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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节中学历史课上，老师正在讲台上还原一场波澜壮阔的古代战争，伴随老师的讲述，两国的政

治外交斡旋、军营中的运筹帷幄、战场上的对垒厮杀，一 一在电脑屏幕上，以一种三维多媒体的形式

呈现出来。 

 

不只这些，通过这种形式，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游历远古时代的城堡，也可以遨游浩瀚的太空，甚至

深入到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微观世界。这样的场景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学生课堂学习形式的一部分，学

生们可以身临其境地感受课堂之美。 

 

事实上，随着计算机图形学和图像处理技术、计算机视觉以及相关信息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

迅速发展，信息可视化成为可能，相关研究也日益得到重视。我国对知识可视化的研究也是在最近几年

蓬勃发展起来的。 

 

中南大学艺术学院曾新博士就一直致力于语言可视化和虚拟环境的技术和应用研究，他在如何结合

自然语言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生成三维虚拟环境的研究方向上提出了一些初步理论和设想，并取得了初步

的工作积累。他还提出了一种新颖而有效的、可扩展的视觉语义表现媒介来联系自然语言的意义与图形

的可视化，并利用图形的强制性原理使概念的可视化成为可能，初步实现了通过文字描述生成实时可交

互性三维场景。 

 

人类80%以上的信息是通过视觉获得的，常言道，“百闻不如一见”、“一图胜过千言”就是这个

意思。曾新说，可视化是对那些不可见的或抽象的事情形成一个精神上的幻境、图像或图形。换句话

说，可视化技术就是提供了一种方法，使不可见的、抽象的信息变成可见的。 

 

“在艺术上，信息可视化是创作者将艺术的创意和想法通过某一种媒介转换为某一个视觉形态来表

现，使观众能通过观察来理解和感知作者的创作意图。而科学上的信息可视化则是指用非传统的、可交

互的二维或三维图形以及动画形式来展示数据或信息的一种方法，并提供在信息中游历和交互的功

能。”曾新说。 

 

作为人和计算机交互范畴内的交叉学科，信息可视化在日益被重视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即

运用计算机，将抽象的信息转化为容易理解的视觉展示形式，进而提高人们对信息结构及其内在关系的

认知和理解，其主要的特点是动态的可视性及可交互性。 

 

据悉，目前，信息可视化技术被广泛应用在科学研究、信息挖掘、医学、生物学、工程、气象和地

理学、经济和金融分析、军事、艺术及社会问题等领域。如地理信息系统（GIS）是二维信息可视化，

以及医学上计算机断层摄影（CT）所形成的三维图像等。 

 

不过，在教育领域，信息可视化应用还存在瓶颈。 

 

曾新说，当前随着计算机软硬件技术的发展，如何通过语言的描述而生成相应的计算机图形，成为

国际信息可视化领域热门的研究方向之一。目前，语言处理技术仍不是很成熟，特别是语句歧义及语境

等方面仍未得到很好的解决，还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语言界面，从而使得语言转换为可视化图形的过

程仍然复杂而且困难。 

 

据曾新介绍，为解决上述问题，目前语言可视化领域通常采用限定输入语言的途径，来避免生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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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或复杂的句法。运用现有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通用的语法进行解析，能获得可靠的结果，从而使该

过程的转换成为可能。 

 

而在国外，相关的研究或采用语言控制虚拟机器人在计算机虚拟环境中完成任务，或通过语言生成

的只是静态的二维图形或图像而非动态的三维环境，或局限于故事的语言理解而没有实现图形的再现。

就国内现状而言，虽然已有很多高校和科研机构在语言处理和计算机图形领域取得一定成果，但将两者

结合起来的相关研究还未见报道。 

 

曾新最新的研究方向是故事的可视化。他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故事可视化技术在三

维场景构建中的应用研究”刚刚获得批准，研究工作已经正式展开。 

 

自古以来，讲故事与教育就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从故事中认识世界，通过讲故事建构自己的知识

体系、分享经验。有研究表明，在讲故事的过程中，讲述者和他的听众都很愉快。可以肯定地说，这种

愉快感使故事以一种激动人心的难忘方式传送信息，它能激发学生成功的动力、增强记忆、为枯燥的主

题增加乐趣。 

 

据曾新介绍，故事的可视化是指叙述者运用视觉的象征手段再现故事的内容和关系，从而唤起观众

的情感和共鸣。其间，故事结构没有什么改变，而叙述的方法却可以随着文字、图像和声音处理技术的

发展而改变。 

 

事实上，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以其处理文字、声音和图像的能力而成为故事的一个新载体。三维游戏

就是成功运用了这些技术特性，使参与者与虚拟故事环境之间产生互动，从而将故事的可视化进程提升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的典型例子。 

 

曾新说，由于意识到以传统的菜单界面为主的三维场景制作软件的局限性，采用语言为用户界面的

三维虚拟环境制作技术必须得到相当重视。“故事可视化技术在三维场景构建中的应用研究”这个课题

就涉及到如何结合相关的理论以及技术（如现实世界的知识、视觉的感知理论、语言学的空间认知理

论、自然语言处理和计算机图形技术等），实现建立一个新的、可拓展性的基于文字—概念—视觉信息

的数据表现模型来联结语言和视觉形态。 

 

曾新告诉记者，他们接下来研究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设计一个通过输入文字就可以实时地改变虚拟

环境中物体的特性以及空间关系，实现基于故事的文字描述生成实时可交互性三维场景的目的，在理论

和功能上实现创新，进而为研发语言界面的可视化系统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如果研究顺利，相关成果有望广泛应用于三维场景制作、新闻或事件的再现以及儿童教育等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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