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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教育技术新思想对我国教育技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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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工业大学 教务处，江苏 南京 210009) 

【摘 要】 近年来 ，国际教育界新思想、新理念不断涌现，并对我国的教育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文章从教育技术的角度分析 

国际教育技术研究和实践的新发展，及其对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影响，寻求其对我国教育技术发展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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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 育技术是 由教 育学 、心理学 、信息科 学等 

相结合 的交叉学 科 ，是 近年 来 世界 教育 理论 与实践 

领域 发展最快 的新 兴学 科之 一 ，而 且 已成 为跨 世纪 

教育改革 的一个极其重要 的生长点 。当今 世界各 国 

都对 教育技术 的发 展 给予 了前所 未 有 的关 注 ，试 图 

在 未来 的信息 社会 中使教 育处在一个绝对优 势的制 

高点上 。我 国的教育技术 的发展一直紧跟着 国际教 

育技术 的发展 步伐 ，不 断学 习借 鉴 国际 教育 技术新 

理论 、新技 术 ，并 与 我 国教育 技 术 发 展 的实 际相 结 

合 。 

世界上 无 论 是 发 达 国家 还 是 发 展 中 国家 ，在 

1920年 以前 使 用 的只 是 书 本 教材 ，到 了 1920年 以 

后 ，逐渐 出现 了音 响教 材 ，以幻灯 、投 影 为主体 的形 

态教材 和 以电影 、电视 为核 心 的动态 教材 。特别是 

以广播 电视为 主体 的远 程教 育形 式 的 出现 ，电化 教 

学 的”三 深 入 ”使 教 学手 段 产 生 了质 的 飞越 。到 了 

9o年代 ，计算 机 的新技 术带 来 了信息 传 播技 术 的革 

命 ．多媒体 技术 、电子仿真模拟 技术 、虚拟现 实技术 、 

互联 网技术 等高 技术 手段 的诞 生 ，极 大地 推 动 了教 

育技术 的发展 ，国际教 育技 术从 理论 到 实践都 发生 

了很大 的变 革 ，其 必 将对 我 国教 育技 术 的发展 产生 

极 大 的影 响 。 

一

、 教育技术“94新定义”的引入 

现代信息技术 的发展 促使各 国政府都极 为重视 

本 国 的信 息 化 建设 ，美 国克 林 顿 政 府 于 1993年 9月 

正式提 出 “国家信 息基 础 设 施 ”(National Information 

~ tructure，简称 mi)，俗称 “信 息 高速 公路 ”(Infor— 

mation Superhighway)的建设 计 划 。美 国教 育 传 播 与 

技术协会 经过 多年 总结 ，四次修 改 ，于 1994年 提 出 

了教育技术 的新定义 。其 内容如下 ：“教育技术是 对 

学习过程和学 习资源 进行 设计 、开发 、利用 、管 理 和 

评价的理论与实 践 。”它 从 教学 整体 出发 ，运用 系 统 

科学以优 化资源配 置 与学 习过 程 ，使其 达 到最 佳 学 

习 效 果 。 

美 国教育技术 “94新定 义 ”出现后 ，立刻 便被 引 

到 了我 国，并对 我 国教育 技术 的发 展 产生 了巨大 的 

影响。一直 以来 ，我 国 的电化 教育 界 一 直 以技 术 和 

设 备为 中心 ，重视 硬 件 建设 、媒 体 的使 用 和 管理 ，孤 

立的研究 和 发展 技 术 、提 供设 备 与技 术 的维 修 、服 

务。“94新定义 ”在我 国电化 教育 界 的推广 ，打开 了 

电教工作者 的研究思路 ，拓展 了研究 的空 间 ，使 我 国 

从 “电化教育 ”过渡到 了“教育技术 ”阶段 。尤其是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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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主义教 学模式 的研究 和教学过程 双相 互动 的教学 

设计 的思想 ，为 我 国教育 技术 打 下 了扎 实 的理论 基 

础 。教育技术 的研究 也 开始 转 向重视 学 习过程 (不 

仅是教 学过程 )和学 习资源建 设 ，重视 技术与教育之 

间 的内在 结合⋯。 

“94新定义 ”的引入 ，促进 了我 国在信 息技术 环 

境下的教学模 式 的创新 ，促成 了我 国一 大批 技术 与 

教育并重 的新一代教育 技术工作者 和新 一代教师 的 

出现 ，把教育技术 推进 到 了教 育 的更深 层 次和教 育 

改 革 的前 沿 阵 地 。 

二、世界教育信息化背景下的我国教育技术的 

发展 

1991年美 国率先 推进 了信 息化 进程 ，并 不 断推 

进教育 的信 息化进程 ，加速教 育的数字化革命 ，使教 

育成为其 确保 21世 纪信 息 霸主 的重要 途径 。20世 

纪 90年代后期 ，随着 网络技 术 的普及 ，整个 社会 与 

信息技术 的关 系愈来 愈 密切 ，“社 会信 息化 ”的名 词 

开始 出现 ，教育 为 了适应社会 和推动社会 的发展 ，随 

着教育改 革和发展 出现 了“教 育信息化”的提法 。 

近 年来 ，各 国政 府都 把教 育信 息化作 为本 国教 

育的头等大事 ，给予 了前所 未有 的关 注 。印度在 对 

东北边境地 区战 略性开 发所采取 的六项措 施 中明确 

指出 ：政府将 自 2000年 4月 开始 ，准备 耗资 2o亿 卢 

比(约 4650万美元 )，在两年 时间 内为东 北各邦建 立 

4OO个 计算 机信 息 中心 ，中心 将 提供 先 进 的电脑 设 

备和上 网条 件 ，供 东 北地 区居 民接 受 电脑 培训 和上 

网实践 。这项计 划 显示 ，印度 政府 打算 让 落后 的东 

北 地 区在新 技术领域迎头 赶上 。而不是采取“爬 行主 

义 ”。突尼斯要求全 国 的科研单位 。大 、中 、小学 校和 

图书馆一律 上 因特 网 ，此外成立 全国儿童信息 中心 ， 

统领 全 国小 学生 的教育信 息资源 开发 。马来西亚 建 

立 了“多媒 体超级 走廊 ”，使 教 育信 息化 达 到 了国际 

水平 。韩 国的“教 育革命”强调要果 断地 剖析今天 的 

教 育 ，使 今天 的教 育脱 胎换骨 ，这是达 到耸立在 世界 

中心的新韩 国的最佳之路 。 日本 政府要 求在传 统的 

教育体制 和教育 方法 的框 架 之外 ，探 索 一种全 新 的 

教学模 式 ，并 通过 网络 创造理想 的交互式 学习环境 。 

英 国政府 推 出题 为“教 育高速公 路一 前进之路 ”的 

行动计 划 ，积极 推进全 国上网学 习计 划。 

面对世 界 教育信 息化 的猛烈发 展 ，我 国的教育 

信息化如 何进行 成 为教 育技 术界 面 临的首 要 问题 。 

1998年 我国 教育 技 术 界权 威 期 刊 《中国 电化 教 育》 

发表《中国电化 教育 面 临跨 世纪 的 战略 调整》，为 我 

国 的教育 技术界 指明 了调整 的方 向。我 国著名 的教 

育技术专 家黎加厚 博士面对 教育 技术信息化创造性 

提 出了“e-Education”的新 概念 ，指出信 息时 代 的 e— 

Education是 “在现 代信息技术 环境 中 ，研究 与人类学 

习行 为 有 关 的各 要 素 及 其 相 互 关 系 的 活 动 规 律 ，以 

促进学 习的理论 与实践 ”【2】。“e—Education”的提 出使 

我国 的教育技术 进一 步 与世 界接 轨 ，促进 了我 国教 

育技术在信息 时代 的研究 进 程 ，推 进 了我 国教 育技 

术 的 国 际化 。 

三、美国新国家教育技术规划的提出与我国教 

育技术实践 

2OOO年 12月 ，美 国教 育部经过长期 的调查 和咨 

询 ，1996年国家教育 技术 规划进 行 了战 略性 的 总结 

及修订 ，将原有 的 4大 目标扩充 为 5大 目标 j： 

1．所 有 师 生 在 教 室 、学 校 、社 区、家 中 都 有 接 

触 、使 用 信 息 技 术 的机 会 。 

2．所有教 师 都能 够有 效 利 用技 术 来 帮 助学 生 

达到更高 的学术标 准 。 

3．所 有学生都具备技 术和信息素养 技能 。 

4．开展 有关研究 和评估 工作 ，进一 步完 善 下一 

代技术在教 学中的应 用 。 

5．利用 数字化教学 内容 、通 过 网络应 用 变革 教 

与学 。 

分析 5大 目标 ，不难发现 ，目标 1是对 硬件设 施 

建设的要求 ，其 范 围遍 及 生 活 的 各个 角落 ，范 围很 

大 ，使 师生随时 随地都有 接触信息技术 的机会 ；目标 

2对信息 时代 的教 师提 出 了要 求 ，教 师 不仅 要 能 够 

熟练操作 和使用 信息 技术 ，还要 能运 用信 息 技术 手 

段进行教学 ：目标 3对学生 的信 息素养提 出了要求 ， 

学生不仅要能够 使用 技术 ，而且 能 够具有 信 息 的获 

取和分析 能力 ，并 能够养 成终 身 受用 的信 息 技术 素 

养 ；目标 4指 出教育技术要与最新 的技术相结 合 ，加 

强下一代技术 的运用 研究 ；目标 5指 出要 加 强数 字 

化教学 内容 的建 设 和运 用 互 联 网 络促 进 教 学 的改 

革 。 

对 比中美 教育技 术发 展 的现状 ，美 国新 国家 教 

育技术规划 的提 出对 于我 国教育技 术发展和教 育信 

息化建设有重要 的借鉴意义 。 

首先 ，我 们要 大力加 强教 育信 息化 的硬 件基 础 

设施建 设 。近年来 ，我 国的信 息 化基 础设 施建 设 得 

到了迅 速的发展 ，学 生接 触信 息化 技 术 的机会 大 大 

提高 ，尤其 在一些大城市 ，信息化设施 已经接 近发达 

国家 的水平 。但是 ，由于 我 国经 济发 展水 平 的 限制 

和地 区经济发展 的不 均衡 ，在 偏 远地 区尤 其 是西 部 

地 区教育信息化设施 建设 相对落后 。在 以后 的教育 

信息化硬件设施建设 ，还要进 一步加大投 入 ，尤其是 

要向西部和贫 困地 区倾 斜 。 

其次 ，要努力 提高教师 的教育技术水平 ，促进 信 

息技术与学科 的整合 。 以计算机 网络为基础 的现代 

化信 息技术 从 根本 上 改 变 了社 会 中 的信 息 分 布 状 

态 ，从 而改变 了传统的教育关 系 ，信息时代 的教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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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是学 习者 ，而学 习者也 可 以作为 教育 者 。这 

就给传 统 的师生关 系提 出 了挑 战 ，教 师 的角色转 变 

势在 必然 ，教师要 由知识 的传授者 、灌输者转变为学 

生 学习的帮助 者 、促进 者 。教师 的这 种转 变要求 教 

育管 理部 门对 教师要进行必 要的培训。教师本身要 

牢 固树 立终身学 习 和终 身教 育 的意识 ，树 立正确 的 

现代 化教育 思想。除 了培训 教师 掌握计算机软硬件 

的操作 以#1-，更 要培 训 如何将 技术 集成 到教 学过 程 

中的能力 。要 求教师把信息技术 当成 一种学习资源 

和学 习工具 ，加强教育技 术与各学科 的整合 ，重视各 

学科 的教育资 源建 设 。教 师将 成为 信息 咨询 者 、学 

习合 作者 、课 件开发 者 、学 习推动 者和学 习顾 问 。 

再 次 ，要 培养学 生 的信息化 素养 。21世纪是 信 

息时代 ，而信息时代对人 才的需求有其特殊性 ，要求 

他们具有 “2l世 纪 能力 素 质 ”。美 国教育 技术 CEO 

论坛第 四年度 (2001年 )报 告 明确 指 出，“21世纪 的 

能力 素 质 ”应 包 括 以 下 五 个 方 面 ：1、基 本 学 习 技 能 ； 

2、信息 素养 ；3-,创新 思维 能力 ；4、人 际交 往与合 作精 

神 ；5、实践能力 。在上述五个方 面的能力 素质 中 ，基 

本 学习技能是 指“读 、写 、算 ”能力 ；信 息素养 是指 能 

够有效 地对信 息进行 获取 、分 析 、加工 、利用和评价 ； 

创新思 维则应包 括发 散 思维 、批 判思 维 、联想 、想 象 

以及抽 象概括与逻辑 推理等方 面 的思 维能力【4】。这 

便是 21世 纪信息 时代 创新 人 才所应 具备 的能力 素 

质 。培养 学生 的信 息化 素养就是要他们 能够具有充 

分利用现代 信息技 术并 能利 用 它解决 实 际 问题 ，这 

将有助 于他们在信息化社 会 中的生存 。 

再 次 ，要 积 极 研 究 新 技 术 在 教 育 中 的 运 用 。教  

育信息化 的发展离不开 通信和信 息技术 的支持 。个 

别化学 习 、交互 式学 习、协 作式 学 习、探 索性 学 习等 

学习方 式 的实现 、教 学 内容 的传 输 与呈 现等 等都需 

要技术 的支 持 ，因此要 把先 进 的通 信和信 息技 术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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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到教育技术 实施 的过程 中。 

最后 ，要加强 网络教学 资源建设 ，积极 研究和开 

展 网络教 学。 目前 中国教育 和科研 计算 机 网(CER— 

M )是 我 国 四大 互 联 网 之 一 ，也 是 我 国 开 展 网 络 教 

育 的重要 基 础设施 。1994年 国家 计 划 委 员会 批 准 

立项建设 中国教育 和科 研 计算机 网(CERNET)示 范 

工 程 ，至 今 CERNET已建 成 了 一个 全 国 网络 中 心 、八 

个 地 区 网络 中心 。 中 国 教 育 和 科 研 网 已经 连 通 了全 

国 70多 个城 市和 700多 所 大学 和科 研单 位 。中 国 

教育和科研计算机 网的建设 正在对我 国教 育的发展 

产生重大影响 。但 是我 们也 看 到 ，我 国 的网络 教育 

资源严重缺乏 ，网络资源 、网络课程 的开发 是实现 网 

络教育的前提 ，也是 保证 网 络教 育质 量 的关键 。 网 

络教育资源 的开发成 为教育 技术界解决 的重要 问题 

之 一 。 

现代 信息技术 飞 速发展 ，信 息技术 作 为教 育技 

术 的组成 部分 ，必将 带 动教 育技术 不 断前 进 。我 国 

的教育技术一定要不 断学习和借鉴 国际教 育 的新理 

论 、新 技 术 、新 方 法 ，使 我 国 的教 育 技 术 跟 上 国 际 教 

育技 术 发 展 的 步 伐 ，积 极 运 用 教 育 技 术 推 进 我 国 教 

育信息化 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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