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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书以教师教育专业化和新课程改革为背景，以 《中小学教

师教育技术能力标准 （试行）》为依据，充分考虑学校媒体条件

和教学中对教育技术的实际需要，按照教育技术基本理论、教学

设计、教学媒体与教学资源及教学实施与评价四大部分组织内

容，包括现代教育技术概述、信息化教学设计、教学媒体、信息

化教学资源、课件设计与制作、信息环境下的教学实施，以及信

息环境下的教学评价共７章。第１章包括教育技术概述和理论基

础介绍；第２章结合具体案例和 “任务”，详细介绍信息环境下

课堂教学设计的一般环节和具体方法；第３章主要介绍各种信息

化教学环境的结构和功能，以及几种典型的新型教学媒体；第

４、５章以案例引领，“任务”驱动，介绍数字化教学资源的设计

与开发，从素材准备到多媒体课件制作，详细展现常用ＰＰＴ课

件和Ｆｌａｓｈ课件的制作方法；第６、７章结合案例，介绍教学过

程的基本环节、教学信息的呈现方式，以及常见的教学组织形

式、教学交流方法、教学评价方法和反馈数据统计分析及呈现方

法等。

本书在体例设计上充分考虑教学实际需要并体现课程特点，

每章均提供学习目标、案例呈现、知识导航、实训任务、拓展学

习和头脑风暴六个部分，并随书附送教学用的ＰＰＴ光盘。本教

材由赖麟、陈代娟担任主编，李又玲、唐蓉担任副主编。赖麟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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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本教材内容体系构建与规划，陈代娟编写第１章和第２章，卢

建斌编写第３章，唐蓉编写第４章和第５章，李又玲编写第６章

和第７章，叶美金、邱恕洁、郭刚负责部分资料的收集和各章教

学用ＰＰＴ的设计与制作。

本书的适应性较强，既可作为高等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专业

本、专科 《现代教育技术》公共课的教材，也可作为在职教师继

续教育培训的教材，还可作为各级各类学校信息技术人员、学科

教师及教学管理人员等的参考阅读书籍。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不足在所难免，敬请各位读者批评

指正。

编者

２０１４年７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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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学习目标】

·理解教育技术的概念
·了解教育技术的产生、发展过程与发展趋势
·了解教育技术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行为主义、认知主义、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观点，理解各种不同学习理论的特点和

适用范围，以及在不同学习理论指导下的基本教学原则和规律
·了解教育信息化和新课程理念，理解教育技术与教育信息

化、新课程改革和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
【案例呈现】

案例１－１　马老师巧用ＤＶＤ （改编自 《教育技术培训教程

教学人员·初级》，祝智庭主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马老师是西部某边远小镇的一名小学语文老师。今天，她将

给小学一年级的同学们上 《清澈的湖水》一课。以前上这节课

时，由于孩子们从未见过湖水，所以很难理解课文中所描述的湖

光山色，结果对课文中要掌握的十几个生字只能机械记忆，课堂

显得十分冗长沉闷，对课文中 “……像……”的句法难点很难掌

握。今天马老师却胸有成竹，原来，她备课时利用ＤＶＤ设备，

认真观看了远在千里之外的东部某知名小学一名特级教师讲授
《清澈的湖水》一课的课堂教学ＤＶＤ，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上课铃响了，马老师自信地站在讲台上，声音洪亮地说：

·１·



“春天到了，大家都很想出去春游吧！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风光

片吧！”说着，马老师按下了 ＤＶＤ播放机遥控器上的 “播放”

按钮。一段风景秀丽、湖光山色的美丽画面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蓝天、白云、清澈的湖水、倒映的青山，还有在湖水中游来游去

的鱼儿。这时一家三口，父母领着孩子乘着一条小船在湖水中荡

漾，全家人都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中。不远处，一位也坐在小船

上的小朋友正想把吃面包剩下的包装纸扔进湖里，但她看到这清

澈的湖水，不忍心打破美丽的湖面，就一直把废纸带回到岸上，

丢进了垃圾箱。

这时，马老师按下了 “暂停”按钮，问道：“同学们，大家

刚才都看到了什么？哪位同学能告诉我们吗？”同学们争先恐后

地举起了小手：“美丽的湖水”“漂亮的大山”……大家纷纷说出

了自己所观看到的景色。马老师问道：“大家想不想听电视里的

小朋友们怎么说的？”伴随着同学们急切的回答，马老师又按下

了 “播放”按钮。电视里的学生们也正争先恐后地说 “我看到了

蓝天白云映衬下的宁静的湖水。”“我看到了两岸的青山和它们在

湖水中迷人的倒影。”…… “大家想不想再说说，刚才看到了什

么？”马老师按下 “暂停”按钮的同时再次启发道。于是受到启

发的同学们给出了更多美妙的描述：“碧绿的湖水中一条银色的

小鱼游来游去，像是在给大家表演”“两岸的山峰有的像展翅的

雄鹰，有的像可爱的小兔”……

“大家想不想听听电视里的老师怎么评价那里的小朋友的发

音？”马老师再次开始了放映……ＤＶＤ光盘中的特级教师简单点

评之后，就开始朗读课文。以前，朗读课文是马老师最头疼的环

节：说惯了地方方言的她，有些字发音始终有困难。现在，听着

电视里老师标准而优美的发音，马老师让同学们一起跟读。读完

课文，马老师把画面停在生词上，说道：“这些啊都是我们今天

要认识的字。其中有些大家可能认识，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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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的？”学生们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大家想不想知道电视里的小朋

友是怎么记住这些字的？”马老师又开始播放……

电视机里面和电视机外远隔千山万水的两地学生就好像一个

班级的两个学习小组，在一起学习和操练。电视机里的老师读得

标准，写得规范，教得高明；电视机外的老师播得恰当，停得巧

妙，教得实在。马老师不但用ＤＶＤ光盘中的美丽风光片当作教

学资源，用ＤＶＤ光盘中规范的教学弥补自己的不足，她还特意

让学生注意学习ＤＶＤ光盘中学生的学习方法。在这节课中，马

老师还让自己班上的学生和ＤＶＤ光盘中的学生开展竞争学习，

他们比发音、比认字、比造句，跟一个班级里的两个学习小组没

什么区别。

“叮……叮……”不知不觉中下课的时间到了，看到同学们

眼中闪烁着兴奋的光芒，还在意犹未尽地模仿电视里的发音，马

老师不由开心地笑了。

案例１－２　网络教室中的数学应用

小学五年级数学课程中的 《身边的行程问题》一课，是在学

习了 “速度、时间、路程间的数量关系”“２４时计时法” “小数

乘、除法”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的教学活动课，要求利用速度、

时间、路程之间的数量关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主要训练

学生将数学知识综合运用于生活实际的能力，让学生感受生活中

的数学。

王老师所任教的学校建有多媒体教室、多媒体网络教室等，

学生也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能力。所以，王老师决定把 《身边的

行程问题》一课的教学活动安排在多媒体网络教室进行。

课前，王老师从资源准备、活动设计等方面对这节课进行了

精心的策划。课堂上，王老师首先创设了一个情景：“快放国庆

长假了，你或许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北京、上海或成都游玩。”

同时利用多媒体投影大屏幕呈现出这几个城市的主要景观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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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立刻被吸引住了。王老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这节课的任

务：“请大家分组为这次出游制订一个既经济又快捷的旅行计划，

说明你打算去哪个城市游玩？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去？为什么选择

这种交通工具？并用ＰＰＴ在班上展示。”

在王老师的协调下，同学们很快分成若干小组。这时王老师

又问道： “大家会根据什么因素决定去哪个城市啊？” “好不好

玩”、“远不远”“花费贵不贵”“花在路上的时间多不多”等，大

家争先恐后地回答。“那就让我们上网查查这三个城市分别都有

哪些好玩的景点，我们离这三个城市有多远，以及飞机航班、火

车时刻、票价等信息吧。”并且，王老师还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网

站地址。在王老师引导下，各小组热情高涨地开始了网络环境下

的分工协作，分别负责查询景点、查询路程、查询航班和火车时

刻及票价、记录数据和进行数据整理、利用电子表格计算并比

较，忙得不亦乐乎。接下来，小组成员一起交流、讨论，确定了

最终的旅行计划，并做成了ＰＰＴ。在这一过程中，王老师不忘

提醒同学们：“我们收集到了信息，应该运用什么样的数量关系，

利用这些数据得出我们关心的信息，做出我们的决定呢？”王老

师及时的点拨，使同学们避免了在网络上迷航，同时在阐述选择

旅行方案的原因时自然地利用到了速度、时间、路程之间的数量

关系。最后，王老师组织全班同学通过投影大屏幕进行小组汇报

展示与交流，每个小组的陈述与展示都那么有理有据，博得全班

同学的喝彩与掌声。同学们的成就感油然而生，王老师也露出了

一脸灿烂的笑容。

【知识导航】

信息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发生着深刻的变

革。教育教学领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观

念、理论和方法也随之不断更新，教育技术正是在此背景下产生

和发展起来的。教育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优化了教育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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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过程和效果，已经成为除教师、学生、教材等传统教学过程基本

要素之外的第四要素。

１．１　教育技术的概念

１．１．１　教育技术的基本概念

教育技术的概念是在教学理论与实践研究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起来的。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出现 “教育技术”这一术语以来，随

着教育技术实践的增加以及对教育技术认识的深入，教育技术的

概念和内涵几经变化，表述也不尽相同，目前仍在不断完善。

美国在１９６３年 （视听传播时期，也是教育技术形成的前期）

将其定义为：“视听传播是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分支，它主要

研究：如何对控制学习过程的讯息进行设计和使用。”１９７２年定

义时首次使用 “教育技术”这一术语：“教育技术是这样的一个

领域，它通过对所有学习资源的系统化鉴别、开发、组织和利

用，以及通过对这些过程的管理，来促进人类的学习。”

１９９４年，美 国 教 育 传 播 与 技 术 协 会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ＥＣＴ）在总结美

国众多教育技术专家历时５年对教育技术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的

全面考察和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教育技术的全新定义 （简称

ＡＥＣＴ９４定义）：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ｄｅｓｉｇ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 ＡＥＣＴ１９９４

“教育技术是关于学习资源和学习过程的设计、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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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评价的理论和实践。”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　１９９４

２００５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对上述定义做了新的修

正：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ｉｎ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ｂｙ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ＥＣＴ２００５

“教育技术是通过创设、使用和管理合适的技术性的过程与

资源，以促进学习，改善绩效的研究与合乎道德规范的实践。”

———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　２００５

新的定义中主要包括三个研究范畴：创设、使用和管理。９４
定义中的设计、开发在新定义中演化为了 “创设”，并添加了有

关改善绩效的新内容。“改善绩效”的提法强调了学习的新含义：

学习不单指获取静态的知识，更注重应用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新

定义更加强调过程和资源的技术性与合适性。“研究与合乎道德

规范的实践”用 “研究”代替了原定义中的 “理论”，表明当前

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尚未成熟，还需要继续深入研究；“道德规

范”则表明新定义对伦理道德的关注。另外， “ＡＥＣＴ　０５定义”

采用的是 “教育技术”（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而 “ＡＥＣＴ　９４
定义”采用的是 “教学技术”（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在我国，教育技术的定义则经过了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的

演变。早期都是关于电化教育的定义，南国农教授的 “运用现代

化教育媒体，并与传统教育媒体恰当结合，传递教育信息，以实

现教育最优化就是电化教育”，是在我国影响较为广泛也较为典

型的关于 “电化教育”的定义。后来，我国关于教育技术的典型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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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章　现代教育技术概述

定义，则主要有以下几种：

“教育技术学是应用技术学的概念、观点、方法以及方法论，

研究教育、教学过程及其管理过程的优化的技术手段、操作方法

和方法论的一门学科，其目的是为了获得更有效的教学。”

———何克抗教授

“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信息技术，通过对教与学过程和

教学资源的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以实现教学优化的

理论和实践。”

———李克东教授

“教育技术是根据教育理论和科技知识，开发和使用各种媒

体及其他学习资源，优化教与学的一种实践和研究。”

———桑新民教授

上述诸多定义中，“ＡＥＣＴ　９４定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和国际教育界的看法，也是现阶段我国教

育技术领域公认的学科性定义。本章下面的讨论主要在该定义的

基础上展开。

“ＡＥＣＴ　９４定义”界定了教育技术研究的领域和范畴，明确

指出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研究内容 （或

范畴）是设计、开发、利用、管理和评价，研究领域包括理论和

实践两个部分。定义中没有直接提及媒体等硬件技术，表明教育

技术关注的重点已经从 “硬件”进化为 “软件”，即越来越重视

技术方法和方法论而不是设施本身。图１－１直观地呈现了

ＡＥＣＴ　９４定义中的教育技术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及研究领域以

及它们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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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ＡＥＣＴ　９４定义的基本结构

在理解教育技术概念时应注意以下几个关键点。

１．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
根据ＡＥＣＴ　９４定义，教育技术的研究对象是学习过程和学

习资源，研究范畴包括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的设计、开发、利
用、管理和评价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渗透，

每一个方面都包含具体的研究内容。

设计：主要包括理论和实践的四个方面，包括学习者特征分
析、教学策略设计、信息设计和教学系统设计。

开发：是把设计方案转化为物理形态的过程，它需要相应的
媒体技术支持。这些技术包括印刷技术、视听技术、基于计算机
的技术、整合技术等。

运用：包括媒体的运用、革新与推广、实施和制度化、政策
和法规等。

管理：包括项目管理、资源管理、教学系统管理和信息管理
等。

评价：包括问题分析、参照标准评价、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
评价等。

２．教育技术的内涵
通常，技术是指 “为社会生产和人类物质文化需要服务的，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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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各种手段的总和，包括有形的物化技术

和无形的智能技术”。物化技术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

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所使用的各种物质工具与设备；智能技术

指人们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为解决问题和完成任务，所采用的

策略、方法和技巧。

从这个角度，教育技术可以理解为 “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的

各种手段和方法的总和”，同样包括有形的物化技术和无形的智

能技术。教育技术中的物化技术主要指教育教学活动中所运用的

物质工具，它往往通过黑板、粉笔等传统教具，或者幻灯、投

影、电影电视、视听器材、计算机、网络、卫星等各种教育教学

媒体体现出来，既包括传统媒体，也包括现代媒体。教育技术中

的智能技术既包括解决教育教学问题过程中所用到的技巧、策

略、方法，又包括其中所蕴含的教学思想、理论等。有形的物化

技术是教育技术的依托，无形的智能技术是教育技术的灵魂。

３．教育技术的本质特征
（１）教育技术的目标是实现教学效果的最优化。

从国内外专家学者对教育技术的理解可以看到，教育技术的

主要任务是：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现代教育科学理

论和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教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

析，提出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方法，监督实施并给予评价和修正，

以实现教育教学的最优化，促进学习者的成长与发展。即教育技

术的本质是运用技术手段优化教育教学过程，以提高教育教学效

果、效率与效益。

（２）教育技术以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依托。

教育技术对教育教学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对教育教学过程和

效果的优化离不开学习理论、教学理论、传播理论及系统科学理

论的指导。只有通过理论联系实际地、灵活地、创造性地应用这

些理论，教育技术才能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真正发挥作用。这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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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是教育技术坚实的理论基础。

（３）媒体是分析和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物质基础，但教育技

术不提倡 “唯媒体”论。

媒体作为信息的载体，是任何教育教学活动都不可或缺的重

要因素，应用于教育教学活动的媒体也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而

越来越丰富。文字出现以前，人类通过言传身教完成知识和经验

的传承；文字出现后，教育教学有了专门的场所 （学校）和人员
（教师）；印刷术的发明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促成了班级授课

形式的产生；现代教学媒体的出现则使得教育教学方式变得灵活

多样。“骏马能历险，耕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

黑板、粉笔等传统媒体和计算机、网络、通信卫星等现代媒体运

用于教育教学各有优势和不足，在教学实践中应审时度势，根据

教学实际需要选择恰当的媒体并有效运用。

４．教育技术和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这一术语为我国所独有，出现于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教育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之间的关系类似于 “人”与
“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人”与 “现代人”的本质属性都是人，

而教育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的本质属性都是教育技术，他们的研

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完全一致。所以，教育技术与现代教育技术之

间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别。“现代教育技术”这一名称是为了突出

教育技术研究与应用中的 “现代化”特征，是对当今教育技术研

究与实践重心的形象化描述。现代教育技术直接反映了信息技术

的发展、教育技术的现代化特征和教育信息化的需求。现代教育

技术以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等现代教学理念为指导，以通信技

术、多媒体技术、网络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技术在教育中

的应用为核心。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教育技术区别于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同样包括物化技术与智能技术两个方面，也同样以

实现教育教学最优化为目标。鉴于现代化教育的特征，我们更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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惯于用现代教育技术来指代教育技术，但并没有关于现代教育技

术的专门定义。

１．１．２　教育技术发展简史

教育技术是在国外早期视听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教育

技术的产生在国外始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在我国则是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后。由于教育和信息技术发展水平的差异，不同国家的教育

技术经历了不同的发展历程。

１．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

美国教育技术产生最早，发展脉络清晰完整，在世界上影响

最大，其他国家如日本、英国、加拿大等国均以美国的教育技术

理论模式为借鉴。美国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可从三个方面追溯：

一是视听教学运动推动了各类学习资源在教学中的运用；二是个

别化教学促进了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的形成；三是教学

系统方法的发展促进了教育技术理论核心———教学设计学科的诞

生。这三个方面发展的起源不同，但都与教育技术 “视觉教学—

视听教学—视听传播—教育技术”这一发展轨迹相关联。

（１）视觉教学阶段 （２０世纪初—２０世纪３０年代）。

１７世纪捷克教育学家夸美纽斯提出的直观教学的观点为教

育技术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直观教学是通过运用真实事物

标本、模型、图片等为载体传递教学信息，进行具体的教学活

动。夸美纽斯按照直观教学的原则编写出第一本带有１５０幅插图

的教科书 《世界图解》（１６７５），被认为是教育技术发展史上最重

要的成就之一。直观教学传到美洲大陆后，对美国的视觉教学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

１９世纪末，一些新的科技成果，如照相技术、幻灯机、无

声电影等被引入到教学领域，向学生提供了生动的视觉形象，取

得了不同于以往的良好教学效果，对教育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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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最早使用视觉教学概念的是美国宾夕法尼亚的一家出版公

司 （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Ｖｉｅｗ　Ｃｏｍｐａｎｙ）。该公司于１９０６年出版了一本叫

作 《视觉教育》的书，介绍如何拍摄、制作照片，如何制作和利

用幻灯片。随之，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开始对这些新技术的教

学应用进行研究和开发，视觉教学空前繁荣。１９２３年，美国教

育协会 （ＮＥＡ）成立了 “视觉教学部”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ＤＶＩ），视觉教育工作者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学说，

并把夸美纽斯的 “直观教学论”作为视觉教育的理论基础，１９２８
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视觉教育的教科书 《学校中的视觉教育》。

１９２４年，Ｓ．Ｌ．普莱西在美国心理学会的会议上宣布了他设

计的一台可以教学、测验和记分的教学机器。它不仅能呈现视觉

材料，还能针对学生的学习情况提供反馈信息，这是教学机器区

别于音像媒体的重要特征。该教学机器多用于个别化教学活动。

（２）视听教学阶段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２０世纪５０年代）。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半叶，无线电广播、有声电影、录音机等

先后出现并在教育中获得运用，视觉教学这一名称已经概括不了

已扩展了的、利用视听设备进行的教育实践，研究文章中也开始

使用视听教学的术语。１９４７年，美国教育协会将 “视觉教学部”

正式 更 名 为 “视 听 教 学 部”（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ｕｄｉｏ－ Ｖｉｓｕａｌ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美国辛克斯公司以及哈佛大学关于电影教

学的实验都证明电影教学使学生的知识量和成绩都大幅度提高。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生产工业培训电影４５７部，为军

队购买了５．５万部电影放映机，将教学电影用于作战人员和军工

技术人员的培训并取得显著成效，也提高了人们对战后学校教学

使用视听媒体的兴趣和热情。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电视的出现为视听教育提供了更好的技术手

段，与电影相比较，电视具有制作周期短，传播、复制容易等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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