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11), 2665-2672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2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1417   

文章引用: 李贵卿, 付静玉, 张雅情, 朱驰州. VR-AR-MR 赋能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2, 
10(11): 2665-2672. DOI: 10.12677/ces.2022.1011417 

 
 

VR-AR-MR赋能大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研究 

李贵卿，付静玉，张雅情，朱驰州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2年9月3日；录用日期：2022年10月27日；发布日期：2022年11月3日 

 
 

 
摘  要 

开发虚拟现实建设的最佳技能，结合基于数据的创新和岗位培训，主要是设备虚拟机的三维过程。打造

一批充实的真实虚拟课堂，抓好网络课堂建设、数字教育融合共享、师资队伍建设。其次，基于VR-AR-MR
技术的交互性、构想性、沉浸性的特点，大学生投入到虚拟现实技术开发创新创业活动，跨专业综合培

训课程的虚拟社交商业环境的引入，通过体验式教学，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创新实践和创业能力。通过

创业活动的实践经验，提高学生的VR-AR-MR开发创新和创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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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velop the best skills for virtual reality construction, combined with data-based innovation and 
on-the-job training, mainly the three-dimensional process of equipment virtual machine. We will 
create a number of substantial real and virtual classrooms, and do a good job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line classrooms, digital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Secondly,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imaginative and immersive characteristics of VR-AR-MR tech-
nology, college students are engaged i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1417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1417
http://www.hanspub.org


李贵卿 等 
 

 

DOI: 10.12677/ces.2022.1011417 2666 创新教育研究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virtual social business environment of the 
cross professional comprehensive training course has greatly improved students’ innovation 
practice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through experiential teaching. Through the practical expe-
rience of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students’ VR-AR-MR developm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ial ability will b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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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6 年应该算是 VR 历史上的第三个“元年”，也是 VR 正式进入公众视野的元年，随着众多科

技巨头在 VR 领域的研发和拓展，VR 产业规模出现爆发式增长。也是这一年我国首次在“十三五”规

划中提到虚拟现实，并宣布未来会大力支持虚拟现实技术产业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模

拟技术和信息网络，可以为个人创造多感知的三维交互空间，增加用户体验。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不

断发展，越来越多地与各行各业融合，尤其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结合，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我

国高校“轻实践、重理论”的教育模式无法培养出适应当前需要开放、务实的创新创业人才和符合国

家双创战略的市场导向的学生，各个高校又开始出现矫枉过正的趋势。传统教育体制下，由于高等教

育的封闭性和学术性特点，高校接触企业和市场的机会较少，往往导致高校毕业生在就业时难以快速

适应岗位要求。在虚拟现实技术条件下，高校应结合创新过程中的专业教育和企业实践教育为学生设

计市场战模块，有针对性地模拟真实工作。努力让学生在退出时能有效打消实践的恐惧和心血来潮，

与市场接轨，快速融入实际工作[1]。因此，引入 AI/VR 系统是新文科建设背景下推进一流专业建设的

有效手段。 

2. VR-AR-MR 技术的理论基础及区别 

2.1. VR-AR-MR 技术的理论基础 

VR 技术，全称为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利用计算机技术模拟并创造出一个三维的虚拟环境，通

过 VR 眼镜模拟环境、感知、智能等，让用户可以实时、不受限制地观察三维空间中的物体，仿佛身临

其境，但在这个过程中，用户只能体验虚拟世界，看不到真实的事物。 
AR 技术，又称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又称混合现实，是 VR 技术的延伸，它可以将计算机

生成的虚拟数据(物体、图像、视频、音频、信息等)融入到真实场景并与之互动。在 AR 视觉中，用户使

用头戴式显示器将现实世界与计算机图像相结合，可以看到周围的真实世界。AR 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主

要有三方面：一是有利于培养学生探究式的观念，增强学生互动探索更深层次问题的能力；二是融合多

种媒体方式，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三是促进学生互动新体验，真正实现多元化教育。 
MR 技术被称为混合现实(Mixed Reality)，是 AR 技术的升级版，该技术通过将真实数据插入到虚拟

环境中来创建虚拟世界、现实世界和用户的交互指南，以提高用户体验。在 MR 中，用户很难区分现实

世界和虚拟世界的界限。在教育行业，MR 专注于职业教育中培训技能和专业能力的发展。MR 技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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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培训和教学内容，并将其与课堂环境和物理对象叠加。通过虚实结合，帮助学生掌握操作方法，

进行虚拟训练，内容可反复播放，满足学生自主学习的需要。 

2.2. VR-AR-MR 技术的区别 

VR 技术是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只是把你的意识代入一个虚拟的世界；AR 技术是看到的场景

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只是把虚拟的信息带入到现实世界中；MR 技术是真假难分。具体见表 1。 
 
Table 1. The difference between VR-AR-MR [2] 
表 1. VR-AR-MR 的区别[2] 

 VR 技术 AR 技术 MR 技术 

交互区别 

VR 技术具备沉浸性，所追

求的是尽可能将用户的五

官感觉置于计算机系统的

控制之下，切断他们与真

实世界的联系。 

AR 技术是将动态的、背景专门

化的信息加在用户的视觉域之

上。它是以真实世界为本位，强

调让虚拟技术服务于真实现实。 

MR 技术则允许用户同时保持与真

实世界及虚拟世界的联系，并根据自

身的需要及所处情境调整上述联系。

MR 是真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天衣无

缝的融合，亦虚亦实，亦幻亦真。 

技术区别 

VR 技术是纯虚拟场景，所

以 VR 装备更多的是用于

用户与虚拟场景的互动交

互，使用的是位置跟踪器、

数据手套、动捕系统、数

据头盔等。 

AR 技术是现实场景和虚拟场景

的结合，所以基本都需要摄像

头，在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基础

上，结合虚拟画面进行展示和互

动。AR 设备强调复原人类的视

觉的功能，比如自动去识别跟踪

物体，而不是手动去指出。 

从概念上来说，MR 与 AR 更为接

近，都是一半现实一半虚拟呈像，

但传统 AR 技术运用棱镜光学原理

折射现实影像，视角不如 VR 视角

大，清晰度也会受到影像。为了解

决视角和清晰度问题，新型的 MR
技术将会投入在更丰富的载体中，

除了眼镜、投影仪外，目前研发团

队正在考虑用偷窥、镜子、透明设

备做载体的可能性。 

3. VR-AR-MR 技术在创新创业教学中的应用 

3.1. VR-AR-MR 技术用于教育教学的特点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从最初传统的黑板、粉笔到发展中的多媒体教学，再到智慧教育交互性智能

黑板，教学的方式都在不断的改变和进步，也逐渐走向多元化，但是这脱离不了以教师为中心，存在学

生效率低下、学习兴趣不高等现象。而相对于传统教育而言，VR-AR-MR 技术将对课堂教学带去革命性

的进步，具体变化见表 2。 
 
Table 2.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raditional classroom and VR-AR-MR classroom [2] 
表 2. 传统课堂与 VR-AR-MR 课堂的区别[2] 

 传统课堂 VR-AR-MR 课堂 

交互性 

传统的常规教学，以老师的讲解和板书应用为

主，是学生被动式地从老师的讲课中获取知

识，教学手段比较单一。所呈现的教学资源的

形式、内容和数量都收到了很大的限制，容易

造成学生理解不清，课堂气氛沉闷等现象。传

统教育这种方式让学习变得乏味，使学生失去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导致课堂上注意力不

集中，不能获得好的学习效果。 

是用户与虚拟环境进行互动，得到反馈的自然程度。

用户进行虚拟环境中，虚拟仿真系统通过对用户的眼

动跟踪、手势识别等，与虚拟环境进行交互，虚拟环

境中的元素随着用户的操作而发生变化，如用户可以

触摸虚拟空间的物体，并可对虚拟物体进行移动或改

变形态等操作。VR/AR/MR 让学生可以根据自我的主

观选择来与场景进行交互，这改变了以往的单项知识

输出形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并发挥学生的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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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构想性 空间想象性差，学生很难对意境、图形空间构

造展开精准想像。 

构想性也称想象性，是指用户在进入虚拟空间之后，

可以与虚构空间中的环境进行互动，通过主动的探索

根据自己的认知构想，创建新的事物、环境和概念。

在虚拟环境中，用户具有无限的想象和创造空间，可

以进行肆意的构想和创造。 

沉浸性 

所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在语

言文学的学习过程中我们常常会遇到对诗歌、

文章等的意境分析。而单靠想象，在某些复杂

的意境下是十分困难的。亦如《断章》中“你

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

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主要是指用户在虚拟环境中，对逼真的虚拟世界感受

的真实程度，虚拟现实技术的沉浸性与用户的感知系

统有关。虚拟现实技术利用听觉、视觉、触觉、嗅觉

等感知体验，使用户在虚拟环境中进行某些行为能够

受到和现实世界中一样的反馈，能在现实中产生思维

共鸣。VR/AR/MR 技术可以摆脱时空的束缚将某些事

件更好的展示在学生面前，学生通过直观的画面来了

解意境下的人事物情绪的波动。具象化便于理解和记

忆。 

3.2. VR-AR-MR 技术在创新创业中的实践 

3.2.1. 斯坦福的创业“梦工厂” 
斯坦福大学重视实践应用与基础科学研究的相互转化，提出“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结合个人技能、专业特长和社会环境来规划创新创业教育。坚持开放互动的创新创业教育，包括各部门

的合作交流，将科学教研有机结合，鼓励企业从产学研一体化的机制上完成多方互动，形成开放、交互

的创新创业教育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获得了应用基本原理和深入思考的能力[2]。 
斯坦福大学教授创业的方法是在课堂上整合所有前沿的理论和实践知识，将创新创业课程分为理论

和实践两种教学模式。理论课程主要通过讲座和案例的形式，通常在课堂上进行。实践课程为学生提供

大量的体验式课程，让学生将学到的创业理论应用到实际的创业实践中。教学团队由八位教师和数位经

验丰富的顾问组成，为学生提供具体指导。学生可以直接与真实的用户和顾问互动，帮助他们了解、解

决可能面临的问题，并现场测试他们的服务、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可行性[3]。 
在 COVID-19 的影响之下，数字学习有了新的含义，因为大多数学校、学院和教育机构开始依靠视

频会议来进行授课。然而，斯坦福大学将授课方式又提升了一个档次，James Bailenson 教授最近使用 VR
技术完成了授课，这对斯坦福大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尝试。其实早在 2003 年斯坦福大学就成立了虚拟人

类交互实验室，其一直在使用增强和虚拟现实技术来帮助影响人类的交互方式，其中包括将 VR 融入课

堂，使用 VR 帮助用户感受共鸣，以及研究增强现实的心理学。此次因疫情而进行的线上讲座，加快了

VR 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速度。 

3.2.2. VR-AR-MR 技术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疫情期间，“停课不停学”的教育政策，使超 2 亿学生集体在线学习，在线教育首次在中国普及。

这给教师、家长和学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尤其是迫使教师重新设计教学方法，推动学校改变教育计划。

线上教学的本质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习惯了教师面对面的指导和监督，学生的自律性、自学能力严

重影响了教学效果，大大降低教学质量。这时的教育环境就继续引入 VR-AR-MR 技术。相同的，在疫情

的影响下会扰乱毕业生的实习计划，缺少社会实践经验，影响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步伐，这是就需要引入

虚拟营商环境跨学科综合培训课程(简称 VBSE 课程)通过提取营商环境中不同类型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特

征，设计模拟营商、市场、政务与公共服务环境共同形成一个虚拟的商业生态系统。虚拟仿真系统还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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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真实的商业案例，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引导学生多层次多角度分析思考，形成创新意识；

新型教育教学形式，大力推进现代信息技术与高等教育的深度融合，可以更好地支撑经济管理人才培养

需求。 
体验式教学贯穿整个 VBSE 课程过程。本课程以学生为主体，以实际应用为资源，以教师为向导，

以任务为导向，以学生为主导，实现学与行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学习热情，通过学

生亲身体验的方式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和商业环境，并将理论知识融入实践。将课堂模拟为商业环境，

课程评价成为竞争性竞争在对抗性的竞争性模拟工作环境中，学生在任务设定的时间内，以结果为导向

的方式完成商业操作，最后根据各种商业指标评估学生和他的团队结果。本课程采用体验式学习，实践

“边做边学”，培养内省、解决问题和研究思维，实现不同时间的信息交流，最终达到培养学生新业务

开发和创业技能的目标[4]。重点培养了学生的领导组织能力、跨专业团队合作能力、长期布局决策能力

等，还激发了学生的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和创新创业意识。 

4. 构建 VR-AR-MR 赋能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 

4.1. VR-AR-MR 赋能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应用特征与应用场景 

经过研究发现，将 VR-AR-MR 技术应用到教学中，可以满足教学的情景化以及交互性的要求，尤其

创新创业教育是现今每个高校比较薄弱的部分。因此，本文对 VR-AR-MR 技术在创新创业教育中的应用

场景进行分析，具体见图 1。 
 

 
Figure 1. Construction of VR-AR-MR empower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training system 
图 1. VR-AR-MR 赋能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体系构建 

4.1.1. 人机交互 
通过手柄、眼镜、键盘、刷脸系统等人机交互工具，让学生沉浸在特定的角色中。识别人的特征(语

言、情绪、身体感觉)等，并利用学习者情绪和态度等特征来增强学习者的体验。“VR + 课堂教学”通

过先进的三维视觉传达和沉浸物理、化学、电子、信息、生物、材料等学科的抽象知识点。在真实的课

堂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 VR 教室引导学生戴上 VR 眼镜，使用人机交互手柄或触摸按键，访问 VR 教学

设备和 VR 教学资源，不仅可以观看视频教学资源，还可以与知识场景互动[5]。按照传统的创新创业教

学，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讲解理论知识，学生接受理论知识，缺乏对实践和思维能力的锻炼。VR-AR-MR
技术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有效融合，让学生在虚拟实验室中真正与环境互动，同时得到持续不断的反馈。

这可以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技能，使学生能够忽略虚拟环境，体验真实环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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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语言处理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研究中的第一个应用是提供语法错误，随着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进步和科学应

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多。一些研究人员从四个方面注意到其在教育中的应用：

一是自动评估和内容编辑或翻译、语音和分析、抄袭检测等，如文本分析和信息管理；第二，人工智能。

智能问答系统，计算机与学生的多模态交流等；第三，语料库在教育中的应用，作为基于语料库的数据

挖掘工具；四是语言教学的研究型应用，如基于计算机的语言教学、电子书包等。自然语言处理的发展

将为学生学习语言、数学等技能带来新的途径[7]。VR-AR-MR 利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理解词的形态、

语法、语义、语用和文本，提高计算语言智能，通过学习创新创业知识和应用场景案例分析，提升学生

的创新创业技能。 

4.1.3.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是计算的演进，它使用有限的数据来生成无限的数据。随着机器学习以研究为基础的深化，

深度学习逐渐成为研究人员关注的焦点。VR-AR-MR 具有统计学习、不确定性推理与决策、分布式学习

与交互、隐私保护学习、小样本学习、深度强化学习、无监督学习、半监督学习、主动学习等基础理论

[8]。教育数据挖掘是利用大数据算法对大学生创新创业过程中产生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借助建模方法，

提取出这些文档中的重要信息以及学生各个话题的内在逻辑。对学生行为和后续学习模式的教学决策和

预测因素进行了调查。同时，教育数据挖掘可以收集和分析教师的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等，帮助

教师制定教学策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果。 

4.1.4. 多元感知 
多元感知指人的语音识别、图像识别等。通过安装机器程序，包括事物，来认识、理解、处理和模

拟人的情感。在教育中使用多媒体可以让计算机化教学实时捕捉学生的表情和声音，分析学生的情绪，

并在及时为学生提供支持和适当的帮助。VR-AR-MR 技术超越了人类视觉的理解和检测、现实世界的视

觉感知和计算、自然声学事件的听觉感知和计算、自然交流环境的语音检测和计算以及人类感知、异步

数组和计算，媒体智能自学习，城市全尺寸智能推理引擎。培养创新能力和业务能力的各种知识和实践

应该包括视觉知识、语法、嗅觉和使用机器工作。这项技术必须与创新和商业知识和条件相协调，以在

各个方面培养和发展大学生的创新和行动商业潜力。 

4.2. 人工智能实践辅助教学系统的角色分配 

4.2.1. 教师角色 
从知识生成的角度来看，使用 VR-AR-MR 技术的高等教育研究也将发生变化，传统知识将逐渐被

VR-AR-MR 技术所取代。因此，使用 VR-AR-MR 技术后，大学教授的角色将从“知识传承的引领者”

转变为“信息生产的辅助者”，学校教师将扮演“道德引导者、心灵守护者、VR-AR-MR 技术应用者、

深度学习协作者”等角色。与高校教师相比，人工智能不能为提供学生的道德养成、课程开发、价值创

造和身心发展等作为人独特价值的教育教学内容[9]。 

4.2.2. 学生角色 
使用 VR 技术进行教学，可以清晰生动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彻底地揭示物体关系的运动规律，让学

生更好地认识自己，为学生提供更具体的信息，帮助他们理解和加深创新创业理论，是学生更熟练的掌

握专业实践技能，提高了学生对真实感知和体验的理解，激发了学生的兴趣。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思维创

新，培养学生自主探索和学习的能力。个性化学生学习可以根据学生的学习需求在线获取各种信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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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可以获取和整理分散的信息，还可以进一步获取他们感兴趣的材料。同时，还将学生性格特征、学习

习惯等个人数据交互录入信息系统，帮助人工智能提升学习效果。学生通过情景模拟、身临其境的体验、

角色扮演和分享成就来实现实际的学习目标。 

4.2.3. VR-AR-MR 教学代理角色 
VR-AR-MR 技术将传统教育模式解耦，让教育研究者进行教学模式变革，超越传统教学的界限，开

辟新的教学场所，超越和创新教学方法、加快教材学习研究，鼓励教学改革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教学

代理是根据实际工作自动创建的，它的主要作用是监督教学活动，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知识调整教学

策略，引导学生对学习内容进行良好的学习，并提供评估和评价。通过研究学生的行为特征和需求分析

数据，为学生提供学习的设计和协作，最终达到学生评估和能力发展的目标。 
虚拟教学在教师面前创造一种新型教学，多样化课堂，提高教与学质量，开阔学生的视野，打破知

识领域的界限，鼓励学生认识世界。教育主体与教育关系网络的融合，强调关注同一教育网络内的不同

学习者，对于学生的身份开放和个人关系的和谐是必要的。虚拟教学方法是技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现象，

教材的成功使用是为了创造高质量、可盈利的教学模式，极大地丰富了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 

5. 未来展望及发展前景 

VR-AR-MR 技术在教学中的普及将影响传统教育结构和课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VR-AR-MR 技术与

教育课堂的结合将提升未来课堂的教学表现。由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是教师计划堂课，而不是针对全班学

生进行区分教学，因此 VR-AR-MR 技术的使用将使课堂教学真正为个人教学、管理和体验做好准备。教

师在虚拟环境中自学的同时，可以在虚拟环境中与教师进行互动，满足学生知识和好奇心，以新的方式

传授知识，可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学生们正在企业空

间中使用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通过 VR-AR-MR 积极研究、实践探索、创新设计和跨界融合，学习新知

识、掌握新技能，并以先进的虚拟现实和增强技术为载体，开展创新创业教育，让学生完成虚拟与现实

互动。通过“边玩边做”、“边做边学”、“边做边创造”，可以拓展发散思维，激发更丰富的创新火

花[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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