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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书摘要 

 

尽管实地考察经验，对于社会及环境科学中有关环境灾害的学习十分重要。但是

合适的户外考察场所、考察地区的可达度、课程时间的限制、不可预计的天气条

件以及学生财务状况等因素，都会限制学生参与本地或海外野外考察的学习机会，

以致学生未能全面了解本地及邻近地区有关环境灾害及其相关风险的认识。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系列有关环境灾害及风险的课程，把虚拟现实（VR）技术融

入课堂教学当中，设计的课程将惠及不同学生群体和大学教师。 

 

本项目的虚拟现实技术（VR technologies）教学方法是利用 360°空间的照片和短

片，并配合虚拟现实专用眼镜（VR viewer）以作教学用途。本项目小组将设计六

套有关环境灾害议题（包括由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引发）的教学课程及教材，并

将虚拟现实（VR）的技术及教学方法融入到有关课程当中，让各大学把这教学

方法及教材用于校内相关课程的教学。除设计相关课程外，本项目亦会组织相关

大学教师及学生的培训工作坊。大学教师可以从工作坊中，学会运用虚拟现实技

术（VR technology）以进行课堂教学，而大学生可以尝试利用虚拟实景技术及体

验新的教学法来学习有关环境灾害的知识，从而增强他们应对当前和未来环境灾

害的风险及应变能力。 

 

本项目的目标是（1）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 technology）设计有关环境灾害议 

题的课程，以用于环境科学、地理学、通识教育及相关学科之大学课程的教学中；

（2）通过运用虚拟现实（VR）让学生体验环境灾害以及灾害对小区的影响，从

而帮助学生们建立对环境灾害的应变能力（备灾、应对和恢复），以为应对环境

灾害日益频繁的世界做好准备；（3）提高大学生对于区域和全球的环境意识，特

别为那些缺乏经济条件到海外进行实地考察和学习的学生提供了虚拟现实考察



的机会；及（4）利用虚拟现实技术（VR technology）以减少因户外实地考察所

需面对的各种限制，如时间管理和资源方面的限制。 

 

期末报告摘要 

 

本项目旨在设计一系列结合了虚拟现实科技，并切合本地大学要求的环境灾害及

风险课程，好让讲师和学生能够在课堂内体验到不同地方的环境灾害。透过虚拟

现实技术，学生犹如置身现场环境当中，更能直接体验不同类型的环境问题。 

 

项目团队已完成了一系列自然及人为环境灾害的课程。有关课程共有六个单元，

每个单元均附有本地及海外的例子，以虚拟现实科技把不同灾害的情景真实呈现

到课堂当中。除此以外，本课程亦编撰了一套操作指引，让讲师了解基本的使用

技巧，以把虚拟现实科技运用于实地考察的课题上。 

 

另外，项目团队亦为大学讲师举办了培训工作坊，透过工作坊，他们能够互相分

享使用虚拟现实科技的心得，并就所遇到的困难提出解决方案。于工作坊结束后，

项目团队以问卷及访谈的方式，收集了他们对虚拟现实科技应用的看法。大部份

讲师认同工作坊能有效提升他们在课堂中使用虚拟现实科技的技巧。此外，项目

团队亦收集了学生使用此教材前后的数据。结果显示，这种结合虚拟现实科技的

教学法，提升了学生对环境灾害及相关风险的知识，有助他们应对并防范当前及

未来的各种灾害。 

 

总括而言，即使学生无法亲身接触到自然及人为环境灾害，虚拟现实科技能够让

他们恍如置身实地考察中，有效地让他们认识到不同的自然及人为环境灾害。这

项目以 360°空间的照片和短片、互动教室及一些本地及海外的例子，把自然及人

为环境灾害带入课室，让学生足不出户亦能有效学习并提升环境素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