进入游戏角色与场景中游弋

在虚拟的世界里，明显学生的专注力在虚拟情境中更持久。

试想学校教育遇上 VR 虚拟现实技术，是否会产生奇妙的反

应呢？学生们戴上 VR 眼镜，仿若进入某个课程的虚拟场景

的三维环境里，进行人、物、景的多重交互，即可重现历史

场景或现实中肉眼无法观察到物体的多维展示。

例如。在学习生物时，学生的视角甚至可以进入到细

胞当中，细微的观看到细胞是如何有丝分裂的，新的生命又

是如何孕育出的，既形象又直观，使得微观的世界清晰地展

现在我们每个人的眼前。这样学习方式是不是很真实过瘾也

很有趣？在学习化学时，分子原子的跃动，一些元素氧化的

整个过程全部立体展示，学生只需摇摇头，晃动下身子，都

可以达到近似现实的体验它们变换的效果，既深刻震撼又规

避了化学实验可能带来的危险，并可节约教育成本。

4 探究虚拟现实技术对于提高有效教学的影响

有效教学既是人们的长时期追求，也是一种全新的教

学理念，其实质是通过一系列的有效的教育活动使学生学习

符合预期最佳效果。有效教学研究由环境变量、过程变量和

结果变量构成了其基本框架。有效教学需要鼓励师生互动、

鼓励学生之间合作、鼓励主动学习、提供及时反馈、强调时

间投入、对学生寄予高期望、尊重学生差异和不同的学习方

式，而虚拟现实正是在有效教学理论指导下致力于促进学生

多方面的学习进步和多元化发展，关注学生学习兴趣的养成

和学习成果的转化。

4.1 研究虚拟现实情境对于学生认知的影响
情境认知同样强调学习的设计应当以学习者为主体，

并将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在真实情景中组织教学符合学习

者的认知需要，能够促进知识的迁移和学习者对知识的主动

建构。认知活动是认知主体与环境交互发生作用的动态的主

动构建过程，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将学生置入原有

课堂无法实现的、更加贴近教学内容的场景中，加深学生对

特定情境和特殊内容的真实感知，促进对知识的深入理解。

4.2 推动我市虚拟现实创作队伍建设
在北京开展主题为《大运河文化带》虚拟现实设计创

作活动，为虚拟现实技术在全市教育领域的破冰、普及起到

推动作用。通过本课题的研究，我们希望进一步提高北京虚

拟现实创作水平的同时，提高教师的教科研水平，推动虚拟

现实队伍的建设。

4.3 激发学生兴趣，开发学生的潜能
尝试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拍摄校园微电影，由于虚拟现

实微电影创作需要进行剧本创作、电影脚本设计、拍摄与后

期制作等手段，对于中小学生提高综合素质有很大的帮助，

能够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思维与动手能力。老师要探究在虚拟

现实微电影创作过程中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开发学生

各方面的潜能，使学生全面发展，自我实现，实现自我价值

的最大化 [3]。

5 虚拟现实课例《星空》有效提高教学效果

根据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1.1《宇宙中的地球》这一

章节，我们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制作课程脚本如下：

①虚拟教育环境具有超时空的特点，它能够将过去世

界、现在世界、未来世界、微观世界、宏观世界、宇观世界、

客观世界、主观世界、幻想世界等拥有的物体和发生的事件

单独呈现或进行有机组合，并可随时随地提供给受教育者，

能让学生亲身感悟、体验当时的情景，加强学生的感悟。例

如，本节课，传统的教学就是教师运用语言的描述和利用视

频、图片的方式让学生感性地知道了宇宙规模宏大，星体类

型众多，个性鲜明，但是无法让学生有深刻地感受和印象。

虚拟现实技术就克服了这个缺点，通过虚拟教育环境，让学

生可能一生都无法进入太空的情况下就可以感受到宇宙规

模宏大，星体类型众多，个性鲜明，还可以仔细观察它们的

形态与特征。

②教育内容与虚拟环境密切相对应。在虚拟实现实课

例中，学生既可以在虚拟情境上动手操作，又可自主探究，

有利于培养的操作能力、分析诊断能力、创新意识。在虚拟

实现实课例中，学生更易获得相关的知识，科学的指导和敏

捷的反馈。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对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提出

的各种假设模型进行虚拟，通过虚拟学习者可以直观地观察

到这一假设所产生的结果和效果，并判断其在现实中的可行

性。一方面会促进新的设计思想付诸实践，另一方面本来不

可能观察到的变为可以沉浸式地体验到。这有利于激发学生

的创造性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6 反思与建议

虚拟现实技术在教育教学上的创作与应用研究涉及的

范围很广，受时间和课题组成员个人能力的限制，本课题研

究只是立足地理学科和虚拟现实校园微电影的创作与应用

做了一个初步的探索，还有很多领域并未涉及。我们感到在

以下几方面还存在欠缺：

①教科研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课题组的大部分成员

或来自学校教学一线，或是在市、区信息中心从事业务工作，

实践经验丰富，但教科研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今后要

推进科研型教师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教师开展教科研的意

识，促进教学与教科研有机结合。

②对研究成果的推广应用还需进一步加强。下一步我

们准备依托已经开展的“校园屏”项目，在北京市中小学各

区县 100 所实验校内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推广应用工

作，并继续开展以包括虚拟现实教育教学课例和虚拟现实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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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微电影在内的影视节目创作和应用研究活动，不断提高教

师的教学能力和教科研水平。

7 结语

总之，虚拟现实创设的场景具有较强的沉浸性和交互

性，学习者在浏览时能够在虚拟的学习环境中扮演一个角

色，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环境中去，这非常有利于学习者的

技能训练和知识的学习与巩固。让学生在自由与场景中虚拟

地进行观察，可达到直观的教学目的，突破言语描述教学的

瓶颈。因此，在当前中国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信息化的大

背景下，虚拟现实技术必将改变教育教学方式，对于发展学

生的“信息素养”，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有着

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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