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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极端天气等非常态情形对传统实际场景授课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针对特殊情形下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的教学需求，本文聚焦探究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等虚拟技术在教学中的

创新应用，总结了虚拟现实技术的优点，阐述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中虚拟技术应用的可操作性，可为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的教学提供一种新的思路，促进高等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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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COVID-19, extreme weather and other abnormal situations have brought 
new challenges to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of actual environments. In view of the needs of 
the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teaching in special circumstances, this paper focuses on ex-
ploring innovative application in teaching based on virtual technologies including virtual re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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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mented reality and mixed reality and so on. Advantage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were sum-
marized. Additionally, operability of virtual technology in theoretical courses and practical courses 
was expounded. These can provide an novel idea for the teaching of ocean engineering and tech-
nology, and promote th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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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2019 年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被发现以来，教育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困难，实地真实情景教

学模式难以实现，为确保各类教育的顺利开展，基于虚拟技术的跨空间节点教学模式是非常时期实施教

学的一种有效途径。同时，疫情对教育行业的影响也反应了现有教学模式结构的相对单一性，受疫情对

空间实地信息交互的限制，在确保教授主体(例如教师)与学习主体(学生)安全的情形下，可利用 VR 
(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 (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与 MR (Mixed Reality，混合现实)等虚拟

技术开展教学[1]。虚拟现实是指计算机与新型传感器技术创造一种沉浸式人机交互环境，使得虚拟环境

和实际环境相结合，利用实际环境中采集的数据，通过将计算机技术与各种传感终端结合，构建具有“三

觉合一”(听觉、视觉、触觉)特性的三维空间模型，将实际场景转化为可感知的虚拟场景[2]。增强现实

是运用三维时空建模、智能信息交互、多源智能传感等融合式技术手段，将视频、模型、文字、图像、

音频等虚拟信息模拟仿真并融入到实地场景，例如授课教室，实现虚拟与真实场景下的信息互补，从而

实现对真实场景的“增强”[3]。混合现实是对虚拟现实以交互反馈形式的提升，在虚拟场景与真实场景

中添加具互动功能的用户端，更加注意用户的参与感、真实感、实时感、互动感[4]。虚拟技术能够依靠

多方面技术优势，实现特定环境下的教学目的，为未来海洋工程与技术教学改革提供新思路。本文就虚

拟技术应用于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教学中的可行性进行初步分析论证。 

2. 教学改革存在的不足 

自改革开放以来教育体制进行了较大改革,极大促进了教育事业发展,使得我国教育总体发展水平跃

居世界中上行列，提高了全民整体素质，培养了大量各类人才，这些多基于各级各类实体学校，多采用

实地情景教学模式。随着科技进步，各种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的知识与信息的传播，也为教育模式提供

了一种新思路。 
通常说的改革，更多指的是在实践活动上的改革，用于弥补传统教学方式存在的不足[5]。在“以大

学生发展和学习为中心”的高校教学背景下，推动高校教育教学方式革新，是全面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和创新人才培育的重要体现，符合以教书育人的主旨和提升教学质量的初心。然而，一方面，高校传

统教育受限于资源配置，在实际教学中，往往形成教师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

态，导致“教学质量”的投入远大于“学习质量”的产出，达不到以学生为鹄培育人才的高要求教学目

标。另一方面，受限于课时时间限制，传统教学方式未能全面的将专业领域知识授于学生，且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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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发展和进步，教材内容未能及时更新，学生从课堂上未能获得最新的、实践的、全面的专业知识。 
我国在高校教学改革过程中，受“建设思维”和“教学中心主义”的束缚，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弱化了学生主体性，大大降低了学生在学习上的获得感[6]。因此，我国在高校教学改革的进程中，

聚焦于学生从机械接受式向主动获取式的转变，立足学生视角，结合虚拟技术的优势，利用虚拟技术教

学方式，增强学生学习的自我信念、优化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多样化学生学习环境，关注学生学习获得感，

有效规避办学资源配置失衡对人才培养的削弱性，实现高校教学改革增效赋能。 

3. 虚拟技术应用现状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给实际场景教学带来的限制，基于大数据的虚拟技术授课方式的教学改革

显得尤为重要。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等虚拟技术作为新型应用技术，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都

有涉及到。2021 年 11 月，《“十四五”信息通信行业发展规划》印发。规划提出，支持传统线下文化、

娱乐业态向线上拓展，丰富超高清视频、VR/AR 等新型多媒体内容源。例如，在教育领域，国家中小学

智慧教育平台，通过充分运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现代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还原真实场景，丰富资

源呈现形式。在文化领域，2022 年 1 月，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数字利用三维重建、AR 识景、Al 图像融合

等高新数学技术，构建可阅读长城数字云平台。在工程领域，甘肃兰州建成“天水路拥堵治理监测系统”，

基于 AR 增强现实技术，建立各类信息与视频场景的时空关系，实现警情快速可视、便捷调度、即时处

理。建成“全息路口”系统，通过雷视拟合、视频分析、热成像等技术，实时对路口交通流及交通事件

进行研判，有效提升警情可视化处置能力。社会中多方面的实际应用已经证明虚拟技术在未来包括教育

行业在内的多个领域的可行性[7]。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在海洋大环境中涉及范围广泛，在不同的方面有着其特定的使用环境，赵新华

和孙尧[8]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建出三维数字海洋环境，为进一步实现更为真实的海洋环境的研究工作做

了准备。李佳皓等[9]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对海洋水下机器人课程进行了探讨，验证了虚拟现实技术在水下

机器人教学课程中的可行性。David 和 Kavin 等[10]从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中的造船方向论述了未来增强

现实技术的应用前景。孔玺和孟祥增等[11]探讨了混合现实技术在学科教学、创设在线虚拟课堂等方面的

应用，为未来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课程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在未来高校教学改革上，虚拟技术作为新

型教学方式，依托大数据做为基础，其在教育应用中的潜力、效果、挑战和推广有着较好的可行性[12]。 

4. 虚拟现实技术的优势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是一门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传统的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教学方式中，通常是结

合教材书籍并通过课堂理论讲解，完成主要的教学过程。该教学方式存在的不足之处是理论结合平面结

构图讲解的教学方式，使得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存在一定阻碍，难以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无法提

升学生的创新能力，达不到高要求的教学目的。相对于实地教学，虚拟现实技术教学具有以下优势(见
图 1)： 

1) 场景多维性 
传统教学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二维平面图形对海洋工程与技术真实场景进行讲解，而实际场景是三

维复杂的状况，二维平面图形难以综合地反应出实际状况。虚拟技术是基于真实教学情境，又增添了提

升教学效果的多种元素，例如混合现实技术可以让教师与学生同步参与，并进行互动反馈，以海洋工程

与技术中海洋结构物为例，基于真实海洋石油工作平台形式构建的三维虚拟模型，通过操作可从不同角

度(俯视、仰视、侧视)进行平台构建的介绍与讲解，让学生身临其境的了解结构的多维特征。 
2) 环境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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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而言，实地实习教学多为工程建设所在地，其受天气状况、工地环境、场

地人员、工作机械等方面的影响，存在不可避免的潜在安全风险，如人员安全、极端或突发事件等。而

虚拟技术可对海洋工程与技术课程中的场景进行重构，减少外出现场流程，有效降低安全风险。 
3) 低构建成本 
虚拟技术教学场景是基于计算机、信息采集终端、三维模型进行构建，其不需要海洋工程与技术专

业中的真实物件，减少耗材费及维护费，且一旦虚拟场景或模型构建完成，可以重复使用。 
4) 强交互反馈 
基于传感器可捕捉与采集的信息丰富性，不仅通过听觉、视觉、触觉获取的信息可被采集、综合、

映射，而且味觉、内心感触等信息的搜集也已成为一种可能。虚拟场景模型可设置多种交互选项，例如

海洋工程结构物的颜色、背景、视角等。 
5) 高协同拓展 
虚拟技术是对真实环境的虚拟化，主要依赖于信息采集和模型构建，构建成本相对较低，而且，一

旦虚拟场景构建后可以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场景的优化、重构，具有高拓展性。同时，不同的模型直接

可以根据需要进行结合，异型异构虚拟模型直接可以协同耦合，提高模型的使用价值。 
 

 
Figure 1. Advantages of virtual technology 
图 1. 虚拟技术的优势 

5. 虚拟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要求学生对海洋结构物、海洋工程有充分的了解，虚拟技术可基于对已有海洋

结构物或海洋工程的监测资料，构建虚拟工程场景，不仅可用于实践教学，而且可用于相关工程实践技

能培训、远程在线教学等(见图 2、图 3)。具体实现思路如下： 
1) 通过已有的海洋工程、海洋环境及其海洋平台结构物等实况场景资料，并不断采集补充最新场景

数据作为信息储备。 
2) 利用 VR、AR 和 MR 技术从信息储备中选取场景数据资料构建三维虚拟模型，与真实模型进行对

比，最大程度保证三维虚拟模型的逼真程度。 
3) 进一步搭建三维虚拟场景，将三维虚拟模型融合到三维虚拟场景中，还原实际场景下海洋工程与

技术的真实应用状态。 
4) 虚拟现实技术可用于课堂教学；增强现实和混合现实可结合实地场景，利用计算机技术丰富和优

化实地场景，可在实验室等场景下应用。例如，依托实验室中的模型和实验设备，利用 AR 和 MR 技术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8445


任磊，王和旭 
 

 

DOI: 10.12677/ae.2022.128445 2942 教育进展 
 

在原有的实验室场景下扩展到户外实地场景状态，使学生更为贴切感受真实状况。 
5) 在虚拟技术教学过程中师生交互反馈，不断优化虚拟教学内容。 
 

 
Figure 2. Application of virtual technology in marin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courses 
图 2. 虚拟技术在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课程中的应用 

 

 
Figure 3. Application of VR, AR and MR in teaching 
图 3. VR、AR 和 MR 在教学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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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虚拟工程场景考察 

虚拟工程场景考察可将学生运送到遥远甚至地球上无法进入的地方，从不同的维度空间让学生沉浸

式的了解工程布局与构建细节，学生身临其境的对海洋结构物、海洋工程的建设流程与原理进行多角度、

沉浸式的观察学习，充分理解与掌握各项工程与结构知识。让学生在实际的工况条件下熟悉流程并掌握

原理，比实体实验室更为接近实际工程建设条件。而且，虚拟模型可自动汇总学生的操作步骤并进行智

能评价。 

5.2. 工程实践技能培训 

虚拟现实模拟还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实用技能，其最大优势是学生可以从现实场景中学习，避免了在

不受控制的现实生活练习中学习陌生技能时面临的风险。虚拟技术构建的场景融合了真实场景与虚设情

形，能使学生在培训中获得感性知识和实际经验。虚拟模型可模拟海洋工程一线作业场景，根据实践要

求进行场景更换和作业操作。由于操作或设置不当，造成事故，学生可以切身感受到事故发生时的场景，

以规范化训练技能，并提高安全意识。通过虚拟技术复现和还原真实工作场景，提升培训效率。 

5.3. 虚拟远程交互教学 

通常的网络教学课程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互无法实现，学生只能被动接受老师传授的内容，而虚拟

技术可有效解决教学交互问题，打破学校、年纪、课程等限制，突破空间、时间、地域限制，扩展至网

络所有参与者中，随着在线参与者规模的增加，为大规模的交互教学提供了可能。除此之外，虚拟技术

可使课程呈现形式多样化：基于游戏模式的教学，基于娱乐模式的教学以及视听觉模式的教学等。虚拟

远程交互教学因不受真实学生座位的影响，实现对所有网络学生的平等对待，且网络在线的视听效果也

是平等的，因此，虚拟远程交互交互教学具有平等性和广泛性。 

6. 总结 

本文基于代表性虚拟技术的特点和优势，探究了如疫情等非常态条件下实现教学的一种新型模式，

并总结了其发展前景及其在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的潜在应用情形。海洋工程与技术专业是一门在海洋领

域涉及范围广泛的应用性较强的专业，除了理论教学的方式外，另外更需要实验课程、实际场景实习等

教学方式的补充。受实际因素的制约，无法对有特定环境要求的课程开展实际教学，极大的限制了教学

质量的提升。因此，在未来的海洋工程与技术教学中，引入虚拟技术作为教学条件支撑对海洋工程与技

术专业的教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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