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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现代教育技术 

学习目标 

教育技术的 AECT94 定义； 
教育技术的主要形态； 
教育技术与电化教育、信息技术、教育技术学的联系与区别； 
现代教育技术发展的四个历史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 
现代教育技术对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的价值； 
现代教育技术的热点与前沿。 

1.1  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 

1.1.1  教育技术的定义 

1994 年，美国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ECT）提出了教育技术的重要定义，即“教育

技术是为了促进学习，对学习过程和学习资源进行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的理论

与实践”，这一定义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从 AECT94 定义来看，教育技术是

一个理论与实践并重的体系。教育技术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学习，促进学习是教育技术的出

发点和归宿点。教育技术的对象是学习过程与学习资源，学习过程是指学与教的过程，学

习资源是指学与教的资源。教育技术的范畴是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 

1.1.2  教育技术的形态 

一般而言，教育技术主要包括实物形态的技术（硬件）、虚拟形态的技术（软件）与智

能形态的技术（潜件）。 
1. 实物形态的技术 
实物形态的技术是指凝固和体现在有形的物质中的工具、手段，它包括黑板、粉笔、

图书、实物等传统的教具和教材，也包括广播、电视机、计算机、网络、手机、平板电脑、

视频展示台、投影、电子白板等现代电子与信息技术设施和设备。 
2. 虚拟形态的技术 
虚拟形态的技术是指以数字形态或模拟形态存在的材料、程序或系统，它是软件，既

包括文本、图形、图像、音频、视频和动画等材料，也包括网页、课件、课程等多媒体和

集成性材料，还包括学习内容管理、学习行为管理、阅读、发表、交互、传输等程序和系

统。实物形态的技术和虚拟形态的技术往往是相互依存的。如计算机就是由硬件与软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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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3. 智能形态的技术 
智能形态的技术是指那些以抽象形式表现出来的、以功能形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科学

知识和经验总结，它是潜件，既包括建构主义、人本主义等教育思想，也包括传播理论、

系统方法、教学设计、知识管理等基础理论，还包括设计、开发、应用、管理和评价教育

技术的一般方法、策略和模式等。 

1.1.3  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 

现代教育技术一般是指 20 世纪，特别是 50、60 年代以来，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为硬

件基础，以数字形态为软件基础，以建构主义为潜件基础，以师生为“人件”基础的教育

技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智能白板、全息投影、微课、慕课、移动学习、泛

在学习、混合学习、翻转课堂、智慧课堂、联通主义、数字教师等新硬件、新软件、新潜

件和新“人件”不断兴起。 

1.1.4  相关概念 

1. 电化教育与教育技术 
电化教育是指利用幻灯、投影器、电影、无线电广播、电视、录音、录像、程序学习

机和电子计算机等教学设备，以及相应的教材进行的教育活动。以电为基础的影、音教学

是电化教育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 20、30 年代以来，我国一直沿用的是“电化教育”这个概念，而“教育技术”

这一概念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使用的。20 世纪初叶，幻灯传入我国，开始了最早的无

声电影和幻灯教育手段，这是电化教育的开端。根据史料记载，1915 年，民国时期金陵大

学建立校园电影专用放映场地，在周末时组织放映电影，以电影、播音和幻灯等形式开展

民众教育，这标志着我国电化教育的开端。 
电化教育是教育技术在特定时空下的特定产物，是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阶段性的完整

描述，是富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的科学称谓。经过百年发展历程，电化教育的内涵和外

延不断地扩充，很多时候可以把“电化教育”作为“教育技术”的同义语。南国农教授等

人编写的《中国电化教育（教育技术）史》一书指出，尽管教育技术与电化教育具有不同

的内涵，但是二者是指同一学科，一般情况下可以通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电化教育”

这一称谓都会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 
2. 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 
信息技术是指可以扩展人的信息功能的一类技术的总称，是研究信息的获取、存储、

加工、传输和再现等一类技术。信息技术主要包括感知与识别技术、通信与存储技术、计

算处理技术和控制与显示技术。从信息技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声音、光线、字符和印刷等

属于古代信息技术；电报、电话、广播和电视属于近代信息技术；微电子、计算机、万维

网、卫星和智能手机等则属于现代信息技术。现在人们常说的信息技术应该称为信息工具

或信息媒体更为恰当。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252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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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教育技术有着密切联系，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能够运用科学知识，以可以

复制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而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教育技术与信息技术属于不同的学科，有

着各自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信息技术属于技术学科，其研究对象是信息，研究范

畴是对信息的获取、存储、加工、传输和再现等。教育技术则属于教育学科，其研究对象

是有合适技术支持的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研究范畴则是对教学过程与教学资源的设计、

开发、利用、管理与评价。这里所说的“合适技术”在很多情况下是指已有信息技术，但

是不应该仅仅理解为科技领域的信息技术，因为教育领域也开发了许多专门面向教学的信

息技术。总之，教育技术不仅借鉴了信息技术，而且发展了信息技术。 
3. 教育技术学与教育技术 
教育技术学是专门研究教育技术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它是现代教育科学发展的重要

成果。具体而言，教育技术学就是教育科学体系中，关于利于现代科学技术领域内的一切

可以利用的成果，开发人以及人以外的一切学习资源，对学习的总体过程进行系统化的设

计、实施以及评价，从而达到最优化教育效果这一目的的一门分支学科。教育技术学是教

育学一级学科下专门研究教育技术的二级学科，是人们长期从事教育技术实践活动经验的

理论总结。教育技术学与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文化学等一样，都是需要教师了

解、掌握的教育原理。由于教育技术学是具有技术性、交叉性、实践性和创新性取向的原

理，作为通识课程，现代教育技术应用是教育技术学这门原理比较具体的部分。 
我国教育技术学蓬勃发展的重要体现是历史悠久和层次完备的专业体系。1936 年，江

苏省立教育学院创办电影与播音教育专修科，学制两年，这是我国第一个电化教育专业（目

前称为教育技术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后，自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办电化教育专业以来，至

今已有 30 多年的办学历史，逐步形成了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人才培养体系。

从 1983 年起，我国高校开始恢复设置电化教育专业。1983 年，华南师范大学创办了新中

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电化教育本科专业。1986 年，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

最先设立教育技术学硕士点，学制三年。1993 年，北京师范大学最先设立教育技术学博士

点，学制三年。高等师范院校均已开办教育技术学专业，少数理工科大学也开办有教育技

术学专业。 

1.2  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历史 

教育技术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是同步的，语言、文字、符号、图书、粉笔与黑板等都

是教育技术。现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一般追溯到夸美纽斯（J.A.Comenius）和裴斯泰洛齐

（J.H.Pestalozzi）等人倡导的直观教学原理，即主要采用图片、实物、标本和模型等直观教

具来辅助教学，直观教学的实质是一种传授观察经验的直观技术。直观技术是以哲学认识

论为基础的，认为感觉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对教学内容、方法

及其艺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并提出了一套教学原则，其中，就包括直观性原则、

循序渐进性原则、巩固性原则，奠定了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他按照直观性原则编写了第一

本带有插图的教科书《世界图解》，形象生动、直观。夸美纽斯等人所倡导的以班级教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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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形式，以书本、粉笔、黑板、图片、实物、模型及口语为媒体的直观技术是最早的现

代教育技术。 

1.2.1  视觉教学阶段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是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电子与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最为

突出。幻灯、投影、照相和电影等技术被用做新型的教学媒体，向学生提供生动、直观的

视觉形象，使学生获得百闻不如一见的感受，使教学获得不同以往的巨大效果，标志着视

觉教学的开始。视觉教学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出版公司，在 1906 年出版

的《视觉教学》一书中提出。该书主要介绍如何制作和使用幻灯片、投影片。视觉教学与

直观教学在理念上是一致的，区别在于所涉及的媒体种类不同。视觉教学重视视觉教具和

教材的选用，强调向学生提供生动、直观的视觉形象，使抽象的概念以具体的形式呈现。

视觉教学运动引起当时美国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1918—1928 年，美国开展了近十年的视

觉教学运动，1923 年，美国教育协会成立了视觉教学部。 
教学电影源自于 20 世纪初期出现的非剧院类电影短片，这些电影短片展示了日常并不

常见的各种景观，显微镜下的微生物、飞行中的昆虫以及水下的海洋景观，具有强烈的吸

引力。20 世纪 20 年代之前产生了大量的教学电影，很多个人、公司、非营利性组织以及

政府部门都积极加入到制作队伍中。爱迪生（T.A.Edison）在电影发明初期就发现了电影

在课堂教学中的巨大潜力，他制作了历史、自然和物理等一系列的教学电影。爱迪生也曾

预言：“在学校里，教科书将很快过时。不久，学生将通过视觉来接受教学。使用电影教授

人类知识的每一门分支学科都是可能的。十年以后，我们的学校系统将彻底改观。”尽管他

的预言至今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使用微视频等新媒体来支持知识的教授已经成为普遍的现

实，而且深刻影响着当代教育变革。 

1.2.2  视听教学阶段 

20 世纪 20～40 年代，随着广播、录音、电视、电影等有声技术的发展，美国的许多

学校开始尝试使用广播录音开展播音教学，并大量采用视听教学媒体来传授知识和训练技

能，当时人们感到视觉教学名称已经概括不了已有的实践，就开始在文章中使用视听教学

这个术语。1947 年，美国教育协会的视觉教学分会改名为视听教学分会。 
根据史料显示，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其“战争培训视觉教具部”生产

工业培训电影 457 部，政府为军队购买了 5.5 万部电影放映机，花费在影片上的投资达 10
亿美元。这次美国利用电影培训技术人员获得了很大成功。在短短 6 个月中，把 1200 万缺

乏军事知识的老百姓训练成为陆、海、空各兵种作战部队，把 800 万普通青年训练成为制

造军火、船舶的技术工人。视听设备在战时人员培训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提高了人们战

后在学校教育教学中使用视听媒体的热情，推动了视听教学的普及。 
1946 年，美国教育家戴尔（E. Dale）在出版的《教学中的视听方法》一书中，提出了

著名的“经验之塔”视听教学理论，并用一个学习经验的塔形图来表示不同学习方式的学

习效果。戴尔认为，人们在学习时，由直接到间接，由具体到抽象，获得知识与技能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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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戴尔“经验之塔”理论为人们使用教学媒体提供了理论依据。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心理学家普莱西（S.Pressey）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设计了好几种

自动教学机器。然而，由于教学机器设计的问题和当时客观条件的不成熟，普莱西的自动

教学机器对教育技术的发展影响并不大，直到 50 年代斯金纳（B.F.Skinner）发起新的程序

教学运动，才对教育技术有了较大的影响。斯金纳在 1954 年发表的题为《学习的科学和教

学的艺术》一文，根据自己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和积极强化的理论，重新设计了教学机器，

从而使美国 50、60 年代的程序教学运动达到了高潮，后来发展成为不用教学机器只用程序

课本的“程序教学”。程序教学的基本思想是在教学过程中贯穿强化理论的应用，采用直线

程序模式，小步子、积极反应、即时强化、自定步调以及低错误率是它的特征。程序教学

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历了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这一兴旺时期之后，60 年代后期

程序教学运动开始衰退。 

1.2.3  视听传播阶段 

1957 年，前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对美国震动很大，舆论界对学校教育提出

了激烈的批评，强烈要求改革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以此应对科技落后的状况。在这种情况

下，美国增加教育拨款，许多研究人员进入媒体和技术领域，促进视听教学的应用和发展。 
在 1955—1965 年期间，语言实验室、教学电视、教学机器、计算机辅助教学等先后

问世，并在教学中得到了应用，有效推动了视听教学的积极发展。但无论是视觉教学，

还是视听教学，都把教育技术认为是教学媒体在教学过程中的物理应用，没有成熟的理

论指导，教育技术仅仅起辅助教师教学的作用，这两个阶段都还处于教育技术的“媒体

论”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初，视听教学领域又出现了新的趋势，视听传播的术语在视听教学领

域正式出现，它同时受到两个方面的影响：一个是传播理论，另一个是早期的系统理论。

信息论引入教育领域，产生了视听传播学，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物”引向从信源（教师或

视听材料）到受者（学习者）的信息传播过程上来。系统论认为，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

由教育目的、内容、媒体、方法、设施，以及教师、学生、管理人员等组成的有机整体。

教育系统整体功能的最优发挥，不仅需要各部分发挥作用，更取决于系统中各要素的最优

配合和协调一致。传播科学、系统科学使教育技术从静止、有形的“媒体论”向动态、无

形的“系统论”方向发展，给视听教学领域注入大量新鲜的理论观念，拓宽了视听教学理

论工作者的视野。人们开始把教学的过程作为一种信息的传播过程和复杂的系统构成，视

听教学逐渐演变为视听传播和系统设计活动。 

1.2.4  教育技术阶段 

20 世纪 60 年代初，教育技术（Education Technology）一词首先在美国的一些书刊、

杂志中出现，并很快在国际上传播开来。由于媒体技术的发展和理论观念的更新，原有视

听教学的名称已经不能代表该领域的实践和研究范畴。1970 年，美国视听教学协会改名为

教育传播与技术协会（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al Communications and Technology，AECT）。



第 1 章  现代教育技术    7  

1972 年，该协会将其实践和研究的领域正式定名为教育技术。教育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科

学概念和专门术语形成。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随着高性能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对教学机器的兴

趣转向了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研究，斯金纳的程序教学方法广泛用于计算机辅助教学（CAI），
计算机成了实现程序教学思想的高级程序教学机，成为教育技术发展的重要标志。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发展，教育技术空前繁荣，

出现了借助卫星通信技术的远距离教学形式、基于计算机技术的多媒体教学形式、基于网

络的在线教学形式等。特别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用于教育教学所产生

的现代教育技术，不仅对教学模式、目标、内容、手段和方法等有深刻影响，而且引起整

个教育领域在思想、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变革。 

1.3  现代教育技术与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教育中的广泛应用，既是教育顺应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教育

谋求自身变革的结果，更是教育追求创新的结果，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来理解现代

教育技术改革、创新与发展教育的价值。 

1.3.1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改善教学绩效 

在微观方面，现代教育技术开发和应用各种教育媒体、教育方法，能够有效改善教学

的效率、效果和质量。现代教育技术更新思想理念、再造教学过程、创新教学模式和重塑

教学系统，从而改善教学品质。传统教学系统与现代教学系统的特征比较见表 1.1。 

表 1.1  传统教学系统与现代教学系统的特征比较 

      类  别 

维  度  
传统教学系统的特征 现代教学系统的特征 

思想理念 
基于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以教为中心的

观念 
增强建构主义、人本主义，以学为中心的观念 

教学模式 基于结构化的固定程序的设计 增强非结构化的弹性活动的设计 

目标重点 
基于知识、技能、态度预设行为结果的继

承，职业能力塑造 
增强体验性、表现性过程的动态生成，综合素养发展 

内容形式 基于纸质、线性的、一致性的教科书材料 增强数字、非线性的、多元化的拓展性资源 

方法过程 
基于讲授、实验等呈现、讲解知识的预设

过程 
增强讨论、实践、探究、协作等启发、发现知识的

生成过程 

手段工具 
基于固定时间、地点，黑板、粉笔等传统

教育媒体的使用 
增强多媒体、新媒体等现代教育媒体的教学支持 

结果评价 
基于事实结果的标准一致的书写、测验等

的定量评价 
增强问题过程的个别化的、作品、档案等的定性评价 

师生地位 
学生是接受知识的附属地位； 

教师是专家，权威，单向度地控制、传递 

学生是建构知识的主体地位； 

教师是导师，朋友，多向度的互动、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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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促进教育公平 

在宏观方面，现代教育技术关注教育资源，通过信息技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与应

用，提升教育资源均衡和减小教育资源鸿沟，帮助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促进教育公平发展。“三

通两平台”、“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是我国运用

现代教育技术促进教育公平发展的标志性成果。现代教育技术关注教育方式，通过信息技术创

新教育服务的供给方式，增加获取教育服务的机会，从而促进教育公平发展。 
欧美国家非常重视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出台了许多教育技术政策和项目。我国也不例

外。2001 年 6 月，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要求：“大力推进

信息技术在教学过程中的普遍应用，促进信息技术与学科课程的整合，逐步实现教学内容

的呈现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互动方式的变革，充分发挥信息技

术的优势，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和有力的学习工具”。2010 年 7
月，教育部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明确要求：“信

息技术对教育发展具有革命性影响，必须予以高度重视。”2012 年，教育部发布了《教育

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 年）》，这是我国教育信息化领域的一份重要战略规划文

件，是我国最近十年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发展蓝图和行动指南。总之，大力发展现代教育技

术，以教育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破解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难题，促进教育的创新与变

革，是加快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重大战略抉择。 

1.4  现代教育技术的热点与前沿 

1.4.1  学习资源 

学习资源是现代教育技术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多媒体课件、教育游戏、开放教育资

源（Open Educational Resources，OER）、微课、慕课（MOOCs）、在线课程等数字教育资

源等的设计、开发和应用是目前学习资源研究与应用的热点领域。 

1.4.2  学习平台与学习环境 

学习平台与学习环境是现代教育技术应用的重要支撑，电子书包、网络学习空间、智

慧校园（Smart School）、智慧 教室、自带设备（Bring Your Own Device，BYOD）、虚拟实

验、开源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社会化媒体（Social Media）、教 育 APP 等平台与

环境是教学内容呈现方式转变、教学方式转变、学习方式转变与师生互动方式转变的重要

支撑。 

1.4.3  技术支持的学习方式与学习模式 

在实践中应用学习资源、学习平台与环境创新了学习方式与学习模式，如在线学习、

移动学习、泛在学习（U-Learning）、混合学习（Blended Learning）、非正式学习、微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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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碎片化学习、游戏化学习、翻转课堂（Flipped Classroom）、智慧课 堂（Smart Classroom）、

直播课堂、录播课堂等新方式与新模式。 

1.4.4  技术支持的学习科学与学习理论 

学习科学（Learning Science）是在反思认知科学等学科、关于学习方法的研究方法和

观点的基础上兴起的一门科学。技术支持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个性化学习、自适

应学习、学习分析（Learning Analytics）技术都是现代教育技术的前沿领域。 

1.4.5  其他领域 

创客教育、创客空间、3D 打印技术、体感技术、穿戴技术、教育信息化战略、数字鸿

沟（Digital Divide）、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媒介素养（Media Literacy）、技术支持

的弱势群体教育、技术支持的教师专业发展等也是现代教育技术关注的前沿领域。 

1.5  学科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技术在学科教学的长期应用，推动了学科教育技术的不断发展，产生了医学

教育技术、军事教育技术、体育教育技术、外语教育技术、语文教育技术、数学教育技术、

音乐教育技术、美术教育技术、学前教育技术与特殊教育技术等。学科教育技术是现代教

育技术与学科教学有机融合产生的学科，它有自身的独特性，对于改善学科教学的成效具

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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