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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史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二) --“教育技术史”学科初探

 

李 龙 

（内蒙古师范大学 现代教育技术研究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 摘 要］历史研究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事实判断，第二层次是认识判断，第三层次是

价值判断。本文从历史的回顾、历史的启示、历史的价值三个方面列举了我国电化教育近90

年的发展历史，对几个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分析，阐述了电化教育的历史价值，进而论述

了建立教育技术史学科的意义和设想。 

［ 关键词］教育技术；史学研究；学科建设 

［ 中图分类号］G43 

［ 文献标识码］A 

   •教育技术本质的概念： 

   教育技术是人类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所采用的手 段与方法的总称。 

   •教育技术实践层面的概念： 

   教育技术是在先进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 运用相关的手段和方法促进教育效果优化

的实践活动。 

   •教育技术理论层面的概念： 

    教育技术学是研究在教育中运用相关技术来提高绩效的理论、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学问。

[7]上述教育技术本质的概念说明了教育技术“是什么”； 教育技术实践层面的概念说明了

教育技术能够“做什么”和“如何做”； 教育技术理论层面的概念说明了教育技术应该 

“研究什么”， 即教育技术学科的内涵。它们与领域的概念一起， 共同组成教育技术的定

义体系， 完整地阐明了教育技术领域的基本内涵。电化教育１９９８定义强调了现代教育思

想、理论的指导、现代教育技术（ 现代教育媒体、媒传教学法、教学设计）的运用， 指出

了电化教育是一种教育活动， 其目的是实现教育过程的最优化。 由此可以得出小结２： 电

化教育和教育技术实践层面的内涵是基本一致的， 电化教育的理论研究是教育技术理论研究

中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 电化教育学科是教育技术学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３）与现代教育技术定义相比较 

   “教育技术”名称进入我国不久， 便产生了“现代教育技术”这一提法， 这是中国特有

的名词。现代教育技术只是教育技术在发展过程中对当今时代的一种表述， 是教育技术实践

层面的现在时段， 它所依据的理论仍然是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教育思

想、理论， 有不同的技术手段和方法。根据教育技术实践层面的概念， 现代教育技术可以

表述为： 现代教育技术是在现代教育思想、理论的指导下，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和系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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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教育效果优化的实践活动。[8] 

    上述定义中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系统方法实际上包含了现代教育媒体、媒传教学法、教学

设计， 由此可以得出小结３： 电化教育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完全一致。 

    我们把电化教育同美国ＡＥＣＴ１９９４定义、我国教育技术领域的定义体系、现代教

育技术定义做了比较， 总结上面所做的小结， 可以得出结论： 电化教育是教育技术领域中

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和现代教育技术的内涵完全一致。 也就是说， 教育技术的内涵大、电

化教育的内涵小， 教育技术包含了电化教育。借用中国教育技术领域构成图[9]可以看到， 

电化教育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从图1中可以看出，电化教育包含了教育技术事业、教育技术产业的大部分内容，同时也

是教育技术学科（专业）的组成部分。这一结论和南国农先生提出的“电化教育是一门科

学，一项事业，也是一种产业”[10]的观点完全一致。
 

图1 电化教育在教育技术领域中的示意图 

    2．信息化教育与教育技术的关系 

    南国农先生在《信息化教育概论》一书中指出：信息化教育，就是在现代教育思想和理

论的指导下，主要运用现代信息术，开发教育资源，优化教育过程，以培养和提高学生信息

素养为重要目标的一种新的教育方式。[11]把上述信息化教育的定义和现代教育技术、电化

教育的定义对照可以看出，它们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是一致的，实质是一样的。“信息化

教育是电化教育发展新阶段使用的名称……信息化教育是信息时代的电化教育。”[12]笔者

曾经提出：信息化教育是指在教育技术理论的指导下，有效地运用信息技术所进行的教育、

教学活动。[13]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信息化教育是一个实践过程。“在教育技术理论的指导下”表明

信息化教育是整个教育技术中的一部分， 是在教育技术理论——教学设计理论、教育信息处

理理论（ 即现代教学媒体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教育、教学活动；“有效地运用”这一短语包

括了两方面的内涵：一方面要重视系统方法和整体技术的作用，另一方面要保证运用信息技

术的结果能够促进教育绩效的提高，有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把上述信息化教育的定义与

教育技术实践层面的定义、现代教育技术的定义，以及电化教育1998定义相比较，可以看

出： 

    （1） 信息化教育属于教育技术的实践层面，是教育技术发展的新阶段。 

    （2） 信息化教育与现代教育技术、电化教育都是中国创造的名词，它们是对同一事物

的不同表达。也可以说，信息化教育是电化教育在当代的最恰当的表述。 

     3．结论 

     综上所述，电化教育并不等于教育技术，因此也就不存在着用电化教育代替教育技术，

还是用教育技术代替电化教育的问题。电化教育为教育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教育

技术的发展又为电化教育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空间，电化教育和教育技术是在一个



共同的体系中共生共长的。教育技术作为理论研究的名称使用，能够充分反映该领域的内

涵；电化教育作为实践应用领域（ 事业、产业）的名称使用， 既能体现中国的特点，又明

确和方便。 

    在教育领域中，教育学是反映教育规律的知识体系，属于科学的范畴，主要回答“是什

么”和“为什么”的问题；教育技术学研究的是运用相关技术来提高教育绩效的理论、规律

和方法，属于技术的范畴，主要回答“做什么”和“如何做”的问题。“科学”与“技术”

是不可分割、互相促进的，不存在着谁包含谁的问题。因此，教育技术学的正确定位应该是

教育学门类中技术学范畴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综合应用学科，是教育科学与教育、教学实

践之间的连接桥梁。[14]也就是说，教育技术学科应该是教育学门类中与教育学并列的一级

学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它将关系到教育技术学科能否生存、能否继续发展的大问题。

所以，从学科性质来讲，信息化教育学（ 电化教育学、现代教育技术学、信息技术教育

学） 理所当然的是教育技术学的二级分支学科。 

    （二）媒体热的分析 

    在电化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每当新的媒体出现，随即就会引起一阵热潮。当另一种媒体

又出现时，则往往会舍弃现有的媒体， 再次追捧新的媒体。如此往复，乐此不疲。 

    1．幻灯教学热 

    鉴于幻灯、投影对传统教学的改进作用，在1978年教育部召开的“全国幻灯教学汇报

会”上曾提出“在1980年前在大部分地区普及幻灯教学”，即“三年普及幻灯教学”的号

召。一时间，各地纷纷购买幻灯机、投影器，买不到就想办法自己用铁皮、木版、纸壳、玻

璃制作，大有当年“全民大炼钢铁”的气魄。但在实践中很快就发现这一要求是很难实现

的： 除了资金短缺这一主要因素外，当时生产的幻灯机、投影器质量低、效果差，而且供不

应求； 教师对开展幻灯、投影教学的认识和经验的积累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在1979年

“全国教学幻灯片编制经验交流会”上，教育部负责人谈到：“什么时候普及……不能要求

过急，欲速则不达。各省、市可以根据这个精神，调整普及幻灯教学的步伐。” 

    2．闭路电视热 

    1974年，江苏省南通四中与南通电表厂合作，进行电视教学试验。随后，其他一些学校

也进行了相似的试验。1978年，电化教育重新起步。由于电视在当时是新的媒体，得到国家

的重视和家长、学生欢迎。教育部门想利用它解决教师短缺的问题，工厂想推销积压的闭路

电视产品，因此一拍即合。有的学校购买工业黑白电视系统进行闭路电视教学，有的学校购

买小功率发射机进行开路电视教学，在高等学校和一些中小学兴起了“电视热”。 

    虽然电视教学有着明显的优点，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电视技术不过关，图像不清晰，

画面不稳定，设备不配套，经费不足，维修管理跟不上，严重地影响了电视教学的质量。为

此，教育部于1978年发出了《关于学校开办教育电视有关问题的通知》，即时纠正了闭路电

视热。 

    3．录像教学热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彩色电视录像设备的大量引进，各高等学校和各省、市电化教育

馆都花重金购置了电视节目制作设备， 自制电视录像教材，开展录像教学。有人认为，“运

用电视录像可以把最好的师资送到偏远的地区，让全国的学生都能够同时接受最好的教

育”，甚至提出“十年普及电视录像教学”的设想。可是他们忽略了地区差别、学生差别，

忽略了教育教学相关的基本原则。二十年多过去了，普及电视录像教学无果而终，也再无人

提起。 

    4．多媒体教学热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正当电视录像教学进退两难之时，由于PC机的出现，计算机辅助

教学在我国悄然兴起。大家又在编程序、做课件、搞实验，大有与电视教学一争高低之势。



电视录像教学和计算机辅助教学各自圈定势力范围，本来是在做支持教学改革的同一件事，

却老死不相往来。90年代后期， 多媒体技术的出现， 以其超文本性、交互性、灵活性、方

便性的特点，不管合适不合适、需要不需要，几乎完全取代了其他媒体的地位。“罢黜百

家、独尊多媒体”， 把经过多年奋斗而取得的电教成果， 包括“多媒体组合教学”都弃之

不用了。“三机一幕”被拆除， 代之以多媒体教室。而在多媒体教室中， 只是使用计算机

代替板书， 甚至只是把教科书放在视频展示台上，一页一页翻书、一页一页投影到屏幕之

上，谓之曰“多媒体教学”的现象并不少见。 

    5．网络教学热 

    20世纪末，计算机网络进入教学领域，改善了教学环境，丰富了教学资源，促进了教学

理念的更新，为新的教学方式的运用创造了条件。e--learning应运而生，这将是人类学习方

式的革命性变革，需要认真研究和实践。网络教学是开展e--learning的第一步，它的实质是

基于网络环境的无限性、网络资源的丰富性网络教与学策略的多样性、网络学习评价的多元

性，通过网上师生的互动，在达到当前教学目标的同时，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和意

识，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以逐步适应e--learning的要求。而我们现在简单地把和“网络”

沾边的一些教学活动都称为网络教学，不论是基于课堂的网络教学还是基于学生自主学习的

网络教学活动，有很大一部分都存在着教学目标不明确、教学内容与网络相关性不强、教学

策略的选择与网络的特点不相符合等问题。更有一些是“为了用而用”，纯粹属于表演。 

    6．远程教育热 

    从20世纪末开始，我国的远程教育有了飞速的发展。高等学校设置的网络学院在两三年

内从4所一下子发展到67所，由公司运作的中小学网校还未见有确切的统计数字。如何保证教

学质量， 如何在教学效果和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如何评价、监督和谁去评价、监督这些

网校的运作？ 

    从2003年开始， 国家在几年内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使农村初中基本拥有计算机教室， 农村小学基本成为卫星教学收视点，农村小学教学点配备

教学光盘播放设备和成套教学光盘。三年过去了，该项目实施的结果极大地改善了农村中小

学的教学环境，丰富了教学资源。可是从调查的结果来看， 大部分地区和学校还没有充分发

挥这些设施的作用， 教学效果没有得到预期的改善。 

    7．结论 

   上述历史现象反映了电化教育工作者对新媒体的关心，对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是也深刻地

反映出他们在教育观和技术观上存在着盲目乐观主义，以为运用新技术的优势就可以解决教

育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解决这种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对电化教育发展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从中得出经验和教训、总结事物的规律，逐步上升到教育技术哲学的层面来提高认识。 

   （三）“理论热”的分析 

    回顾我国电化教育的历史，随着电化教育实践的发展， 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展开。南

国农先生提出的“七论”，奠定了电化教育学科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的电化教育实

践， 都是以此为基础的。进入90年代后，学习理论、教学理论都在发展，新的教学媒体和资

源的种类在增加、功能在增强，使得教学环境、教学理念都发生了变化。因此，指导电化教

育实践的理论也需要向前发展。正在这时，教育技术的理论体系被介绍到中国。教育技术理

论体系和我国电化教育的理论体系相结合，逐步形成了新的有别于国外的理论体系；而教育

技术理论体系中有的内容和原有的电化教育理论体系不相容，则需要切磋和探讨。 

    近十年是两种理论体系的碰撞、磨合、修正、创新的时期，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是完

全正常的。对国外教育技术理论体系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对我国电化教育理论体系在

继承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只有采取这样的态度，才能有利于我国教育技术的进步。近年来，

有关教育技术理论的研究轰轰烈烈，各种观点的文章和著作层出不穷，可谓“热烈”。其中



不乏有观点、有思想、有深度、有创新的好作品，但是有些现象也值得我们深思。 

    1．全盘照搬国外的理论 

    对国外“理论”不加分析地一概推崇，不厌其烦地引证、注释。有人认为：“教育技术

就是教育技术，全世界都应该一样，不存在中国的教育技术和外国的教育技术之分，如同不

存在中国物理和外国物理一样。”因此国外的教育技术理论和实践也完全适合我国。实际上

这种看法有两点值得商榷： 

   （1）他们忽略了教育技术学科的特点。教育技术学不是纯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它是教

育和技术相结合的综合应用学科。教育属于人文学科，涉及到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以及文

化底蕴、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因此各个国家的教育技术学科的内涵不会完全一样。 

   （2）他们混淆了教育技术学科和教育技术领域的区别。教育技术领域涉及到所有运用技

术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即便教育技术学科应该相同，但“教育、教学问题”

在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因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方法、组织形式也

就不会相同。 

    2．否定和贬低电化教育理论的价值 

   “电化教育”是当时国外教育理论、视听技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经过近９０年的

发展而不衰，说明它的理论体系仍然具有顽强生命力。经过近十年来和国外理论的融合，不

但对教育技术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支持作用，也使得电化教育的理论体系更加科学和完善。

但一些文章认为电化教育没有自己的理论，或电化教育理论已经过时，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

等。 

    3．认为电化教育是国粹，不能改动 在理论研究的过程中，也有的人认为电化教育就是

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技术，是民族精神的代表，是国粹，因此不能改动，并笼统地指责教育

技术造成了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泛化，是造成当前所有问题的根源。 

    4．对新理论、新概念的炒作和对原有概念的“包装” 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新的理

论、新的概念会不断出现，需要进行研究和学习。但在理论研究中，一出现新理论、新概念

就一哄而上，以新理论代替“旧理论”、以新概念代替“旧概念”，“旧瓶装新酒”的现象

比比皆是。而对大家公认的一些概念，却在不断地“赋予新意”，有时弄得面目全非，不知

所云。 

    5．研究过程中的低水平重复 

    从电化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水平都在不断提高。但是在一些具体

研究过程中，低水平重复现象仍然存在。比如： 简单地验证一种媒体比另一种媒体效果好，

使用媒体比不使用媒体好；经过一两节课的教学实验就得出结果，证明实验班比对比班的教

学效果好；通过十几份或几十份问卷的调查，就可以得出适用于一个地区、一个省，甚至是

全国的普遍性结论等等。 

    6．结论 

    通过上面的史实可以看出，我们的一些教育技术（电化教育） 工作者还缺乏一定的哲学

修养，没有掌握最基本的认识论、方法论，往往以偏概全，唯上是从。有时把没有经过验证

的“理论”当作普遍性的真理去指导实践，有时又把个人的或局部的经验当作普遍性理论进

行推广。在学科的发展过程中，缺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氛围，没有形成具有共同思

想观点的团队和不同思想观点的学派（ 不是其他派别），这种状况对于学科的健康发展是不

利的。 

    三、历史的价值 

     陈至立部长曾经讲过，教育技术是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从以上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我

国电化教育经过近９０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教育领域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电化教育的历

史价值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形成了一个研究和应用的领域 

    教育技术涉及到所有运用技术解决教育、教学的研究和应用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庞大的

领域。中国的教育技术既是一门学科（ 专业），又是一项事业，同时还是一种产业。也就是

说，在我国有着完整的教育技术体系，它包含了教育技术学科（ 专业）、教育技术事业和教

育技术产业三部分。 

    作为一门学科（ 专业），我们已经初步构建并且正在完善教育技术学科的知识体系，建

立了从专科、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多层次教育技术专业人才的培养体系。 

    作为一项事业，我们有着世界上独特的教育技术（电化教育） 工作系统，包括从中央到

地方的各级教育技术（ 电化教育） 机构；大、中、小学的教育技术中心（网络中心、电教

中心、电教组）；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到地方广播电视大学、分校、教学站点，以及普通高

等学校网络学院组成的远程教育系统；由中国教育电视台、地方教育电视台（ 站） 和各地

区教育城域网组成的教育信息化网络。教育技术（电化教育）从业人员达到几十万人，由他

们指导、引领、帮助上千万的一线学科教师运用教育技术改进自己的教学工作。 

    作为一种产业，目前正在形成教育技术“研究、生产、应用”相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的机

制，使教学资源的建设走产业化的道路，以产品和技术服务支持教育信息化。 

    2．促进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我国电化教育的发展为教育现代化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建立了电化教育机构和教育

信息传输体系，基本完成和正在完成信息化教学环境的建设、教学资源的建设，进行了大量

的基于信息化环境的教学改革实验项目。目前正在开展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技术能力的全员培

训，将大大地提高教师运用教育技术进行教学改革的能力。所以说，电化教育的历史价值体

现在对教育现代化支持与促进上。 

    四、教育技术史学科的构建 

    教育技术是随着教育的产生而产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因此，教育技术的

历史如同教育的历史一样源渊流长。在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教育活动从最初的口耳相

传、手抄记录，到使用印刷品、实物、模型等传统媒体，经过了几千年的时间。从19世纪末

开始，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 科技产品进入教育领域， 使得教学媒体日益增加， 发展

到幻灯、投影、电影、广播、录音、电视、录像、计算机、网络、虚拟现实环境等现代媒

体；而传播理论、系统理论的发展，则从方法上给教育、教学问题的解决增添了科学性、规

范性和艺术性。 

    在过去，只是由于“技术”的含量不高，通常把教育技术归到教育手段和方法之中，而

未单独列出。20世纪以来，由于“技术”在教育过程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形成了除教

师、学生、教材以外的影响教学结构的第四项重要的因素——媒体（实际上包括了教学媒

体、资源和环境）。它不但影响了教学内容、教学策略， 还影响了教学理念和教学的组织形

式。我们在上面所讨论的电化教育只是教育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的一部分。如果把它称为

现代部分，那么还有很长的一段历史——古代部分还没有去研究。 

    因此，建立“教育技术史”学科，专门对人类运用教育技术不断促进教育发展的历史渊

源、作用、价值进行深入研究，无论对教育技术本身，还是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健康发展，都

是极为重要的。为此，笔者提出建设“教育技术史”学科的初步构想： 

    1．教育技术史学科研究的对象 

    史学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历史，任何时代的历史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必然与其他

历史事物存在着时间上、空间上的联系。[15]因此，教育技术史学科研究的对象是教育技术

具体的发展历程，包括过去的事实本身，也包括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2．教育技术史学科研究的领域 

    历史是人类活动的记录，教育技术史学科研究的领域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时间系列 

    ①通史： 教育技术通史。 

    ②断代史： 古代教育技术史、现代教育技术史。 

    ③阶段史： （中国）初创阶段史、奠基阶段史、发展阶段史、深入发展阶段史等。 

   （2）空间系列 

    ①世界教育技术史。 

    ②国别史： 中国教育技术史、美国教育技术史等。 

    ③地区史： 台湾教育技术史、香港教育技术史、亚洲地区教育技术史等。 

    ④其他： 金陵大学电化教育史、印地安那大学教育技术史等。 

   （3）内容系列 

    ①综合史（总史）。 

    ②专门史： 视听教育史、电化教育史、计算机辅助教育史等。 

    ③资料汇编： 大事记、论文集、专著、网站等。 

    ④年表： 中国教育技术年表、教育技术分类年表等。 

   （4）人物系列 

    ①个人系列： 中国教育技术学家、外国教育技术学家。 

    ②专门群体： 电化教育学派、教育技术学派等。 

    3．教育技术史学科的作用与价值 

   （1）以史为鉴 通过分析历史记录，作出价值判断，接受历史经验教训，指导现代教育技

术工作者的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 

   （2）继往开来 发掘先辈们实事求是、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无私奉献的精神财富，陶冶

后辈情操，使先辈们为之奋斗的事业后继有人。 

   （3）温故知新 史学的认识成果中包含了大量的文化财富，学习教育技术史可以使后辈继

承过去教育技术研究成果中的这些财富，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4．教育技术史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坚持“整体优化、多元发展”的观点，

主要采用文献研究法，同时深入当前的社会实践中，积极参与定性研究和实证研究，优化组

合各种研究方法，取得客观、公正的研究成果。任何一门成熟的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史。

同样，教育技术学科也不例外。教育技术史学科的建立对教育技术学科，以至教育学科的发

展都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该学科培养的人才将为我国科学技术、教育技术的健康发展作出

应有的贡献。该学科的基本研究成果《教育技术史》可作为专业课程安排教育技术学专业的

本科生及研究生学习。 

    教育技术史专业人才的需求特点是数量不大但专业素养要求较高，因此适合在研究生层

次培养。为此，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学科已经从2005年开始招收教育技术史方向的硕

士研究生，计划从2007年开始招收教育技术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在电化教育9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笔者认为我们现在要做的是： 更好地继承电化教育的

优良传统（ 而不仅仅是名称），密切联系我国教育、教学的实际，发扬求真务实、团结协

作、积极进取、甘愿奉献的电教精神，借鉴国外一切优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为促进我国教

育现代化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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