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 新西部·　　　　 ·2024年第8期

德育心理丨Moral  Education  &  PsychologyＭ

宙能够在虚拟空间中精确模拟出现实世界的场景和历史

事件，让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只需佩戴VR终端，青少年

就能穿越时空，化身为身穿战甲、骑乘战马的战将，带

领着千军万马为中华民族抵御外侮、开疆拓土。教育元

宇宙通过构建逼真的爱国主义教育场景，不仅增强了爱

国主义教育的感染力，也加深了教育对象的认知深度。

这种创新的教学方式将为青少年提供更具吸引力和互动

性的学习体验，促进其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激发其爱

国情感和责任担当。

（二）教育元宇宙能够为爱国主义教育创建丰富多

样的教育资源库。

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艰辛而辉

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这个民族和国家最宝贵的精神财

富，它让我们铭记历史，汲取力量。一个国家在其悠久

历史长河中积累了大量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这些资源

包括历史物件、历史遗迹、历史故事，每一项都是国家

历史进程的见证。如何将这些爱国主义资源连点成线，

连线成面，为青少年系统讲述国家史和民族史，是当前

爱国主义教育及其资源建设面临的一项重要议题。教育

元宇宙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在这里，教师、历史学

者和研究机构可以携手合作，在“一体贯穿、循序渐进

的爱国主义教育体系”指引下，共同开发和优化教育资

源，让历史教育资源得到全新的呈现和利用。此外，教

育元宇宙的泛在互联与智能开放环境，能够消除现有教育

资源分布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壁垒，在空间上打破现有教育

资源孤岛的弊端，实现爱国主义教育资源的流转与共享，

方便青少年打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随时随地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实现对时间资源和信息资源的最大利用。

（三）教育元宇宙支持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当前，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多数仍然以“两课”为

主阵地，辅以主题教育、宣传活动等传统教学手段。这

种教育模式对于新时代的青少年而言，显得过于呆板和

枯燥，缺乏吸引力。教育元宇宙的出现，有望改变这一

现状。它打破了传统教学形式和媒介的局限，通过虚实

结合、环节交错的教学模式，实现了多感官系统的全面

参与，从而促进了青少年的全感知学习。教育元宇宙创

设的智慧学习空间能够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提供自

由开放环境、海量资源，同时还支持学习者依据自身的

学习和认知风格建立不同的、生动鲜活的学习场景，并

匹配以不同的学习形式，如探究式教学、项目式教学、

游戏化教学以及问题式教学等。这种创新的学习活动设

计不仅满足了教师的差异化教学需求，也满足了学习者

的个性化学习需求。这样的教育模式，不仅能够让青少

年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爱国主义知识，还能培养他

们的爱国情感，使他们在新时代背景下成为有责任感、

有担当的爱国者。

（四）教育元宇宙具有实现爱国主义教育智能评价

的潜力

通过融合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AR/VR/MR

等前沿信息技术，教育元宇宙能够全面、客观地捕捉和

记录青少年参与爱国主义教育的每一个细节，从而实现

对教育效果的全面性、综合性的智能评价。在教育元宇

宙中，通过AR/VR/MR等技术模拟的特定爱国主义教育

任务场景，可以对青少年在这些场景中的行为表现和任

务完成情况进行客观评价。此外，鉴于教育元宇宙的开

放性和全过程参与特点，评价机制也可以更加多元和全

面，包括自我评价、同伴评价、教师评价、家长评价以

及第三方专业评价等，确保评价的准确性和全面性。教

育元宇宙所支持的探究式、体验式、游戏式等多种教学

活动，使得学习评价不再仅仅局限于“知识本位”，而

是更加注重能力的培养和核心素养的评价，涵盖知识、

能力、价值观等多个维度。这种评价方法打破了传统的

“唯分数论”，有助于促进学习者的全面发展，真正实

现了从单一的学业成绩评价向全面素质评价的转变。

教育元宇宙助力爱国主义教育实施路径探析

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

表彰大会上强调：“要把加强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摆

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把爱我中华的种子埋入每个孩子的

心灵深处。”做好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因事而化、

因时而进、因势而新，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动拥抱

新技术、新思维、新方法，抓住信息技术发展的机遇，

依靠“教育元宇宙”，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新空间，通

过创新教育内容供给、创新教育载体、创新教育方法，

真正让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强起来、活起来。

（一）因事而化，关注社会动态，让爱国主义教育

内容活起来

把准青少年的思想脉搏，积极回应青少年的思想关

切，解答青少年对社会焦点事件的疑惑，是爱国主义教

育的使命之一。面对俄乌冲突、全球通胀、新冠肺炎疫

情等热点问题，爱国主义教育不应仅仅停留在教材内容

的传授上，而应因事而化，引导青少年运用马克思主义

理论、观点和方法，深入分析这些事件的背景、发展及

其背后的道德伦理。

（二）因时而进，善用新技术、新思维、新方法，

让爱国主义教育载体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