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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探讨
◇王亚文 闫 莉 王长元 王国珲

一、何为教育元宇宙

教育元宇宙是元宇宙的教育应用，是教育与元

宇宙的深度融合。教育元宇宙以沉浸理论、具身认

知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和心流理论等教育理论为基

础，为学生、教师、教育管理者等教育参与者提供了

一个仿真现实教育情境的独立沉浸式教学场域。教

育参与者可以像在真实世界开展教与学活动那样，

在教育元宇宙中开拓教学场地、开展课程教学、进行

教学评价、改进教学管理。教育元宇宙不是现实世

界教学情境的简单复制，而是突破现实世界教学环

境的限制，产生超越物理空间教学的显著价值。教

育元宇宙也不是与现实世界教育情境完全孤立的另

一个虚拟空间，它与物理空间的教育教学相互联系、

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使得教学参与者在物理空间与

虚拟空间的教学诉求同时得以满足。

二、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特征与场景

（一）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特征

1.情境化、高逼真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需要根据专业特

点、培养目标、课程内容、能力要求创设一定的实验

场景，学生借助VR终端、脑机接口进入实验教学情

境，3D建模、动态全息等技术为学生提供高逼真的

实验场景，使学生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代入感、

沉浸感大大增强。

2.实时性强、实验成本低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借助教育元宇宙

提供的强算力、低延时，使得整个实验过程具有很强

的即时性，不同实验教学场景的切换变得流畅。教

育元宇宙基础软硬件设施一经建设便能够长期、反

复使用，各种高复杂性、高成本的实验可以在教育元

宇宙中轻而易举的操作和反复再现，学生实验的成

本大大降低。

3.互动性强、灵活性高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中的互动既包括

虚拟世界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又包括人机交互、

虚实互动，还包括真实世界的师生互动、生生互动，

呈现出互动主体多元化、互动过程复杂化、互动次数

高频化的特点。同时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

具有更高的灵活性：①突破了实验时间、空间的限

制；②实验学习方式灵活多样，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项

目式、探究式、个性化、游戏化等多种实验学习方式；

③支持不同工科专业的实践教学，能够灵活创建各

种实验教学场景。

4.全面性、多维度

教育元宇宙记录下来的海量数据，既包括实验

前、实验中、实验后的实验操作数据，也包括教育元

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全过程中用于感知实验教学

环境与活动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维生理数

据，还包括教师评价、学生互评、自我评价等评价数

据，这些用于实验教学评价的大数据使得评价更加

全面、客观、准确。

（二）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场景

1.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常规性实验教学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常规性实验教学指的是教

师根据实验教学大纲的要求，在教育元宇宙中创设

具体生动的实验场景，引发学生的真实体验，达到让

学生通过实践操作理解理论知识、提升实践能力的

实验教学目的。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常规性实验教

学一般步骤为：教师根据课程目标撰写实验教学大

纲、编写实验教学计划、设置实验评价方式和评价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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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教师在教育元宇宙中根据实验安排创设实验教

学情境，按照学情分析情况对学生进行分组；学生在

教育元宇宙中以虚拟身份进行实验操作，教师对小

组或个人进行指导；学生在教育元宇宙中展示实验

成果，教师与学生一起对实验教学进行综合评价。

2.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个性化实验教学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个性化实验教学指的是学

生根据自身的学习能力和兴趣爱好，在教育元宇宙

中主动选择实验内容进行操作，来提升自身的高阶

能力。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个性化实验教学一般步

骤为：学生评估自身学习能力，结合自身兴趣点和教

育元宇宙提供的个人历史评价，选择合适的实验内

容、创设相应的实验情境；学生以虚拟身份在教育元

宇宙中开展创新性实验，分析和解决实验中遇到的

新问题，并不断调整实验过程；教育元宇宙根据学生

实验进展给出即时评价，学生完成自我评价，进而实

现学生高阶能力提升。

3.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项目式实验教学

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项目式实验教学指的是学

生通过在教育元宇宙中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来实

现设计、优化、协作等综合能力的提升。教育元宇宙

场域下的项目式实验教学具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

实验项目来源真实。第二，实验过程注重协作。

三、教育元宇宙场域下的实验教学建议

（一）高校：充分考虑，精心安排

高校应洞察到教育元宇宙给实验教学可能带

来的深刻变革，在进行发展规划、制度建设、资金使

用时予以充分考虑。在进行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时

充分考虑学生个性化发展需求，对学生进行学业评

价时将虚拟实验学习的成绩纳入其中；针对教育元

宇宙场域下实验教学所需的素质和能力，对教师开

展培训和进修；鼓励实验教师进行教育元宇宙场域

下实验教学的研究和尝试，在工作量计算上予以倾

斜；设置专项资金用于教育元宇宙实验室的建设和

运行。

（二）教师：教学研究，总结经验

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的信息素养，掌握教育元

宇宙实验教学设备的使用；积极开展教育元宇宙场

域下的实验教学，针对性地进行实验教学设计，综合

使用各种类型的实验教学方式，合理设置“班级授课

制”实验教学、传统在线实验教学、教育元宇宙场域

下实验教学的考核比重；引导学生进行个性化虚拟

实验，全面提升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开展教育元宇宙

场域下的实验教学研究，通过多模态学习行为分析，

检验学生学习效果，根据学生学习情况持续改进实

验教学设计，不断提高实践教学质量。

（三）学生：正确认识，提升自我

学生应正确认识教育元宇宙带来的新奇与刺

激，合理安排自己的学习任务，避免过度沉迷于虚拟

三维电子游戏而耽误实验项目的开展；在圆满完成

“班级授课制”实验学习内容和传统在线实验学习内

容、掌握学科知识的同时，根据自身的学习兴趣和实

践能力，在教育元宇宙中开展个性化、创新型、探索

性实验，扩展自己的知识面，提高自身创新实践、合

作交流等综合能力。

（四）企业：加大研发，合作沟通

企业应加大教育元宇宙实验教学相关产品的研

发力度，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物力攻克“卡脖子”

技术问题，降低VR眼镜给学生带来的不适感，减轻

头戴式设备的重量，努力开发出非穿戴式专用装置；

加强与教育技术专家、实验教师的合作与沟通，使得

研发出的教育元宇宙实验教学产品更符合教育规

律、更易于被教师和学生接受、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

创新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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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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