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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旨在探索虚拟现实技术综合了计算机图形处理、多媒体和人工智能技术、识别与仿真等技术。因此，虚拟现实

技术是一个多功能的技术集合。在虚拟仿真环境中，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可以大幅提高教学效果。为此应高度重视并深

化虚拟仿真技术武术散打教学中的运用，尽快搭乘虚拟体育技术这趟列车。本项目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背景。在项目建

设中，以武术散打教学现状为切入点，立足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背景，以虚拟现实技术为辅助，打破常规实训教学的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为学生们创者一种近乎真实的虚拟课堂环境，在虚拟的环境中学生能够获得如在真实情境中的身临其境的感受，

拓展了武术散打教学路径，提升了教学的趣味性与科技感，帮助学生构建完善的武术散打知识体系，提升学生的武术散打搏

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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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integration of computer graphics processing, multimedi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ies, recognition and simulation technologies in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herefor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is a 
multifunctional collection of technologies. In a virtual simulation environment, students have a sense of immersion, which can greatly 
improve teaching effectiveness. Therefore, we should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and deepen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in martial arts Sanda teaching, and take the train of virtual sports technolog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construction of this 
project is based on this research background. In the project construction, tak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rtial arts Sanda teach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igitalization, and assisted by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we 
break through the time and space limitations of conventional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creating a nearly real virtual classroom 
environment for students. In the virtual environment, students can obtain an immersive experience like in a real situation, expanding 
the teaching path of martial arts Sanda, enhancing the fun and technological sense of teaching, helping students build a complete 
knowledge system of martial arts Sanda, and improving their martial arts Sanda fighting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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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武术文化博大精深，武术散打是中华民族优秀的

文化遗产，也是中国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项传统

的搏击项目，武术散打不仅有着悠久的传统格斗传承历史，

还具有非常全面的技术和实战价值，深受广大群众喜爱。

学习武术散打不仅可以起到强身健体、防身自卫的作用，

还能够加深对中华武术文化的理解。学生是国家的未来，

是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主力军，所以在学校

中开展武术散打课程，不仅对武术散打项目的发展具有非

常重要的意义，更能够提高国民身体素质，还能为我国传

统体育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由于各

种条件的限制，导致武术散打项目在各级学校中的教学效

果并不显著。因此，在新时代背景下，怎样不断提高武术

散打课程的教学质量是确保武术散打育人价值的实现的

关键。 

1 本研究发展的现实考量 

武术散打是我国民族体育项目，在我国具有广泛的社

会人群基础。武术散打的传承与发展既能够提升国民身体

素质，又能够传播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高校作为知

识与技能传播的阵地，人才培养的摇篮，基于虚拟现实技

术，进行武术散打教学与实践路径研究意义重大： 

首先，能够有效提升武术散打教学成效。在武术散打

教学过程中，武术动作要领和虚拟现实技术的融合，可做

为学生们提供符合其自身搏击能力的虚拟场景，学生在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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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场景中进行虚拟对战演练，能够提升学生对于武术散打

训练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过不断的练习，增强了学生对

于动作要领的掌握程度。 对于一些容易导致学生受伤甚

至可能会带来永久性伤害、攻击性较强的武术散打动作，

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学生不仅能够在虚拟场景中获得实战

的沉浸式体验，掌握动作要领，还能够降低学生受伤几率，

减少意外事件的发生。 

其次，能够有效提升武术散打教学的时代性。教学的

时代性是教学持续生命力的重要表征。《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

标纲要》中再次重点提出，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

国，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以武

术散打教学与实践路径研究为契机，促进武术散打教学与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

技术的融合发展，尝试运用多元的信息化手段，打破传统

的教学模式，让武术散打教学呈现时代化的特征，教师从

教学主导者逐渐转变成引导者，亲身的讲解和动作的示范

转变成为数字化的趣味性学习，大大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

能动性以及积极性，符合武术散打的当前发展需求，凸显

出教育智慧，满足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教育领域的发展需求。 

再次，能够有效提升武术散打教师的教学能力。教师

是一门课程的发起者，在教学过程中起着重要的引领作用。

虚拟现实技术在武术散打教学中的应用，可以帮助教师将

武术散打的知识重难点以及动作技能细节以更直观更立

体的三维空间形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学生可以通过虚拟现

实系统所建立的动作库，选取所要学习以及练习的部分进

行循环式的勤练，提升自身的散打能力；虚拟现实技术能

够打破现有的武术散打教学与训练形式，为每个学生提供

符合自身特点的个性化的学习和训练形式，戴上头盔以及

全身的动作捕捉器，在自己的虚拟场景进行基础学习或实

战训练，表面上看起来很枯燥与乏味，但是他可能正在擂

台与对手搏斗。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掌握虚拟现实教学虚拟

场景的设计过程，熟悉信息化教学环境下的虚拟现实技术

手段与技术路线，实现教师自身的多专多能，进而提升教

师的教学能力。 

2 虚拟现实技术的武术散打教学与实践路径的

内容 

2.1 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个性化教学设计以及多样化

的学习场景创设 

每个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有着不同的学习背景、

学习能力、学习兴趣以及学习习惯等，在教学过程中，应

秉持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

息技术进行学生学情分析，结合学生身体素质信息，掌握

学生的个性化的学习状况和学习需求，充分尊重学生的差

异性，制定多元化的教学目标，并紧紧围绕目标的要求，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为学生订制专属的线上个性化学习内

容，个性化学习内容既可以是线下面授课堂的课前预习也

可以是线下课堂的课后复习，从而更好地做到有的放矢、

查漏补缺；在进行虚拟仿真教学情境创设时，教师应根据

以学情分析为基础，以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发展需要为导向，

创设多样化的学习场景，确保学生在适合自己的多样化的

场景中进行学习、练习等。通过多元化的目标设定、个性

化的学习，以及在虚拟仿真学习场景中的虚拟实践训练，

摆脱传统教学的单一性，帮助学生更深沉的了解武术散打

的知识要点及难点，从理论知识的掌握到打练训练环节都

能做到扎扎实实，在反复的学习、训练中切实提高学生知

识理解能力和动作技能掌握水平，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

良好的基础。 

2.2 科技作为导向与引领，建设虚拟现实训练平台 

充分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物联网等先进

的信息技术，以科技服务教育的理念建设虚拟现实训练系

统，突破传统线下实训在实训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打造

以实代虚、以虚促实的教育发展格局。通过训练平台可以

对学生的学习进度和学习表现进行实时监测，并形成学生

学习档案，帮助进行学生个体的纵向对比，在加深学生自

我认知的同时为教师的教学持续改进提供依据，确保武术

散打统一课程和个性化课程的教学适宜性；基于实践基地

的数据统计与分析功能，据学生的学习历史、学习习惯、

学习偏好等信息，智能地分析学生的学习需求，并据此为

学生推送相应的学习内容，比如基础薄弱的学生加强理论

知识的学习和基本动作的训练，基础殷实的学生加强实战

技能训练等，通过针对性的教学任务的完成，提升学生的

课程获得感，能够不断激发学生的学习自信心，促进武术

散打教学的良性发展；建立武术散打动作库，利用虚拟现

实技术将武术散打的知识重难点以及动作技能细节以更直

观、更立体的三维空间形式呈现给学生，学生可以选取所要

学习以及练习的部分进行循环式的练习，提升学习效果。 

2.3 以实训平台为辅助，调整武术散打教学体系 

首先，理论与实训的交叉融合，学生的武术散打搏击

能力的提升，依赖于相关知识的积累和动作技能的提升。

基础知识赋予学生对战分析能力、动作要点理解能力，为

学生提供对战战略准备；动作技能则是对战的具体招式，

为学生提供战术准备。虚拟现实技术融入武术散打教学中，

学生在特定场景中学习和练习，不断提升危险识别与临战

反应能力，弥补传统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分离。其次，武术

散打动作的分化衍生。在武术散打教学中，可以按照不同

阶段由易到难、由简到繁地进行有针对性的练习。例如，

在起初技术动作训练时，可先做简单或分解动作（如边腿）

或将其分为三个部分，在规范动作以后则要求采用完整技

术或单击动作的攻防技术进行练习，在完全熟练单击动作

的攻防以后，最后则采用拳腿组合的方式进行攻防练习。

根据训练需要，逐渐加大训练负荷，及时调整训练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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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提升学习效果。 

2.4 存在的问题 

武术散打作为中华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自 1979 年

改革试点以来，由于其项目直接对抗的基本特性，而备受

社会大众的喜爱。当前，武术散打教学已经逐渐走向成熟，

然而，武术散打教学在快速发展中也存在着部分问题：  

首先，武术散打教学墨守成规。在传统的武术散打教

学过程中，教师严格按照教材进行备课，教好每一个动作。

这样的教学准备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教学的系统性、规律性

和一致性，但也使教师过度依赖教材，造成武术散打教学

缺乏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基于这样的教学实际，学生对

于武术散打教学的期待感不强、学习积极性欠缺，学生很

难从教学中获益，取得的成绩也不够理想。 

其次，武术散打教学流于形式。传统的武术散打教学

存在重形式、轻内容，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不仅无法提升

学生的自卫能力，更使散打教学进入误区。此外，教学内

容设计的实战化体现不足，危险识别与临战反应的内容体

现少、实战对抗训练内容设计欠缺、教学设计的实战性不

足，最终影响教学训练效果。 

再次，武术散打教学评价单一。每个学生都是独立的

个体，有着不同的身体素质，和不同的武术动作接受能力

和相关知识的掌握水平，然而，当前武术散打教学同一的

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忽视了个体差异性的评价，不能真实

地反映学生的实际水平和能力。且，对于动作完成度较好、

相关理论知识积累充足的学生，低于自身能力的评价标准

难以促进学生的长足发展；对于动作要领掌握欠佳、理论

储备不足的学生，高于自身学习实际的评价标准，容易让

学生产生学习挫败感，影响后续学习的积极性。 

3 虚拟现实技术的武术散打教学与实践路径的

项目特色 

3.1 提升武术散打数字化教学的沉浸感 

虚拟现实技术打通了模拟环境与现实世界的壁垒，带

来的模拟环境与现实世界相似。它可以以三维的形式呈现

人物、场景、区域、建筑物等，创造一个无限接近真实的

高沉浸性、足以支撑学生自然地进行良好交互的学习场景；

还可以有效地确定学生眼球的变焦距离，并通过分析变焦

来改变投射在学生身上的场景和环境，从而创造出更高度

的沉浸感。学生深度融入场景，在近乎真实的场景中进行

武术散打锻炼，能够弥补传统的教学在创造学习场景方面

的不足，提升学生的实战能力。另外，虚拟现实技术还可

以与益智游戏、移动教学等手段相结合，高效解决传统教

学无法解决的问题，让教学和娱乐相结合，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学习兴趣，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 

3.2 提升武术散打教学的安全性 

在武术散打教学过程中，打和练是增强学生技术水平，

以及战术策略的运用能力和学生心理素质的有效手段之

一。与传统的实战打练习相比，虚拟现实技术创建的虚拟

打练环境的安全系数明显高于真实的场景。在虚拟的创景

中，学生即使面对泰森一样的对手，即使出现战术技巧失

误，也不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在虚拟打练创景中，学习者

与陪练者可以不遗余力的去施展拳腿摔等各种动作并且

杜绝受伤情况的产生。另外，虚拟现实系统可以独立分析

战术问题并提供反馈。根据反馈，学生可以客观地分析自

己的优势和劣势，这对于传统武术散打教学来说是巨大的

创新。 

3.3 提升武术散打教学的开放性 

武术散打技术结构相对较为复杂，基于虚拟现实技术，

可以实现分层次教学与训练，基础薄弱、技术掌握欠佳的

学生可以到基础训场景进行武术散打的基本知识、规则、

文化和精神、步伐、拳法腿法摔法、打靶以及空击练习等

相关内容学习，有着较强武术散打技术的学生可以到进阶

训场景进行组合连击、躲闪、防守反击等训练，具备足够

的知识与技术的学生可以在实战训练场景进行不同的实

战训练。通过在不同的训练场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武术散

打技能。同时，基于虚拟现实技术，能够突破教学场地有

限、教学设施不健全以及散打教师一对多的混打练习等训

练限制，为学生提供想学便科学的便利。 

4 武术散打教学与实践路径项目达成的效果 

4.1 革新武术散打教学模式 

将虚拟现实技术有效引入和应用到武术散打教学教

学系统中，实现虚拟现实技术和武术散打教学有效结合，

合理运用多样化、直观化的交互方法和手段，融入到虚拟

训练环境当中，强化武术散打教学的实践训练。虚拟现实

技术的引入能够从根本上消除时间限制，根据学生提出的

能力水平、身体素质、学习兴趣创建虚拟创景，在这个环

境中，学生可以自主学习，也可以与虚拟对手进行实战对

打。每个学生都可以拥有不一样的学习和训练方式，在属

于自己的空间内进行基础学习或者实战训练，能够高效满

足学生个体的成长需要，提升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和教学认

可度，不仅能促进学生的全面学习，还可以引导专业知识

的多渠道转移，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学模式，确保学生

可以扎实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不断提高学生的实战能

力，达到预期教学效果，丰裕和创新了武术散打教学与训

练的新路径。 

4.2 促进学科建设发展 

随着现代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智能终端的普及，数字

技术将会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也给传统的武术散打教学

带来了更大的挑战。基于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模拟真实的

训练或比赛场景，并提供各种战术和策略训练，学生可以

在虚拟场景中与各种类型的对手进行对抗，学习分析对手

的弱点和制订相应的战术计划，这种模拟训练可以增强学

生的决策能力和应变能力。进而提升学生的学习自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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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将传统的以教促学的学习方式过渡为学习者通过自

身与信息环境的相互作用来得到知识、技能的新型学习方

式，让武术散打教学实现相关知识多元化呈现、多途径传

播与多方式应用，实现武术散打教学的创新发展，进而保

证武术散打相关知识被正向传播、吸收和应用，维护武术

散打教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4.3 培养学生武术散打实战能力 

基于虚拟现实技术进行武术散打教学，教学设计基于

学生的全方面的信息采集，教学更具针对性和个体性，充分

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的交互性、构想性，通过虚拟场景，模拟

比赛等现实场景，多途径拓展虚拟现实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

这样的方式是个性化的、适合学生个体而不是群体的，学生

的个体差异得到充分地尊重，更贴合学生学习实际满足学生

个性化需求，能够提升学生课业自信和学习自主性。学生通

过沉浸式情景教学，能更好提高对武术动作要领尤其高难度

武术动作的掌握能力，并且还能通过虚拟比赛场景，提高实

战中的搏击技能和竞技水平，能有效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

降低学生在武术散打教学中意外伤害事件的发生率。 

5 结论 

5.1 提升学武术散打能力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借助现代技术实施教学，根据学

生的学情分析和能力分析，合理制定教学目标，并根据目

标制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和训练方案。以学生能力培养为主

张，加强学生实训训练，确保武术散打教学目标得以高效

实现；改变传统武术散打教学方式，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

生自主学习；还可以利用校企联合办学的优势，加强武术

散打实战训练，进而提升学生武术散打能力。 

5.2 提高教师教学效率和质量 

虚拟仿真技术在武术散打教学中的应用，可以革新武

术散打教学模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通过虚拟现实训练平台，可以突破传统线下实训的时间和

空间的限制，提升教师教学效率。同时个性化教学的实现，

需要教师制定个性化学习目标和教学策略，实行因人施教，

提高自身的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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