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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摘 要 

二十世纪 80 年代之后，虚拟现实技术进入全面发展阶段。随着虚拟仿真软

件的发展，虚拟现实技术从最初的工业、军事、航天等领域逐步扩展到医疗、娱

乐以及教育领域。而且在教学领域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包括日常教学和互动

虚拟实验等。虚拟仿真系统的研究对优化教育教学质量、节约教学成本、促进学

生的自主学习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结合“虚拟摄影系统”的设计开发，对虚拟

现实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针对摄影实际教学过程中存在的诸如照相机硬件设备不足，教学内容呈现方

式单一，室内摄影实训场地不能满足学生的实训拍摄等一系列问题，本文设计并

实现了一套基于 Unity 3D 技术的虚拟摄影系统。系统主要以单反相机的各种操

作和室内摄影棚拍摄为开发的依据，并且围绕着摄影的基础知识、常规技术和虚

拟摄影棚三个方面进行虚拟摄影系统的制作。 

在虚拟摄影实训系统实现过程中，主要使用了三维建模技术、Unity3D 建模

技术、虚拟现实技术。文中介绍了使用 3D MAX 软件进行三维建模的方法和技巧、

Flash动画和交互技术以及重点分析了 Unity 3D 虚拟技术在虚拟现实中的应用，

提出了一种只要简单编程就可以快捷调用 swf 格式文件的方法，同时重点分析了

对焦、曝光、景深、测光以及虚拟摄影棚的设计思路，并分析了如何实现这些功

能。 

    虚拟摄影系统目前已经在中等职业技术学校、高级技工学校和高等职业院校

的数字媒体技术、平面设计等艺术类相关专业进行了测试使用，使用者通过与传

统的摄影教学模式进行对比，肯定了虚拟摄影系统的作用，但也指出了系统中存

在的不足，给后续的系统完善提出了宝贵意见。 

 

 

关键词：虚拟现实 ; Unity 3D ; 虚拟摄影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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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bstract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came into 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phase in 

the 1980 of the 20th centur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al simulation software, the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not only is used in the fields of industrial, military and 

aerospace, but also extends to the field of medical field, entertainment and education. 

Now it is more and more widely used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including daily teaching 

and interactive experiments. The research on virtual simulation system has great 

significance in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quality, which can save cost and enhance 

students' autonomous learning. The dissertation discusses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in the actual teaching based on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in "virtual camera 

system". 

This dissertation describes the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active virtual 

photography system based on Unity 3D which can solve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iculum of photograph, such as camera hardware equipment is not enough, the 

teaching content is single, indoor photography training venues can not meet the 

students' training shooting and so on. The virtual photography system designs these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basic knowledge of photography, photography and virtual 

photostudio according to the operation of DSLR camera and photography of virtual 

photostudio. 

In addition, the key technology in the applic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such as 

three-dimensional modeling technology, Flash animation and interactive technology, 

the Unity 3D virtu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are analyzed in this dissertation, and it 

introduces a convenient and practical method to load SWF file in Unity 3D. At last, 

this dissertation analyzes the design ideas of focus, exposure, depth of field, 

measurement of which these functions has been realized in the system. 

The virtual photography system has been tested using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schools, senior technical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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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eges of digital media technology, graphic design and other art related majors, 

compare to the traditional photography teaching mode, the users affirmed the virtual 

photography system, but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system, 

provided valuable advice to improve the follow-up system. 

 

 

Key Words: Virtual Reality; Unity3D; Virtual Photo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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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章 绪论 

1.1 项目研究背景 

在数字媒体技术和 4G网络快速发展的今天，数字应用普及到了生活、教育、

军事、医疗中的每个角落，数字化的虚拟现实技术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体技术，

在生活中各个领域的应用都十分广泛，如 3D 虚拟展馆、产品虚拟演示、数字展

厅、三维虚拟系统、虚拟社区、虚拟仿真系统等。人们可以通过虚拟系统的互动

操作对产品进行多维的浏览操控，体验真实感的虚拟交互系统；通过虚拟展馆和

展厅进行具有真实感的参观体验；通过虚拟社区进行各种真实体验的社交活动；

通过虚拟仿真系统模拟关键技术的运行过程，体验真实感的虚拟实验给人带来的

便捷生活。虚拟现实是以计算机技术为基础，模拟真实环境所看到、听到和触摸

到场景，并生成相似的数字环境，用户能够通过相应的设备与数字环境中的场景

对象进行交互，产生逼真的交互体验
[1]
。虚拟现实在数字媒体领域中主要研究的

内容有：项目内容的知识分解和知识点的虚拟演示、三维虚拟场景与物体建模、

贴图技术在三维场景中的应用、虚拟环境和虚拟动画演示的渲染与输出、虚拟交

互控制以及如何提高虚拟现实系统的运行效率。早期，由于虚拟现实技术设备和

软件昂贵，以及虚拟现实技术的开发难度较大，大多被人们应用于军事、航空、

医疗等尖端领域，而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尚处于探索阶段，即使有相关的研究，大

部分也集中在一些专业的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未能普遍的走进普通的教育系

统。但是，随着计算机技术、计算机高端设备的普及化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难度降

低，虚拟现实在普通教育中的应用成为可能。 

随着网络技术、网络课程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飞速发展，在教育领域中虚拟仿

真技术的应用也越来越广，不仅包括虚拟演示教学也包括了虚拟互动实验。虚拟

仿真系统的研究对教学过程的优化、教学质量的改善、教学知识的形象化、节约

教育教学成本和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随着网络课程的普及和慕

课系统的成熟，对虚拟仿真互动系统的研究能大大提高学习者的真实感体验，从

而解决网络课程存在的真实感体验较差的难题。目前大多数仿真虚拟系统开发方

法有以下几种方法。第一种：制作三维虚拟模型，利用此模型制作虚拟动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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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互动软件如 Flash 软件控制动画的播放，从而模拟虚拟交互；第二种：利用

一些虚拟现实开发软件如 Virtools、VRML、X3D、Web3D 引擎以及国产的

Converse3D虚拟现实引擎和中视典 VRP虚拟现实软件等进行虚拟仿真系统开发。

第一种方法费时费力，互动效果也不真实。第二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将各种常见

的虚拟元素如 3D模型、2D图形、声音、视频等整合到平台上，利用软件提供的

丰富的互动行为模块实现虚拟环境下的交互设计，并设计出逼真效果的虚拟现实

环境和交互体验，缺点是无法实现复杂的算法设计，并且这些虚拟现实软件要么

由于软件本身问题停止更新，要么需要昂贵的收费，要么部分功能无法正常使用，

对于教育的普及使用存在较多问题。 

近几年，Unity3D 软件被广泛应用到各种游戏开发和虚拟现实系统开发中。

Unity3D是一款综合游戏开发工具，能够轻松创建各种三维游戏、虚拟现实系统

和建筑可视化等互动内容，是一个能够全面整合各种资源的专业游戏引擎[2]。人

们利用 Unity3D软件可以直接导入各种虚拟现实元素到平台中，并设置各种交互

效果。本文结合“虚拟摄影系统”的设计与开发，应用 Unity 3D交互技术、三

维建模技术、网络技术等，分析虚拟现实技术在仿真系统中的应用，并分析如何

搭建虚拟仿真系统平台从而让学习者能够身临其境体会具有真实感的互动学习。

本文研究的虚拟摄影系统在只需要一台互动设备，包括手机、电脑、平板、互动

机等的条件下，通过学习者与虚拟摄影互动系统的交互学习，让学习者轻松掌握

单反摄影的常规技术，并通过让学习者在虚拟摄影棚中进行模拟实验，从而利用

较低成本掌握摄影棚拍摄要点。通过本虚拟摄影系统的设计与实现希望能够达到

以下的目标： 

1、 创建具有逼真效果的三维虚拟环境，包括了虚拟摄影棚、虚拟人物、虚

拟静物、虚拟相机、虚拟场景等； 

2、对抽象的摄影知识点进行形象的互动演示； 

3、便捷的虚拟交互平台操控、符合摄影学习者的操作逻辑以及界面美观的

UI设计； 

4、多平台多系统的互动演示，特别是网络平台的互动演示； 

5、快捷的运行效率。 

1.2 研究的意义和应用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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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虚拟现实在城市规划漫游、医学研究和虚拟手术、虚拟游戏娱乐、军事

航天推演、房地产开发、工业仿真、文物古迹的模拟修复还原、产品展示等方面

的应用非常广泛，也逐步成熟。随着 Unity3d 技术的发展和支持虚拟现实技术的

硬件设备的完善，虚拟现实在教育中的应用也逐步展开，是数字教育的一个飞跃，

在以下方面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 

1、 数字教育：包括了计算机辅助教育、远程教育和现在火热的慕课环境教

育。虚拟现实技术在数字教育中的应用可以给学习者带来前所未有的具有真实感

的体验。例如，虚拟现实可以将制作出的具有真实感的虚拟老师整合到虚拟系统

中，当学生需要学习时，可以一遍遍的向虚拟老师请教，而虚拟老师一直会“不

厌其烦”的为学生答疑解惑；虚拟现实也可以创建具有真实体验的互动环境，学

生可以通过与虚拟环境的互动学习知识，如化学课程里的各种反应，学生通过具

有真实感的虚拟环境交互，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保证安全性；虚拟现实还可以创建

具有真实感的虚拟体验，如物理学中的重力，学生可以在虚拟现实中进行弹跳实

验，体验和感受虚拟环境下的重力感觉。 

2、科技研究：现在许多学校都相继创建虚拟研究院，对虚拟现实技术开展

研究。教育上的虚拟现实研究包括虚拟现实技术在某专业领域的研究、虚拟学习

环境的创建、虚拟实验、虚拟仿真系统、虚拟实验室等等。通过虚拟现实在高校

的应用，节省了教育教学成本。同时，部分虚拟实验也可以规避风险，提高知识

的形象理解和真实体验。 

3、虚拟校园仿真：和虚拟城市漫游一样，虚拟仿真也逐步推广到校园。通

过数字化的校园仿真系统，用户可以在时空上了解学校的教学环境、校园生活、

学习内容等。较完整的虚拟校园仿真还可以加入远程虚拟环境的教育教学，甚至

利用分布式虚拟现实技术实现对外虚拟教学和培训。 

虚拟摄影系统就是体验式学习和虚拟实验的一个具体实例。在系统通过搭建

虚拟环境来模拟摄影操作的技术要点，如单反相机各种镜头使用和效果、光圈快

门关系、ISO调整应用、EV值调整应用、摄影棚拍摄等。通过使用虚拟摄影系统，

在理解并掌握摄影中的操作知识后，再在真实环境中操作单反相机和在摄影棚中

进行实际拍摄，从而达到节约器材成本，优化教学和学习效果的目的。虚拟摄影

系统在以下领域中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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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教学领域：“摄影”是大多数艺术类、影视类、数字媒体类专业的必

修课，它强调技术与艺术相结合，需要大量的实践练习。但单反相机和摄影棚硬

件资源有限，无法满足大量学生同时使用的目的；同时，目前大部分关于摄影的

授课方式都是以器材为主线，采用口耳相传的教师示范，辅以 PPT课件、投影等

多媒体教学手段与设备进行讲授与传播，没有提供较形象、直观的操作演示；摄

影课程、培训、教材等都只提供文字、图片的讲解，同时，由于相机较小，教师

的现场示范也无法让多个学生同时直观看到演示过程和结果，教学效果一般；借

助虚拟摄影系统，让学生能够直观形象的观察数码单反照相机，模拟单反摄影各

个技术难点操作环境，直观观察单反相机的操作、体验具有真实感的单反相机操

作，从而让摄影原理更容易被学习者理解，同时也提高摄影设备的利用率和正确

使用率。 

2、工业产品说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数码单反相机进入寻常百姓家，

但是，面对繁多的文字说明，人们往往无法耐心查阅相机的各部分功能，从而导

致数码相机在使用性能和技巧上的浪费。利用虚拟摄影系统，让消费者更加直观

的了解相机的各部分构造、功能，并可以采用虚拟摄影技术模拟拍摄，了解单反

相机的拍摄技术。 

3、 网络课程和慕课系统的应用：随着网络课程的推广和慕课的发展，学习

变成了社会的、终身的、大众的，不受时空的限制。虚拟摄影系统可以嵌入摄影

相关的网络课程和慕课环境中，用户可以在网络上进行体验式的摄影知识和操作

技术的学习，有利于摄影技术的大众化的普及。同时，网络版虚拟摄影系统还可

以加入学习者学习进程管理、课程管理、教师答疑论坛等模块，以符合目前的网

络课程需求。 

1.3 国内外研究现状 

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也经历了探索、实践和高速发展三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70 年代，美国学者 Ivan Sutherland 提出了虚拟现实概念的雏形，这

是虚拟现实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3]。经过近 20 年的对虚拟现实系统的

大量探索研究，在工业、军事、航天技术的推动下，Ivan Sutherland 的设想终

于成为现实[4]。1981 年，NASA 的科学家经过大量的科学研究，开发生成了一个

基于液晶显示器的被命名为“虚拟现实环境显示器-VEVED”的 HMD原型[5]。从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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