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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 虚拟现实技术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 

天津市红光中学  马超 

 

[ 摘要 ] 随着科技的发展，VR虚拟现实技术应运而生，并且迅

速进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尤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本文介绍了 VR虚拟现实技术在初中教学中的应用，结合笔者一线教

学实践体会，思考探究虚拟现实技术如何与课程有效整合，创新教学

模式，打造高效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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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当前教育的形式和手段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革，技术与课堂深度融合，翻转课堂、一对一数字化教学、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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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学习等多种教学形式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

效果。近两年来，VR虚拟现实技术大行其道，为我们的生活和娱乐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体验，VR技术与课堂教学的融合也进入人们的视

野。 

首先，我们要对 VR虚拟现实技术进行简要的介绍。VR虚拟现实

技术，是计算机仿真学、图形学、多媒体技术、传感技术多个学科交

叉的新兴技术，利用计算机生成实时动态的三维画面，再通过精密的

传感设备，模拟人的视觉、听觉、触觉、嗅觉，使人产生身临其境的

逼真效果，尤其是当人的感觉器官发生位置的改变，计算机同时传感

数据的接收，实时将三维画面进行相应改变，再反馈给人的感觉器官，

使观看者对眼前的景象真假难辨。目前 VR虚拟现实技术在医疗、军

事、娱乐、教育等多个领域广泛应用，尤其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近

年来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尤其各种类型的虚拟实验室在各大科研院所、

高校应运而生，大大降低了各类科学实验研究的经济成本，提高了实

验的安全性能。目前 VR虚拟现实技术应用需要借助各种 VR硬件设备，

大家较为熟知的有 VR眼镜、VR手套、VR头盔、可穿戴式 VR装备，

另外 VR设备的使用还需借助 VR虚拟现实技术软件，即虚拟现实引擎，

国内已有多家开发虚拟现实引擎的公司。随着当前 VR虚拟现实技术

的不断完善，VR虚拟现实技术已逐步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应用。 

我校甄选了技术先进的 VR技术教育供应厂商，选择了八核处理

器、九轴陀螺仪、1080高清屏幕的 VR一体机设备，作为搭建 VR课

堂的前期准备。除了完善的 VR硬件设备，我们还搭建了专业化的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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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教学支持，其中教学云平台中提供了丰富的 VR体验视频和教学资

源，VR硬件设备有教育云资源作为支持，大大丰富了课程的内涵，

除此之外，为进一步促进 VR虚拟教学效果的反馈和延伸，帮助学生

深入探究知识，云平台还提供了相关的导学案资源、微课资源、习题

资源等，完善的 VR硬件、网络数字化教学平台充分整合在一起，形

成信息技术与课程的深度融合，从而使学生可以在老师的指导下，在

课堂中利用信息技术充分地进行自主学习、小组学习、探究式学习。 

VR技术还在尝试阶段，我校根据学生的情况，更多的在初中课

程中进行了教学探究实践中，原因在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形象思维比较

强，逻辑思维还未完全形成，对于感性的内容更容易理解，产生学习、

思考兴趣，为了加强初中学生学习的效果，尤其是在讲解一些抽象知

识的教学环节时，合理运动 VR虚拟现实技术使得教学更加符合初中

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年龄特点，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确实也起到了良好

的效果，尤其对于学生思维的形成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过去一些

抽象枯燥的知识难点，老师讲解有难度、学生学习没兴趣，现在通过

VR虚拟现实技术，学生理解起来更加便捷快速，技术改变了语言的

局限性，尤其对一些学习习惯、思维能力比较差的孩子现在也能融入

到课堂学习中来，每一名学生在课堂中都能积极的参与思考、参与探

究，课堂教学面貌因为 VR技术的推动出现了巨大的改变。 

针对各学科的不同特点，我们有选择的使用了 VR 技术辅助课堂

教学。 

例如为了增强地理课堂内容的鲜活性，我们使用了 VR 技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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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在备课的过程中，提前将课程有关的 VR资源，放在教育云平台上，

同学们在课堂特定的教学环节中通过观看教育云平台中的 VR 视频，

身临其境探究地理知识，比如学习地球自转、公转的知识，同学们理

解起来较为抽象，通过 VR 设备，进行体验性教学互动，同学们置身

在宇宙中，以第一视角观看思考，地球在宇宙中的公转、自转的整个

过程，又如在地理课堂中，世界文化遗产介绍课程中，我国和世界的

名山大川，书本上的内容讲解起来较为浅显、枯燥，学生缺乏感性的

认识，学生通过 VR设备进行教学体验，VR设备带领同学们仿佛真实

地走进自然、走进这些名山大川，感受地球的神奇、自然的鬼斧神工，

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 

又如在语文诗词鉴赏课堂中，古诗词理解学习存在一定难度，在

学习唐代诗人杜牧的《赤壁》一课，诗中有云：“折戟沉沙铁未销，

自将磨洗认前朝”，为了让同学们感受后人追思历史，感受历史中三

国赤壁大战的磅礴、恢宏，运用 VR 设备和虚拟现实技术，邀请同学

们穿越时空，来到了赤壁古战场，观看经典战役中的一幕幕场景，草

船借箭、借东风、火烧战船、华容道等经典的历史场面，真切地再现

在同学们的面前，赤壁一文的诗词含义，扑面而来、渗入思维，同学

们真正体会到古诗词的意境之美。 

初中英语教学需要教师在课堂创造教学情景、语言环境，以此可

改变我国多年应试英语的弊端，重视读写听说能力，是初中英语教学

中，教师要逐渐培养学生的重要语言交流能力，但学生因学习层次和

能力的差异，不能完全融入教师创设的仅限于用 PPT幻灯展示两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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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的教学情景中，部门学生在课堂中的英语听说能力不能得到有效

的培养和提高。利用 VR 虚拟现实教室，教师将教学情景转换成真假

难辨的虚拟现实影像，以往教学中经常出现的教学片段，如街道问路、

餐馆点餐、药店买药、机场登机、景点参观都变成了身临其境的真实

情景，同学们只需带上虚拟现实眼镜，立即仿佛置身在美国纽约街头，

虚拟导航系统还会结合同学们的动作感应，给出实时的逼真反馈，如

过这时你选择走进一家牛排餐馆，会看到餐馆内坐满了就餐的顾客，

态度友善的外国服务员会亲切地给你递上一份英文餐单，同学们要学

习如何在外国点餐吃饭，看着周围老外们正在愉快地各自就餐，身临

其境的教学情景激发了同学们的学习兴趣，每个同学都在努力学习掌

握，如何借助英语进行有效的听说，从课后测试的反馈看，同学们的

学习效果大幅提升，尤其是 VR 虚拟现实为同学们创造了仿真语言环

境，为提高学生英语的听说能力搭建了高效的教育信息化平台。 

在初中化学课堂中，很多化学实验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使用

到硫酸、盐酸等，虽然教师在课程中指导、监督，但不能兼顾到每个

学生，而且学生的学习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所以在一些具有危险性又重要的试验中，我们选择使用 VR 虚拟现实

技术的实验替代真实的实验，不仅提高了课程的安全性，又降低了化

学实验室大量花费在教师提前准备实验仪器、试剂等工作成本，而且

课程的内容得到有效的传授，同学们每个人都能利用 VR 虚拟现实设

备，体验进行化学实验的乐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和课程的安

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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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当前 VR 技术如雨后春笋般迅速走进中学课堂教

学，但在 VR 设备的使用上还应有所选择，要针对教学内容去决定是

否使用 VR技术，并不是所有的教学内容都适合使用 VR虚拟现实技术，

另外，在 VR 技术使用的过程中，教师必须要提前做好组织学生运用

VR 技术学习的教学设计，教学课堂哪部门教学环境或教学情景下，

应用 VR技术辅助教学，都要有明确的安排。使用 VR技术应针对特定

的教学环节使用，教师应对整堂课辅助教学内容及应用到何种程度，

课前有所梳理，另外使用 VR 技术组织教学之后，要达到何种教学效

果也要提前进行思考，并在课堂任务布置时，对学生进行说明，在教

学环节指导中加以明确。在使用 VR 虚拟现实技术后，要有对学生知

识探究、任务完成后的教学要求或检测反馈的，不应把 VR 虚拟现实

技术流于形式，造成课堂貌似丰富多彩，但实际没有达到预期的教学

效果，所以这就需要教师不仅要运用技术，还要从整堂课定位研判，

合理运用 VR 技术，通盘考虑课堂教学的组织实施，这也是当前课程

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成败的关键，需要我们所有教师深入思考的问题。 

目前 VR 虚拟现实技术还在不断完善的过程中，虚拟现实技术在

不久的将来会在教学中必有更广泛的应用，特别是远程教学，VR 技

术可以大大提高远程课堂教学的真实性，还原真实的教学场景，尤其

在一些偏远地区、山区学校，师资条件较为落后，利用 VR 技术可以

传输各省市优秀教师的教学影像，打破地域的限制，进行远程全景式

课堂教学，山区的这些孩子们如置身到各大省市名校课堂中，聆听名

师的精彩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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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虚拟现实技术还在不断的发展中，目前 VR虚拟现实技术还存

在很多不足，比如 VR设备笨重，必须借助 VR眼镜来观看，长时间观

看 VR虚拟现实画面，会产生眩晕不适的感受，VR内容的资源也并不

丰富，这些因素都限制了 VR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不过随着各大计

算机厂商和研发机构的不懈努力，我们不断看到更加成熟的 VR 虚拟

现实技术设备问世，并且应用到我们的教育教学领域中来，为提升课

堂教学效果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相信在不远的未来，VR 虚拟现实技

术将对教育教学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中学高效课堂提供更多的技术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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