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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未来课堂与智慧学习三元
关系的新探讨 *

王洪梅 王运武 吴 健

（江苏师范大学 智慧教育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摘 要] 随着 3D 显示技术的创新发展，将它应用到未来课堂成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手段。 未来学习是

在先进技术支撑的环境中进行的，其学习资源要符合学习者时代需求。 以 3D 图片、3D 视频等为主的 3D 数字化

教学资源具有高度立体逼真和临场感强的特性，不仅让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带给学习者前所未有的视觉

体验，而且为未来课堂提供了重要的资源支撑。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对未来课堂的建设以及促进智慧学习的发展

起决定性作用，只有在充分了解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有的关键技术全

面推进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未来课堂中的建设与应用， 才能为智慧学习时代学生学习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

乃至创新精神的塑造提供更多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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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现 代 信 息 技 术 的 飞 速 发 展， 不 仅 使 学 习 者 的

学习 环境发生了 巨大变化， 也改变了 学 习 者 的 学

习 方式， 丰富的 数字化教学 资源为学 习 者 提 供 了

全新的学习 体验。 智慧学 习是一种学 习 者 自 我 指

导的、以学 习者为中心、具有完整学 习体验的新 型

学习范式 [1]。 3D 显示技术通常带给人们更真实、更

精 细、更 震 撼 的 视 觉 感 受 ，因 此，在 广 告、影 视、游

戏、工业设计、建筑 设计、辅助 教学、多媒体 制作 等

领域 均 被 广 泛 应 用 [2]。 以 3D 图片、3D 视 频、3D 动

画 为 主 的 3D 数 字 化 教 学 资 源 作 为 未 来 课 堂 中 一

种非常有效的辅助教学手段，能够使学习者完全沉

浸在虚拟的三维场景中。学习者在心理上产生更为

真实完整的学习体验， 进 而 对 所 学 的 知 识 有 更 深

刻地理解。 戴尔（Dell）指出，“教学中所采用的媒体

越是多样化，其所形成的概念就越丰富越牢固 [3]。 ”
以 不 同 技 术 为 支 撑 的 未 来 课 堂 强 调 知 识 的 可 视

化，注重学习者 的个性化学 习、快乐学习 以及高效

学习需求。 随着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出 现，其进

一步丰富了 未来课堂中 的开放教学 资 源， 增 强 了

资源的多 样性和情境 性， 有助于启 发 学 习 者 积 极

的学习心 态，激发和 维持学习者 学习动机，促 进智

慧学习的发生。

二、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未来课堂与智慧学习

的三元关系

现 代 教 育 理 念 更 多 关 注 学 习 者 探 索 知 识 的 过

程，随着 3D 技术的迅速发展，以 3D 图片、3D 视频、
3D 动画为主的一种新的教学资源被应用于未来课

堂教学环境中，这将进一步丰富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形态，为学习者的智慧学习创造了多种条件。 目前，
国内外许多学者从不同视角针对未来课堂、智慧学

习以及 3D 影像的课堂应用等，作了大量的研究，而

探讨关于三者之间存在的关系研究还较为鲜见。 本

研究将以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与智慧学习的相关研

究为基础，结合未来课堂所强调的以人为本、体验学

习的特性，探索三者之间的存在的三元关系，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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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元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 在三元关系中能起决定作用

的是资源建设， 因为有了好的资源才能促进学习者

的学习兴趣， 也能够使技术在未来课堂中得到充分

应用。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指，用 3D 照相机、3D 摄

像机、3D 扫描仪等设备拍摄、扫描，通过 3D 制作软

件编辑创作，在 3D 电视、3D 投影仪、全息投影膜等

媒体呈现出来的新兴数字化教学资源。 它以学习者

为中心，创设能满足学习者多元化、个性化、智慧化

发展需求的高沉浸式的智慧学习环境。 未来课堂强

调课堂学习方式的多元化，强调满足学习者的自主、
个性化和泛在学习需求[4]。 而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将

抽象的知识内容具体化、立体化，以学习者为中心，
可最大程度的构建便于获得直接经验的学习环境，
为学习者创设具有完整体验的学习情境， 使学习者

在学习的过程中体会到更多的学习乐趣， 并且能够

促使学习者加深对知识内容的理解和记忆。
瑞士著名教育家斐斯泰洛齐指出，“教学首先应

致力于一切从感觉得到的事物的确切知识为基础”[5]。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作为未来课堂中重要的教学资

源，不仅能够加强学习者视听感官的刺激，而且能够

使学习者具有完整的学习体验。 教师利用先进的 3D
技术呈现各种立体逼真的教学内容，使知识更加可视

化。 在三维场景中学习知识，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体

验学习对象， 增强学生的学习情感体验和学习兴趣。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不仅满足了未来课堂所强调的以

人为本、学生全面发展的思想，而且作为一种新的教

学资源形态，为实现智慧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三、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现状

未来课堂代表的是未来的一种学习方式， 因此

我们应该追踪当前最先进的技术， 在保证上述原则

的基础上，尽可能的选用新的、先进的技术[6]。将新型

的 3D 显示技术引入未来课堂中， 并建设丰富的、优

质的 3D 数字教学资源供学习者选择。 这不仅满足

了学习者的学习需求， 而且为智慧学习所强调的在

具有全面感知的学习情境中灵活自如地进行学习提

供了重要的支持。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可以创设最自

然、最直观的学习情景，为学习者提供逼真的 3D 内

容，使之获得沉浸式的学习体验，促进学生对知识的

创新和迁移。
在国外， 许多学者专家将 3D 技术应用于教学

中，通过一系列的建设实施提出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

应用于教育教学中具有的优势和潜在的价值。 在美

国巨石谷学区和谢尔顿学校的实验研究中， 教师积

极使用 3D 仿真课件库（Classroom3）中的 3D 教学资

源，让学生自己探索太阳系，在学习过程中学习者踊

跃参与，借助形象真实、生动易懂的 3D 视频教学资

源，学习者可以更加容易地理解数学中的一些抽象概

念，并且记忆更加深刻[7]。 英国谢菲尔德中学引入 3D
教学技术[8]。 教师普遍认为，3D 教学是最重要且最具

有深远意义的尝试，起初只是在一个教室里采用 3D
技术，为学生呈现所学的内容，同时也让教师们快速

地了解 3D 技术如何使学习内容更具有情境性。 当观

看 3D 数字化教学内容时， 屏幕上展示的 3D 内容使

学生充满了好奇与兴趣， 这也培养了学生的质疑和

探索问题的能力。 例如，学校将 3D 技术用在 7 年级

和 8 年级学生的教学上，当教师用 3D 视频给学生们

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时，学生对 3D 内容都很

感兴趣，这使得课堂上学习气氛呈现前所未有的精彩。
Boulder Valley 学区率先使用 DLP 技术的投影仪 [9]，
给学生佩戴 3D 眼镜， 采用全套的 3D 教学设备展示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 该学区的相关教育技术负责人

认为，3D 影像即将打开一个全新的学习世界， 能对

课程提供最核心的支持。 促进学生智慧学习需要有

优质的智慧学习资源作为保障， 而众多教学实验都

证明了，将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于未来是非常有

价值的， 这种全新的教学体验无疑会大大提高学生

的学习效率。
在国内，3D 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越来越被

关注，而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正处于实验试用

探索阶段。 2012 年 7 月，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Hareton
Leung 等人测试了 3D 教学对比 2D 教学的优势，并

发表了测试结果。 在相同时间内，参与 3D 学习的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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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生可以将课程内容完整地复述出来， 而 2D 班

的 25 名学生只有 17 名可以复述出来 [10]。 虽然之前

的研究都表明，3D 技术应用于教学是有益处的，但

是在香港，3D 应用于教学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很多

学生因为近视的原因， 在观看 3D 的时候需要佩戴

两副眼镜。 此外，国内实施了“绿色班班通” 3D 教学

实验项目 [11]，建设了专门用于 3D 教学的未来教室，
配置了 3D 投影机及其相关的 3D 设备， 通过呈现

3D 影像等数字化教学资源， 为学生创建出逼真、高

沉浸感的学习环境，为学生带来了丰富的学习体验。
自 2012 年元旦开始，中国首个 3D 电视试验频道开

始播出。 3D 频道播出节目内容包括体育、 动漫、专

题、综艺类节目以及大型的实况转播，具有体验时尚

及身临其境的视觉感受[12]。 2016 年 11 月 1 日，山东

省威海市皇冠中学将 3D 立体显示技术引入课 堂，
将其应用到生物、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教学中，以提

升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13]。 如图 2 所示，
学生在生物课上观看 3D 视频教学课件。 在传统课

堂教学中， 教师通常使用二维图形来解释三维空间

的概念，学生很难作形象地理解；而 3D 数字化教学

资源能把讲解的知识内容立体显示化， 而且通过向

学生展示逼真的 3D 内容，使之获得沉浸式的体验，
能够帮助学生迅速理解知识， 对于提升未来课堂教

学效果大有裨益。

图 2 学生在生物课上观看 3D 视频教学课件

（二）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存在的问题

未来课堂强调如何充分应用各种先进的技术和

资源来进一步支持教学活动。 3D 显示技术与 3D 数

字化教学资源的创新应用， 使得未来课堂的教学活

动存在更多的发展空间。 一系列逼真的 3D 内容，激

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培养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然

而，由于在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存在

成本高、投资大以及在相关技术和实践方面的原因，

用于未来课堂教学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匮乏。 建

设符合学生智慧学习需求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过程任重而道远。
1.建设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成本高、难度大

3D 数 字 化 教 学 资 源 的 制 作 成 本 较 为 昂 贵，3D
图片和 3D 视频的制作需要 3D 摄像机、拍摄辅助设

备、3D 编辑存储设备等设施。 首先，需要购买大量的

专业的录制编辑器材和制作软件。 其次，拍摄的环境

也较为严谨和苛刻，就 3D 视频制作所付出的成本和

精力都远超传统模式下的视频制作。 过高的成本使

得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当下的教育教学领域应用

中乏人问津。
2.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制作人才缺乏

3D 教学必须强化师资培养，打造精良的专兼职

教师梯队， 为相关人员提供一个协作和迭代设计的

环境和工具，以支持 3D 环境下的学习进程[14]。 将 3D
技术引入未来课堂中的目的在于改变学习者的学习

环境，而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不仅是技术环境中不可

或缺的一部分， 也是资源环境中重要的核心组成部

分。 然而，目前专业 3D 人才短缺，体现为总体数量

不足和素质偏低、专业和层次结构不合理、知识和技

能不匹配、职业素养有待提高四个方面 [15]。 培养 3D
技术开发人才与创作团队是建设 3D 数字化教学资

源的关键。 在教育教学领域中，缺乏 3D 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原因除了其制作的成本高、 难度大的因素以

外，更重要的是缺乏 3D 技术开发人才。 与传统数字

化教学资源内容的制作相比，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

设计与制作对专业人员的要求、拍摄设备、制作与编

辑技术、 特效技术以及存储设备等都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人才因素是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开发的进程、
质量与成本的关键。 由于这些技术难题，致使 3D 数

字化教学资源十分稀少，大大限制了 3D 数字化教学

资源在未来教育领域中快速发展。
3.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稀缺

在国内，3D 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往往滞后于广

告、电影、游戏等其他行业，特别是符合当前教学者、
学习者学习需求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 比较稀缺，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时间，此外还

需要具备掌握专业知识与具有足够实践经验的专业

制作团队，并且能够共同合作，提出集成解决方案，
这一系列的任务需要投人大量的人力和精力。 由于，
未来课堂装配 3D 硬件设备的条件有限，能体验并享

有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带来的视觉享受以及学习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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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学习者并不多见。 由此可见，3D 数字化教学资

源的开发与建设刻不容缓， 这也将成为未来资源建

设的一个新热点。
4.3D 数字化教学 资源的推广 政策和激励 机制

薄弱

推广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教学中的中应用，需

要政府的大力引导， 教育部积极发动各部门应重视

3D 学习环境以及 3D 资源在教育领域中的建设，政

府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 鼓励学校和公司合作共同

制作符合教育教学相关理念的高质量作品， 为教师

提供大量的专业性的 3D 视频、课件等 3D 数字化教

学资源，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启发性、趣味性的学习

环境，使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自主学习能力等得到全

面发展。
5.3D 眼镜给学习者带来一些不便

观看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需要搭配特定的眼镜，
但长时间佩戴 3D 眼镜容易引起视觉疲劳，观看的舒

适度大大降低， 很多学生因为近视的原因， 在观看

3D 的时候需要佩戴两副眼镜， 并且 3D 眼镜穿戴前

后需要做消毒处理，因为有可能会感染眼睛疾病，因

此，将 3D 应用于教学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四、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关键技术

智慧学习时代需要用技术创造符合学习者认知

特点的数字化教学资源， 通过 3D 技术建设优质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可以为学生提供生动逼真的学

习材料， 加强视听感官的刺激， 提高学习者感知效

率，促进学生的感知记忆。 但是，要想更好地将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于未来教育教学领域中， 必须

掌握其建设所具备的关键技术，了解 3D 成像原理、
3D 主流显示技术、 全息技术、AR/VR 技术以及未来

3D 技术发展趋势， 借鉴国外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

制作的先进技术， 建设符合学习者智慧学习需求的

优质教学资源。
（一）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支撑技术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于未来课堂需要一定的

技术环境支撑，比如，3D 影像投影仪、3D 眼镜、电脑

等。 3D 显示技术是利用一系列的光学方法使人左右

眼产生视差从而接受到不同的画面， 再在大脑形成

3D 立体效果的技术[16]。 在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

中，3D 主流显示技术、全息技术、AR/VR 技术对于未

来课堂教学环境的构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相关

类别、特点以及教学应用的相关分析如表 1 所示。

通过以上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在未来教育领域

中， 几种不同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主流技

术都有各自优势。 在未来课堂教学中，比较重视学生

对知识的探索，也关注学生的情感体验，不论是 3D
显示技术， 还是 VR/AR 技术都对学生的情感体验、
知识探索以及实践能力等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也为学生的智慧学习提供了支持。

（二）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先进制作技术

1.3D 立体图片的制作

针对制作 3D 立体图片， 笔者通过搜索发现，有

不少关于 3D 图片制作的网络教程。 而合成 3D 红蓝

立体图片的工具主要有 Photoshop 和 i3D Photo 两款

软件。 首先，使用普通相机拍摄的两张素材照片，拍

摄完成第一张，水平移动相机再拍一张，模拟左右眼

得到的图像素材，并准备一副红蓝滤色立体眼镜。 以

3D 图片合成软件“i3D Photo”为例，首先，打开软件

新建一个项目，其次，选取所拍的照片并分别对应右

眼和左眼，再按确定，如图 3 所示。 完成以上步骤后

进行效果查看，如果重影较大，可以查看上图提示并

点击下自动对齐，完成作品后，可戴红蓝立体眼镜观

看制作的3D 图片。

表 1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主流技术

主流技术 类别与特点 教学应用

3D 显示

技术

眼 镜 3D 技

术（色 差 式 、
偏 光 式 和 主

动快门式）

目前， 有不少学校已经具备相应的 3D 硬件设施，
例如， 在教室中配置 3D 投影机和不同种类的 3D
眼镜。相关研究表明，在众多 3D 显示技术中，采用

主动快门式眼镜的 3D 显示效果要比被动式偏光

眼镜的效果好[17]。 在课堂中运用 3D 技术和 3D 教

学资源进行教学，生动形象的 3D 教学活动，使得

教学内容直观形象、生动有趣。

未 来 3D 技

术 趋 势 ： 裸

眼 3D

裸眼 3D 技术的优势在于摆脱了眼镜的束缚，目前

裸眼 3D 技术的应用以商用领域居多。 在国外，美

国巨石谷学区和谢尔顿学校使用裸眼 3D 视频进

行教育应用实验，探讨了裸眼 3D 技术在教育中的

应用价值。 在国内，裸眼 3D 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

用方面落后国外。

VR/AR
技术

具 有 沉 浸

性、交 互 性 、
构 想 性 、 主

动 性 、 智 能

性等特点

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在教育应用

方面， 对学生的学习都有着重大的帮助和促进作

用。 虚拟现实技术所构建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拥

有更多主动和互动的机会， 通过提供更为贴近真

实生活的教学内容， 帮助学生更好地习得所学的

知识和技能。 增强现实技术是现实与虚拟场景的

结合,将增强现实技术应用到艺术鉴赏类、户外实

践、实验过程教学实践中，能使学生身临其境地进

行观察、实验，沉浸体验的学习，有助于维持学生

对学习内容的专注力。

全息技术

具 有 三 维 立

体 性 、 可 分

割 性 、 信 息

容 量 大 等 特

点

目前，全息技术在媒体报道、商业橱窗展示、弘扬

佛学等领域比较常见， 将事物以 360 度的方式呈

现给观看者， 通过佩戴全息眼镜可以身临其境的

观看和感受事物的本质。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未来

教育领域的发展前景将是十分光明的。

前沿探索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未来课堂与智慧学习三元关系的新探讨 荨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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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软件“i3D Photo”截图

2.3D 视频与 3D 动画的制作技术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制作是在相应的 3D 制作

设备中进行的，核心设备包括 3D 摄像机（3D 摄录一

体机、双机 3D 摄像机）、3D 编辑软件、存储设备和一

些相应的辅助设备。 3D 和 2D 的制作技术存在很大

的 差 异，3D 的 关 键 制 作 技 术 是 3D 拍 摄 技 术 和 3D
后期技术，其整个制作流程如图 4 所示 [18]。 3D 拍摄

技术主要是 3D 摄像机操作技术、双机 3D 摄像光轴

控制技术、3D 拍摄支架调校技术等； 后期技术则更

为复杂， 包括三维合成技术、CG 技术、 虚拟植入技

术、动画 Flash、抠像技术、蓝幕技术、E-Motion 动作

捕捉技术 （10）View-D 转换技术、 立体效果校正技

术、颜色亮度校正技术等[19]。

图 4 3D 制作流程

目前，常见的 3D 视频与 3D 动画的编辑软件有

Adobe premiere、Ulead COOL 3D、Edius、3dMax 等，其

中这些软件也是 2D 视频编辑时常用的软件，但随着

版本的不断更新， 这些软件己增加了 3D 编辑的功

能，这为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提供了更多的平

台和帮助。 目前，3D 拍摄团队多为原来 2D 拍摄团

队，对 3D 的编辑也是处在不断探索的阶段，培养专

业 3D 人才、开发先进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将成为

未来 3D 教学的发展趋势。
3.2D 至 3D 视频转换技术

2D 转 3D 视频技术可以充分利用大量已拍摄的

2D 图片或者视频来制作 3D 视频，如前所述，由于使

用 3D 摄像机拍摄成本高、 制作 3D 视频难度大、周

期长等难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 3D 数字化教学资

源急缺的问题。 所以， 近年来很多学者对 2D 转 3D
视频中各关键技术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目前，2D 转

3D 技 术 主 要 有 以 下 两 种 : 基 于 模 型 的 转 换 方 法

（MBC）和基于图像的转换方法（IBC）[20]。 今后，随着

人们的不断探索，需要在 2D 转 3D 技术为主要代表

的立体视频制作技术方面，加大研究力度，逐渐提高

普通 2D 视频转 3D 视频技术的使用效果，进一步促

进 3D 产业的整体发展，使学习者在教育教学领域都

能享受到 3D 带来的魅力。

五、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推进策略

在智慧学习时代，提倡利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环

境与方法，科学选择知识性和实践性的内容进行有效

学习、高效学习、创新学习、创造学习。 3D 数字化教学

资源集视、听觉等综合体验于一体，可以有效地构建

便于获得直接经验的学习环境，使学习者产生一种身

临其境的感觉，主动参与到体验学习的过程。 它为实

现智慧学习提供了必要的支持，也为未来课堂提供了

丰富的教学资源。 3D 数字化教育资源的建设涉及面

比较广、开发周期长、资金投入大。根据当前已有的研

究理论基础，针对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现状及

问题诉求，充分利用现有的关键技术，有针对性的提

出解决资源建设重难点问题的策略，全面推进 3D 数

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对于学生学习能力以及问题意识

的培养乃至创新精神的塑造均具有重要意义。
（一）加大对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基础理论

研究的支持力度

教学资源是各种教学活动得以开展的有利条件，
教学资源的好坏也直接关系到教学效果的好坏。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是在信息时代与 3D 技术相互融合

下呈现出的独特一面，即资源的立体化、数字化、网络

化。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设符合未来课堂提出的

要求，即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知识的可视化，能满足

学习者多元化、个性化发展需求。 在国外，针对 3D 资

源建设已经有相关的项目正在展开，如，比较典型的

“未来教育与学习（LIFE）”项目，对欧洲 7 国的师生进

行调研，以获取 3D 教学对学生课堂专心度和学习成

绩的影响[21]。 然而，在国内，针对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

建设的相关基础理论研究较薄弱，应通过国家项目引

导，加大对理论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 3D 数字化教学

Frontier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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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能够构建立体逼真的学习环境，不仅弥补了以往

教学情境的不足， 也促进了学习者对知识技能的构

建、保持和运用。 将 3D 资源应用于未来课堂具有一

定的开拓性和前瞻性。 因此，亟需加强 3D 数字化教

学资源建设的基础理论研究，从而能够在理论的支撑

下充分利用先进的 3D 制作技术和转换技术进行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设计与开发， 建设优质的 3D 资

源，为学习者创设真实的学习情境，激发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内化学习内容。
（二）加强 3D 技术开发人才队伍建设，增强 3D

资源应用与服务能力

3D 电影、3D 照相、3D 打印、3D 虚拟世界等新技

术的出现迅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3D 视觉是目

前的一个发展趋势， 在未来教育教学领域中，3D 技

术及其资源的开发与应用将发挥具大的潜力。 只有

培养 3D 技术开发人才，创作出高品质的 3D 数字化

教学资源， 才能满足未来智慧学习的发展需求。 在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过程中， 培养 3D 技术开发

人才与创作团队是关键， 人才队伍是 3D 数字化教

育资源建设的具体承担者和组织者， 它关系到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能否实实在在地服务于教育。 特别

是在 3D 数字化资源紧缺的环境中，必须要加强人才

队伍建设，培养能熟悉掌握 3D 数字化资源建设的关

键技术的队伍，克服制作技术难题，增强 3D 数字化

教学资源在未来课堂中的应用与服务能力。
（三）加速建设 3D 学习环境，满足以学习者 为

中心的智慧学习需求

奥托·戴克（H. Otto Dahlke）认为:“教学活动 是

在一定的物理环境中进行的， 这个环境在一些非常

重要 的方面限制 和规定着学 生学习和发 展 的 可 能

性，环境这个舞台一旦搭起来，那么在这个舞台上将

要进行的演出活动就已经被部分地决定了 [22]。 ”加速

建设 3D 学习环境，把一些难理解的概念或者复杂且

难接触的实验或场景通过 3D 展示，能使学生更好的

融入学习情境， 让学生更贴切地感知所传授的知识

内容。 3D 学习环境应通过购买和安装 3D 教学的设

备， 如 3D 投影、3D 电视、3D 眼镜以及 VR/AR 技术

和全息技术相关的装备等，为学习者提供优质的 3D
教学设备，创造一种新型的高沉浸感的学习环境。目

前，在国外已很多国家进行了 3D 教学，如，印度已经

有 1400 多所学校使用 3D 技术教学。 在国内也有部

分学校建设 3D 学习环境，3D 数字化资源也逐渐开

始进入学习者的学习生活中， 如， 兰州四中集声光

电、 数字投影系统等立体模型于一体的 3D 教室，和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3D 视影仿真数字学习平台 [23]，
其 不仅为学习 者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 体验 式 学 习 环

境， 而且还满足了未来课堂所强调的交互与参与的

特性，激发了学习者的主动性。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终极目标是为了促

进学习者的智慧学习，因此，是否能够满足学习者的

智慧学习需求是评判资源质量的好坏的关键。 根据

教学与学习者的需求，为学习者创设 3D 学习情境并

呈现高品质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创造更多有趣且

具有启发性的课堂，提供个性化的独特学习体验，提

高学习者的参与度， 也能有效地激发了学习者的学

习兴趣与学习动机。 使学习者更好地融入学习情境

中探寻知识，建立持久的学习热情，与此同时可以扩

展学习者的技术视野和经验， 进一步帮助他们未来

对现有基础的创新超越。
（四）加快普及和推广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未

来课堂中的应用

3D 技术为教育教学提供了立体逼真的学习资

源，其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创设一种真实的情境，使教

学内容对学习者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学习者通过体

验、感悟去内化知识。 3D 资源的情境性、逼真性有助

于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学习动机， 在学习的过程中能

够体会到更多的学习乐趣， 并进一步促进学生身心

大脑高度参与学习过程。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一定

程度上对于教育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
目前，在国内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教育中的应

用存在一定的困难与障碍。 3D 产品价格昂贵，初期

投入成本较大，其硬件主要包括 3D 投影仪、3D 摄像

机，3D 电视等，后续的维修保养及管理等费用较高。
此外，3D 数字化教学资源稀少， 软件开发与制作技

术难度大，普通的学校较难承受。 因此，3D 数字化教

学资源在未 来课堂中的 推广和普及 仍 面 临 较 多 困

难。 王龙[24]指出，以政府为主体，以政策驱动为动力，
是保障我国教育体系资源建设的基础。 3D 数字化教

学资源建设及其普及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要大

力建设和推广高质量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必须促

使多种力量共同参与，包括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媒

体等。 政府作为目前我国资源开发的经费来源的主

力，应当扮演资源建设的规划者、组织者、传播者。学

校则是政府引导下参与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

主力军， 学校通过以硬件建设、3D 数字化学习环境

建设为先，依靠政府的资源建设项目驱动，推广 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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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3D display technology, applying it to the future classroom is a very effec-
tive auxiliary teaching means.The future study was conducted 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advanced technical support, the learning re-
sources to meet learners’ age requirements. 3D digital instructional resource rely mainly on 3D images and 3D video, with highly
strong three-dimensional lifelike and telepresence features, not only let the viewer produce immersive feeling, bring learners unprece-
dented visual experience,and provides important resources to support in the future classroom. 3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play a de-
cisive rol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uture classroom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intelligent learning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more
help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ability of learning and solving problem and innovative spirit under wisdom era, we should fully under-
standing present construction situation and problems of 3D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making full use of existing 3D key technology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digital teaching resources in the classroo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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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教学中的应用， 为师生提供大量

的专业性的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一个充

满启发性、 趣味性的学习环境， 使学生的创造性思

维、自主学习能力等得到全面发展。

六、结语
未来课堂强调学习者的个性需求，3D 数字化教

学资源为学习者提供立体、逼真、直观的学习内容，
不仅让观者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 带给学习者前所

未有的视觉体验， 而且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高度

参与，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然而，在 3D 数

字化教学资源建设的过程中，如何克服制作成本高、
难度大的现实问题？ 如何培养大量谙熟 3D 技术、全

息技术以及 VR/AR 技术的人才？ 如何通过相关政策

和激励机制，使越来越多的学校建设 3D 数字化学习

环境，并推广 3D 数字化教学资源在未来教学中的应

用？ 等问题仍然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重点。 另

外，裸眼 3D 教学资源将会是一种主流趋势，将其应

用于教育具有巨大的优势，应加大对裸眼 3D 技术在

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将裸眼 3D 教学资源更好的应用

到教育教学实践中， 以期为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实

现智慧学习提供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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