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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理论模型与实现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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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是针对传统教学体验不佳尧效率低下袁尤其是此次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学习暴

露出的主要问题袁而进行的一种教学改革的理论尝试遥 文章以开发研究为基本方法袁秉持知识建构主义以及学习发生的

社会文化属性袁在具身认知理论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支撑下依托野VR+5G冶技术优势袁架构融合虚实相生情境性尧多元一

体分布性尧人际交互实时性与教学方式多态性为一体的分布式教学模式遥这种新型教学模式更加关注学生在 VR课堂教

学空间中的具身体验尧情感交流和师生互动袁将散落于不同节点的学生串联起来组成一个自组织的尧开放的分布式系

统袁VR教学空间中的师生主体以规则为中介结成发展共同体袁 通过明确的任务分工方式对教学内容客体进行意义建

构袁为实现特定教学目标协同合作遥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的实现策略需要从理念转型尧标准研发尧资源建设尧教师

角色转换尧网络教研以及家校共育等方面入手进行统整规划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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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2020 年初袁 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渊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冤席卷我国大江南北袁在野停课不停学冶背

景下袁 在线教学成为不同类型学校和不同层次学习者

的必然选择遥然而袁大规模的各类在线教学深受不同对

象的集体讨伐袁梳理各种野吐槽冶可以归纳出其核心问

题指向在线学习脱离真实的教学情境而造成教学效果

的低下遥 虚拟现实技术渊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袁简

称 VR冤作为一种将野构想性渊Imagination冤尧交互性

渊Interaction冤与沉浸性渊Immersion冤冶融为一体的技术

集成[1]袁野可以生成一种模拟环境袁利用各类传感设备

将用户耶投放爷到该环境中袁实现用户与模拟环境的

自然交互遥 主要具有感官模拟尧造物创世尧交互与反

馈三类重要功能冶[2]遥其备受教育技术领域关注袁并被

寄予极大期望袁但受制于硬件条件尧技术成本以及佩

戴式设备体验不佳等多重因素叠加的影响袁 尤其是

在情境塑造所需要的传输速度制约下袁VR教学模式

在实践中的应用零碎而并不系统遥 第五代移动通信

渊Fifth Generation Mobile Communication Network袁简

称 5G冤具备低成本尧低能耗尧高数据速率尧高系统容

量以及安全可靠的特征[3]袁对于教育领域的影响袁野5G

可应用于远程直播互动课堂尧混合现实教学尧AI教育

教学测评尧 智能校园管理等重要场景袁 并充分利用

5G相关技术特性袁打造全时域尧全空域尧全受众的教

学新体验冶[4]遥 因此袁5G的普及已经为 VR教学模式

应用奠定了技术基础袁 在此背景下探索基于 VR 的

教学模式改革袁 有利于解决物理场域分离造成的交

互失真尧监督缺位尧情境孤立等在线教学效果不理

想的问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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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尧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价值意蕴

分布式认知理论强调袁野认知现象不仅包括个人

头脑中所发生的认知活动袁 还涉及人与人之间以及

人与技术工具之间通过交互实现某一活动的过程袁

认知分布于媒介尧环境中曰分布于个体间曰分布于由多

个个体尧工具尧环境组成的较复杂的系统中冶[5]遥基于分

布式认知理论的分布式教学重视从系统和协同的角

度看待认知过程袁提出野耶分布爷是认知功能的中介冶的

观点[6]遥 分布性与协作性是分布式教学成败的攸关之

处[7]袁分布性是指地理上分散的多个节点通过某种方

式进行联结袁不同节点在独立呈现功能的同时袁也能

够组成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曰协作性突出的是不同

节点之间指向共同任务而交互配合遥 基于 VR的分布

式教学在遵循学习过程建构性规律的前提下袁重在创

设一种虚拟现实的教学情境袁以增强师生体验为切入

点袁通过把散落于不同节点的学生串联起来组成一个

自组织的尧开放的分布式系统袁达到仿真教学场景的

效果袁从而为线上教学提供坚实的体验支持尧情感支

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袁 其价值体现在学习场域重塑尧多

维度教学互动尧强化以体验优化为目标的具身参与与

便利的多场景转换遥

渊一冤构建多点一面的共同体以重塑在线学习场

域

野学习共同体以学习者尧教师以及专家等为主要

成员袁以设定相应的学习任务为目标袁以沟通尧交流和

资源分享等活动形式为特征袁是共同完成一定学习任

务的学习团体遥 冶[8]囿于多方面因素的限制袁长期以来

在线教学共同体面临着野团队无协作尧成员互动无建

构以及知识建构低水平冶[9]等主要挑战遥 基于 VR的在

线教学共同体由教师尧学生尧家长以及技术专家等多

元主体组成袁 利用 5G技术把不同网络节点的主体关

联成一个分布式系统袁系统中的多元主体通过与环境

相互作用实现自我参照和意义生成遥在共同体中使得

在线学习演化成一个自主建构的过程袁实现学生在与

情景互动的过程中进行意义协商遥 基于 VR的分布式

教学模式根植于建构主义的理论意涵袁使线上教学融

入仿真性学习情境尧交互式主体协作等传统课堂教学

的优势袁在师生共同努力下创设的混合学习空间中实

现自我导向的尧解放的意义建构遥

渊二冤提供智能交互的功效以实现多维度教学互

动

文化历史活动理论认为袁学习在本质上是通过一

定中介渊如语言尧思维等冤进行的实践活动袁具有鲜明

的历史性与文化性遥 野社会性的显著标志是人际互动

与相互沟通袁社会存在能够引发群体凝聚力袁加深交

互和促进有意义知识建构遥 冶[10]知识是在情境中通过

积极主动的交互碰撞而产生的遥分布式教学模式借用

人际交互等人工智能技术袁创设一种通过视觉尧听觉尧

触觉等感官通道与虚拟现实空间物体或场景进行交

流和互动的场景袁教师能够观察到学生的举动袁学生

也能够感受到教师的存在袁最大程度达到面对面教学

中那种人际直接互动的效果遥交互的类型可以分为师

生交互尧学生与学习资源交互以及学生间交互遥 分布

式教学过程中能够实现人际互动的直接性尧实时性袁

进而推动教的行为与学的行为真正融为一体袁 并结

成在线教学共同体袁 为了实现一致的教学目标而协

同奋进遥

渊三冤引入沉静体验以强化教学过程的具身参与

由于野认知是具身的尧情境的袁身体及其经验尧身

体与环境的交互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学习冶[11]遥 虚

拟现实空间中不仅可以仿真日常生活世界的真实情

境袁也能够模拟现实中不存在的虚拟场景袁以促使用

户产生如在其中的现场感袁成为虚拟现实空间内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袁在野如鱼得水冶的空间内蕴含着用户的

主观能动性遥 虚拟现实空间中的教学更加立体化尧可

视化和动态化袁真实的教学情境更逼真袁通过调动具

身认知功能袁能够让师生双方都产生学校教育场域的

那种沉浸其中的亲切感袁使得原本野死气沉沉冶的教学

活动更加鲜活生动遥 同时袁也有利于提升师生双方心

理上的舒适感与安全感袁为有效教学提供具身参与的

情感支持遥

渊四冤创设混合学习空间以适应多场景学习的组

合与切换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营造出来的是一种混

合学习空间袁这种虚实相生的学习空间野包含了物理

空间和虚拟空间的组合袁蕴含了混合学习课堂中根据

学习者变化尧技术变化和对学习理解变化的隐喻冶[12]遥

开放性与个性化是分布式教学模式的显著特征袁能够

满足不同学习者的多元化需求遥不仅支持在居家学习

或者其他教学时空分离的远程教育方式中使用袁也适

用于学校教育场域内的面对面教学遥 另外袁不同的教

学组织形式如集中授课尧小组教学等都能够在分布式

教学模式中得以运用袁 同时也支持诸如接受学习尧发

现学习等形式各样的教学方法遥 同步教学尧异步教学

抑或同步异步混合式教学也可以在分布式教学模式

中加以使用遥 总之袁由于分布式教学模式创设的是一

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袁 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袁 能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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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场景学习情境下实现自由组合与切换遥

三尧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理论模型

分布式教学模式是藉由 5G与 VR技术支持袁秉

持知识建构主义以及学习发生的社会文化属性袁在具

身认知理论与文化历史活动理论支撑下架构的融合

虚实相生情境性尧多元一体分布性尧人际交互实时性

与教学方式多态性为一体的新型教学模式遥基于认知

发生的分布性与协同性理念袁将散落于不同节点的师

生串联起来组成一个开放的自组织系统袁构建出一种

具身体验尧实时交互尧虚实相生的 VR教学空间袁师生

主体以规则为中介结成发展共同体袁在明确的任务分

工中对教学内容客体进行意义建构袁为实现特定教学

目标而协同合作遥 其核心思想是借助 5G与 VR技术

生成出一个分布式的尧网格状的尧生命化的尧一体化的

教学情境袁 让教学活动更加具有鲜活的生命特征袁从

而提高教学效果遥

图 1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的理论模型

渊一冤主要目标

分布式教学模式更加关注学生在 VR课堂教学

空间中的具身体验尧情感交流和师生互动袁在仿真性

的虚拟教学情境中袁通过构建目标指向一致的教学共

同体袁并强化共同体之间多向度交互及其教学情境塑

造袁促进学生在自适应学习的过程中达到深度学习的

状态袁实现有效教学的目标追求袁最终促进学生在知

识与技能尧过程与方法以及情感尧态度尧价值观等核心

素养上的内化与外化遥

渊二冤核心要素

恩格斯托姆渊Engestrom冤在列昂科夫渊Leont爷ev冤

和鲁利亚渊A.R.Luria冤基础之上发展了第三代活动理

论袁系统提出活动理论的六要素院主体尧客体尧工具尧共

同体尧规则与劳动分工[13]遥 分布式教学模式在于模拟

真实情境中人际互动效果的方式袁强调教学活动的文

化理解性与社会交互性袁其构成要素及要素之间相互

关系如图 1所示遥 在 VR教学空间渊工具冤中袁主体渊师

生冤通过达成约定渊规则冤结成某种共同体袁针对教学

内容渊客体冤以任务分工的方式为了实现一定的教学

目标而通力合作遥

1. 主体

分布式教学模式强调师生双方的主体地位袁改变

面对面教学中学生作为附属地位的对象化存在袁以及

传统线上教学教师功能弱化的现状遥教师作为教学设

计的主体以及学生作为深度学习的主体在 VR教学

空间内得到了有效的统整袁 恰如马丁窑布伯渊Martin

Buber冤野我与你冶 式的主体性相遇遥 教师与学生基于

VR教学场域构建出一种野共在共生冶[14]与野水乳交融冶

的交互式主体关系遥这种教学过程不是传统线上教学

中师生双方因缺乏直观的交互影响而被动地进行教

与学袁更加凸显了教学活动的统整性而非二元分割的

局面袁 师生之间由于能够进行即时有效的沟通与交

流袁从而摆脱了自说自话和相互猜忌的弊端袁促使教

学过程中师生间主体性地位得以彰显遥

2. 客体

分布式教学模式中的客体是相对师生交互式主体

而言的袁即教学内容遥 课程计划尧课程标准与教科书作

为教学内容的具体化袁 其中教科书成了教学内容的主

要载体遥 需要指出的是袁教学内容是师生双方对课程

内容尧教材内容以及实际教学任务综合加工之后形成

的经验总和袁还包括学习动机激发尧经验重组与改造尧

价值判断等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过程的全部素材及

信息遥 VR教学中的客体更多是以电子数据资料的形

式呈现袁当然也包含纸质教科书以及学习辅助资料遥

3. 工具

工具是主客体之间相互作用的中介或手段遥工具

既有物质层面的表现形式袁也包括语言尧思维尧文化等

精神层面的符号形式遥 一方面袁人的思维能力以及问

题解决能力是以工具为中介展开的曰另一方面袁主体

也能够根据发展需要对工具进行改造尧重构以至于内

化袁体现出工具的历史累积效应遥 野学习活动中工具的

一个重要隐喻就是学习者能够汲取工具中所蕴含的

人类社会文化遥 冶[15]分布式教学模式中的工具是指 VR

教学情境以及在这种虚拟空间中所进行的社会交互袁

也即是一种生机勃勃尧互动频繁以及情感饱满的学习

环境遥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的野虚实结合尧实时

交互及三维配准冶[16] 的特征就是建立于具身认知学习

环境创设的基础之上袁从而营造出一种可感知尧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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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和能交互的具身化的虚拟教学生态遥

4. 共同体

分布式教学模式的显著优势就是组建多点一线的

教学共同体袁 促使教师与学生在虚拟教学空间中实现

同步联动和实时交互袁 从而避免传统在线教学中人际

交往缺失而造成的学习效率低下问题遥 共同体的形式

多种多样袁如按照班级组建尧教学任务组建或者家长参

与组建遥 特定 VR教学空间中围绕一定的问题情境或

者学习任务袁不同的共同体之间相互区隔袁共同体内部

成员之间能够自由交流与讨论袁 就如同现实场景中感

受到彼此存在乃至情绪变化袁为交互提供情感支撑遥

5. 规则

规则是主体与客体之间尧主体与工具之间以及共

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中介袁用以调节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遥 从表现形式上可以分为显性规则和隐性规则遥

比如师生共同约定的或者外在制度规范的虚拟课堂

行为要求属于显性规则袁 共同体形成的集体意识尧价

值观念等就应归入隐性规则遥分布式教学模式作为一

种新型教学模式袁 必然要形成与之相适切的规则袁用

以规范师生或生生之间的行为袁进而在分布式教学中

如何经由 VR技术把散落于不同节点的个体融合成

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系统遥

6. 劳动分工

野劳动分工既包括共同体内成员之间横向的任务

分配袁也包括纵向的权利和地位的设定袁分工可能是根

据具体情况相互协商完成的袁 也可能是自上而下进行

的遥冶[17]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中的劳动分工袁一是

突出教师作为虚拟教学活动设计者以及学生学习过程

指导者和支持者的角色定位曰 二是明确共同体以及学

生个体的自适应学习和自我导向学习的目标引领遥

渊三冤基本特征

1. 虚实相生的情境性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针对面对面教学与

传统线上教学的各自不足袁采用 VR技术构建仿真性

的教学空间袁通过创设一种能够促使教师与学生产生

身临其境的教学场景袁为增强教学投入度与教学效果

提供情境支撑遥同时袁也充分融入了野互联网+教育冶思

维袁高效率利用海量互联网学习资源为学生自主学习

野保驾护航冶遥 如此袁既能解决面对面教学中学生主体

性缺失尧自主学习能力不足的问题袁也可以有效避免

传统线上教学因时空区隔造成的学生自控力不强尧师

生交互阻滞等学习效率低下问题遥

2. 多元一体的分布性

分布式教学模式之所以能够实现人际交互实时

性的目标袁就在于构建了一种多元一体的分布式网格

系统袁从而有效解决当下网络直播教学中人际交互方

式单一尧效果不明显的难题遥 分布式教学空间中的人

际关系更像一种分布式系统袁 利用 5G多网并存的异

构移动网络技术袁将分散于不同节点的教师尧学生串

联成一个围绕共同目标奋进的虚拟共同体遥人际关系

结构能够嵌入那些分布在其他系统的不同节点之上袁

从而更灵活尧 方便地复用和组合所需要的交互活动遥

VR分布式教学空间中的人际关系呈现出网格化的状

态袁学生处于不同的网格之中袁既可以保持独立性袁也

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开展实时互动遥

3. 人际交互的实时性

传统在线教学主要采用网络点播尧网络直播或者

网络录播的形式开展袁如此次疫情期间有些高校安排

大学生在中国大学 MOOC渊慕课冤上修习指定课程便

属于网络点播曰许多中小学校采取钉钉软件进行网络

直播曰有些所谓的野名校冶渊如成都七中冤课堂教学以

OBS现场直播的方式投送到其他区域的学校则属于

网络录播遥但是袁实践检验之后仍会发现袁无论哪种形

式都无法有效解决网络教学中缺乏人际深度交互的

困境遥分布式教学模式可以克服传统线上教学人际交

互不足的弊端袁在技术营造的虚拟教学空间中袁教师

就如同站在讲台上一样可以对学生的学习状态一览

无余袁学生也能够体会课堂教学的集体氛围袁不仅可

以在视觉和听觉上感受到彼此袁 还可以在特定条件

下通过触觉感知对方袁从而实现了课堂人际交往的实

时性和交互性遥

4. 教学方式的多态性

分布式教学模式不仅能够实现面对面教学中的

班级授课制尧分组教学尧协作教学以及个别教学等不

同的教学组织形式袁也支持野教师和学生综合运用慕

课尧优课尧微课尧交互式多媒体电子课件尧在线实验工

具尧虚拟仿真工具等教学资源袁结合在线直播互动尧异

步讨论交流等教学活动开展混合式教学冶[18]遥 教学评

价方式趋于多元袁通过课堂数据采集分析系统综合教

师评价尧家长评价和学生自我评价的各自优势袁对教

学过程以及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全面的尧可信的价值判

断袁进而为教学改进提供决策参考遥另外袁教学方式的

多样性还体现在教学时空选择的同步抑或异步上袁以

及虚拟教师共同体的形成袁 即多个教师组成授课团

队袁以发挥集体智慧的形式为学生提供跨学科尧跨领

域等协同教学袁从而促使教师角色由传统讲台上野单

口相声冶式的独白袁到在线课堂中野交响乐冶式与野独

白冶相应的转型遥

96



2021年第 1期渊总第 333期冤

渊四冤教学过程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是由准备阶段尧实施

阶段和评价阶段三个相互独立又有机衔接的部分构

成的整体系统渊如图 2所示冤遥

图 2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基本流程

1.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准备阶段

准备阶段主要做好教学设计以及网络平台与资

源支持两项重点任务遥教学设计是根据课程目标确定

课堂教学主题袁然后选择与组织教学内容袁分析不同

学段和层次学生的心理特征尧 知识基础与学习规律袁

最后确定教学方法遥 分布式教学模式通过 VR技术为

师生双方提供海量的信息和资源袁但是如何统整既有

的数据资源袁是考验教师线上教学能力的重要指标之

一遥 首先袁根据不同学段与学科的特征选择有针对性

的网络平台曰其次袁根据教学设计搜集素材并建立教

学资源库袁资源库的建设要考虑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

求袁体现出开放性与适切性曰最后袁设计或者调试有针

对性的分布式教学系统袁如确立虚拟空间中学习小组

分类规则等遥教学设计与资源支持都是为了达到最佳

线上教学效果而进行的必不可少的前期规划袁旨在为

学生提供融汇丰富性与个性化的学习资源支撑遥

2.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实施阶段

分布式教学模式充分利用 VR技术优势创设一

种虚实相生的教育场域袁经由图像采集处理系统与三

维跟踪注册技术采集真实情景中的数据袁并对现实场

景中的师生进行跟踪定位曰搜集到的数据和信息传入

处理器中袁通过虚拟场景实时渲染系统和虚实融合显

示系统袁将投放到移动设备的虚拟信息叠加到真实情

境中袁从而形成一种可感知尧可对话与可交互的虚拟

现实教学空间遥 为了避免头显等佩戴式 VR设备体验

不佳尧价格昂贵的问题袁分布式教学模式中可以使用

智能移动设备上的红外感应器尧摄像头尧传感器等配

件采集数据尧更新信息以实现人机交互功能遥 在虚实

结合尧三维立体的 VR课堂教学场域内袁凸显实时交

互中的情感体验和社会交往价值袁最大限度地调动师

生双方的主体能动性袁促使师生双方沉浸于鲜活生动

的线上课堂活动之中以达到最佳的教学效益遥

3.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评价阶段

凭借 VR技术中对动态信息捕捉尧采集与分析的

功能袁为教学决策提供大数据支撑袁如采集面部表情尧

肢体语言等数据判断学生的学习投入程度遥系统把分

析后的数据分别传送到学生终端和教师终端袁教师与

学生依据收到的信息开展有针对性的深度交流及互

动遥教学过程中评价系统会建立个性化的电子学习档

案袁不仅可以记录学生的学习进度尧学习效果以及教

师评价与同伴评价袁还能够综合数据采集的客观分析

与师生评价的主观判断生成综合性的评估结果与建

议袁以此为学生基于已有经验的自我导向学习提供技

术支撑遥评价方式可基于具体教学任务和情境作出自

由选择袁然后据此推送教学资源库中的个性化学习资

源遥除此之外袁家长也可以参与到教学评价之中袁发挥

家校共育的合力遥科学化与多元化评价方式运用到分

布式教学活动之中袁促使分布式教学模式建立在扎实

的循证基础之上袁拓展教学反思的深度与广度袁进而

为改进教学活动提供技术支撑遥

四尧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的实现策略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目前尚处于对传统

在线教学升级改造的理论构思阶段袁理论模型在实践

教学中推行离不开系统化的条件保障体系作为支撑遥

因此袁需要在理念上认可接受 VR技术深度融合教育

教学全过程的发展趋势尧VR分布式教学标准的研发

引领尧VR分布式教学资源平台的打造尧新型师生关系

构建尧教师专业能力提升以及家校共育合力形成等多

方面条件支撑袁 形成一种全方位的外部支持系统袁确

保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能够落地生根并切实

发挥其育人优势遥

渊一冤理念转型院融汇是未来发展趋势的共识

疫情期间大规模在线学习的实验效果集中指向

野教师不知如何教冶与野学生不知如何学冶两个方面的

准备不足袁教师把面对面教学中的传统教学模式完全

照搬到网络教学之中导致野水土不服冶袁学生居家学习

过程中因缺少外在监督与内在自制而减弱甚至丧失

了自主学习能力遥 实际上袁不同维度的现象暴露出的

核心问题指向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中 野重器轻道冶[19]

的认识偏差袁忽视了虚实互动的教学情境之于学生学

习能力提升的支撑作用袁才致使在突如其来的疫情面

前所开展的在线教学表现出野集体恐慌冶遥 可见袁分布

式教学模式的有效落实需要利益相关者尽快做好理

念转型袁实现从理解到接纳的认识转变过程袁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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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息技术对课堂教学革命意义的基础上袁接受并

践行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观念遥

渊二冤标准研发院引领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发

展方向

国家政策层面应从教育教学标准和督导评价标

准两个方面对线上教学进行制度设计遥 第一袁开发基

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活动指导标准遥 根据大中小学不

同学科现有课程计划尧课程标准以及课程纲要等指导

文件的精神和内涵袁结合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的特

点袁制定出一套目标明确尧权责清晰和落实有方的分

布式教学活动指南袁促使分布式教学活动在规范的范

围内有序高效开展遥这个指南更加侧重于对分布式教

学活动设计及实施的引导功能遥 第二袁 研制基于 VR

的分布式教学督导评估标准遥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

活动实施效果究竟如何袁需要有一个科学和专业的评

价依据袁 督导评估标准是对线上教学指南的细化袁更

加强调从目标实现程度尧学生实际发展等层面评价分

布式教学活动开展的效度遥

渊三冤资源建设院多方联动打造基于 VR的分布式

教学平台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之显著特色在于袁融

合了线下教学情境体验与线上教学海量资源的优势遥

第一袁打造虚实相生的 VR教学平台遥 野要提升混合学

习的体验袁平台及其后台的优化显得极其重要遥 要按

照学习者的学习逻辑进行平台的优化袁 强化激励功

效尧交互功效尧智能反馈功效和大数据功效遥 冶[20]政府尧

学校尧VR企业之间形成联动机制共建教学资源袁以

野硬件的开发尧教育软件及系统的开发尧教育课程资源

的开发袁与学科化研究机制相结合冶[21]的方式袁为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提供软件系统尧 课程开发与学习资

源遥第二袁建立在线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遥从互联网

中数据众筹的特性以及教育公平理念的诉求观之袁分

布式教学模式并非闭合循环系统袁而是建立在多方共

同努力的野集体智慧冶之上袁反过来又能促进优质教育

资源共享遥 因此袁通过建立校际乃至区域间的在线课

程资源共建共享机制袁提供内容丰富尧动态更新的教

学资源遥 第三袁强化分布式教学过程中的学习支持服

务袁如提供自主学习指导尧技术咨询服务等袁以促使师

生双方沉浸于实时交互的虚拟课堂空间内袁 在个性

化尧多元化学习资源支撑下袁达成深度学习的目标遥

渊四冤角色转换院重塑分布式教学空间中的师生关

系

VR技术支持下的分布式教学模式更加强调 野学

习者中心冶的理念袁这是对传统课堂教学野教师中心冶

的极大反叛遥 虚拟现实空间不仅具有整合教学过程尧

细化教学组织形式的功能袁也在一定程度上革新与重

构了师生关系遥教师由课堂主导者转变学习引导者与

协助者遥 传统课堂教学往往以教师为主导袁强调教师

的知识权威和课堂控制者的作用遥分布式教学模式中

的教师更多的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协助者袁 秉承

野以学定教冶的理念袁通过设计学程计划尧提供资源支

持尧组织教学评价等方式袁承担学生学习过程的脚手

架和旅行向导的角色遥教师的作用体现在激发学生学

习动机的基础上袁利用 VR技术优势并结合学生已有

经验提供必要的尧个性化的学习资源袁引导学生在自

主学习进阶中实现深度学习的远景目标遥

渊五冤网络教研院创新野互联网+教研冶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

分布式教学野需要教师具备良好的教学设计能力尧

风格转变能力尧信息技术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冶[22]遥 故

而袁分布式教学模式的落地生根必须对教师进行必要

的专业支持袁通过各种培训和研修等途径袁不断提升

教师的 VR学习空间打造尧 混合学习脚本设计能力尧

网络学习资源搜集与整理等素养遥 一直以来袁具有中

国特色的基础教育教研制度承担了野组织管理教学研

究尧指导支持课堂教学尧推进落实课程改革尧咨询服务

行政决策等重要职能冶[23]遥 理应发挥基础教育教研制

度以及高校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教研引领功能袁通过推

动教研转型袁为人工智能时代在线教学的快速有序发

展提供智力支撑遥 新时代的野互联网+教研冶应该进一

步聚焦于野促进学习者学习方式变革的在线学习和混

合学习袁自适应技术支持的个性化学习袁指向高阶思

维的深度学习尧创客教育尧STEM 教育尧智慧学习等冶

领域[24]遥 一方面袁构建教研员尧一线教师尧专家学者以

及技术人员参与的教研共同体袁 为教师开展基于 VR

的分布式教学提供专家引导与智力支撑曰 另一方面袁

加强校本教研的组织与实施袁通过野以校为本冶的方式

统整各类资源袁发挥教师主观能动性袁并在问题解决

过程中达到专业成长的功效遥

渊六冤家校共育院深化家校协同机制提高育人合力

基于 VR的分布式教学模式有助于改变传统家校

合作的状况袁在深度参与学生学习活动尧利用技术支撑

并通过实时交互的方式发挥家校共育的功能遥第一袁需

要家长予以配合或协助营造适切的终端环境遥一方面袁

为了防止线上教学过程中无关因素对学生的干扰效

应袁需要家长创设一个独立尧安静的活动区域曰另一方

面袁VR教学需借助特定的移动设备以及网络系统的支

持袁尤其对于低学段尧低年级的学生而言袁调试设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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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平台需要家长予以协助或者指导遥第二袁能够为家

长提供掌握学生学习状况的技术支持服务遥 虽然 VR

融入的线上教学是一种仿真性情境袁 虚实相生的特色

固然能够增加交互与体验袁但是 VR学习空间的野虚拟

性冶毕竟依旧存在袁赋予学生自主性的同时袁也需要家

长经常关注子女的学习状态袁不断地促进学生野身心合

一冶地投入到学习之中遥另外袁VR教学评价系统具有记

录和分析学生学习情况的功能袁 这一技术能够帮助家

长系统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和效果袁 进而为子女制定

有针对性的学习发展方案提供循证支撑遥

五尧结 语

以高速度尧 高容量为显著特征的 5G技术为 VR

深度融入教育教学领域扫清了技术障碍遥分布式教学

模式能够有效克服制约教学发展的体验欠缺尧交互不

足尧死气沉沉等瓶颈因素袁通过野VR+5G冶技术能够实

现整合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各自优势的效果遥立足

于野以学习者中心冶野学习主体与情境的交互作用冶野学

习过程中社会交往及协作的意义冶等理念袁分布式教

学模式在增强师生互动和情境体验的基础上袁通过海

量学习资源支持尧学生主体性激发等方式实现自我导

向的深度学习袁经由统整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的优

势袁为学习者构建出混合学习的场域袁创设一种虚拟

的尧具身的在线课堂氛围袁在重塑后的课堂教学场域

中以构建发展共同体的形式为实现深度学习提供体

验支持尧情感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袁促使师生在情景

互动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参照的意义协商袁进而显著提

升教学质量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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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R -based distributed teaching model is a theoretical attempt to reform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response to the poor experience and inefficiency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especially the major

problems exposed by massive online learning during the COVID -19 epidemic. This paper takes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as the basic method, adheres to the knowledge constructionism and the sociocultural

attributes of learning, relies on the technological advantages of "VR+5G" supported by embodied cognition

theory and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activity theory, and constructs a distributed teaching model which

integrates the contextu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diversity, the real -time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and the polymorphism of teaching methods. This new teaching model pays more attention to

students' embodied experience, emo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eacher -student interactions in the VR

teaching space, linking students in different nodes to form a self-organized and open distributed system.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VR teaching space form a development community mediated by rules,

constructing meanings of the objects of the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a clear division of tasks and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to achieve specific teaching goals. The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of VR-based

distributed teaching model needs to be planned holistically from the aspects of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standards development, resource construction, transformation of teacher role, online teaching and research,

and home-school co-education.

[Keywords] 5G; VR; Distributed Teaching; Theoretical Model; Implementation Strategy

this study adopts the grounded theory approach and conducts a coding analysis on the online teaching

plans or online teaching quality reports and related news reports of 28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are analyzed from four dimensions:

scheme and planning, content and form, support and guarantee, effectiveness and evaluation. The study

finds that most of the programs issued by vocational colleges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are temporary and

emergency documents, and the level of training is relatively elementary, lacking systematic planning. The

training content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with a special emphasis on online teaching technology.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encourage all staff to participate in training, especially those with weak ICT

competence. Moreover, training is mainly implemented through multi -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university as well as empowering teachers to train themselves actively.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raining is reflected from credit certification and online cours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achers' online training during the epidemic, the researchers attempt to establish a

strategic model for the training of teachers' ICT teaching ability in vocational colleg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ture teacher training in vocational colleges.

[Keywords] Teacher Training; ICT Teaching Competence;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Epidem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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