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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古诗词承载着情感、文化和历史等多重内涵。VR技术能够提供沉浸感、交互性、想象性等方面的体验。将 VR技术融

入到小学古诗词教学，有助于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也符合信息化教学发展的要求。那么，如何在古诗词教学中融入

VR技术呢？本文旨在审视 VR技术融入小学古诗词教学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并结合具体古诗词事例探寻融合的策

略，以促进学生对古诗词的深入理解，保证课堂教学效果。

关  键  词  ：   VR技术；古诗词教学；小学语文；问题审视；策略探寻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2019年，教育部制定了《关于实施全国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提

升工程2.0的意见》，将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确定为新时代高素质教师的核心素养，并要求教师积极适应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变革，有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1]。《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将小学语文教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古诗词教

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诵读浅近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

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意”“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 [2]。研读三个阶段的教学目标，

发现：三个阶段都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想象力培养。这就要求教师积极寻求多样的教学方法引领学生进入想象空间，体会诗人的情感

表达。

VR即虚拟现实技术，是建立在图像数字处理、计算机图形、传感器技术、计算机仿真等基础之上的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技术，通过

展现视觉、听觉等效果，给人以沉浸感、交互性、想象性等多方面的体验 [3]。将 VR技术融入到小学古诗词教学，有助于丰富学生的课

堂情感体验，拓展学生的想象空间。这不仅符合新课标对古诗词教学的要求，也符合国家对信息化教学发展的要求。充分利用现代教育

技术手段，调动尽可能多的教学媒体、信息资源，构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并在教师的组织和指导下，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使学生能够真正成为信息技术的主动构建者，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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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R技术融入小学古诗词教学的问题审视

VR技术融入小学古诗词教学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认知理念

与实践应用、教师培训与专业素养、资源开发与课程共享等方面

存在多重问题。

1.认知理念与实践应用的问题

教师的认知理念对于教学和学习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涵盖

了对学科知识的理解、教学方法的选择以及对教育过程中相关问

题的态度和观念。教师的认知理念直接影响着教师的教学行为和

教学决策。

受传统教学观念和思维模式的影响，教师通常习惯于传统的

课堂教学模式，多以知识的传授和学生的被动接受为主，对创新

的教学方式和技术运用持有保留的态度，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触心

理。日常教学中，尽管信息技术已有一定应用，也只是局限于

PPT、图片、视频、二维平面图像等方面，互动性受到限制，难

以为学生提供真实场景的体验，导致学生的情感投入不够，教学

效果单一且学生难以理解。

此外，教师缺乏对 VR技术的了解也是阻碍 VR技术融入小学

古诗词教学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专业的局限性，教师对 VR技术

的原理、操作和应用领域了解有限，对于 VR技术在小学古诗词教

学中的潜力和优势认识不足，缺乏对其融入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的

认知。导致教师对 VR技术融入古诗词教学始终持犹豫的态度，他

们担心学习新技术会增加额外的负担，担心自己无法掌握复杂的

操作步骤，怀疑虚拟现实是否能够真正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随着信息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VR技术应用于教学领域的实

践探索也在不断增多，但大多集中在自然科学领域，例如：虚拟

实验室、VR科学实验、VR+地理课堂等，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的

应用探索还相对较少。在日常的语文教学中，一线教师很难有机

会真实感受到 VR技术对教学效果的强大支持，这直接导致教师缺

乏将 VR融入现有教学模式、积极探索并灵活应用的动力。

2.教师培训与专业素养的问题

教师的专业素养是 VR技术有效融入古诗词教学的关键。首

先，教师需要具备深厚的古诗词功底和对古文的理解能力，充分

了解作品内涵、情感、时代背景等。只有系统的了解古诗词知

识，才能真正发挥 VR技术在古诗词教学中的潜力，准确传达情感

和意境，正确演绎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此外，教师还应了解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学习需求，从而灵活运用 VR技术设计

适合的教学内容和实践活动。另外，教师应具备控制和引导学生

使用 VR设备的能力，以确保其安全性和正确性。这对教师的综合

能力和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VR技术融入古诗词教学，不但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教学策

略，还需要教师具有相关的技术操作能力。VR技术涉及硬件设备

和软件应用，教师需要了解其基本原理，并熟练掌握使用方法。

这就要求学校及相关单位提供一系列培训和学习机会。然而，当

前大部分学校现有的培训资源是有限的，且并不针对古诗词教学

的特定需求。因此，建立系统的培训机制，提供详细的教学指导

和技术支持也是至关重要的。

3.资源开发与课程共享的问题

资源开发是融合的基础，也是融合的难点。构建 VR+教育的

课堂教学模式，不仅需要具备 VR技术开发所应具有的软硬件设

施，还应配备专业的团队，以及优质的信息化教学资源，以上任

何一项的缺失都会影响 VR教学的呈现效果。

VR技术的开发需要相应的硬件设备和软件支持，例如 VR头

显、传感器、计算机软硬件等，很多学校并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

买和维护这些设备。此外，开发高质量的 VR课程资源需要多学科

的专业知识，包括古诗词知识、教育教学策略和虚拟现实开发知

识等，缺乏这些专业团队和人员的支持，会严重影响课程资源的

设计质量和教育效果。以学校为单位的课程资源开发能力有限，

这也导致了 VR教学资源的匮乏。

缺乏系统、科学、统一的标准也是影响融合的重要因素。目

前，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与 VR技术结合方面，尚未形成明确的标准

和指南，缺乏标准化的课程设计原则和评估准则，导致现有的课

程资源质量参差不齐、缺乏一致性。

此外，VR技术融入古诗词教学后，如何合理运用相关教学方

法，激发学生的参与和学习积极性，以及如何评估学生对古诗词

的理解效果等，也是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与共享机制也阻碍了 VR技术与教育的融

合。VR技术在教育中的应用需要大量的数字化资源来支持学习活

动。由于缺乏统一的资源整合和共享机制，没有一个统一的平台

或数据库能够提供高质量、丰富多样的 VR资源，导致资源的查找

和获取变得困难，这也阻碍了 VR技术在教学实践中的应用。

二、VR技术融入小学古诗词教学之路径探寻

虽然在 VR技术与古诗词的融合方面存在一定的挑战，但不可

否认，融合有助于优化古诗词教学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从构建逼

真情境、拓展交互体验、创设沉浸意境、还原时代背景等方面来

探寻融合的策略。

1.构建逼真情境，体验景色之美

诗人常常通过描绘自然环境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他们

用唯美的语言描绘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以及季节变化等自然元

素，以此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世界的感知和体悟。这种景物描写不

仅能够烘托诗人内心的情感，还能够让读者产生共鸣。那么，在

古诗词教学中，又应如何引导学生参与到古诗词的美景解读中呢？

VR技术通过对虚拟环境的模拟，营造逼真的视听感受，可以带

给人们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正因为虚拟现实的这种特性，应用

VR技术进行小学语文教学，可以让学生获得亲临现场的体验 [5]。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学生可以身临其境地欣赏改编后的古代风景

名胜，如品味李白笔下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的山水景象，或是

感受王勃描绘的“春城无处不飞花”的浪漫氛围。学生们佩戴上

VR头盔，仿佛置身于唐宋时期的诗人笔下，亲身体验到了精美景

色的神奇之美。这种逼真的情境创设能够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兴

趣，并提升他们对古代文化的感受。

例如，在学习王维的《山居秋暝》时，学生们可以利用 VR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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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进入一个秋雨初晴后傍晚时分的山村场景，感受空山雨后的秋

凉、松间明月的光照、石上清泉的声音、浣女归来时竹林的喧嚣

声等山村的多样美。通过这种逼真的情境创设，学生可以更加深

入地感受到古代文人笔下描绘的风景之美。

2.拓展交互体验，感受情感之丰

古人云，“诗言志。”诗词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常常通过描写

景物来表达诗人内心的情感与感受。诗词中“情”与“景”是紧

密相连的，诗人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并将内心的情绪和感受融入

其中。VR技术不仅可以还原诗人笔下的景色，还可以通过视听与

触觉等多重感官体验来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通过感知虚拟现实

场景中凝重、忧愁、欢快等情感色彩的元素，学生们可以更深入

地理解古诗词所表达的情感。比如，当学生在 VR场景中观赏古代

山水画时，通过渲染的效果、音乐的配合以及环境的呈现，可以

更好地感受到寂静平远或苍茫巨大的情感氛围。例如：诗词中咏

道“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时，教师可以结合庐山

瀑布的动图或视频带学生体悟其壮观 [7]。

以部编版四年级上册古诗《宿建德江》为例，这是诗人孟浩

然所写的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诗人离开家乡远赴洛阳，再次

漫游吴越之地时，借“秋江暮色”之景来排遣“仕途失意”之悲

愤。学习时，学生借助注释大致能够理解诗意，但对“野旷天低

树”的环境表达及环境背后所蕴含的羁旅之思的情感，却难以切

身体会，很难与作者共情。当融入 VR技术后，便能很容易创造出

诗句中诗人所描绘的情境：烟雾迷蒙、天幕低垂、旷野无边、江

水清明……通过 VR技术将场景再现，构筑一个集视听于一体的

虚拟场景，学生跟随 VR走进作者视角，观其景、听其音、悟其

情，学生很容易与作者产生共鸣。

3.创设沉浸意境，激发想象之趣

在小学古诗词教学中，借助 VR技术的沉浸体验功能，可以

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VR技术通过模拟真实场景，

让学生置身于古诗所描绘的环境之中。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激活

学生的感官和情感，让他们更加深入地理解和体验古诗的意境。

例如，通过穿戴 VR设备，学生可以与古代文人诗人产生一种跨

时空的交流。他们可以近乎身临其境地观看山川美景、感受季节

变化、聆听自然声音等，从而引发他们丰富的联想和想象力。再

如，学生还可以扮演古诗中的角色，与虚拟人物进行对话互动。

这种互动体验能够增强学生的参与感和体验感，让他们更好地理

解古诗所表达的情感和思想。这样的体验不仅培养了学生的想象

力，还为他们构建起了与古代文化的情感纽带。

以部编版一年级下册古诗《赋得古原草送别》为例，在学习

唐代白居易的这首诗时，可以利用 VR技术让学生们充当草原上的

蒲公英。他们可以感受到微风拂过、阳光洒在身上的感觉，并且

可以在草原上自由舞动，感受到生命的蓬勃与活力。通过这种巧

借沉浸体验的方式，学生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诗词作品所表达

的文化内涵，可以很好的发挥学生的想象力。

4.还原时代背景，弘扬民族之信

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能热爱中华民

族先进的、优秀的文化，在学习中激发民族自豪感，继而自发付

诸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行动。VR技术带领学生快速走进作者笔

下的世界，领略“民族风光”，真实感受景象美，在视觉冲击下

升华情感，走向对文本的深入感悟，这便是 VR技术与语文教学相

融合所要达到的效果。通过 VR技术还原古代的时代背景，创造虚

拟的古代城市、宫殿、园林、节日等场景，观察古代人们的生活

方式、衣着、建筑风格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古代社会的氛

围和风貌、感受当时的文化盛况，体会文化习俗的演变。

例如，在学习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时，通过 VR技术，学生

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古代的山水风光。在虚拟场景中，他们可

以看到白日从山脚下逐渐沉没，黄河奔流进入大海，这样的视觉

冲击会激发学生对自然美景的热爱和敬畏之情。学生可以在虚拟

环境中自由行走，不仅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山川河流，还可以选择

攀登一座更高的楼阁，去追求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层次的维度。

学生欣赏时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为祖国拥有壮丽河山而自

豪，为民族拥有积极进取高瞻远瞩的诗人而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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