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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１　　　　 现代教育技术基础教程

前　言

《现代教育技术基础教程》是主要为高等学校师范类或教育类专
业的“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编写的教材，也可供教育技术学专业入
门课和教师继续教育课程使用。

现代教育技术是随着现代电子媒体在教育中的应用而产生的学
科领域，它旨在促进人类的学习与绩效。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教
育技术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教育技术在教育中的参与，“虽然没
有改变教育过程的实质，但却改变了整个教育过程的模式，改变了
教育过程的组织序列，改变了分析和处理教育教学问题的思路”。
（顾明远语）。当前，人类已经步入了信息时代。信息技术的高歌猛
进，在诸多领域都带来了巨大的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学习方
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信息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
会一切领域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这场变革中，教育的手段和
技术也相应地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这
段时期，也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意义重新反思，革新教育和学习观
念的时期，特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人类学习的研究进入了硕果
迭出，异彩纷呈的井喷式发展期，这使我们能从不同角度，更深入
和贴近原貌地剖析人类学习的机制，更好地理解有效教育和学习的
组织形式、手段、方法及新科技之教育应用的途径。

教育技术的应用是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如上所述，由
于教育技术理论基础和支持技术的飞速发展，教育技术在近１０年
已经有了深刻的变化。理论基础的发展提高了技术应用的合理性、
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某些理念、理论的应用成
为可能或更加方便可行。有学者认为，“过去的１０年见证了人类有
史以来学习理论发生的最本质与革命的变化，人类已经进入了创建
学习科学的新纪元”（高文，２００２）。同样，我们也可以说，近１０年
来见证了教育技术的理念、手段、方法和策略的革命性变化。这些
方面的变化，有必要及时反映到相关的教学和教育技术的实际应用
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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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技术的深化应用，最终要落实到广大一线教师上。因此，
对广大教师、教育工作者和师范类学生进行教育技术基本理论和基
本技能、方法的培训和培养，是教育技术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是教育改革的需要。为了推进这一工作，２００４年底，教育部颁布了
《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对基础教育中教师的教育技术素
质提出了明确要求。北京市等地出台相关策略，也要求高校教师必
须通过相应级别的教育技术资格认证。

目前，在我国高校的师范类专业，大都开设有“现代教育技术”
课程，可选用的教材也算丰富。但现有的针对非教育技术学专业使
用的教材，一般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１）体系框架陈旧，一般采
用“现代教学媒体＋教学设计”的方式；（２）内容不能反映教育技术
的最新发展，不能满足信息时代对相关人才培养的需要；（３）对教
育技术定位不准，过于注意信息技术的讲解，甚至几乎把教育技术
讲成信息技术；（４）个别教材内容较杂乱或艰深，不太适用于公
共课。

鉴于此，有必要编写新的《现代教育技术》教材。《现代教育技
术基础教程》正是应这个要求而组织编写的。

本教材的编写组由多所高校的学者构成，主要编写人员均有博
士学位，在各自负责的知识领域有长期专门的研究，组成了一个朝
气蓬勃，颇具实力的团队。编写组的成员组成与编写分工如下（以
姓氏笔画为序）：

马池珠（山东师范大学）　第４章部分、第５章大部分、第９章
第２节部分

马红亮（陕西师范大学）　第８章
方海光（首都师范大学）　第９章第２节部分
冯　涛（首都师范大学）　第４章第４节部分
刘　菁（首都师范大学）　第６章第２节
任剑锋（首都师范大学）　第１章、第２章、第３章、第４章第

２节、第９章第１节、第５章部分
乔爱玲（首都师范大学）　第６章第１节、第９章第２节部分
况珊芸（华南师范大学）　第４章第３节、第７章
陈　蜜（首都师范大学）　第９章第２节部分
吴　陶（首都师范大学）　第４章第４节部分、附录３
赵海霞（暨南大学）　　　第４章第５节部分、第５章部分、附

录１、附录２
本教材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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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体系新　根据教育技术学的新发展，建立了新的内容体系框
架，改变了“教学媒体＋教学设计”的常见模式；

２．内容新　除在各章节中融入教育技术的新理论、新方法、新
技术外，还专门设立“教育技术的新近发展”一章，简明扼要地介绍
教育技术领域近年来的最新成果；

３．有针对性　针对公共课教材的特点，在用新框架深入浅出地
介绍教育技术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基础上，突出了内容的实用性和
可操作性。

４．方法新　在教材中体现新的教学和学习方法。各章开头都用
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目标表述出学习目标，给出章节内容体系的框
架。同时通过嵌入章节内容中的“讨论与交流”“小资料”“拓展阅读”
“思考与练习”等教与学活动环节，能促进学生的深层思考与学习，
也有助于提示教师安排合适的教学活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考了大量国内外文献。除已经在书中注
明的外，肯定还有部分参考文献未能注明。在此向这些文献的作者
表示衷心感谢！

自２００６年９月起，本教材的核心内容已经在首都师范大学物
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和音乐系等的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中试用了

６轮，反应良好。教材包括教育技术基本和相关概念、理论基础、
教学系统设计、学习资源开发、教育技术运用、教育管理与评价技
术、学习环境与学习资源、网络远程教育和教育技术的新进展等章
节，适用于师范类或教育类专业的教育技术公共课。也可供教师继
续教育的“现代教育技术”课程，以及教育技术学专业学生的学科入
门课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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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本章学习目标：

１．用自己的话解释教育技术的概念。

２．说出教育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信息化教育、信
息技术教育、视听教育等概念的异同。

３．阐述教育技术的功能和作用。

４．解释教育技术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列举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
过程的重要事件与时间；

５．对教育技术基本理论的学习、实践与探索产生兴趣，有在此
领域作一定探讨的意愿。

本章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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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电子传媒和信息技术引发的教育变革

１．１．１　电子传媒引起的教育变革

１９世纪后期，电子传媒的出现与应用，引起了知识和思想传播
手段、方式的革新。教育作为通过知识和思想的传承来影响人的一
个领域，不能不出现相应的变化。１９世纪末期，有人做了初步的尝
试，用当时新出现的幻灯机进行教学，可谓现代教育技术的萌芽。

２０世纪初期，无声电影、录音、有声电影等电子媒体也相应被应用
到教育中，在美国掀起了用电子媒体革新教育的热潮，后来演变成
“视觉教学”（“视觉教学”不久被更名为“视听教学”）运动。多数教育
技术学家认为，“视觉教学”运动标志着现代教育技术正式产生。

教育史学家认为，人类教育史上曾发生过三次教育革命，分别
以专业教师的出现，文字体系的产生和印刷术的出现为标志。我国
有教育技术专家认为，以现代电子媒体的应用为标志的现代教育技
术的产生，引起了教育手段、方法和模式等多方面的变革，可看做
是教育史上第四次的革命①。正如顾明远教授所言，教育技术在教
育中的参与“虽然没有改变教育过程的实质，但却改变了整个教育过
程的模式，改变了教育过程的组织序列，改变了分析和处理教育教
学问题的思路。”（顾明远，１９９３年）

现代电子传媒的出现，与１９世纪末期言语主义盛行的普遍教育
状况相比，首先为教育领域提供了“充满光明”的、“先进的”的教育
教学手段和工具。工具的更新，往往是革新的先导。现代电子媒体
在教育领域引发的变化，可能类似于蒸汽机之于工业革命。早期电
子媒体的应用，使教育步入了“电器化”时代。

随着手段的变化，教育教学的方法和模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新的机器辅助的个别化教学出现，追求高效率培养人才的大课堂集
体教学的优势也更明显，而能迅速扩大规模的电子化远程教学也成
为可能。这些方面的变化，因信息技术的发展而显得更加明显和
突出。

① 南国农 ．电化教育学（第二版）［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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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信息时代的教育变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多媒体和网络通讯为核心的信息
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信息技术的高歌猛进，在诸多领域都带来了巨
大的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学习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信息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一切领域赖以生存和发展
的基础。在这场变革中，教育的手段和技术不能不相应地向前发展。
与此同时，２０世纪后半叶以来的这段时期，也是人类对自身存在的
意义重新反思，相应地革新教育和学习观念的时期。特别在１９８０年
代后，人类学习的研究进入了硕果迭出，异彩纷呈的井喷式发展期。
学习理论中，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活动理论、情境认知理论、分布
式认知理论等理论的产生，使我们能从不同角度，更深入和贴近原
貌地剖析人类学习的机制，更好地理解有效教育和学习的组织形式、
手段、方法及新科技之教育应用的途径。理论的发展提高了技术应
用的合理性、科学性和有效性，而信息技术的发展也使某些理念、
理论的应用成为可能或更加方便可行。这就使得在２０世纪初期由电
子传媒引起的教育之手段、方法、模式等方面的变革，得到了深化
发展的可能，使人类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观念、策略、方法与工具，
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１．１．３　现代教育技术：当代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必备素质

教育技术素质本来是教育类专业学生的必备素质之一，但以前
我国教育类专业人才培养中对教育技术能力的培养缺乏足够重视。
在教育技术专家的努力下，教育技术相关内容从成为《教育学》或《教
学论》等教育类课程中的一个章节，至成为一门独立的教育类课程，
有了很大的发展。然而相关的课程开设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很多
中小学教师也很少接受过教育技术专门课程的学习或相关的培训。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我国教育部颁发了《中国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标
准（试行）》，对普通教育中教师的教育技术能力提出了明确要求。该
标准也成为中小学教师进行教育技术培训和相关能力考核的重要
依据。

在高等教育系统，部分地区的教育部门也开始出台相关规定，
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教师提出了提高教育技术能力的要求。如北京市
就规定高校教师晋升职称，必须获得相应等级的教育技术资格证书。

可见，教育系统从业人员的教育技术素质，正在渐渐地成为一
种强制性的要求。高校师范类专业的学生尤其需要学习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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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由电子媒体促生的，受信息技术推进的现代教育技术，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领域？教育技术是一种什么样的“技术”？它是否
只关注教学媒体呢？我们将在下一节一一探索这些问题。

１．２　现代教育技术的基本概念

１．２．１　教育技术领域及定义的演变

一般认为，教育技术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在美国产生的。最初在
视听教育、个别化教学和教学系统方法三个方面各自独立地发展，
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合而成为一个统一的研究和实践领域———教育技
术。由于视听教育运动、个别化教学运动与教学系统方法各自有不
同的侧重点，在教育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它的理解有一个逐
渐发展和不断完善的过程。所以，美国教育技术领域在其发展的不
同时期，给出了不同的定义。

图１－２－１　 最早用于教育的电子媒体

教育技术产生的标志一般被认
为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兴起的视听教
育运动。视听教育运动以幻灯（图

１－２－１）、投影、电影、电视等现代
电子媒体的教育应用为特征。因
此，教育技术最初被等同于教育媒
体技术。正如美国教育技术专家伊
利所说，使用“教育技术”这个术
语，“是用来强调媒体制作、开发
和利用以及对新传播工具的开发利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技术
就是对物化技术的应用。

把教育技术理解为现代电子媒体的教育应用，等同于现代教育
媒体，这是广大教师和教育技术实践人员容易持有的观点，毕竟以
现代电子媒体教育应用为特征的视听教育运动，是那么轰轰烈烈。
鉴于此，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１９７０年给出了一个有代表性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中，考虑到上述情况，针对不同人员提出了两个不同层
次的定义。第一层次的定义认为：“教育技术是伴随着通信技术发展
而演变出来的媒体，可以并行于教师、教科书和黑板等，用于教学
的诸方面……教育技术是由电视、电影、投影机、计算机等硬件和
软件所组成的。”然而如果只关注“物化”技术的应用，把教育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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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２　网络教育资源

同于媒体技术，显然是片面的。
在１９７０年美国总统咨询委员会的定义中，对教育技术另一层面

的定义即认为，教育技术是“一种根据在人类学习和传播的研究成果
基础上确立目标、来设计、实施以及评价教与学总体过程的系统方
法”。这个定义从方法和方法论的角度来定义教育技术，而媒体技术
只是其中一个方面。

以后，随着硬件、软件开发利用技术及教学系统方法的发展、
深入及其相互交叉、结合，人们对教育技术及其领域的认识就越来
越全面。

１９７７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简称ＡＥＣＴ）给出了一个当时具有
代表性的定义：“教育技术是分析问题，并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设
计、实施、评价和管理的一个综合的，有机组成的过程，它涉及人
员、程序、思想、设备和组织等各个方面，与人类学习的所有方面
都有关系。”

这个定义明确表述了教育技术涉及教育的多个方面（图１－２－２），
其中包括了很多对教育技术基本特征的理解，深刻影响到了其以后
的发展。具体来说，这个理解突出了以下几点：

Ａ．教育技术是通过应用系统方法来分析和解决人类学习问题
的，其宗旨是提高学习质量。

Ｂ．教育技术关注解决学习问题的过程，涉及对问题的分析、对
解决方法的设计、实施、评价和管理等范畴，而不仅仅是与媒体使
用有关。

２０世纪末期，新的媒体不断介入，教育技术的工作领域需要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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