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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的技術應用，為現代使用者提供身臨其境的

體驗，讓人們能夠感覺身處擬真的環境當中。而近年來 VR 已被廣泛使用於各項

領域，諸如遊戲休閒、景點觀光、醫學模擬與職能培訓等，同時加之 5G 行動訊

號的普及，更讓 VR 與衍生之元宇宙平臺能夠達到高層次、低延遲等特性的高互

動體驗。在此背景下，若將 VR 與教育性之元宇宙應用融入課堂教學，將會對教

育領域產生哪些正向影響效能？又將同時面對何種挑戰？我們就虛擬實境融入

教學與教育元宇宙應用兩方面，來談談新興科技之數位教學效能與挑戰。 

二、虛擬實境融入教學之效能 

VR 是為教育領域增添新色彩的最新技術（Tira, 2023），其技術有潛力透過

遊戲化、引人入勝的情境式教法來改變教學模式，同時 VR 融入教學亦是教師與

學習者在教學過程中作為媒介的解決方案之一。現行的教學現場，教師多使用

Webcam 以視訊傳播方式進行遠距教學，此方式在學生學習與師生互動時不易達

到沉浸式學習的效果，且此方式於許多學科內容呈現多有受限，如技術類學科需

要全方位視角呈現操作步驟，無法單靠平面視角掌握學習重點。VR 透過頭戴式

裝置顯示器生成虛擬情境，為使用者創造身歷其境的互動體驗；它亦可提供虛擬

沉浸式實驗場景學習環境，提供學習者更多的直觀學習經驗（Reeves, Crippen, & 

McCray, 2021）。承上所述，若我們能夠透過 VR 高層次與高互動之特性，妥善應

用教學策略與模組，將有機會發揮新興科技教與學之效能。 

 
圖 1 虛擬實境教材應用技術 

  以防災教育之 VR 教材為例，環境與天災是我們無法預測與實際演練，乃至

於讓大家於災害來臨的危急之時可能無法做出即時應變的，然透過以 VR 融入教

學，我們能夠以 360 度打造情境式擬真環境，模擬自然場域與天災情境，讓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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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死角觀察災害環境造成的原因與跡象，並且可控制變因，觀察不同因素所造

成的災害程度與結果，以此方式將更貼近生活的經驗與問題建構與重現，讓每個

人都能無時無刻進行體驗，並在體驗中跳脫以往教學現場的被動式學習方式，培

養學習者進行自主學習。 

 
圖 2 虛擬實境融入教學之效能 

在數位教育發展過程中，VR 之沉浸感使教學現場將具備更多元的學習工

具與模式發展，VR 融入教學、5G/VR 共學，以及教育元宇宙等議題，實乃是

推動現今教育新科技之重要方向與契機。而我們在整合 VR 技術的同時，應確

保教學設計符合學科需求，並適時提供引導，以確保學習者能夠充分參與並獲

得最大之學習成效。 

三、教育元宇宙教學應用效能 

此所稱之教育元宇宙（Educational Metaverse）為透過 VR 與區塊鏈等技術，

將教育場景擴展至虛擬空間，創造出更具互動性與沉浸感之學習體驗。後疫情時

代讓我們看見異地學習之重要性，如何在課堂上與師生即時互動，並且落實完整

教學需求，讓虛擬實境課程不遜色於實體課程，甚至解決實體教學所遇到之困境，

即為建立教育元宇宙的核心。教育元宇宙平台模擬真實世界之教學互動，提供多

樣擬真場域，包含教室、演講廳與小組討論室等，師生透過 VR 載具，創建專屬

於自己的虛擬分身，使用直覺的操作方式，透過 5G 行動低延遲特性，結合語音

與表情符號等多元模式進行互動，教師可運用新興科技工具，呈現課程內容並進

行學習者之學習歷程的紀錄。同時，教師能夠依據需求將學生分配至相異虛擬空

間，進行小組互動討論，此有助於即時又快速地瞭解學生的學習狀況。 

圖 3 教育元宇宙教學應用效能 

同時，教育元宇宙能夠串連全球異地學習者，促進跨域與跨文化之協作及共

學。此種國際性的共學模式，有助於增廣學生眼界，增加對多元文化的理解。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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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底曾說過：「教育是把人內心勾引出來的工具和方法。」而教育元宇宙即是

能夠根據師生的需求與能力，搭配適性化教學模式，引導與創建出更貼近學生學

習水平與興趣之學習互動體驗。 

四、新興科技所面對的教學挑戰 

5G 行動載具等新興科技的普及，於教育方面為大眾帶來了許多優勢，但同

時也讓教育現場面臨許多挑戰，如教學者與學習者之數位落差、使用者生理不適

之 3D 暈眩、元宇宙世界之隱私疑慮等問題。 

 
圖 4 新興科技所面對的教學挑戰 

(一) 虛擬實境所面對的教學挑戰 

  使用 VR 融入教學，可能會遇見數位落差的問題，教學者及學習者皆會因環

境限制，而面臨使用 VR 新興科技的技術門檻，在數位資源差距大之情形下，極

可能影響學生對新興科技學習的使用意願。同時，對於教育工作者而言，接受新

教學方法與科技應用之轉變，需時間與資源來學習與掌握新技術，故師資培訓規

劃與設備環境建置，即顯得十分重要。師資培訓規劃部分，不僅需涵蓋新技術的

操作與應用，更應包含如何將 VR 技術有效地融入課程設計、教學策略及學習評

估當中。同時，這些培訓內容應該動態且持續，才能夠適應技術發展的快速變化

與教育需求的多樣性。而實際操作新科技載具的經驗獲取在培訓過程中尤其重

要，因此模擬教學、工作坊與教師同儕分享會等互動形式之培訓活動，是能夠讓

教育工作者在實踐中相互學習與借鏡的好方法。此外，使用 VR 在使用者生理上

可能造成不適，最常見的問題為使用 VR 時所出現的 3D 暈眩感，此種生理不適

問題包括可能造成眩暈、頭痛與平衡失調等症狀，原因通常和虛擬環境與現實世

界之間的感官衝突，導致大腦接收到的視覺訊息與身體的平衡感知不一致有關。

此生理問題不僅會造成學習者難以集中精神於學習內容上，更需要配合縮短每次

使用 VR 的時間，連帶限制了學習者連續學習的可能性與機會。 

(二) 教育元宇宙所面對的教學挑戰 

當部分使用者透過 VR 在元宇宙世界進行互動學習時，可能會引發隱私疑慮

等問題，這些問題不僅關係到學習者個人資料之安全，更甚者將在學習過程中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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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不當行為之困擾，這些隱私問題皆會造成學習者的學習動機降低，進而影響

其學習參與度。有鑑於此，對於在使用教育元宇宙融入教學上，該如何收集、使

用與儲存使用者資料的規則，應該透明且容易理解，以確保學習者能夠做出知情

的同意。並且教學者應在平台上實施嚴格的安全措施，保護學習者不會受到不當

內容之影響，以建立安全的學習環境與氛圍。 

五、結語 

VR 技術能夠模擬高風險或現實中難以實現的場景，例如回到遠古時代、進

行太空漫步、深海探索等，讓學生在安全又擬真的環境中進行學習與實踐；同時，

像是防災、急難救援與不可控變因較多之化學實驗等不易產生二次經驗的學習體

驗，亦是 VR 融入教學的教育優勢之一。上述這些應用 VR 特性所進行的教學，

不僅可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還能夠增強他們實踐操作能力與問題解決的能

力。而與 VR 技術相輔相成的，即是元宇宙應用部分，因元宇宙為當前各種數位

科技領域的匯集成果（彭思遠，2022）更是模擬甚至超越現實世界的存在，此科

技突破應用當不會只應用於遊戲與商業場所，於下一世代之教育培養與技術領

域，需要投入規劃與耕耘。教育元宇宙在未來教學與學習的新領域，提供了一個

虛擬空間，讓學生能透過 VR、行動載具或電腦進行即時性互動學習、模擬實驗

和體驗不同文化。面對這一新興領域，期待能採取開放和多元的態度，積極整合

該技術到教學實踐中。元宇宙在教育中的包容性和可及性，這代表著開發和選擇

能夠滿足不同學習需求和背景的學生運用元宇宙教育資源，確保每個學生都能從

中受益。有鑑於此，VR 與教育元宇宙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期待我們能

夠以創新和包容的方式重新思考教育，通過積極探索和適應這一新興領域，我們

可以為學生開啟更加豐富和動人的學習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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