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第 04卷·第 9期·2021 年 5月

Summary and Prospect of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Technolo-
gy Education
Yuanyuan Wang   You Yang
School of Marxism,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 research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schola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Digital 
technology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factor in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has been widely popularized and applied in schools 
across various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selects relevant foreign literature materials to summarize and summari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 in various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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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数字技术教育研究受到了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数字技术已成为各国教育的有效因素，在各国学校得到普遍推广和
应用。本研究选取了相关外文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总结，对数字技术教育现状进行了综述和展望，以期为各国数字技术教育的
应用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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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 21 世纪，数字技术已成为新生教育的有效因素，使

得教育目标更易实现 [1]。例如，近年来，从小学到研究生院，

数字技术在教育的学术层面上的运用都有显著增长，为教育

工作者提供了更多运用这些技术的机会，改善生来就是数字

原住民的新生的学习体验 [2]。本研究选取了相关外文文献资

料进行归纳总结，对数字技术教育现状进行了综述和展望，

以期为国内数字技术教育的应用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数字技术教育产生和界定
2.1 数字技术教育由来与发展

近年来，数字设备正越来越多地用于学习和教育目的中。

据调查，1997—2006 年和 2007—2016 年间表现尤为明显，

是网络计算机协同学习的集中使用期。例如，VR 技术正积极

应用于教育、教学和培训的各个应用领域中 [3]。再如，高等

教育课堂嵌入新的创新教学模式，将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在教

育中，使教学过程得到了简化 [4]。这些数据表明，数字技术

是教学中强大而有益的工具，在未来几年内为新一代的学生

和教育者提供信息和启发 [1]。

2.2 数字技术教育的分类

2.2.1 区块链教育

区块链是一种分散的交易和数据管理技术，具有安全性、

匿名性和数据完整性的特性，为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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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角 [5]。例如，高校在运用区块链这一技术时，探索一个智

能化会计培训平台，提高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缩短学生毕

业后从事实际工作的“适应期”[6]。再如，区块链数字教育

交易对象认证服务使教育交易对象在不同机构之间的共享成

为可能 [7]。此外，区块链提供了分散化、防篡改的数据存储，

易于扩展数据，并提供了不变性，可以有效用于教育系统 [8]。

2.2.2 VR 教育

VR 可创建三维环境、交互式、实时平台，用户可以与

该平台进行交互并获得真实的体验 [9]。它可以让职前教师接

触到更多种类的教学环境和经验 [10]。同时，VR 促进了学生

学习、互动和使用空间框架的环境满意度，创建令人满意的

学习环境 [11]。例如，VR 嵌入到课堂教学中能积极吸引学习

者注意力，提高他们学习认知能力，使他们获得更高成绩 [4]，

既可用于自学，也可供导师使用，使课程更加有趣 [9]。

2.2.3 AI 教育

AI 教育应用主要包括智能导师系统、自动评估系统、教

育游戏和教育机器人。尽管 AI 教育是当前教育技术的新兴领

域，但教育工作者仍不清楚如何更广泛地利用它的优势以及

它如何真正对高等教育教学和学习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12]。同

时，人工智能还被广泛地应用于远程教育，大大促进了远程

教育快速发展 [13]。但人工智能永远不会对学习者的学习本质

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随着高等教育中人工智能应用的发展，

新的伦理含义和风险也会随之而来 [12]。

2.2.4 ICT 教育

将信息通信技术整合到教学中，为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

巨大的潜力，也为教育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14]。教师在使用

ICT 进行教学推理时，有更广泛的背景、角色的隐喻以及独

特的技术、教学内容知识，有助于教学分析，这时 ICT 扮演

着背景、学习和教学工具以及内容的角色 [14]。

2.2.5 3D 打印教育

3D 打印正以模块化知识库的形式辐射学校教育领域，实现

与教育教学接轨，与学科课程融合，助推学校素质教育发展 [15]。

例如，3D 打印在解剖学教育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可以使学

生通过成像的方式欣赏解剖，为医学教育提供了一种创新的方

式，让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处理复杂的解剖关系 [16]。

3 数字技术教育的应用领域
3.1 工程教育

数字技术时代的软件工程专业为了更好地发展专业知识

就需要运用数字技术 [17]。软件工程专业的教育教学会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有不同的需求。为了满足这些需求，需要将大数

据技术应用到软件工程教育和教学中，使学生的学习能力更

好地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17]。此外，3D 也在工程教育设计

与开发得到应用，使用 CAD 建模软件对 FMC 的各个元素进

行建模，元素的各个部分可由 3D 建模创建，最终组装在

一起 [18]。

3.2 医学教育

VR 可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它得到了许多临床研究者

和真实医疗从业者的肯定 [9]。如在插管、腹腔镜和眼部手术

在内的程序显示了 VR 训练技术的强大功能 [2]。AI 技术可以

通过简单的任务来协助医学专业人士和为其留出更多的自由

度，以分析更多复杂的案例 [13]。3D 打印也可以应用到医学

教育领域。例如，在牙科领域，该技术有望通过定制正畸模

型、牙冠、桥、嵌体、植体和手术指南来提高牙科治疗水平，

推动个性化医疗快速发展 [19]。

3.3 复杂学科教育

VR 可以运用于较为复杂的学科中，例如，学生在理解

编程语言的概念时，通过 VR 可以帮助理解具有挑战性的问

题，激活学习者的认知学习技能 [4]。例如，AI 技术可以通过

简单的任务来协助医学专业人士来分析更多复杂的案例，为

其留出更多的自由度 [13]。在复杂思想的学习过程中，学生通

过在虚拟环境中对物品进行操作或控制，对学习结果进行记

录和分析，从而建立了深刻的感知。

3.4 人文通识教育

随着社会的发展，数字技术在人文通识教育的运用越来

越广泛。例如，地理空间 VR 提供了逼真的 3D 学习环境，为

地理空间VR在韩国中学教育中的提供了必要性与可能性 [20]。

其实将 VR 技术运用于历史、政治等人文类的学科中，结合

教学内容和社会生活的实际，选取一些视频，让学生在观看

和思考中加深理解提高语言概括和表达能力。

3.5 特殊教育

VR 在改善自闭症谱系障碍（ASD）儿童的行为、交流

和社交技能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9]。研究人员还提出了一种

特殊 VR 可增强 ASD 儿童的情感和社会适应能力，该程序包

括六个独特的学习场景，它还被用于提高 ASD 高中生的求职

面试技能培训 [9]。此外，虚拟交互式培训可培养参与者优势

识别、自我推销、自我鼓吹、回答情境问题和回应行为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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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问题等能力 [9]。

3.6 矫正教育

以 VR 数字技术为例，基于虚拟现实技术运用可构建 PE

运动矫正系统对实时运动数据和人体动作姿态的分析可实现

三维可视化条件下实时体育教学动作校正的训练目标，为体

育教学与训练方法的评价提供科学依据 [21]。它可协助教练来

判断运动员的身体运动的标准水平，有针对性地提高训练内

容和强度，确保体育训练的科学化和数字化 [21]。

4 数字技术教育的特点和优势
4.1 数字技术教育的特点

4.1.1 数字教育是交互性的

例如，VR 系统的交互性可以描述为用户实时修改虚拟

现实环境的程度 [3]。VR 头戴式显示器和软件可以生成逼真的

三维图像、声音和其他感时，使身临其境的感觉成为可能，

这就有利于支持交互教学实践 [22]。

4.1.2 数字教育是个性化的

研究表明，使用 AI 技术和智能学习环境可以展现出个

性化的特点 [23]。随着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技术的不断崛起，

AI 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学习，促进和提高学习者各方面的素

养和能力，减少教师的重复性工作。

4.1.3 数字教育是数字叙事性的

数字讲故事是一种创新的参与方式，它结合了讲故事、

小组合作和技术来促进创作多媒体影片片段，表达个人或社

区故事 [24]。数字叙事融合了图形、文本、录制的音频旁白、

视频和音乐呈现有关特定主题的信息 [1]。

4.1.4 数字教育是多感官性的

在电子学习环境中，各元素通过计算机增强或补充感官

输入，包括视频、声音、GPS 数据、图形和可视化。 VR 提

供了一种沉浸在数字环境中的感觉，VR 利用人的五种感官让

用户感觉接近另一个现实，这一技术可用于创建一个现实和

多感官体验 [25]。

4.2 数字技术教育的优势

4.2.1 数字技术将化传统单一教学为多媒体教学

与传统教学相比，数字技术减轻了教育者的工作量，提

高了学生对科学技术的认知，促进了教育产业发展 [26]。例如，

运用数字技术中的 3D 教材帮助实验班的学生对陶俑的附着

物、空间的平衡与排列提出新颖的问题 [27]。

4.2.2 数字技术将化教师以讲为主为以引导为主

数字技术能化学生由“被动地学”为“主动地去学”。例如，

数字技术可以将学生学习过程中提出的各种假设模型虚拟化，

为学生进行可验证的探索性学习提供了条件，且可以直观地

观察到这种假设所产生的效果 [28]。

4.2.3 数字技术将化闭合式教育为开放式教育

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封闭式的教育系统将变为开放式

的与社会系统互动，在数字化渗透的作用下使得教育在各个

层面逐渐变得开放，从而打破传统封闭式的束缚 [29]。

5 总结和展望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已成为指导当前课程改革的重要工

具。现代教育改革应将重点放在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基础的真

实场景的系统构建和相关场景的背景信息提供上。数字技术

将对学校、教师、学生都有着重要的影响。首先，就学校而

言，数字技术能够丰富教学资源、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随

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校作为教育的核心组成形式，不

在受到时间和地点的影响，真正打破了明显地学校界限，改

变了传统学校概念，迎来了“云”学校。其次，就教师而言，

数字技术将成为新的教学工具。数字技术运用使抽象的教学

内容形象化、清晰化，使知识由静态的灌输变为图文声像并

茂的动态传播。 例如，通过 VR，学生可走进李清照的生活，

面对她人生的大起大落，她没有沉沦，她的人格像她的作品

一样令人崇敬。最后，就学生而言，数字技术将为学生提供

更多的学习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教育数字化可以让学

生根据自己的爱好和需求，在网络上学习知识，通过社交网

络快速与同学交换信息与资料，以教材为主，以信息资源为辅，

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积极性，使学生挣脱传统教学的束缚，

能够灵活地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学习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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